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

13位ISBN编号：9787510810251

10位ISBN编号：7510810256

出版时间：2011-9-1

出版时间：九州出版社

作者：黄俊杰

页数：2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

内容概要

　　在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中，“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农复会在迁台初期就协助行政部门推动“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也带来了稳定的农村社会秩序，奠定了台湾农村复
兴的基础。

　　本书系对当年参与农复会工作的资深人士，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工作，所整理而成的实录。
全书对于土地改革、农会改组、农业技术创新等史实，均有详实的记录，是研究台湾农业发展史之重
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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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俊杰，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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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农复会历史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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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加强农会组织，提升为农民服务的功能，最重要者为农会总干事的遴选与内部人员的罗致。
因农会角色，已从早期社会及技术推广，逐渐演进为经济及信用业务，而且经济及信用业务所占比例
愈大，愈需要农会领导干部之健全，藉以增进农会营运功能，繁荣农村社会。
故我对此甚为重视，一面将总干事的遴选标准，在“农会法”中以明文订定，以能力为取舍，并无地
域限制，使理事会有权，总干事有能，权能相互配合，提升农会水准。
另一方面对农会任用人员，亦均统一招考，尤其对“农业企划专员”，特别招考大专相关科系毕业，
俾有能力执行农会企业管理及企划者，以推动农会企业经营管理。
此外，在“农会法”修正后，进行改组过程，其间难免遭遇若干阻力。
如农会合并，将经营不善的小农会，并入附近经营好的农会，以促进区域性的发展，原是一种进步的
做法。
但有些小农会即使再穷，也不愿被合并；理事长宁愿待在绩效不彰的农会，也不愿合并后丢了职务，
故实行效果不甚理想。
不过，在整体决策上，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农复会高层及杨组长玉昆先生均甚支持，其后“农会法
”虽陆续修正了若干条文，而大架构则仍始终未变。
此可说明一些新理念或改进计划的提出，初期在农村传统社会中，或许以为不甚起眼，但慢慢的推行
几年以后，农会干部参与受训人员多了，新观念也一步一步地推广了，农会经营亦有了明显的效果，
情况便会一天一天的趋于佳境，因而认为基层扎根与耐心推广宣导的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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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台湾于一九五〇年代实施之土地改革，成为台湾经济起飞之基础，并打破中国传统的大地主制度
。
　　——陈人龙（农复会地政组技正）　　　　台湾土地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土地改革方案
只影响农地所有权的转移；二是没有付现金向地主买土地，而是用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来付的地价；
三是“政权”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不是同一群人。
　　——谢森中（农复会秘书长）　　　　这部口述历史访问纪录，所收录的都是当年在农复会工作
的资深同仁，所亲身经历的最翔实的证言，具有高度的价值。
　　——蒋彦士（农复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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