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列題目的答案都可以在本次特

展的展場或網站中找到，請一起

來認識臺灣糖業的甜蜜時光吧！ 掃我找答案

是 非 題

(     ) 1.新式製糖法包括石灰法、亞硫酸法及碳酸法，其中以石灰法製造的砂
糖最為純白。

(     ) 2.臺灣糖業到日本統治時期才展開機械化生產。

(     ) 3.台灣糖業公司是由日本統治後期的4家製糖株式會社合併而成。

(     ) 4.糖業鐵路被慣稱為五分車，是因為車速最高只有5公里。

(     ) 5.為了穩定臺灣砂糖外銷，儲備保證糖價差額基金，我國於民國55年
(西元1966年)公布臺灣省砂糖平準基金條例。

選 擇 題
(     ) 1.下列哪一個不是臺灣早期載運甘蔗的主要運輸方式？

A.臺車    B.牛車    C.馬車    D.五分車

(     ) 2.提煉糖的過程中，壓榨後之蔗汁仍含有泥沙等雜質，需要加入石灰讓
雜質凝結沈澱，此一過程稱為什麼？
A.壓榨    B.清淨    C.蒸發    D.結晶

(     ) 3.糖蜜是製糖過程中的副產品，經過再加工後，可以做成哪些產品？
             A.酒精    B.酵母粉    C.健素糖    D.以上皆是

(     ) 4.民國35年(西元1946年)台灣糖業公司成立的第一所員工子弟小學
校，是今天的哪一所國小？
A.臺南市公誠國小    B.臺南市總爺國小；
C.高雄市興糖國小    D.嘉義縣南靖國小

(     ) 5.二次大戰後的糖業鐵路，總長度達2,964.6公里，            
相當於可繞行全臺灣多少圈？
A .1圈    B.2圈    C.3圈    D.4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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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民國35年(西元1946年)台灣糖業公司
的「臺糖自營農場分布圖」，從圖中可以發
現糖廠主要分布於臺灣中南部地區，這跟甘
蔗生長的環境條件有關。你知道為什麼臺灣
的甘蔗大多種在中南部呢？
【提示】氣候因素、政策

填 圖 題

簡 答 題

以前臺灣被稱為砂糖出口王國，在展場或特展網站中有一張檔案，記載
了民國46年(西元1957年)時，臺灣砂糖外銷到世界上超過20個國家或地
區。請你在展場或特展網站找到該張檔案，並找出當時臺灣砂糖外銷排
名前五名的國家或地區，並在下面的世界地圖中標示出來及寫上國家或
地區名。線索：從外銷日本到全球/開創新局：國際貿易與市場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