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 廍 文 化 園 區 

歷史沿革： 

台北製糖株式會社時期 

 1910年 8月 25日，木下新三郎、高橋虎太與板橋林家第四代林熊徵等人成

立台北製糖株式會社，為北臺灣第一家新式製糖廠，林熊徵是監事中唯一的

臺灣人。1911年 1月選定艋舺下崁莊下石路（今中國時報總社、華強社區

一帶）設置臺北製糖所，此處為新店溪、大嵙崁溪合流點，又與鐵路連結，

水路運輸利於集散輸出，也具有水道設施，適合製糖與運送。1911年 3月

臺北製糖廠開始動工，1911年 4月 6日由臺灣神社神官舉行「地鎮祭」，

1911年 6月 15日舉行上棟儀式。1911年 12月 17日，台北製糖株式會社舉

行試運轉典禮，當時與會人有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板橋林家林鶴壽、艋

舺仕紳吳昌才等；當日試榨的蔗料來自士林、錫口（今松山）的蔗園，在

20日製成「初糖」一瓶，與「初穗」共同獻納台灣神社。1912年 1月 16

日，台北製糖株式會社首度展開製糖作業，每日壓榨甘蔗量為 700公噸。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時期 

 1916年 9月 1日，台北製糖株式會社為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併購。1917年，

臺北製糖所開始使用甘蔗細烈機，是台、日首度使用該機器的製糖廠。1918

年 4月 27日艋舺火車站舉行落成典禮，並建造一條幹線至臺北製糖所的倉

庫以便甘蔗運送，長 530公尺。後又增設 2條支線。1920年臺北製糖所開

始以碳酸法製造純度較紅糖高的白糖，主要輸出至中國。1924年臺北製糖

所與其他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各糖廠開始栽植含糖率較高的爪哇大莖種甘

蔗。1943年總督府禁止製造耕地白糖，原設備移轉至戰力化工廠，臺北製

糖所宣布廢止。臺北製糖所在 1944年年初仍有榨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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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糖業公司時期 

1946年 6月 1日，臺北製糖所由中華民國政府接管，隸屬臺灣糖業公司第

二分區。1947年，臺糖設立萬華倉庫，成為統管臺糖物料運輸與進出口的

重要轉運節點，包括現今之 3棟糖倉與其他 4棟倉庫。1955年後，臺糖陸

續將部分廠區土地售予徵信新聞報（今中國時報）、臺灣電力公司；1973年，

臺糖配合臺北市政府萬大計畫工程，拆除臺北製糖所的鐵路支線，改以卡車

運輸；1979年，臺糖拆除糖廠煙囪、倉庫與民宅，並與臺北市政府合建國

宅、臺糖員工宿舍。至此臺北製糖所僅存 3棟倉庫與月台，在 1997年台糖

原欲將其拆除，將土地租予西園醫院興建老人安養院，遭到附近居民反對，

經一連串行動與抗爭後台糖放棄原定計劃，在 2008年由臺北市文化局進行

建築修復與展示設置，並於 2011年 9月 25日以「糖廍文化園區」名稱正式

開幕，其中一棟倉庫作為展覽館使用。 

 

糧倉古蹟再利用規劃：這裡共有 A、B、C三倉，A倉規劃為「糖廠開門」糖

業文化特展，旨在彰顯糖倉保存的意義，介紹台北糖廠的歷史故事及城西產

業發展軌跡及糖藝教室開放作為文化社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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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園區無障礙設施非常完善，處處設置有坡道並設置有無障礙廁所，是無

障礙旅遊的絕佳景點。 



園區內部：A倉前庭置放編號 843的五分車車頭，以及後面三節不同功能的

台車及車廂，分別來自彰化溪湖糖廠與台南佳里糖廠、嘉義蒜頭糖廠。 



 

  



輪椅在園區內暢行無阻 

 



甘蔗田:特意複製的甘蔗田景色，除了製糖專用的白甘蔗外，還有一般食用

的紅甘蔗。 

 

  



A倉「糖業文化展示館」: 室內展示早期製糖歷史說明、相關器具、影片...

等。

 







 
  



B倉「萬華糖廍藝文倉庫」: 除為明華園戲劇人才養成基地外，亦開放其他藝術

團隊排練或小劇場展演，為台北市新興的排練及小型展演空間。(帄時無對外開

放) 

 
C倉「戲劇文物展」: 傳統藝術培育基地，由明華園提供服裝道具等戲劇文物及

大型布景道具展示，免費開放民眾參觀及校外教學導覽。(開放時間為每周二到

日，需預約參觀，預約 C倉導覽請洽明華園戲劇總團鄧小姐電話: 02-2302-9797

分機 24) 

 

無障礙廁所:位於 B倉後方。 



 



地址: 台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132之 10號 

建議交通路線:捷運龍山寺二號出口出站，往艋舺服飾商圈的方向走，到大

理街時可以看到糖廍文化園區的指標。 

 

開放時間: 每周二到周日，可自由參觀 (如需導覽，則須預約) 

預約 A倉導覽 請洽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黃小姐 

電話: 1999(限大台北地區)或 02-2720-8889 分機 3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