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紙廠‧宜蘭興自造─歷史建築群‧紙業風貌一年期（107）調查研究 
 

2-31 

【表 2-2-2】臺灣中興紙業公司羅東總廠建設沿革 

日治時期 

第二紙廠（原「臺灣興業株式會社」二結工場，位於二結）設立 

大正 7 年（1918） 「臺南製糖株式會社二結製紙工場」2 月動工、9 月竣工。 

大正 8 年（1919） 二結製紙工場開始製造包裝紙、紙漿。 

大正 10 年（1921） 二結製紙工場關廠。 

昭和元年（1926） 11 月 29 日設立「三亞製紙會社」，由鈴木梅四郎、田島貞雄、藤山雷太等人管理。 

昭和 3 年（1928） 1 月 5 日「三亞製紙會社」營運。 

昭和 5 年（1930） 「臺灣紙業工業所」設立。 

昭和 6 年（1931） 「蔗渣工業試驗所」設立。 

昭和 8 年（1933） 7 月 1 日「臺灣紙業株式會社」設立，承繼「蔗渣工業試驗所」。 

昭和 9 年（1934） 12 月「臺灣紙業會社二結工場」試驗蔗渣脫色、「鬼芒」製紙成功。籌設「臺灣興業株式

會社」、新工場建廠計畫。 

第一紙廠（原「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羅東工場，位於四結）設立 

昭和 10 年（1935） 2 月 14 日羅東工場舉行「地鎮祭」。 

3 月 5 日設立「臺灣興業株式會社」。 

12 月 5 日由宜蘭神社藤村社司舉行「上棟式」。 

昭和 11 年（1936） 7 月完成索道將花連海岸山脈的「鬼芒」搬運至蘇澳港，用汽船、汽車運到羅東工場。 

8 月完成鐵道宜蘭線四結驛，站名紀念大川平三郎命名為「中里驛」。二結工場「蒸煮釜」

爆炸造成員工死亡。 

12 月臺灣紙業株式會社合併於臺灣興業株式會社。30 日大川平三郎病逝東京自宅。 

昭和 12 年（1937） 2 月 20 日羅東工場蒸煮釜開始製造製紙原料，運送到二結分工場製造紙板及印刷紙。 

4 月 25 日羅東工場舉行竣工典禮。 

戰後 

民國 35 年（1946） 「臺灣紙業公司」接管羅東工場、二結工場。 

民國 48 年（1959） 「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民國 49 年（1960） 羅東紙廠改稱「羅東總廠」，四結廠改稱「第一紙廠」、二結廠改稱「第二紙廠」。 

民國 51 年（1962） 陸續增加各式機具設備以提高產能。 

第三紙廠設立  

民國 66 年（1977） 為新增九號機（新聞紙機）而成立的「第三紙廠」舉行建廠破土。 

民國 68 年（1979） 完成安裝九號紙機，年產 5 萬公噸。 

第四紙廠設立  

民國 70 年（1981） 為新增 10 號機而成立的「第四紙廠」舉行建廠破土。 

民國 73 年（1984） 3 月完成安裝 10 號紙機，年產能達 11 萬公噸。 

12 月中興紙業公司遷羅東與總廠合併辦公。 

民國 75 年（1986） 完成第一期綜合廢水處理工程。 

民國 82 年（1993） 完成第二期廢水處理工程。 

民國 88 年（1999） 精省改隸經濟部，成為國營事業單位。 

民國 90 年（2001） 「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