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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三章。緒論主要是論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相關研究成果回顧、研究方法等。


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章節安排主要是從三個方向來論述：（一）總督的施政方針：台灣總督就任時，從其在州廳公布的施政方針中，可以反映總督其施政特色。 （二）總督巡視內容：這一部分主要是從《台灣日日新報》、《台灣大年表》、《台灣日誌》及其他專書中整理出台灣總督在台的巡視路線，並從總督的巡視路線，看出不同時期、不同總督的行走地點所代表的意義。（三）總督巡視的特色：這個面向主要是希望能將總督巡視所呈現的意義，做更全面、客觀的闡述與探討。另外，在總督的出巡中，可以反映出當時台灣社會的影響，例如：交通建設。期能看出台灣總督在不同時期巡視中，所表現出的特殊性。期能用一個整體性的論述來看日本治台50年，總督巡視對於政治威望的展現、殖產興業的成果、以及彰顯皇國教化的綜合考察等做一全面陳述。


結論是綜合上述各章節的討論，從總督的巡視過程、巡視結果、和巡視後的綜合考察等，做一綜合論述，建構出支配者（總督巡視）在殖民時代的歷史脈絡，同時將日治時期總督巡視的意義與時代的發展做出完整的陳述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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