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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大綱：

一、具有濃厚軍事政治色彩的通訊網之建立

二、1920年代前期台灣島內、島外主要的通訊設備

三、只能警察所用的通訊網-警察專用電話系統

四、總督府通訊封鎖下的治警事件

五、突破通訊封鎖-事件於報紙曝光

六、在反抗事件中掌握「資訊制高點」的總督府

七、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