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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業習慣到國際法： 

郊商在東亞貿易中的紛爭和因應（1860-1905）∗ 

  林玉茹∗∗ 

摘 要 

郊是由講閩南語或類閩南語的海商所組成的商人團體。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

郊商相當活躍於東亞貿易圈中，更建構出郊商業文化圈。這些商人不僅在臺灣與

中國大陸港口城市之間建立貿易網絡，並擴展到東亞，而且交易雙方商行之間還

透過信件、後以電報來傳遞訊息，形成密集的情報網絡。 

然而，依賴長距離、跨海及跨國貿易的郊商，可能面臨哪些貿易爭端？他們

是如何利用商人集團間的規範來謀取利益、規避貿易風險、化解各項紛爭？19 世

紀中葉，隨著戰爭和條約，洋商大舉東來，並帶來海上運輸和通訊革命的時代，郊

商如何因應，華、洋商人之間產生那些貿易糾紛，又如何運用傳統習慣或國際法

來處理？ 

總之，19 世紀中葉以降是進行東亞海上貿易的郊商面臨交通工具、訊息傳遞

以及國際法實踐的過渡和轉換時期。不過，受限於史料，本文首先以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期在鹿港（臺灣非條約港）、寧波（中國條約港）及長崎（日本條約港）

產出的郊商商業書信為中心，重建郊商訊息傳遞和海上運輸的變化，以及他們如

何使用傳統習慣來處理各種國內或跨國的貿易紛爭。其次，以 1860 年代臺灣開港

之後所發生的華、洋貿易糾紛案為例，分析糾紛型態、中外雙方的交涉和處置，以

及郊商在國際法秩序下的初體驗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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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計畫補助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111-2410-H-001-082-MY3。美國佛

羅里達大學陳慎仁（James Gerien-Chen）博士協助解讀美國領事報告，又 2023 年 5 月 23 日以相同題

名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講論會進行口頭報告，承蒙與談人王泰升教授提出非常精闢的修改建議

和相關資料以及黃富三、林文凱、林正慧等諸位教授，王麗蕉主任的指正，盧俋廷、詹念澄以及陳柏

翰等先生協助蒐集資料，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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