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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敵亦友： 

二十世紀初期汕頭臺灣商人與日本殖民者、 

潮汕商人的合作和競爭 

 曾齡儀 

摘 要 

本文討論二十世紀初期汕頭的臺灣商人如何以靈活的「商業策略」（business 

strategies）經營汕頭「大東製冰公司」。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多以個人或家族力量前往

中國經商，「日本籍」的身分雖然為臺灣籍民帶來各種利益（稅務減免等），但也帶來

困擾。當中國發生排外情況，尤其是排日情緒高漲時，籍民商人自身的安危和經濟利

益也易招致損害。因此，如何在中日之間尋求平衡點成為臺灣商人最重要的考量。本

文首先簡述汕頭在近代中國歷史上的經濟地位以及在華南地域的重要性。其次，討論

旅汕臺灣商人的背景與公司營運狀況，並以臺南仕紳黃欣與汕頭臺灣籍民合資的「大

東製冰公司」為例，論證旅汕臺灣商人藉著與日方和中方（潮汕商人）保持「亦敵亦

友」的關係，運用國籍、族群和語言等商業策略，分別在 1930 年的「退去命令事件」

與 1930 年代初期臺人股東與華人股東的衝突中確保臺灣商人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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