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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臺灣與福建商人間的 
國籍選擇與商業糾紛： 

以林謀昌案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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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國籍選擇和商業糾紛」為視角，分析1906年「臺灣籍民」林謀昌在

廈門因所屬商號「巖泉號」與法籍商號「萬寶源號」的商業糾紛而遭到逮捕一個

案。過去關於外籍華人的討論多從官方交涉的角度切入，鮮少討論國籍選擇背後

的商業目的，也缺乏討論關於商業糾紛背後的貿易網絡。該事件肇因於雙方利用

廈門開港後的商業機會拓展自身的商貿範圍與規模，而在經營跨國貿易的過程中，

因合作破局導致產生商業糾紛。雙方透過國籍的轉換在清國的訴訟體系中相互較

勁，最後經清、日兩國的外交交涉，林謀昌得以被釋放。案件關係到雙方國籍背

後所屬國家在福建的利益衝突，與福建當地的政治角力和運作相互作用，使案件

中遊走於東亞間的商人，得以利用變更國籍和身分，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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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以〈20 世紀初華商間的商業糾紛與國籍利用：以林謀昌案為中心的討論〉為題，發表於

2016 年 5 月 14 日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主辦之「變動中的東亞：跨域視野的觀察國際學術研討

會」，感謝評論人黃富三教授、與會人士及本刊匿名審查人提供的諸多建設性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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