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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商三美路商會 
（Samuel Samuel & Co., Ltd.） 
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

 

 鍾淑敏 

摘 要 

英商三美路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是荷蘭皇家殼牌集團（Royal 

Dutch Shell）的母體之一。該公司始於猶太人馬庫斯薩繆爾（Marcus Samuel）在

1834 年開設的小店 M. Samuel & Co，十九世紀中葉起從事東洋貿易，1876 年英國

Samuel 公司在橫濱設立支店，十九世紀末著手販賣石油，終至於成為國際石油資

本企業。三美路商會憑藉與日本政府良好的關係，利用日治初期洋商與日本政府

衝突之際，獲得提供總督府專賣所需鴉片原料，以及粗製樟腦外銷的總經銷權之

特權，奠定其在臺灣發展之基礎。而總督府也藉著三美路拓展海外市場，從而培

植本國商人以取代三美路，最終使得三美路退出日本市場。然而，促使三美路獲

取樟腦包辦權的荒井泰治，以及三美路買辦黃東茂，都在三美路的支援下大舉擴

張在臺事業。本文回溯了這一家曾經在日治時期臺灣專賣史、產業史上扮演重要

地位，卻又不太為人所知的公司在臺灣的重要經歷，勾勒出公司在臺始末，從而

探討其與日治前期臺灣產業發展之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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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初以〈英商三美路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在臺始末〉為題，發表於 2011 年 5 月，

復於 2017 年 11 月更改為現在標題，於研討會中發表。感謝林滿紅與陳國棟教授於兩次發表中提供

非常具有啟示性的評論，也感謝兩位匿名審查人的指正，並感謝謝錫德先生提供殼牌石油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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