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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試圖找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前半之間，導致「臺運」逐漸衰退的結

構性因素，透過臺灣與漳泉米價差距的檢討，以及臺灣島內米價所存在的地區性

差異，發現十八世紀中葉臺灣米穀移出的價格低廉這一背景，在 1830 年代中期出

現了供需地與價格賤貴背離的現象。米價因素與「臺運」運作的商船、正口航路

等種種條件相互作用，導致了「臺運」逐漸發生變化。 

十八世紀臺灣的米穀價格低廉，民間商人利用臺灣與漳泉之間存在的米價差

距，在官方政策允許下從事米穀交易；同時官方也依賴民間商船配載「臺運」官

穀，達到遂行公務的目的。「臺運」的流通結構，一方面依附於民間交易的成立，

同時也受限於官方所制訂的對渡正口、航路與船舶等種種政策。 

林爽文事件結束之後的乾隆 53、54 年（1788、1789）之間，臺灣南部出現了

高於漳泉的米價，意味著前往南部鹿耳門一口從事米穀交易難以獲利；但在此同

時，北部由於米價較南部低，造成商人利用漁船、小船前往南部以外的中、北部地

區經商。雖然嘉慶年間的臺灣南北米價普遍下跌，但是以非商船的名義前往臺灣

中、北部從事米穀交易，可以省卻回程的「臺運」配穀，逐漸造成人為的規避「臺

運」。道光年間，尤其在 1830 年代中期，臺灣的南北米價同時高昂，與漳泉的同類

米價並沒有太大的價格差異，在獲利減少的情況下，出入私口又可規避「臺運」的

負擔，因此前往正口的民間商船減少，導致了依賴民間商船由正口配運的「臺運」

這一流通結構逐漸鬆動崩解。這一過程，顯示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所同

樣出現的「臺運」衰退問題，可說是在不同時期的背景下相異因素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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