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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導向： 

十九世紀臺灣海產的生產與消費
 

  林玉茹 

摘 要 

臺灣是一個海島，周邊漁業資源非常豐富。早在十六世紀，漢人已經追隨烏

魚的腳步來到臺灣西部沿岸，甚至進而落地生根，形成最早的移墾聚落。根據中

村孝志和曹永和的研究，荷蘭東印度公司統治時期，臺灣海產輸出相當頻繁，為

出口大宗之一。直至清代初期，臺灣的魚翅仍是出口至江蘇、浙江的重要商品。

然而，清末臺灣海產的出口已經微不足道，反而大量輸入鹽魚和各種海產品。很

明顯地，儘管清代臺灣與中國大陸東南外向型經濟區形成農產品和手工製品交換

的貿易分工現象，農業以出口導向為主，但漁業則是完全不同的發展軌跡。清代

臺灣逐漸變成海產進口導向的地區。本文即透過各種一手史料，一方面重現清代

臺灣海產進口導向的事實；另一方面，從消費、生產以及市場等需求和供給面向

來解釋此現象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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