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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下半葉台灣的糖業 

1. What is the question (of the paper)? 

本文主要著重在兩個問題上 

(1) 台灣的糖業是如何成為主要的出口品的 

(2) 19世紀的台灣，開放港口通商表面上增加了經濟數據，但實質上的影響為何？

而增加的經濟數據真的僅只是因為開放通商這件事所致嗎。 

2.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it? 

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了解台灣的歷史脈絡，二是本文也可看成是作者如何利用

經濟工具回推甚至還原歷史，一個實際經濟工具利用的範例。 

3. What is your (or the author’s) answer? 

早期的台灣(1820s)曾經因為稻米出口而富甲一方，台灣出產的稻米供養了中國沿

海一代的生活所需，但這樣的情況到了 1860s卻不復從前了，作者猜測是因為太

平天國的叛亂結束了，以至於江南一代重回中國手中，使的台灣的稻米的比較利

益下降，糖業興起，然而糖業的興起一方面也歸因於日本大政奉還後的開港，在

1870s帶來了不錯的利潤，但在 1880s之後，出口的毛利卻反而是虧損的。 

作者歸因了以下幾個原因 (1) 釐金制度以及農民與商人的抵制 (2)法國的貿易

壁壘 (3) 糖價大幅下跌 (4) 因為鄰國的工業革命，鎖國而導致競爭力下降 

4. How did you (or the author) get there?  

作者透過一連串的推敲，以及自然實驗的觀察，比如日本開港帶來豐碩的 GDP

成長，然而之後成長其實必須歸因於明治維新的功勞，而台灣他則是透過各種出

口品間的比較利益來了解糖業為何成為台灣主要的出口品，以及探討日本開港帶

來的影響，以及透過歷史事件解釋數據，主要著重於質化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