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帝國時期農商業的發展１：農業發展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 

概論 
農業發展 

土地開墾 水利設施 

開港前 開港後 簡介 取得土地方式 爭端 

 
 

 
 

 
 

位
於
高
雄
市
，
為
官
方
主
導
興
建
的
水
圳 

４
曹
公
圳
【
十
九
世
紀
前
期(

道
光
年
間)
、
鳳
山
知
縣
曹
謹
】
：  

 
 

 
 

 
 

位
於
彰
化
平
原
，
為
清
代
灌
溉
規
模
最
大
的
水
圳 

 

３
八
堡
圳
【
十
八
世
紀
前
期(

康
熙
年
間)

、
施
世
榜
】
：  

 
 

 
 

 
 

位
於
臺
中
盆
地
，
由
漢
人
與
原
住
民
合
作
修
築
。 

２
貓
霧
捒
圳
【
十
八
世
紀
前
期(

雍
正
年
間)

、
張
達
京
】
：  

 
 

 
 

 
 

位
於
臺
北
盆
地
，
為
臺
北
地
區
最
重
要
的
灌
溉
渠
道 

 

１
瑠
公
圳
【
十
八
世
紀
中
期(

乾
隆
年
間)

、
郭
錫
瑠
父
子
】： 

●
補
充
：
清
代
水
圳
簡
介 

 

Ｂ
稻
米
、
甘
蔗
產
量
大
增
，
可
以
自
足
且
能
輸
往
中
國
大
陸 

 

Ａ
水
圳
灌
溉
面
積
廣
大
，
使
水
田
面
積
大
幅
增
加 

４
影
響
：
至
十
九
世
紀
初
，
臺
灣
西
部
及
東
北
部
大
致
上
已
完
成
開
墾 

３
原
漢
合
作
：
臺
中
的
貓
霧
捒
圳 

２
興
建
水
利
設
施
：
隨
著
拓
墾
的
擴
展
，
漢
人
合
資
興
建
大
規
模
的
水
利
設
施 

１
重
要
性
：
灌
溉
水
源
的
取
得
是
土
地
拓
墾
成
敗
的
關
鍵  

４
兩
岸
對
渡
貿
易
繁
盛
，
出
現
郊
商
組
織 

３
農
作
物
可
以
自
足
且
大
量
銷
往
中
國 

 
 

２
水
利
設
施
興
築
，
農
作
物
產
量
大
幅
提
高 

 

１
漢
人
移
民
大
增
，
土
地
大
量
開
墾
、 

 
 

２
臺
灣
經
濟
發
展
趨
勢
呈
現
出
農
、
商
關
係
緊
密
的
特
質 

１
因
茶
、
糖
、
樟
腦
的
出
口
，
與
世
界
其
他
地
區
的
貿
易
日
益
頻
繁 

２
主
要
種
植
：
水
稻
、
甘
蔗 

１
清
帝
國
時
期
渡
海
來
臺
的
移
民
多
以
務
農
營
生 

 

漢
人
合
資
開
墾
土
地
，
墾
戶
按
股
份
分
配
土
地
，
留
下
不
少
地
名
，
如
：
臺
南
七
股
區
、
苗
栗
頭
份
市
等
。 

●
補
充
：
合
資
開
墾 

 

（
金
廣
福
墾
號
是
由
閩
粵
人
士
合
資
設
立
的
拓
墾
組
織
，
共
同
開
墾
新
竹
近
山
一
帶
） 

３
開
墾
需
要
大
筆
資
金
，
所
以
合
資
開
墾
相
當
普
遍 

●
補
充
：
清
代
漢
人
開
墾
無
主
地
，
必
須
向
政
府
申
請
「
墾
照
」（
開
墾
許
可
證
）
，
方
可
合
法
開
墾
土
地 

２
向
官
府
申
請
墾
照
，
進
行
開
墾 

１
向
原
住
民
承
租
土
地 

 
 

 
 

 
 

Ｂ
清
廷
多
次
重
定
「
番
界
」，
希
望
區
隔
漢
人
與
原
住
民
，
但
成
效
有
限 

 
 

２
違
法
開
墾
：
Ａ
漢
人
移
民
違
禁
越
過
「
番
界
」
開
墾
（
如
：
十
八
世
紀
末
吳
沙
墾
拓
蛤
仔
難
） 

 
 

 
 

 
 

 
 

 
 

Ｂ
巧
取
、
強
占
原
住
民
土
地 

 

１
非
法
取
得
土
地
：
Ａ
漢
人
自
行
占
有
無
主
地 

 
 

 
 

 

 



清帝國時期農商業的發展２：商業活動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 

商業活動 

概況 

商業組織的出現 
港口的發展 開港通商後的國際貿易 

背景 分類 

 
 

 
 

 
 

 

Ｂ
進
口
： 

紡
織
品
（
衣
物
）、
藥
材
、
其
他
日
用
品 

 

２
進
出
口
商
品
：
Ａ
出
口
：
稻
米
、
蔗
糖 

１
背
景
：
當
時
臺
灣
的
主
要
貿
易
對
象
為
中
國
大
陸 

●
補
充
：
泉
郊
、
廈
郊
，
是
由
專
門
與
泉
州
、
廈
門
等
地
進
行
進
出
口
貿
易
的
商
人
所
組
成
。 

 
→

遂
形
成
稱
為
「
郊
」
的
商
業
組
織 

隨
著
商
業
的
興
盛
，
臺
灣
商
人
為
了 

Ａ
配
運
貨
物
、 

Ｂ
控
制
商
品
價
格
、 

Ｃ
避
免
惡
性
競
爭 

●
補
充
：
會
館
是
商
人
辦
公
、
互
相
聯
絡
的
場
所 

２
以
貿
易
商
品
劃
分
：
糖
郊
、
布
郊
等 

１
以
貿
易
區
域
劃
分
：
泉
郊
、
廈
郊
等 

 
 

嘉
慶
年
間
，
新
莊
河
道
淤
積
，
河
港
貿
易
轉
往
艋
舺
，
艋
舺
因
而
興
起 

●
補
充
：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剝
皮
寮
老
街─

─

八
里
坌
開
港
後
，
商
人
多
沿
淡
水
河
到
新
莊
交
易
。 

 

清
代
鹿
港
五
福
街
店
舖
林
立
，
商
家
為
防
風
避
雨
，
蓋
起
擋
住
天
空
的
涼
棚
，
有
「
不
見
天
街
」
之
稱 

 

●
補
充
：
鹿
港
不
見
天
街
舊
景
（
今
鹿
港
中
山
路
） 

●
補
充
：
臺
南
神
農
老
街
，
清
初
時
是
臺
南
的
商
業
中
心
與
河
港
要
鎮
，
現
在
成
為
知
名
的
地
方
景
點 

 
 

發
展
成
臺
灣
三
大
貿
易
港
口 

 

隨
著
貿
易
發
展
，
府
城
（
今
臺
南
市
）
、
鹿
港
（
今
彰
化
縣
鹿
港
鎮
）、
艋
舺
（
今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 

３
三
大
貿
易
港
口
（
一
府
二
鹿
三
艋
舺
）
： 

２
率
續
開
放
：
隨
著
中
、
北
部
的
開
發
，
鹿
港
、
八
里
坌
（
今
新
北
市 

八
里
區
）
等
港
口
相
繼
開
放 

●
補
充
：
正
港
，
清
代
官
方
指
定
臺
灣
與
中
國
大
陸
合
法
貿
易
的
通
商
口
岸
，
又
稱
為
「
正
口
」
。 

１
清
領
初
期
：
鹿
耳
門
為
唯
一
合
法
的
港
口
（
正
港
） 

 

 
→

農
、
商
業
關
係
的
緊
密
性
，
為
臺
灣
經
濟
的
一
大
特
點 

 

Ｂ
一
八
五
八
年
開
港
通
商
後
：
臺
灣
的
茶
、
糖
、
樟
腦
等
農
產
商
品
多
銷
往
海
外 

  
 

 
 

 
 

 
 

（
２
）
農
民
習
於
透
過
貿
易
獲
利
，
具
有
重
商
趨
利
的
性
格 

 

Ａ
荷
蘭
時
期
開
始
：
（
１
）
農
產
品
部
分
自
用
，
大
多
以
出
口
貿
易
為
主
、 

４
臺
灣
的
經
濟
特
質
： 

 
 

 
 

 
 

 
 

Ｂ
臺
灣
的
政
治
、
經
濟
重
心
由
南
部
逐
漸
轉
移
到
北
部
【
一
八
七
○
年
代
起
，
淡
水
港
的
貿
易
值
超
過
打
狗
港
】 

●
補
充
：
出
超
，
當
對
外
貿
易
的
出
口
值
大
於
進
口
值
，
稱
為
「
出
超
」 

 

Ａ
清
代
臺
灣
對
外
貿
易
自
一
八
七
八
年
以
後
維
持
出
超
，
可
見
當
時
臺
灣
的
國
際
貿
易
快
速
成
長 

３
經
濟
重
心
轉
移
： 

 
 

採
集
樟
腦
必
須
深
入
山
區
，
隨
著
樟
腦
產
業
的
蓬
勃
發
展
，
近
山
城
鎮
也
跟
著
日
益
興
盛 

●
補
充
：
採
集
樟
腦
【
臺
灣
樟
腦
產
量
曾
居
世
界
第
一
】 

 

Ｃ
樟
腦
：
（
１
）
產
地
：
臺
灣
中
、
北
部
、
（
２
）
出
口
港
：
淡
水
、
（
３
）
運
銷
地
：
歐
美
各
國  

 

Ｂ
糖
：（
１
）
產
地
：
臺
灣
南
部
、（
２
）
出
口
港
：
安
平
或
打
狗
、
（
３
）
運
銷
地
：
中
國
大
陸
、
日
本
等
地 

 
  

 

（
３
）
輸
出
地
：
美
國
、
東
南
亞
等
地
【
臺
灣
茶
的
出
口
以
烏
龍
茶
為
大
宗
，
主
要
出
口
地
為
美
國
】  

 

Ａ
茶
：（
１
）
產
地
：
臺
灣
北
部
、  

（
２
）
出
口
港
：
大
稻
埕
（
今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
加
工
後
，
由
淡
水
出
口 

２
出
口
商
品
： 

１
進
出
口
商
品
：（
出
口
商
品
）
以
茶
為
主
，
其
次
為
糖
，
第
三
是
樟
腦
、（
進
口
商
品
）
鴉
片
和
紡
織
品 

臺
灣
開
港
通
商
後
，
西
方
人
在
口
岸
設
立
洋
行
，
掌
控
臺
灣
的
進
出
口
貿
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