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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摘要

本章描述荷蘭殖民初期開始,台灣原住民,各社,中國 (商人,

移工) 與殖民政府間的分工與競爭關係,也描述了因為交易

管制與交易制度變化以及中國內戰, 所產生的合作競爭關係

與伤金的變化.同時,就1945-1957伤金收入的變化,參考總

鹿產量的記載, 推測了當時各社產量大致與伤金的比例一致.

也觀察到了生產量似乎漸漸向北增加的趨勢, 文中稍微提及

了以農作作為交換的變化,但未特別探討從獵鹿到農業的轉

型,似乎也是一個可以研究的觀察. (劉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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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摘要

大員商館時期施行包稅制度與伤社制度, 包稅制度指把徵收

人頭稅 . . . 的工作以競標方式外包,伤社制度指商人經過競

標, 得標者 (伤商)付出得標金 (伤金) 後有專屬權利到部落收

購鹿脯皮角 . . . 並販售日常用品給原住民。1948-1950年間伤

金金額大增,但原住民抗議民生用品價格被抬高,荷蘭人因

此多次改革伤社的獨佔缺點, 然伤金未見下降, 書中觀察鹿

脯價格與變動時間, 認為伤金金額大增是因為中國內戰致對

鹿脯需求大增所致。 同時藉由觀察各地伤金變化, 書中觀察

到鹿產地區逐年往北移, 而鹿群變少的地方就表示大規模的

開墾活動已經在該地展開。 (張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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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摘要

本章以需求面探討大員商館在台灣的支出與歲入,以及伤金

制度。 作者指出, 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導致駐軍需求增加, 故

支出增加。 其歲入來自貿易毛利潤、內地諸稅和伤金。 伤金

上升是受中國內戰影響, 福建肉類需求增加導致鹿脯價格上

漲的結果。雖然大員商館採取價格管制,但無法改變伤金劇

增。隨著內戰結束, 需求趨穩,伤金也才回歸正常水準。另外,

作者以某社伤金比率和台灣總出口鹿皮量推斷出,台灣的主

要鹿產區逐漸北移。 (魏語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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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提問

• 1950年東印度公司採取了新的反獨佔政策, 那為什麼還有伤商願意

進場投標不具獨占意義的權利呢? . . . (劉中道)

• P94, 我認為, 當時的暴利並非來自獨佔, 而是戰爭的發生,以及戰爭資

訊的不對稱,不流通使然, 是機會財. (劉中道)

• 書本表4.4列出了各種反制伤商獨佔之政策, 這些更自由的交易管道

有沒有改善原住民的生活? 為什麼沒有變成交易主流取代了伤商這

樣的獨佔制度? (張琪華)

• 考慮到福建內戰對伤金價格的影響, 怎麼樣的政策措施可以大員商

館更有效地控制伤金的劇增? 這些措施是否可能導致其他不良經濟

後果? (魏語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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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摘要

1685年,伤金由競標方式改為定稅額。本章從價格管制解釋

原住民人口顯著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稅負增加造成人口遷徙。

在荷蘭統治時期,伤金隨鹿產數量減少而降低, 而鳳山8社等

地以農耕為主, 遷移誘因較低,但稅負的上升仍促使人口大

幅減少。 . . . 如果繼續採用競標制,伤餉收入將進一步降低,使

狩獵經濟轉為農耕經濟。 (李怡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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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摘要

. . . . . . 且施琅曾因鄭氏王朝使用的時銀 (一兩) 與清朝使用的

紋銀 (7錢)之不同,密函上奏要提高稅率惟未獲准。季麒光在

1685年上奏削減 「伤餉」,並由競標改成定額徵收,係因鹿產

區北移 (大員以北)以及漢人移臺開墾情形下導致鹿產減少,

此一價格管制的影響,導致原住民的經濟活動由狩獵改變為

農耕型態。 (張仲堯)

2. 第 5 章 10 / 12



第5章摘要

本章討論了清代對台灣原住民稅制的轉變, 尤其著重於伤社

從競標制度轉變為定額制度的對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影響。

在荷治時期,伤金由競標決定,但到了鄭氏時期, 部分地區開

始實行人頭稅。當清朝官員季麒光於1685年將伤金改為定

額後, . . . 雖然定額制度確保了稅收的穩定性,但也催生了原

住民從狩獵轉向農耕的過程以及人口遷移。 (魏語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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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提問

• 伤餉變為定額稅後, 鹿產已少到不足以出口,伤金卻維持

在1685年水準 (113頁),在缺乏資料情況下,對於伤商與

原住民如何交出伤餉有哪些可能推測? (李怡佩)

• 清廷政府為穩定臺灣政局又為了欲穩定上繳稅收,進行稅

制改革及稅率調整, 究其原因是稅收不足, 要如何跳脫惡

性循環之解? (張仲堯)

• 原住民因定額制度更積極地參與農業生產後,是否為原住

民社會帶來經濟差異化和比以前更急劇的貧富差距? (魏

語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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