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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is the main question(s) raised in the paper (the issue)? 

本篇研究的議題探討台灣的找洗文化的效率性與否，及找洗造成的財富重分

配，進而影響清代的土地投資與農業經濟活動發展。  

2.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it (the significance)?  

清代台灣土地交易有其找洗文化的特性，過去文獻上曾經對此提出 過兩種解釋: 

「賣方貧窮說」 與 「地價上漲說」，作者利用實證法檢驗地價上漲說成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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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THDL 的找洗契約與杜賣契約來了解清代台灣找洗的成因, 賣方多以生活

貧困為由來懇求買方找洗, 但作者發現「地價上漲」是促成找洗的主因。若只因

賣方困窘, 找洗應為隨機事件, 與地價變動應為互相獨立,但作者利用實證卻發

現找洗與地價的連動關係：找洗頻率有隨著地價長期上漲的趨勢, 但此趨勢在水

田價格低迷的 1840–1850 年代一度中止, 1840–1850 年代水田的找洗頻率甚且倒

退至 60 年前的水準。  

4. How did the author get there (the strategy)?  



作者從「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THDL) 整理出

找洗契約與買賣契約資料。自買賣契約中整理出清代台灣的土地價格, 並觀察找

洗頻率變化是否與地價變化有連動關係。若實證結果是, 那麼「地價上漲說」的

假設將受到支持; 否則, 找洗只是買方對賣方的一種救助行為, 與效率性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