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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類

（二）生產

















（一）明治年間（1895–1912）



說明：明治35年（含）前出口數，以100頂為單位。

資料來源： 1898–1902年得自神原周平，《日本貿易精覽》（東洋經濟新報社，
1935年），頁499。

　　　　　 1903–1906年得自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臺灣貿易四十年表》（1936
年），頁541–542。



（二）大正年間（1912–1926）

大正元年（1912）

大正2年（1913）

大正3年（1914）

大正4年（1915）



大正5年（1916）

大正6年（1917）

大正7年（1918）

大正8年（1919）

大正9年（1920）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大正十年及十一年臺灣貿易概覽》（臺灣總督府財務局，1923年），頁238。



大正10年（1921）

大正11年（1922）

大正12年（1923）

大正13年（1924）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大正十三年臺灣貿易概覽》（臺灣總督府稅關，1926
年），頁205。

大正14年（1925）

（三）昭和年間（1926–1945）

昭和元年（1926）

昭和2年（1927）



昭和3年（1928）

昭和4年（1929）

昭和5年（1930）

昭和6年（1931）

昭和7年（1932）



昭和8年（1933）

昭和9年（1934）

昭和10年（1935）

昭和11年（1936）

昭和12年（1937）

昭和13年（1938）



昭和14年（1939）

昭和15年（1940）

昭和16年（1941）

昭和17年（1942）

昭和18–20年（1943–1945）



資料來源：民國40–45年之數據得自《中華年報》（臺北，中國新聞出版社）。
　　　　　民國46–56年之數據得自《中華民國年鑑》（臺北，中華民國年鑑社）。



說明：上表統計金額含手工草帽及機器帽子。

資料來源：臺灣區帽子輸出業同業公會歷年統計。



（一）生產概況

大甲藺草帽

林投帽

紙帽



（二）輸出概況

資料來源： 謝森中、潘盛藩，〈臺灣之草帽〉，《臺灣銀行季刊》7卷3期，頁45、
62。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統計資料。

（三）銷售季節性與地區



（四）輸出分布

（一）成立組織



（二）組合機構

1、 同業組合

資料來源：森忠平，《臺灣に於ける帽子》（臺中州，1933年3月），頁70–72。



2、產業組合

3、其他組織

（三）檢查制度



（四）檢查流程

（五）戰後品管

（一）講習與培訓

技藝學習



參加博覽會或比賽

（二）宣傳與提倡

宣傳推廣



資料來源：小池金之助，《臺灣帽子の話》，扉頁

國外送展

提倡與發表





（一）原料自國外輸入者

（二）原料由本地生產者



資料來源：張仲堅，《臺灣帽蓆》，頁105–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