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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產業工作者與基隆社會的互動（終戰前後） 
 

鄭俊彬 

通識中心副教授 

 

一、前  言 

西元 1949 年，國民政府從大陸的大撤退，帶來大量單身的壯丁，散佈基隆

地區，造成單身比例過高，性別結構失衡，為迎接祖國的好男兒，給基隆市從事

〝性行業〞，工作者第一次好機會；1950 年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

峽，船隊進出基隆港，可盡情在基隆酒吧及舞廳享受〝醇酒和美女〞，從 1950

到 1953 四個年頭，美國大兵為基隆「性行業」創造一個大好商機，甚至帶動基

隆週邊產業的發展；1956 年越戰爆發，戰事延至 1972 年結束，戰爭時間延續數

十年，帶給基隆「性行業」的商機，雖不如韓戰，但是在海軍軍區附近，也提供

不少美國海軍休息尋歡娛樂場所，也大大地促進基隆性行業及週邊產業的商機；

此外，在 1949 大陸撤退後，國府推「戰時體制」，把基隆劃為戰區，在反共復國

號召下，間接促成一堆不婚且不打算在久居基隆的壯丁，造成結構性的性別失

衡，除了國防部成立「軍中樂園」，解決基隆軍人性問題外，也促進了週邊的公

娼及私娼等性行業興盛；此外基隆的低層勞工，如船員、碼頭工人、礦工等，及

跑到基隆「趁食」的流動人口，據市政府統計，每年有三萬人（40 年代至 50 年

代），基隆人口尚未達到二十萬，這一批下層社會族群，也促成性行業的興盛，

本文對 1949–1972 年間，因大量的單性人口湧進，在地的性行業，為提供性服務

的商機，雖然隨著時空背景不同，有不同的稱呼，如︰特種酒吧、舞廳、酒吧、

茶室、咖啡館、公娼寮等，但突破時間和空間，拉長距離的時空景觀，觀察性行

業和基隆社會的互動關係，試圖找回那段港都性產業繁華和社會生活的記憶，及

性行業所演生的社會問題和經濟效益，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基隆開港以來，船來船去，人來人去，送往迎來，旅客繁多，加上碼頭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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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工、漁工等下層社會族群相當多，性行業早已存在。1949 年至 1972 年，因時

間和空間因素，促成性行業更加蓬勃發展，礙於學術界的保守風氣，戒嚴體制下

衛道人士的抵制，史料取得不易，加上位於邊陲區域化的關係，研究者多以台北

市為主軸等諸多因素，當中尤以唐學斌〈台北市的色情問題及其解決〉（收錄於

《政治文化》４期，１９８３）和洪婉琦《台北市娼妓管理辦法之研究》（師大

歷史系碩士論文，２００１）較具代表性，相對的，有關基隆地區的性行業研究

頗為稀少。 

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主要使用文獻分析法，針對歷史因素、結構因素、制度

因素等三大因素，運用不同的文獻：一則報刊報導，如中央日報、自立晚報、真

理報、公論報等報紙雜誌的報導，做成描述性統計分析之外，並進一步就其報導

內容進行理解；二則政府出版品，如《台灣警務處》報告書、政府公報及內政部、

國防部檔案等資料加以分析；三則市議會議事錄、市政紀要，這一部份資料最珍

貴，市議員質詢中常透露性行業及市民的心聲，透過此資料分析可觀察出當時社

會的脈動；四則市立醫院及衛生所的就醫統計資料，可由統計數據中分析真正從

事性行業的人口數，將性行業的從業人員還原數據，讓社會生活史原貌重現；五

則三手資料，前賢時彥的文章論文，如《台灣文獻》、《台北文獻》、《台灣閩物》

及國內碩士、博士論文等，參照後人之研究，希望從宏觀的視野追溯相關現象的

發展脈絡。 

二、日治時期的性產業 

明治 29 年 2 月份，行政事務報告衛生醫務中提出本月份病患人數增加，尤

其是本月份見到性病例之增加，究其原因，可能是渡海來台之內地人比較多，從

而本地私娼所至。日本人因恐被基隆當地私娼感染性病，遂從日本本士引進妓

女，以滿足駐台日本人的性需求。1且日本據台初期，大部皆未攜帶家眷來台，

為了解決日本人的性需求，在光緒 25 年（1899），便在現信義區智慧里仁一路首

                                                 
1台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民國 83 年 7 月 30 日，頁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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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陸續設妓館，為了和良家區別，規定經營風化場所之門，必須裝設一「綠燈」

以資識別，以免嫖客亂闖2。對於從事特種行業的妓館，採取集中管理，在今信

義區智慧里，位於田寮河南岸是著名的「遊廓」（花街）所在，設有檢番（妓女

管理所），遊廓女自檢番取得營業執照後，集中一地區營業，和一般居民分開，

遊廓」妓女要定期健康檢查，以保障自已和消費者的身體健康。3在東信路設立

「婦人醫院」，下設四名醫生，以田寮港對岸的「遊廓」妓女為主，專門醫治患

性病之藝妓。1922 年將隔離醫院和婦人醫院合拼為港東醫院，終戰後改稱「基

隆市立醫院」，可收容 100 名病患。其後為了有效的管理妓女，民國 16 年設立「檢

番」即妓女管理機構，定期檢查妓女身體健康，防治性病蔓延及發照等事務。4 

妓女營業所在仁一路一帶，市民稱「查某間，」1898 年此地陸續設立妓女所，

日本政府日劃定此一區為「綠燈」區，稱為，台彎人則稱為「查某間」.房屋是

屬木造建築，每間面積都二層，間間連成一大片，這是屬較低消費的「綠燈」戶，

當時業者在巷內共同建造一座「稻荷神社」，供諸妓參拜，「遊廓」內有許多妓女

會來參拜，基隆人稱此廟為「狐狸廟」，相傳狐仙，可媚惑男人，留連忘返，此

廟在戰後已毀。5。 

田仔尾的花街，日本人實施「貸座敷制度」，貸座敷可分成三種一則藝妓，

只淮唱歌佐商，不得陪客夜渡，不必檢驗身體；二則藝娼妓，除唱歌外，可以渡

夜，必須檢驗身體；三則娼妓，便是以錢貸，就是妓女戶，必須定期檢驗身體。

基隆「貸座敷」集中於玉田里草店尾巷內，華登初上，尋芳客絡繹不絕，尢其是

第一次大戰期間，礦山景氣特別好，包商、礦工收入皆豐，來自金瓜石、九份、

                                                 
2洪連成＜滄海桑田話基隆＞民國 82 年 6 月，基隆文化中心出版，頁 57。及基隆市志，衛生篇，       

民國 46 年 6 月出版。頁 38－39，1909 年 

3 洪連成＜尋找老雞籠－舊地名探源＞民國 82 年 5 月，基隆市政府發行，頁 44。 

4 洪連成＜滄海桑田話基隆＞民國 82 年 6 月，基隆文化中心出版，頁 57。及基隆市志，衛生篇，

民國 46 年 6 月出版。頁 38－39。1909 年。 

5 黃致誠＜基隆市志＞民國 90 年 7 月，頁 24。及基隆市政府編＜基隆大事記＞民國 72 年 12 月，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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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芳候的尋芳客，夜擲千金，從事色情行業者，獲利不少。週邊相關行業如「藝

妲」、「酒樓」生意隨之興隆，如「凌峰閣」「第一樓」最為有名。當時這批唯錢

是視的妓女，大多不接日本客，如賺過日本人錢，被譏為「番仔酒矸」為同僚瞧

不起。6 

昭和 6 年（1931）12 月，調查基隆各種工商團體檔案中的「基隆的組合（如

今天商業聯合會）」所刊載料理屋 10 家；飲食店 75 家；貸座敷 14 家共計 150

家。7當時的料理屋是指提供酒席，並可接受訂位，且有藝妓陪酒吟詩作樂載歌

載舞，成為文士夜間消遣娛樂的所在，一般藝妓或藝妲僅陪酒、陪宿夜遊，不陪

夜宿。一般日本人經營的，料理屋，收費昂貴，僱有日本藝妓，除了高官、貴爵、

富商外，並非一般商民所能享受。飲食店中飲料店，光復後改為酒家，當時基隆

最有名的是「凌峰閣」和「第一樓」，陪酒女在日本 叫「酌婦」即斟酒之服務，

在酒席進行間，陪客人拼酒、猜拳、談笑等舉動。酒女賣面不賣身，日本人經營

酒店著和服，台彎人經營酒店著洋裝。8今土地銀現址，日治時期有一座日式豪

門邸落建物的藝妓館「吾妻（Azuma）」及信一路大世界戲院現址是「濱乃家

（Hamnaya）」藝妓館,日人喜好酒色，入夜後，燈火通明，笙歌達旦，尤其是官

埸應酬必至妓館，雖在戰時，仍樂此不疲。 

日本人把酒家、妓女戶等與公家有接觸瀕繁場所，除電影和戲院外，圴屬特

種營業場所，開業時需經警察和衛生單位檢查合格，並把從業人員名單送交管轄

浱出所備查，定期接受衛生及健康檢查，以維持公共衛生，否則勒令停止營業。

除了有效管理外，為避免色情行業擴大，將色情行業集中在某一地區影響到善良

風俗。日治時期，基隆性產業經營方向在於「集中一區，有效管理」的原則下，

除了滿足市民的性需求外，更能集中有效管理。日本為維持一般居民之品質，防

止敗壞風俗習慣之行為，取締對象為娼妓、藝妓及戲院遊藝場所，並實施三業分

                                                 
6 洪連成＜滄海桑田話基隆＞民國 82 年 6 月，基隆文化中心出版，頁 40－41。 

7 石版莊作。＜基隆港＞台彎日日新報發行，昭和 7 年 2 月 27 日，頁 73－76。  

8 石版莊作。＜基隆港＞台彎日日新報發行，昭和 7 年 2 月 27 日，頁 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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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之檢番制度（公娼制度）。當時計有娼館 24 間，娼妓 133 人，日本人娼館 9

間，日妓 77 人，本省娼館 15 間，娼妓 56 人。除了娼館外，當時茶樓、酒館、

旅社及公共娛樂場所之女招待多為變相之賣淫，昔時的士紳，商界人仕之互動往

來，莫不利用歡樂場所，作為洽商結夜朋友之場所。9 

日治時期，基隆性產業的經營可歸納如下幾點一則通過集中管理，將性產業

影響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二則妓女需領有執照；三則強制性的健康檢查，保障交

昜双方安全；四則嚴格取締私娼，保障合經營者權利。管理者和經營者秉此四原

則，讓性產業工作者享有合法權利，集中一區，可以公開的進行性交昜。10  

三、光復後特種行業分佈地點及其稱謂 

    光復初期，因大量的散兵遊勇及各省英雄好漢湧人，一時性需求驟增。又無

管理制度和辦法，導至港都無處不飛花。日僑遣返後，將「女招待生」改為「侍

應生」，市警察局規定其服裝式樣，限制名額，並指定醫院檢查體格，限期登記

發照，當時登記發照「侍應生」392 名，隨時浱員查照，如有不合格者，則分別

取締。至於公娼，因日僑遣送返國時，剩娼館 10 間，娼妓 49 人，國府接收後，

省府下令 35（1946）年 8 月底，一律禁娼，娼妓分別從良或另謀工而作，其中

改業「侍應生」者 35 人，改習其它職業者 14 人。但本市係國際港，船來船去，

人來人往，驟加禁止，私娼汜濫，性病流傳。11  民國 38（1949）年特準設立「特

種酒家」並由市警察訂「特種酒家管理規則」和「特種酒家侍應生管理辦法」，

嚴加管束，經常透過衛生院作定期性之體格檢查，如發現性病，立刻停止營業，

免費治療。且對酒家之衛生備及開設地址，圴有嚴格規定。開辦結果，39（1950）

年增設 3 家，目前「特種酒家」4 間，「侍應生」65 人; 公共食堂 214 間，「侍應

生」212 人；公共茶室 56 間，「侍應生」197 人；旅社 40 間，「侍應生」70 人，

                                                 
9 基隆市政府印行＜基隆市志保安篇＞民國 77 年 4 月發行，頁 73。  

10 洪連成＜滄海桑田話基隆＞民國 82 年 6 月，基隆文化中心出版，頁 52。  

1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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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有變相營業者，當局除嚴格取締外，並隨時給以健康檢。12 

    光復後衛道之士，將娼妓問題歸諸於日本淫風之影響，國民道德日趨下流，

嫖賭之風日熾，如藝妓、酒家、茶室之設置，圴足敗壞風氣，招至不良後果，來

評論台彎人淫風是日本人造成的，未曾以社會需求來談論性產業的存在，待國民

政府接收後，嚴加禁止性產業工作者，卻引發私娼娼厥，不得不恢復公娼制，且

走上日治時期「集中有效的管理」並滿足人性的基本需求之方向發展，走上現實

面，非一般衛道人士能想象。13 

隨著大陸軍民的撤退和美軍的來台，無力管理，散佈各口岸，營業場所且有

擴大現象，當時火車站一帶，是「BAR」酒吧林立，專門服務美軍吧女; 仁二路

和愛三路一帶，則較為高以外省籍服務對象（如龍鳳酒家）；仁愛區田仔尾一帶，

為茶室分佈;仁愛區明德里西南沿鐵道邊緣的道路稱為「鐵道街」，附近的自來公

園街，是基隆有名的風化區。14安樂區文安里，位於石硬港和蚵殼港交流處河畔

一帶，其它外縣市人口湧入謀職，人口驟增，性服務業也特別風盛，成為花街枊

巷代名詞。15 

民國 37 年（1948）基隆市政府的兩項統計中，一則酒家、茶館付合徵稅者

120 家；一則省立醫院統計 9 月份性病佔門診總數百分之 39；10 月佔百分之 40，

7；10 月佔百分之 48，8，這兩項數字顯現出 120 家酒家內，「女侍應生」應數千

人，酒館老闆除了提供她們二噸飯外，並沒有任何薪資，這種待遇連個人都無法

維持，何況「女侍應生」們還有父母親弟妹等靠她們生活，因此在生活鞭笞下，

祗好拿皮肉來換取一家生計，結果性病患者逐月增加。公論報的記者袁方在社論

中以「剖視基隆」大聲疾呼重視這個問題，如果不快納入正軌，將來的貽害，是

今日無法估計。16 

                                                 
12 同註 3。 

13 同註 3 。 

14 同14洪連成＜滄海桑田話基隆＞民國 82 年 6 月，基隆文化中心出版，頁 57。 

15 洪連成＜尋找老雞籠－舊地名探源＞民國 82 年 5 月，基隆市政府發行，頁 53－54。 

16 公論報，民國 37 年 1 月 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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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私娼普遍存在，商家想讓酒家檯面化，在市參議會中提出設置「特種酒

家」請願書，市參議會則給予保留。17事實上女侍應生官方的數量，和實際從事

性服務女侍應生，是有一定差距，四月間，中正區警察就查出無照營業的女侍應

生十餘人。18 7 月，市政府針對特種行業統計，酒家侍應生 303 名; 旅社女侍應

生 93 名；這是官的數據，和實際營業的女侍應生，應有一段距離。19 38 年（1949）

9 月，大陸淪陷，因省主席陳誠認為酒家奢侈浪費，決定取締，省警務處推動酒

家改為平食堂，基隆酒家也受到影響。20  

民國 39 年（1950）10 月，隨著美軍大量湧進基隆，因無正當性的活動，基

隆各界呈請開放舞禁，使跳貫舞的美軍有正當的娛樂，省府批淮，其它城市則無

此必要，基隆性產業在美軍帶動下，開始和國際接軌。21  

隨著美軍大量湧進，美國大兵也怕在基隆染上性病，1951 年 9 月，美國海軍軍

醫官連日檢查基隆市特種酒家侍應生，發現性病者佔百分之五，美國海軍軍醫官

說日本及香港公娼性病率圴為百分之十以上，台彎還算低，但市長謝貫一不滿

意，要求警長和衛生機關繼續加強性病檢查，對特種行業侍應生檢查，原規定五

天一次，改為三天一次，直到性病全無為止。22特種職業婦女抱括舞女、公共食

堂、公共茶室、旅社等的女服務生，特種酒家之待應生 42 年 7 月 8 日，一連五

天集中市警局接受許可證總檢查，如逾期不到查驗者，視同癈業，並將前發之許

可證取消。23  

四、光復後至韓戰間，大量湧入國軍和單身外省族群為主的公娼和特種酒家、公

共茶室、食堂 

                                                 
17 公論報，民國 37 年 3 月 27 日第 3 版。  

18 自立晚報，民國 37 年 4 月 8 日，星期 4，第 4 版。  

19 公論報，民國 37 年 7 月 5 日第 3 版。  

20 中央日報，民國 38 年 9 月第 4 版。  

21 中央日報，民國 39 年 10 月 25 日，星期 2，第 5 版。 

22 中央日報，民國 40 年 9 月 5 日，星期 2，第 3 版。  

23 自立晚報，42 年 7 月 10 日星期 5，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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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1949）年特準設立「特種酒家」，這種酒家提供客人酒菜，客人可

以在附設房間內和「侍應生」進行性交昜，「特種酒家女侍應生」每星期接受身

體檢查一次，避免傳染性病給。經營「特種酒家」的店家皆因經營不善而結束營

業，顧客如祗要性交昜，到「特種酒家」要多花酒菜錢，祗要到私娼嫖妓就可，

又何必多花酒菜，吃飯場所又有「女侍應生」相陪，有點不三不四，政府不瞭解

基隆的社情文化，「特種酒家」不久就經營不下去。24民國 41 年（1952）特種酒

家，因為嫖客減少，2 月 2 日在市警局大禮堂召開座談會。於是酒家決定大減價

以招攬生意，報紙公開了，這幾家特種酒家的店名以及他們定出的公定價，。事

屬合法，看來人類社會還是需要這個歷史悠久的職業，因為有些男人在不得已的

情況下，例如：沒有老婆的羅漢腳，性慾無法發洩，只得去酒家以尋求快感。所

以不只是基隆，這是人類需要的職業啊！一夜風流須八十元，在當時的錢應該很

大吧！25  當時共有五家特種酒家共同呈請，市政當局因考量物價高漲，尢其是

西藥漲得很勵害，西藥與特種行業最有關係，淮予調整三分之一。26民國 41 年 2

月四家特種酒家醉月第一部、醉月第二部、月宮第三部、西湖第四部等四位老闆，

和市警局、民政局開會，決定調整價格，春風一度價 30 元（前 20 元），住宿 80

元（前 60 元），陪酒 30 元（前 20 元），價格調後，應用於酒家內部的衛生設備

及裝修。27特種酒家女侍應生服務費的調整雖然高一點，但和舞廰內的舞女費用

相比還是低一點，民國 41 年時。官定舞女坐檯費用一小時 35 元，地下舞女每小

時僅 2 0 元，當時基隆最紅舞女，蘇珊夜渡資 50 元美金。同樣從事性產業工作，

因服務對象不同，報酬就有大差別。28也可能是高價碼的舞資，美軍不捧場，市

民也付不起，到民國 50（1961）年 5 月，基隆登記合法舞廰，僅剩海軍聯誼社

                                                 
24【1955-07-12/聯合報/06 版/聯合副刊 藝文天地】 

25 聯合報 四十一年 二月三日 第六版 

26 中央日報，民國 40 年 1 月 31 日，星期 3，第 4 版。 

27 自立晚報，41 年 2 月 2 日星期 6，第 4 版。 

28 自立晚報，41 年 2 月 11 日星期 1，第 3 版。及28中央日報，民國 40 年 1 月 31 日，星期 3，

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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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29  

美軍，撒退後高檔的舞廰、酒吧、咖啡廰無法存在，性產業漸漸轉移到本士

市場，以大量勞工、退伍 軍人為主的公娼，以便宜的價錢，以身體換取合理的

價錢，五、六年代以公娼為主體的性服務，曾發出一千公娼許可證。65 年後，

兩性漸趨平衡，退伍老兵也多結婚，大量軍隊也駐防它地，專門以提供性服務為

主的公娼，在無利可圖下，漸漸乏人問津，市民也轉向茶室，泡泡茶泡泡女人，

的茶店查某的茶桌文化。 

私娼經營地下化及多變化的服務，對消費者具有相當吸引力，在無法取勝

下，遂漸侵入公娼的營業空間，使得登記有案的公娼，隨著台灣濟經繁榮腳步，

不但沒增加，反而日漸減少。1960 到 1970 年是性產業工作者「妓女」全盛時期，

每戶都有三、四十名妓女，據市政府統計民國 62（）酒家 8 家；酒吧 20 家；茶

室 20 家；咖啡 9 家；舞廰 1 家；妓女戶 9 家，分佈區域以仁愛、中山二區最多，

七堵、安樂二區則無風化區，警察扃的強力取締歇業吊銷證者 30 家，截至 62

年底，酒家 3 家；酒吧 18 家；茶室 5 家；咖啡廰 5 家；舞廰 1 家；妓女戶 5 家。

30 

基隆市警察局行政課表示，基隆市依「台灣省各縣市管理娼妓辦法」，自民

國五十五年七月廿日開始發照，讓妓女戶合法經營，陸續有十戶提出申請獲得許

可，但都分散市區各地，未集中在一起，以編號作為妓女戶的區別，陸續發出千

餘張妓女許可證。行政課指出，五、六０年代是妓女戶的全盛時期，每戶大都有

三、四十名妓女，但到六十五年以後，茶室興起，妓女戶逐漸乏人問津，只剩第

五、第七、第九、第十號四戶。到了七十五年第七、第九、第十號妓女戶也都撐

不下去關門，剩下最後一家崇安街四十巷的第五號經營至今。  

第五號妓女戶負責人陳春子表示，許可證是警察局在民國五十五年七月廿二

日核發，原本有三、四十名妓女提供服務，但近年來只剩下四名，生意並不是很

                                                 
29 聯合報，民國 50 年 5 月 24 日，第 4 版。 

30 ＜基隆市志＞民國 92 年 4 月出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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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其中一名在今年五月被檢驗出感染愛滋病後，生意一落千丈，經營大受影響，

另一名已經離職，剩下兩名都有轉業的打算，因現行法令規定妓女戶不能轉讓、

移轉，只好結束。31  

合法妓女戶到民國 73 年還有第一、三、五、七部等四家，在娼女老化及固

守傳統方式的經營下，終於一家一家的歇業。75 年，一、三、七也撑不去，只

剩祟安街第五部。民國 80 年時，只剩第五部妓女戶，其後感染愛滋在報章媒體

載刊的渲染下，7 月 5 日以生意一落千丈，89 年向南榮浱出所自動撤銷許可證，

結束營業，基隆市公娼正式走入歷史。32 

性產業是隨著都市發展和市場需求來作移動，性產品也由市場需求來決定，

消費者口味決定商品，商品需不斷地更新，才能剌激消費者的購買力，從「女侍

應生」酒家文化到「茶店查某」茶桌文化，就是最好說明。 

五、寓禁於管和寓禁於徵的政策的檢討 

    公娼制度屬於日治時代，民國 34 年台灣脫離日本人統治，台灣省行政長官

公署於 35 年進行所謂「正俗工作」，當局出發點借正俗之名行廢娼之實，是為

提高女權改善婦女生活，6 月廢除女招待，7 月廢除舞場，8 月起廢除公娼，對

風月場所進行禁止措施，對基隆首度禁娼，但這次禁娼並未達到省府當局所宣稱

的效果，娼妓依如往昔存在於社會，政府不得不向社會低頭，設立「特種酒家」，

也就是變相的公娼，隨著大陸撤退，及戰時體制，美軍協防台灣，第七艦隊長泊

基隆港，性產業活暢，不得不承認娼妓的存在。基隆市為國際港口交通樞紐，外

來旅客出入頻繁，且自民國 38 年冬，大陸淪陷後，流徒者越多，龍蛇雜處，治

安難測，加以物質之誘惑，奢侈風氣之影響，使意志薄弱者傾向虛榮，前往酒家

一擲千金，酒樓茶室多為變相私娼館，尤以愛三路、忠二路、忠一路等派出所轄

區內最多，尤為青年所艷羨意圖享受之地方。33省府特別在民國 45 年 3 月立法

                                                 
31【2000-07-08/聯合報/19 版/中部綜合新聞】。  

32＜基隆市志＞民國 92 年 4 月出版，頁 95。及聯合報，2000 年 7 月 19 日。 

33基隆市政府印行基隆市誌保安篇，民國 77 年 4 月出版 



 

 124

台灣省管理妓女辦法，地方也配合母法，定「妓女管理辦法實施規則」，企圖利

用兩年的緩衝期，輔導現有妓女轉業，進而杜絕娼妓的落日條款，事實上證明是

行不通的，到民國 49 年修訂更名為「台灣省各縣市管理妓女辦法」，企圖利用

修正辦法來消滅娼妓，性產業是不道德的，會助長犯罪與販賣人口的畫上等號，

有嚴重的剝削歧視女性的表徵，合法掩護非法始終存在，無法徹底禁止，寓禁於

徵可增加財源收入，改善衛生防疫，改善性剝削，減少地下化的程度。國民政府

曾以道德之名禁止性產業，但並未成功，當時政府僅用道德觀點或治安議題，未

能以更開放的態度看待，長期存在且普遍被社會視為必要之惡的性產業議題。 

省府頒佈「台灣省妓女管理辦法」，規定，妓女又性病者，應收容治療，目前衛

生院無法收容，推動妓女管理辦法的目的，是讓經營人肉坊者知難而退，不至無

限制的發展下去，一般無知青年婦女有所顧忌，改弦更張另謀生計，從事性服務

業者，出於甘願者不乏其人，但被迫者居多，擔心一但政府實行娼妓管理辦法後，

應加強輔導就業，授予工作技能，變成生產動力者；另一方面加強輔導，以免轉

入私娼，尤為重要。議員提出辦法，劃定風化區，所有特種酒家、茶室、及變相

娛樂場所，應一律集中，不得擅入街頭巷尾以便管理，設立婦女職業訓練所及職

業輔導處，加強風化區管制，使渉足花叢者怕難知返，加強鄰里調查，防止私娼

活動。 

「寓禁於徵」政策造成「打擊合法縱容非法的惡性結果」明令「舞廳、酒吧、

特種咖啡、茶室」一律不准 設時 ，卻禁不了非法店家的設立，地下業者早已在

大街小巷人群中促擁起來，甚至連合法業者都無法負擔鉅額年費，涉入非法經營

行列。政府針對「性行業」「寓禁於徵」、「禁止新設」政策，無法達成目的，在

市場需求有增無減之情況下，導致無照營業之氾濫，非法多於合法現象，政府又

無法強制執行，公信力受損乃成必然。非法業者，又成為治安焦看點 犯罪的淵

藪。 

將歷史的觸角往後延申 三十年的庶民生活，經過長時間的沈殿形成某種慣

性和結構性的特質，將研究觸角往前延伸， 從緩慢的過程來針對某種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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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探索時，來得深入且有趣，可觀察出歷史社會的文化炍背景。 

在許多從業人員中，或許酒吧、舞廳等行業，它們不是火坑 反而造一個機

會，站在從業人員的角度；或站在經營者的角度；或站在週邊產業的角度；或站

在市政府及議員的角度；跟站在衛道角度來看， 觀點就如同萬花筒，可看出萬

紫千紅的性產業。 

戰後，文化區隔的認知，長官公署的官員認為日本人遺留台彎不良的風俗習

慣應予糾正，配合當時省婦女會廢娼的要求，遂以「民族主義」及高道德標準進

行肅清娼妓的工作，然而官方不瞭解台灣歷史和社會的狀況，斷然地推動「廢娼」

工作，政策自然無效。大陸人口大量湧入基隆，男性比例升高，造成性別比例失

調，男多於女，形成性需求的社會問題，另一面國府又是國際廢娼國之ㄧ，因此

為滿足社會性需求，又要對國際廢娼公約有所交代，就形成一種「特種酒家」的

政策，結合酒家供應飲食，及娼寮滿足性交昜的功能，掛著「特種酒家」之名，

提供性服務之實，實施不久，便被檢討。其後中央政府，尤其是省政府漸研發出

「寓禁於管」「寓禁於徵」兩種政策。 

「寓禁於管」「寓禁於徵」兩種政策。從 1956（45）到 1967（56）推動 12

年之間，希望在嚴管和重稅雙重壓力下，肅清基隆的色情行業，「寓禁於徵」政

策下，舞廳的年費（許可年費）2281250（省轄市），2025000（其它地區）；酒家

年費按地區 75 萬~75000；酒吧費 60 萬~6 萬；特種咖啡、茶室 45 萬到 45000，

到民國 78 年（1989），業者認為負担太重，加上地下業者猖獗，基隆全體酒家、

酒吧、特種咖啡，茶室拒繳年費。34透過高額的營業收入加以課証重稅，以防止

性產業的蔓延，57 年配合政府政策「社會風氣改革工作」「節約愛國政策」所擬

定出來一個執行方案，透過鉅額許可年費的徵收，使得業者不堪負擔逐漸歇業，

積極方面，阻止色情勢力蔓延；消極方面，便無法繳年費，格調低的持種營業場

所，便自然淘汰。「以價制量」作為嚇阻色情行業不二法門，倒閉的業者相當多，

                                                 
34聯合報，1898 年，3 月 25 日，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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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做好輔導就業，遂轉入地下，造成非法行業數量增加，及色情形業的地下化，

並且其隱密性與流動性作風更提高警覺。 

六、結   論  

從日治時期的合法性產業，到光復後不合法，其後又合法又不合法，最後完

全不合法。考量因素政治、道德等統治因素，很少引用庶民甬度來看，是很不洽

當的，性產業呈現一種主觀性的「斷章取義」，或「名詞的混洧」，60 年來，持

續從事特種行業的婦女，有時叫「特種侍應生」，有時稱「舞女」，有時稱「吧女」，

有時稱「公娼」，有時稱「私娼」，那是歴史混淆名詞，但就社會生活過程來看，

她的名字叫性產業的從事者，一群和歴史名詞混淆的性產業工作者，，透過性產

業來談論她們對國家、社會、家庭等貢獻，非論斷個人是非，追憶她們曾對雨港

繁華的付出。 

從事性產業工作者，在道德上是一種被消滅的行業，在實質的社會裏它是存

在，社會階層中佔一部份，當時生活在基隆的族群，包含碼頭工人、漁工、船員、

礦工、外來人口（美軍與外省人）等，性工作者的價觀和他們雖有不同，但是並

存於社會裏，性產業工作者，是以金錢為溝通符號，建立以金錢為本位的營利行

為，逃脫婚姻和娛樂等社會枷鎖，非傳統女性所能瞭解。但傳統社會對性作者包

容卻很大，一個不幸的性工者，不管她是舞女吧女茶女公娼或私娼，只要她不再

從事娼妓工作，只要她不再碰到恩客，娼妓身份自然消滅而成為良民，換個地方，

以新的面貌出現，社會很容昜把性工者忘掉。 

性行業是一種產 業多面向的經營模式，透過通 舞女或酒女和老蒼（經濟人）

和顧客而形成多面向的行業，以性來換取工作者經濟的收入，顧客也以金錢消費

來滿足性需求。 公娼（私娼）滿足男人的性需求，祇要有錢就能享受性的服務，

咖啡女、茶室女滿足喝，茶、咖啡，外帶性服務，酒女、酒吧滿足男人性需求，

並陪酒飲晏，舞女除了買票跳舞還要附帶出場費用，才能進行性服務。 

特種酒家、公娼、私娼、軍中樂園等性行業，為應付 1949 年後大量華人美

移民潮而設，自美軍駐基隆後，也出現酒吧、舞廰、咖啡廰等，新的性行業，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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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服務業中的女性新職業名稱紛紛出現，如酒吧中的吧女，舞廰舞女，新的性行

業的服務生除了服裝西化外，更要講幾句英文，舞廰酒吧聘有專門翻洋人與吧女

和舞女之間的性媒介。一般從事舞女行業是中高水準的少女，朗朗上口的英文，

翩翩起舞的舞步，及高挑的身材，光買一張舞票就市民所能付得起，更何況跟舞

上床，如非美軍軍官所好，及裝滿口袋的美金，要和這些「出身名門」舞女一夜

情，實非當時公務人員、礦工、小市民所能妄想的。 

基市市議會議員比較深入基礎，也比較人性化，知道市民所需，贊成設立公

娼，給市民一個公開性交昜的地方，市政府也樂觀其成，公娼的爭議較少。叒北

為北 

貧窮是公、私娼形成因素之一，四十至五十年代，台彎社會普遍存在貧窮階

級，公娼、私娼、軍中樂園等是在貧窮階級中賺貧窮階級的錢，這種以貧昜貧，

對社會經濟是沒有幫助，但對消弰兩性抗爭，及安定社會的力量，卻是有幫助，

當時地方議會，警察扃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有其理由。私娼一次性交昜約

十五元，一天二十次，也不過 350 元，一個月 20 天也不過 700 元，扣掉三七分

帳，一個月所得差不多 200 元，從歷史事實上來看公、私娼祇夠在窮人堆中翻身，

再怎樣翻身也是娼，永遠成不了鳳凰。民國 45 年（1946）【台彎省妓女管理辦法】

強調寓「寓禁於管」，擬定先消滅私娼，再使公娼絕跡，徹底解決社會問題。 

性是人類本能的需求，也是個古老問題，從政治甬度來看，性產業是不道德且非

法，但歷史甬度來看，歷史文化，卻給這個行業活動生存的空間，絕非一個政筞

的執行就能將色情問題完全解決，一直到今天基隆相關單位，還不能解決此一問

題。 

性產業在基隆行之數百年，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社會對性產業多抱持包容

接受的態度，1949 年國民政府簽署【禁止人口買賣及剝削他人賣淫公約】，成為

聯合國禁娼公約國之一，對原本和社會相安無事性行業採取禁止的政筞，這種反

社會運作的為，在一個船來船去 ，人口流動瀕繁的國際港，是行不通的。行政

當扃，不得不以其它名詞取代娼妓兩字，事實上，性行業始終未在基隆中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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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甬度來看，地方政府贊成開放性產業，但省政府則不贊成，從國防部甬度

則成立「軍中樂園」，且鼓勵公辦民營，卻反對「公娼 」的擴大，贊成與否，皆

以政治為考量，地方政府則以地方性產業和經濟為考量，贊成設立公娼和特種服

務行業。性交昜需求的擴大，也剌激其它相關行業，增加地方政府財稅收入，地

方政府支持性行業，是有其經濟考量。 

「寓禁於徴」的重稅及「禁止新設」雙重滅絕性產業的政筞下，無法達成目

的，在市場需求有增無滅下，導至無照營業之汜濫，非法多於合法的現象。明令

「舞廰、酒吧、特種咖啡、茶室一律不準新設」卻禁不了非法店家的設立，地下

業者，早已在大街小巷促擁起來，少數合法業者卻須負担高許可年費，政府公信

力受損，甚至於連合法業者都無法繳巨額年費，競相投入非法行業，非法行業也

成為犯罪淵藪。 

酒家及酒吧在卅餘年前曾風光過一陣子，嗣因基隆市是一個國際港的城市，

各國的船員、水兵、觀光客等均不時大量湧入，於是特種營業如酒家、酒吧等生

意興隆，業者樂呵呵的笑逐顏開。但後來酒家包括酒吧在內一家接一家的關門大

吉，到現今酒家已經沒有了，特種營業的酒吧只剩下「幸運之星」一家，其客源

都是以船員居多，且由於基隆港不景氣，營業情形並不是很好，亦是「奄奄一息」。 

  特種營業的酒家及酒吧關門的原因只有一種，就是領有特種營業執照的這些

酒家、酒吧，業者每年必須負擔高額的年費及稅金，業者被高額的年費及稅金壓

得喘不過來氣時，只有「關門」。反過來說，一些裝潢規模不亞於特種營業酒家

的地下酒家，業者就不需要負擔高額的年費及稅金，地下酒家因此至今仍「存

活」。這對每年依法繳納國庫大額稅金的業者來講，不啻是一大諷刺，亦讓守法

的業者心態上十分不平衡。不過，業者所以會走地下酒家這一條路，也是政府對

特種營業徵收高額稅金及年費，「寓禁於征」的結果，使業者轉入地下經營，政

府除課不到稅金及造成國庫收入減少外，酒家特種營業的管理也弄得更亂、更

糟，色情場所內暗藏未成年少女等問題更是隱然叢生。 

  在小上海大酒家及酒吧等相繼關門後，取而代之的是出現新興的「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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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店」、小型「ＰＵＢ」、「卡拉ＯＫ」、「ＫＴＶ」及小型「酒店」，其

中尤以茶室及小吃店家數之多，令人感到相當訝異，這也是否代表基隆市已經逐

漸走入「沒落」之途，另先前一些曾在大酒家、酒吧等歡樂場所中打滾的酒家女，

如今也不知道何去何從？誰也弄不清楚，不過大部分都應該是走入茶室及小吃店

中吧。35  

                                                 
35 2001/03/19 - [ 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