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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鹽業 

昔日大澳除了是漁港外，亦是鹽港。大澳鹽業全盛時期，全澳鹽田總面積佔大澳市區面積

的一半。大澳鹹魚能夠遠近馳名，正是由於當地供應了鹹度適中的鹽。  

  三、四十年代是大澳鹽業的全盛時期，當時大澳出產的白鹽，不但行銷本港，還遠銷中國

內地。當時鹽業從業員人數有三百人之多，每天進出大澳運鹽的船隻，不下三百艘，鹽業在

經濟上足可與漁業平分天下。鹽工還組織成立「香港鹽業職工會」，以維護工人權益，並且

開辦工人子弟學校。  

 昔日大澳較大型的鹽場有天生鹽場、泰生鹽場和達安鹽場。鹽田全是由擁有土地的老闆經

營，鹽工則以分帳形式替老闆打工，通常是將賣鹽所得作三、七分帳，老闆佔七成，其餘三

成在扣除添置用具、維修等雜費後，才歸鹽工們均分。  

 大澳的鹽業在戰後開始走下坡，這是由於泰國、內地有大量食鹽銷港，價格比較低廉，對

大澳鹽業造成極大打擊，鹽場開始經營困難，鹽工開工不足，唯有從事其他副業以幫補生計。

不少鹽工更遠出香港或九龍的躉船碼頭做苦力。  

 到了六十年代，大澳所有大鹽田的老闆都退出鹽田經營，大部分鹽工也因鹽田結業而轉行，

只剩下極少數鹽工矢志不移地苦苦經營。然而，到了 1977 年，大澳最後一位老鹽工也因年

邁而停工。製鹽，大澳這個古老行業從此畫上句

號。  

 昔日大澳的鹽田，經過卅多年變遷，或已改

建，或已荒廢。今日大澳龍田，就是昔日的泰

生鹽場；今日巴士總站及一帶公路，就是昔日的

達安鹽場。至於圖中正在車水作業的鹽工，據前

大澳鹽業工會呂烈先生所告，照片攝於五十年

代，鹽工名宗媽田，其作業處即今日已荒廢的天生鹽場，想必是規劃署建議所保護的一幅鹽

田，其背景是北山，山麓是石仔步一帶的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