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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土木建設會社清水組的在臺發展

（1899-1945）∗ 

  蔡龍保∗∗ 

摘 要 

「產、官合作」展開殖民地各項事業，為殖民地史研究重要的一環。清水組在

日本國內以建築工程為主，其技術、專業深獲官方信任，但事業重心放在民間企

業。日治初期，臺灣推動許多土木建設工程，日本土木建設會社陸續來臺。初期土

木工程較多，以建築為主的清水組在臺發展不積極，工程不多，也沒有開設出張

所，多為軍方工程為此時期特徵。1930 年 8 月，清水組在臺重設出張所，這也是

本店面對不景氣時期的積極作為。1932 年 2 月，土井豐吉奉派來臺擔任出張所主

任，1936 年 2 月出張所升格為支店。不同於初期（1899-1928）軍方為主要業主，

後期擴及總督府中央、地方官廳及民間業界，工程種類趨於多元。面臨戰爭時期，

臺灣支店同本店，配合國策、靠攏軍方，推動南進，規模、工程量迅速擴大 1939

年 2 月設置廣東出張所、1943 年 2 月設置香港出張所，除了參與工程，甚至參加

作戰。在南進政策推動下，支店成為企業南進及軍方戰術展開之重要後盾。支店

為配合總督府工業化政策與日本帝國南進政策，高雄地區、南方地區、花蓮港地區

成為重點區域，工業化的代表性會社多是支店的重要業主，展現其在工業化上的貢

獻。再者，支店對高雄的發展以及日軍、臺灣軍在南臺灣的布局，亦扮演重要角色。

1943 年臺灣支店建築落成後，更展現積極配合軍方行動與深耕臺灣之意志。配合

軍方侵略擴大，外地工程隨之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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