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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到滿洲： 

以關東都督府警政建設為中心的 

日本帝國統治學知移轉分析（1905-1918）* 

  林文凱 

摘 要 

晚清以來清帝國的臺灣與滿洲之歷史，因日本南進與北進政策的並進與關聯

而被潛在聯繫起來。本文主要以滿洲的關東都督府警政建設為焦點，分析日俄戰

後以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為中心的殖民官僚如何將臺灣的統治學知移植到關東

州與南滿洲地區。首先，討論日俄戰後 1905-1907 年間，臺灣總督兼滿洲軍總參謀

長兒玉源太郎，如何先後將石塚英藏與後藤新平等臺灣總督府官員調任到南滿洲，

從而將臺灣警政體系初步移植到南滿洲；同時也分析日本帝國在南滿洲的領事館

與其所屬警察署的初步建置。其次，討論在後藤新平的影響下，關東都督府民政

長官白仁武與警務課長佐藤友熊等人如何將臺灣保甲制度與警政相關法令移植到

關東州，確立了關東州以警察為中心的民政架構，並解決了關東州與周邊的馬賊

等治安維繫問題。最後，後藤新平等人為解決日本在南滿洲警政由關東都督府與

外務省領事館雙頭並立問題，如何推動關東都督府主導的南滿洲警政統一案，從

而將日本警察的治理與監控範圍擴展到整個南滿洲，並有效確立了日本在南滿洲

的帝國勢力擴張與殖民近代化的制度基礎。藉由以上分析，本文說明日本帝國南

進與北進政策之間的緊密關聯，以及臺灣與滿洲之間統治樣式遷移與統治人才周

流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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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係筆者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帝國日本的「科學」殖民：滿洲治理與社會調查活動（1907-

1931）〉（MOST107-2410-H001-012-MY2）與〈近代「滿洲知識」的生產：日本帝國滿洲地志、地方

調查與中國東北地方志的比較〉（MOST109-2410-H001-057-MY3）之成果。初稿曾發表於 2022 年 4
月 6-8 日之「The 1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與 7 月 7 日之

「近現代臺灣經驗的交錯與流動學術研討會暨林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金會年會」。感謝後一會議之

與談人林志宏教授的深入評論，以及參與兩會議的林玉茹教授等與會學者的回應意見，本刊匿名審

稿人也提供深入的修改意見，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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