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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 

建築人才的來源及其建樹： 

以尾辻國吉為例
 

蔡龍保 

摘 要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邁向近代化、致力於殖產興業，過程中欠缺技術人才，渡邊

洪基等舊幕臣懷抱「技術立國」的構想，與抱持「工業立國」理念的民間企業家結

合，成立工手學校，展現「技術立國」和「工業立國」的角色與功能。值得注意的

是，工手學校在日本國內達成「技術立國」、「工業立國」的使命後，隨著日本帝

國對外擴張，進一步前往海外活動，陸續在臺灣、朝鮮、滿洲發揮其長才。本文

究明日本帝國經營殖民地臺灣所需的建築技術人才之來源，工手學校畢業生在臺

灣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中的角色與重要性，及其與帝國大學和其他工業學校出身

的技術者之關係，彰顯技術人才流動與殖民統治的關係。並以尾辻國吉為例，闡

明工手學校層級建築技術人才在臺灣官廳活動之實況，及其所代表的歷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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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以〈工手學校與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以尾辻國吉的在臺活動為例〉為題，發表於

2014 年 10 月 2-3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流與跨境」國際學術

研討會，蒙評論人黃俊銘教授和許雪姬教授提供寶貴意見，修改投稿階段，亦蒙匿名審查人、期刊

主編、編輯委員惠賜諸多寶貴意見，得以改正諸多誤謬之處，特此誌謝。另，本文為日本立教大學

2010 年度招聘研究員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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