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海忠司與高雄港擴建：以遷移海軍航空隊基地和建設工業地帶為中心（1935-1939）

摘要 

高雄港舊名打狗港，係以港口發展而成的都市，不但是臺灣第一大港，其貨物吞吐

量曾經高居世界第三名。高雄從清代到日治中期以前原本位居帝國邊陲、國境之南，但

自昭和以降，隨著日本軍方高唱「南進國策論」，使南向發展的策略更受重視，而高雄

的地理位置和先天的港灣優勢，令其一躍成為南進政策的前線基地，也是帝國治理的重

心所在，各項建設大力發展。在工業建設方面：煉油廠在戰後由中國石油公司所承接；

製鋁廠即現今前鎮區著名的地標「MLD 台鋁生活廣場」，伴隨工業建設的興盛發展，港

口規模的擴充乃大勢所趨。

內海忠司（1884-1968），京都人，1911 年京都帝國大學法科畢業，1928 年來臺，長

達 12 年居留臺灣，期間先後擔任臺北州警務部長、臺南州內務部長、臺北市尹、新竹州

知事等職務，1935 至 1939 年擔任高雄州知事堪稱其個人仕途之巔峰。內海忠司在高雄州

任內為發展工業和軍事設施也積極建設高雄港，而為擴展港務設施，更前往日本各主要港

口參觀，例如東京、橫濱、長崎、神戶等地，實際拜訪各地港務官員，並且實地參觀考察

以作施政參考。知事是日治時期最高層級的地方行政首長，由於內海氏擔任高雄州知事正

是臺灣總督府致力發展工業建設和南進政策之時，故探討其與高雄港務擴充的關係，可明

瞭高雄港在日治後期的發展，乃至戰後延續到今日的嬗變，做一歷史性追本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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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t of Kaohsiung was called Takao Port, and Kaohsiung is a city developed based on the port. 

Port of Kaohsiung is not only the largest port in Taiwan, its cargo throughput was to be top 3 in the 

worl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mid-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aohsiung was originally located 

in the edge of Empire and was the southern border. However, starting from the Showa Era, with the 

promotion of “Southern Expansion Doctrine” by the Japanese army, increasing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strategies of southern expansion. The geological location and natural harbor advantages of 

Kaohsiung made it the frontline base for Southern Expansion Doctrine, as well as the focus of imperial 

govern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frastructure and rise of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the 

expansion of the port was inevitable.

Utsumi Chuji (1884-1968) was born in Kyodo and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Laws, Kyoto 

Teikoku University in 1911. He came to Taiwan in 1928, and served as the Governor of Kaohsiung 

Prefecture from 1935 to 1939. During his governance in Kaohsiung, Utsumi aggressively constructed 

Port of Kaohsiung to develop industries and military faciliti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port facilities, he 

visited the major ports in Japan, such as Tokyo, Yokohama, Nagasaki, and Kobe, as well as consulted 

with port officials there, to develop strategies. During the governance of Utsumi Chuji in Kaohsiung, 

Taiwan government was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and Southern 

Expansion Doctrine. Therefore,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tsumi Chuji and 

expansion of Port of Kaohsiung can help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rt of Kaohsiung in the lat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s well as the changes from post-war period to the present, in a retrospective 

manner.

Keywords: Utsumi Chuji, Governor of Kaohsiung Prefecture, Port of Kaohsiung, Naval Air Force 

Base, Southern Expansion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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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遷移海軍航空隊基地
參、建設高雄工業地帶
肆、結語

 

壹、前言 

高雄舊名打狗，係以港口為基礎發展而成的都市；高雄港不但是臺灣第一大港，其

貨物吞吐量更曾經高居世界第三名。高雄從清代到日治中期以前原本位居帝國邊陲、國

境之南，但自昭和以降，隨著日本軍方高唱「南進國策論」，使南向發展的策略更受重視，

而高雄的地理位置和先天的港灣優勢，令其一躍成為南進政策的前線基地，也是帝國治

理的重心所在，各項建設大力發展。

日治時期高雄港築工程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開始於 1908 年，以進出三千噸級、

每年貨物吞吐量 45 萬噸為目標進行築港。該年鳳山廳公告「打狗市街計畫」，預定成為

容納 42,000 人的市區，這是高雄最初的都市計畫。而濬深打狗港的底泥，正好可用來填

出都市計畫所需的新土地；因此，第一次築港施工過程，造就哈瑪星新市街。1 第二期築

港工程長達 25年（1912-1937），由於南臺灣產業快速發展，打狗港貨物吞吐量年年增加，

發生港口設備不敷使用的情況，為配合實際需求，總督府提出築港工程計畫書，將港口

浚濬深至 9 公尺，新建碼頭可供十艘萬噸級輪船停駐，每年貨物吞吐量 90 萬噸，並開闢

外港錨地，內港錨地則濬深高雄川。完工後增添相關港口之裝卸機具、倉儲設備、修船

廠、港區鐵路、燈號標幟等現代化設備，使打狗港具備現代化港口規模。加上進行工業

建設，附近工業區有：煉油、製鋁、水泥、造船等紛紛前來設廠。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

日本將全臺工業重心置於高雄，以利日本往南洋、華南擴張，於是各式工廠在苓雅寮、

戲獅甲等地設立。由於高雄港有利的天然條件，加上日本積極建設，使高雄港得以嶄新

1 鄭德慶編，《看見老高雄》（高雄：高雄市政府新聞處，2001），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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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態出現，為日後發展成為大都會奠定深厚的基礎。2 第三期築港工程從 1937 年開始，

因太平洋戰爭而未竟完成，除加強原有港灣維護之外，並未有明顯之進展，至 1941 年戛

然而止。

關於上述高雄港三期的築港與擴建，學界已有眾多討論和成果，例如：有論者探討

築港工程對整體高雄產業發展和人口變遷的影響；3 或者從港口港灣的設計與開發，探討

高雄整體的都市變遷；4 也有以港埠規劃和空間開發為主軸，探討在殖民政策下如何進行

三期築港工程，使高雄從一個傳統小漁村蛻變成近代化的國際級港埠，並奠定高雄港市

百年發展的基礎；5 也有探討在南進政策下，日本政府自 1930 年代後期起，因應戰爭局

勢之所需而積極建設高雄港，進而影響高雄港區的產業發展，尤其重工業和軍需產業；6

以及如何改造高雄港，建設成為南進前哨站和大本營，並由漁港、商港、軍港，一躍成

為國際性大港；7 或者從臺灣總督府港口政策的角度，探討高雄築港的背景及分析築港後

的管理模式，以釐清高雄港在臺灣工業化及戰爭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後續效益與發

展。8 此外，鐵路加上海運的海陸聯營方式實是打通高雄港營運的任督二脈，論者以港區

內的鐵路系統──臨港線為主軸，討論高雄港如何聯結重要的工業地帶與軍事設施；9 而

現今高雄港港史館曾是日治時期的收稅官吏打狗出張所、高雄稅關、高雄海事出張所，

許多與港務發展的重要視察和會議在此地發生，有論者考究其歷史變遷，以明瞭近代港

務發展與海洋事務的關係。10 

以上研究大多聚焦在如何築港和擴充後的規模及其影響，至於由誰或哪單位主導築

2 張守真、許一男編，《高雄港紀事》（高雄：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1996），頁 30-35。

3 曾鷰婓，〈日據高雄築港對高雄地區之影響：以人口與產業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

4 江恩琦，〈港埠與都市變遷：以高雄「港」「市」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

5 劉碧株，〈日治時期高雄港的港埠規劃空間開發〉，《成大歷史學報》，52（2017），頁 47-85。

6 蕭采芳，〈1930 年代後期的高雄港與軍需產業〉（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7 李淑芬，〈日本南進政策下的高雄建設〉（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8 謝濬澤，〈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臺灣文獻》，62（2）（2011），頁
211-243。

9 邱柏翔、杜正宇，〈日治時期高雄臨港線之路線調查〉，《高雄文獻》，5（1）（2015），頁 103-124。

10 李文環、楊晴惠，〈高雄港港史館歷史變遷之研究〉，《高雄師大學報》，38（2015），頁 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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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規劃，以及如何執行／執行的過程遭遇哪些困難或瓶頸則著墨較少，尤其在「人物」

方面的討論更是鳳毛麟角。本文以曾任高雄州知事的內海忠司為主軸，以其日記和回憶錄

的記載為材料，再輔以相關文獻紀錄，來探討知事在高雄港擴建所扮演的角色。由於州知

事是當時最高層級的地方行政首長，內海忠司在任期間正是總督府大力發展工業建設和南

進政策，高雄因地理位置和港灣優勢而受到重視，故探討高雄州知事與相關人員的接觸，

可以瞭解如何治理高雄港務，能對擴建高雄港此一研究課題提供不同的討論面向。11  

11 近藤正己，〈內海忠司の高雄「州治」と軍〉，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
（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頁 119-143。

圖 1　1930 年代高雄州轄區（左）、高雄市街圖（右）
資料來源：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630-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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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遷移海軍航空隊基地 

1930 年代起，高雄港吞吐量大幅躍升，為使港口順利擴建，原本在港內占地甚廣的

海軍航空隊基地有必要進行遷移。而擴建港口的同時，亦規劃工業建設地帶的設置，此

兩者唇齒相依，奠定高雄港成為國際大港和高雄發展成為工業大城的基礎。

一、三方會談：海軍省—總督府—高雄州

日本經由甲午戰爭首次獲得海外殖民地以來，即有以臺灣為據點，向地理上更南邊

的地域推進，亦即所謂的南進政策，係指明治、大正、昭和時期，三度興起並蔚為風潮

的「關涉南方」之一切活動。12 昭和初期有陸軍提出北進論與海軍的南進論相對峙，由於

海軍勢力抬頭，南進政策因而更加受到重視。在此情況下，高雄位處臺灣南部，占有地

利之便，而高雄港兼具漁港、商港和軍港的功能，1930 年代起和基隆港並稱臺灣南北兩

大海港。隨著港務事業逐漸興盛繁榮，港口乃有擴建之必要，此即與高雄州最高位階行

政首長知事，有密切關聯。

內海忠司（1884-1968），京都人，1911 年京都帝國大學法科畢業，1928 年來臺，

長達 12 年居留臺灣，期間先後擔任臺北州警務部長、臺南州內務部長、臺北市尹、新

竹州知事等職務，1935 年 9 月至 1939 年 1 月擔任高雄州知事堪稱其個人仕途之巔峰。

1939 年 1 月離職後返回東京，出任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總公司設在高雄）監查役，

1968 年 11 月去世，享年 84 歲。13 內海忠司擔任高雄州知事期間前後歷經中川健藏（1932

年 5 月至 1936 年 9 月）和小林躋造（1936 年 9 月至 1940 年 11 月）兩任臺灣總督，前

者是日治時期第十六任、也是最後一任文官總督，後者則是軍人出身的海軍上將，是第

12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62。

13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vi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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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任、也是後期恢復武官總督的第一位。14 從文官總督轉變為武官總督，象徵時局由承

平轉為戰爭時期，內海忠司於此期間擔任高雄州知事，其治理作為必然受到時勢影響，

尤其與海軍人員接觸頻繁、次數急劇增加。

1935 年 9 月 9 日內海忠司正式上任高雄州知事，最先處理的事務便是遷移高雄港內

的海軍基地，從其日記所載接洽往來的軍方人士，以馬公要港部司令官為最多，共有 35

次；至於馬公要港部參謀長也有 20 次之多，司令官為階級少將或中將，參謀長則是上校

或少將，人員及時間詳見附錄。馬公要港部成立於 1901 年，1941 年升格為警備府，是

1943 年高雄警備府設置前、臺灣地區日本海軍層級最高的單位，隸屬佐世保海軍鎮守府

管轄的日本第三海軍軍區。15 根據歷史學者杜正宇考證，日本《海軍省公文備考》之《昭

和 8 年土木建築．卷 20》，其中有幾份資料勾勒苓雅寮機場興建過程，根據該公文，除

了向海軍省軍務局長、海軍航空本部長、海軍省建築部長報告竣工消息之外，由此亦可

知苓雅寮機場的興建係由佐世保鎮守府主導。16 除了馬公要港司令部之外，海軍省派駐臺

灣總督府的兩位「在勤武官」也是內海忠司頻繁往來、商議遷移海軍基地的軍方人士，

總共有 35 次之多。

1936 年 4 月內海忠司率高雄州內務部長、地方課長、土木課長、文書課長、築港所

長等人前往東京，臺灣總督中川健藏及總督府財務局長也到設在東京的臺灣總督府出張

所，與海軍省代表井上上校、澤田上校、上田軍需局長，商量海軍用地問題，會後也拜

會拓務省入江次官。17 內海忠司一行人在東京商議海軍用地後，轉往各地港口參訪觀摩，

4 月底返回臺灣。5 月初，佐世保鎮守府建築課清藤主計中校及軍令部第三課課長酒井上

校等人，從日本來到高雄，在州廳與內海忠司、州內務部長、地方課長，及鳥居臺糖理

事討論購買海軍用地之事（1936 年 5 月 3 日、5 月 15 日日記）。1936 年 7 月初，內海

14 日治時期總共有 19 位臺灣總督，從首任樺山資紀到第七任明石元二郎為武官總督，第八任田健治郎起至第十六任中
川健藏則是文官總督，後來因應時局變化，第十七任小林躋造到第十九任安藤利吉則恢復為武官總督，而小林躋造與
第十八任總督長谷川清皆出身海軍，安藤利吉則是陸軍出身。

15 黃有興編，《日治時期馬公要港部：臺籍從業人員口述歷史專輯》（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4），頁 12-22。

16 杜正宇、謝濟全、金智、吳建昇等著，《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臺北：新銳文創，2014），頁 171。

17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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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司搭飛機前往東京，到軍令部第三課討論海軍用地，並參觀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再到

拓務省拜訪拓務大臣。中旬返臺，先在基隆與馬公要港司令官和田專三少將、參謀長木

幡行上校會晤，再到總督府與海軍省在勤武官酒井武雄上校、總務長官森岡二朗、內務

局長小濱淨鑛會商，返抵高雄再召集高雄州內務部長等相關人士討論海軍用地和整理州

有地。18 

內海忠司治理高雄州的一大重點是發展工業建設，而取得工業用地有待解決的問題

即是遷移飛行場，由於此構想的實現必須處理高雄港周邊廣大的海軍用地，問題的解決

有待與海軍省最高層進行交涉。而內海在海軍頗有人脈關係，早在 1934 年新竹州知事任

內，因新竹油田事業而上奏天皇，當時與海軍大臣大角岑生及聯合艦隊司令官小林躋造、

海軍次官長谷川清、海軍軍務局長吉田善吾等將領接洽並建立友好關係。另一方面，海

軍省在高雄為增強軍備的設施必有賴知事的協力不可，因不僅要確保飛行場用地，還要

在戲獅甲設立日本製鋁高雄廠，以生產飛機機體的日本製鋁廠當然對此樂觀其成。再者，

小林躋造自就任總督即與內海保持友好關係，從 1936 年 10 月大幅人事異動而內海仍能

留任州知事即知。19 由上述可知，內海到任高雄州知事後，致力於海軍基地移轉和工業地

帶整備，肩負起在地官員與總督府和海軍中央等三方面的交涉任務。

二、經費分配

當日本帝國在推行南進政策之時，由於臺灣是南方各地經濟交流匯集地，必須以高

雄港為基軸。因此，海軍提供草衙埋立地作為交換條件，把戲獅甲的海軍用地，即日本

製鋁工廠連接東邊一帶高雄港內全部發展成高雄工業港。所以需與總督府、海軍省交涉

斡旋。先前中川總督或平塜長官未能想出解決之道，後來就由高雄州知事直接與海軍交

涉。1935 年 12 月，適值日本廢除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積極著手建設海軍設施。因此，

18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688。

19 近藤正己，〈內海忠司の高雄「州治」と軍〉，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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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海軍航空隊的意見被提出，但若設在港灣東邊，因為建設成工業港，航空隊的位置

若太接近工業地帶，其利用價值大減，對本身和對外界都造成不便。基本方針制定後，

內海忠司就開始尋覓遷移地，並與東港和岡山兩郡郡守到東港郡東港大魚塭（今大鵬灣）

和岡山郡大平原尋找，最壞的情況就是後壁林（小港）的臺糖工廠和漯底山為備案。把

海軍航空隊遷移出去，可讓高雄港設置工業地帶的土地更加靈活運用，此移轉必須與海

軍交涉。20 

1936 年 12 月 9 日小林總督視察高雄，明確指出為圖長遠建設和發展，遷移海軍航

空隊勢在必行，因航空隊位於草衙埋立地對高雄港成為貿易港和工業港的擴充有很大的

妨礙，遂指示內海忠司積極與海軍軍方交涉另覓他處。1937 年 1 月 4 日到總督府總督官

邸，小林總督列席，其他還有西尾上校等相關海軍僚屬，高雄州則有知事內海忠司和鈴

樹地方課長、德重地理係員等人列席，共同決定把海軍基地設在壽山北邊，購買 400 萬

坪建設用地，每坪 1 圓，總共需要經費 400 萬圓，這筆鉅款高雄州無力負擔，就由總督

府向臺灣銀行貸款，以前有關此貸款案內務局地方課或財務局主計課對各種資格條件要

求高、很難通過，但這次卻能無條件蓋章通過，此結果讓海軍省感到滿意。從海軍方面

來看，1937 年度全國預算決定後，海軍省已無多餘款項直接買收土地，舉凡與當地地主

交涉或登記事務，都有賴州政府的援助，才可全部順利購買。1937 年 3 月 19 至 20 日，

海軍省野村吉三郎上將、軍務局第二課長西尾英彥上校到臺北，在臺灣總督府與小林總

督、內務局長、殖產局長、道路港灣課長等相關人士，及內海忠司率領的高雄州各相關

部門首長會商，三者議論後決定海軍航空隊的陸上飛行場設在岡山郡彌陀庄、水上飛行

隊基地設在東港郡東港街，前者在彌陀庄內大約買收 90 萬坪土地、整地、跑道、排水工

事，後者的土地買收、水上跑道的浚渫、營舍建造等工事則由高雄州負擔。

內海忠司在會議中提出報告，航空隊建築預定地移轉需要經費 650 萬圓，海軍出 50

萬圓，高雄州支出 600 萬圓，並請求臺灣總督府補助。若再加上東港水上航空隊，需要

20 內海忠司，〈回想錄〉，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
植民地台湾》，頁 54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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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770 萬圓，初步未達成決議，因高雄州財政負擔能力尚有待研議。返回高雄後，內

海與州內務部長討論關於航空隊遷移、州財政負擔計畫如何調查。由於海軍基地遷移費

用由高雄州負擔，其補償代價是海軍把高雄市附近的海軍用地提供給高雄州使用。21 

由於高雄州所需支付金額龐大，已超出負擔能力，遂請求國庫補助，與總督小林躋

造、總務長官森岡二朗、內務局長山縣三郎、地方課長西村高兄等人交涉的結果，獲得

由國庫貸款利息的補助，內海忠司在日記提到：「這是建設高雄的百年大計，甚愉快」。

另外再從高雄州議會追加預算，此追加預算之中，航空隊遷移預算 170 萬圓，高雄州著

手進行工事，契約 1 年，預計 1938 年 3 月底飛行場完工。22 同年 7 月 2 日，內海忠司派

高雄州內務部長到總督府協調，臺灣銀行同意在高雄州發行州公債。此外，海軍用地的

地上物補償也是一筆龐大支出，內海召集州內各相關的部、課長，以及高雄、岡山兩地

郡守及相關者商議，希望海軍能提供補償費 400 萬圓。23 

三、遷移新址

關於高雄州內飛機場發展，最早是 1920 年 11 月屏東飛機場正式啟用，這也是臺灣

史上第一座具現代規模的飛機場。根據學者杜正宇、謝濟全等人研究整理，日治時期高

雄州海軍主要機場有高雄（左營）、岡山、東港（大鵬灣）、馬公、阿蓮（大崗山）等處。

至於岡山機場用地，則是日本海軍於 1936 年編定預算、徵收購置土地。高雄州廳與日本

航空輸送株式會社曾有意向海軍借用機場作為民航機場。24 機場是極其重要的軍事和交通

設施，視察各地飛機場是內海忠司擔任高雄州知事的重要任務之一。

21 此購買土地的金額是 180 萬圓，而高雄州在 1936 年度的一般會計預算總額是 418 萬圓，規模堪稱相當大。參見近藤
正己，〈內海忠司の高雄「州治」と軍〉，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129-130。

22 內海忠司，〈回想錄〉，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
植民地台湾》，頁 548-551。

23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854，1938
年 12 月 24 日。

24 杜正宇、謝濟全、金智、吳建昇等著，《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頁 12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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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航空隊」原是海軍省在高雄港灣設置的海軍基地，為建設高雄工業地帶必須

遷移海軍基地。1937 年 1 月小林總督與海軍省軍務局、臺灣總督府及高雄州官員討論位

於壽山北邊的左營設置新海軍基地，議定由高雄州購入 400 甲土地作為建設之用，海軍

再以基地相交換並作補償。1937 年 3 月 19 至 20 日，三方再次會談後決定把海軍航空隊

的陸上飛機場設在岡山郡彌陀庄、水上飛行隊基地則設在東港郡東港街（即今東港大鵬

灣，曾是水上飛機場）。陸上飛機場的用地是在彌陀庄徵收及購買 90 萬坪土地，再進行

整地、建跑道、排水等工事。水上飛行隊待克服的問題則是土地徵收和購買，以及修築

水上跑道，建造營舍則由高雄州獨力承擔。

1937 年日本海軍進入軍備無條約限制的時代，海軍軍備計劃增強航空兵力，臺灣也

新成立實戰航空隊，此即高雄海軍航空隊。1938 年 3 月 30 日，岡山飛機場完工並編成

攻擊機小隊，內海前往巡視，當天日記寫道：「對於建設臺灣航空隊踏出歷史性第一步，

去年春天以來的苦心經營終於獲得回報，感到心情愉快」。25
 4 月 1 日石井芸江上校就任

高雄航空隊司令，是內海忠司接觸次數最多的海軍軍官（前後總共 19 次）。4 月 7 日高

雄州鈴樹地方課長到東京出差返回，攜帶海軍大臣關於航空隊土地交換問題的指令歸來。

當天下午，內海忠司率內務部長、地方課長同訪高雄航空隊，此日，中型攻擊機四架從

日本國內運來，石井司令與隊員召開歡迎會，並討論竣工式及命名式。26 

之後，內海忠司出席岡山街水道竣工儀式，此亦為建設岡山航空隊的擴充設施，航

空隊建築工事已大致接近完工。5 月 9 日上午到火車站迎接總務長官森岡二朗，與臺灣

軍司令官及其他來賓同到岡山，舉行高雄海軍航空隊竣工式，以及獻納兵器命名式，有

從高雄飛來的中型攻擊機二架，以及來自北臺灣的攻擊機一架，下午在岡山街舉辦慶祝

宴，然後迎接總務長官到高雄，導覽視察工業地帶，晚上則在高雄航空隊本部舉行祝賀

25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800，1938
年 3 月 30 日。

26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801，1938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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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27 高雄航空隊成立後，接著便是處理購買左營海軍基地用地之事。1938 年 7 月內海

忠司率高雄州內務部長，陪同馬公要港部參謀長三輪茂義上校、海軍省駐臺灣總督府在

勤武官小澤重吉少校等一行人到左營庄（當時隸屬岡山郡），完成海軍基地土地購買之

事，「海軍用地買收事務終於大成功」。28 

高雄海軍航空隊成立於 1938 年 4 月 1 日，其設立係緣於日本海軍「昭和 12 年度海

軍第三次補充計畫」。待第 70 次議會通過後，陸續成立了高雄、鈴鹿、大分、筑波、鹿

島等 12 支航空隊，用以增強對中國華中與華南的侵略戰爭。高雄海軍航空隊隸屬馬公要

港司令部，是其轄下唯一的航空武力。而馬公要港部管轄範圍為全臺及南沙的廣袤海域，

轄區主要機場就是 1936 年購置的岡山海軍用地。從上述內海忠司日記所載，正可以印證

杜正宇等學者的推論：「1938 年 4 月 1 日『高雄空』進駐的飛行場，應為岡山飛行場。」29

高雄海軍航空隊的設置，從編列預算到徵收土地、構築營舍、再到整體完工，全程

都在內海忠司任內完成。此航空隊是中日戰爭時期日本海軍航空作戰的基地，成立時兵

力配置有陸地攻擊機 12 架，軍艦作戰機 6 架，主要執行華南方面作戰，福建、廣東和廣

西是主要攻擊範圍，在戰爭期間立下顯赫功績。1938 年 7 月 15 日起，內海忠司連續五

天視察左營役場作為海軍基地建築用地。此一海軍基地也是海軍鎮守府和臺灣要港部所

在地，設有工廠、軍需部、防備隊、航空隊和電信所。1939 年馬公要港部廢除，改由高

雄要港部取代；而高雄海軍航空隊和高雄要港部則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發揮前線基

地的功能。30 

27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806-808，
1938 年 5 月 1-9 日。

28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823-8824，
1938 年 7 月 15-19 日。

29 杜正宇、謝濟全、金智、吳建昇等著，《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頁 145、149。

30 近藤正己，〈內海忠司の高雄「州治」と軍〉，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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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高雄要港要塞範圍
資料來源：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
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
民地台湾》，頁 767。

圖 3　內海忠司（右二）視察大崗山飛行場施工狀況
資料來源：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
（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793。

圖 4　高雄水上航空隊計畫圖（今東港大鵬灣）
資料來源：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
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
台湾》，頁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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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設高雄工業地帶 

內海忠司在高雄州任內為發展工業和遷移軍事設施而積極建設高雄港，為擴展港務

設施，更前往日本各主要港口參觀，例如東京、橫濱、長崎、神戶等地拜訪各地港務官員，

並且實際參觀考察以做施政參考。知事是日治時期最高層級的地方行政首長，由於內海

氏擔任高雄州知事正是臺灣總督府致力發展工業建設和南進政策之時，故探討其與高雄

港務擴充的關係，可明瞭高雄港在日治後期的發展，乃至戰後延續至今的嬗變。

一、參訪日本各地港口

遷移海軍基地和建設高雄工業地帶看似兩件事，其實兩者唇齒相依，可說是同時進

行的連帶關係，在討論遷移原基地和尋覓新位址的同時，也著手規劃與建設工業地帶相

關的港口設計規劃，並且不是憑空想像，而是取材日本國內各港口自明治維新後的築港

經驗，甚至實地前往參訪觀摩。1880 年代，日本廣島因興築宇品港加上修築鐵路運輸，

造成產品流通，對工商業繁榮貢獻甚大。然而，由於宇品港築港的若干負面經驗，例如

築港前調查不夠充分，導致計畫過度草率而使成本大增，此經驗在高雄築港過程被記取

作為借鏡。高雄築港的基本方針和政策是由總督府決定，而不是高雄州，後者應是屬於

配合執行的下級單位。31 

1936 年 3 月底內海忠司率領高雄州相關部門主管，到臺北拜會總督府警務局長、專

賣局長、內務局長、殖產局長、海軍武官酒井上校等人，然後在基隆搭船。4 月 1 日抵

達日本，先到東京的臺灣總督府出張所拜訪當時也在東京出差的臺灣總督中川健藏和總

督府財務局長。一同拜訪海軍省井上上校、澤田上校、上田軍需局長，商量海軍航空隊

用地問題。然後再訪拓務大臣永田、大阪商船中川支店長，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參訪觀摩，

31 檜山幸夫，〈高雄築港與臺灣經營：以和廣島市宇品港相較為基礎〉，收於杜劍鋒等著，《高雄港建港 100 週年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8），頁 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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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各地港灣行政、規劃工業地帶、設計漁港、商工獎勵館和貿易指導館等設施和運

作，並請教有經驗的相關人士。該行程第一個參訪地點是內務省，土木局長赤松氏是內

海忠司的舊友，經由赤松介紹拜訪建造工業港的專家土木局鈴木技師，再參觀橫濱、神

戶，由於沿海線港灣很深，沒必要再作浚深，而是用心致力於堤岸及碼頭；再如東京灣

的鶴見川崎地或大阪灣的尼ケ崎地，如何浚深、其砂土如何填埋成為廣大的平原，以及

如何開鑿縱橫的運河以利工業用地，工廠裡的碼頭和船隻如何最便利和經濟地運輸原料

和燃料等諸般事務。

在工業設施方面，也仔細參觀淺野造船所和日本煉鋼工業，內海忠司把東京港市煙

囪林立、炊煙裊裊的盛況想像成高雄的遠景。然後到橫濱港務部拜會明石港務官，搭乘

馬達小艇參觀橫濱港並聆聽詳細解說，明石港務官具有二十年港務行政經驗，是內海忠

司從年輕時代就認識的友人，其接待之態度親切。再到東京市拜會助役大久保，搭馬達

船參觀東京港芝浦棧橋，再參觀東京府的商工獎勵館、工業獎勵館。到京都，在母校京

都帝大拜訪山田和汐見兩君，請推薦高雄商工獎勵館館長的適當人選，得到回覆說雖然

京大沒有適合人選，但大阪市立商科大學或可一試，於是就去拜訪阪大學長河田君（也

是京大校友），河田學長介紹該校助教授西澤基一，西澤氏是東大經濟學部出身，前途

有望的年輕助教授。32 

東京等地參訪結束後，行程轉往大阪府，拜訪工商課長，參觀商業獎勵館、貿易館、

港口工業設施和工廠等，瞭解大阪如何演變成為豪華氣派的重工業都市。然後到神戶，

港務官陪同搭馬達船參觀神戶港，神戶是日本第一流的貿易港，三菱和川崎造船所高如

城牆，見證明治維新以來長期發展的歷史，內海忠司認為這象徵高雄未來的光明前途。

再搭飛機返回名古屋，愛知縣知事篠原君是內海的同窗舊友，闊別已久的老友重逢敘舊，

由愛知縣工商課長導覽參觀名古屋港，名古屋是人工港，如何浚深港灣，其苦心經營令

人敬佩。也從中學習如何改良高雄漁港的擴張、設置製冰凍室、漁業共同組合等的指導

32 近藤正己，〈內海忠司の高雄「州治」と軍〉，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674-678，1936 年 4 月 1 日至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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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如何吸引日本水產或林兼會社等大公司的招商設廠等。再受名古屋港灣課長接待，

到港務所聽取奧田所長簡報，參觀名古屋港。再聽取知事篠原英太郎介紹商工業狀況，

然後到福岡縣參觀漁港、水產食品加工廠，並與商船、郵船會社次席及助役同打高爾夫。

搭船返航回臺灣之前，再由下關築港所所長介紹參觀漁港築港業務。以上日本各地港口

參訪之主要目的，乃在學習吸收日本國內築港和運作經驗，以將高雄工業港建設成為重

工業地帶。

二、日本製鋁會社高雄廠的設立

戲獅甲臨接高雄港約有 28 萬坪的海軍用地，其中 6 萬坪是填埋整地的海軍臨時飛

行場，但無人居住而成為大片閒置的雜草區，其他大部分則是低窪濕地，由高雄市管理

貸給民間經營魚塭。1934 年日月潭水力發電事業完成後提供充分電力，也因此吸引日本

製鋁業前來設廠，建築預定地選在戲獅甲的海軍用地，內海忠司則需斡旋各方相關人士，

以收功效。1934 年 6 月，以三菱和三井兩財團為主的日本製鋁株式會社創立，工場就設

在高雄。而與海軍省、總督府、高雄州三方協議，戲獅甲海軍用地全部讓渡給高雄州，

高雄州則以鳳山郡小港庄草衙臨高雄港灣連接魚塭的海埔新生地，總共 33 萬 5 千坪的

海埔地提供給海軍浚渫整理，1934 年 10 月 31 日獲得海軍大臣承認。根據該協定，海軍

與高雄州的土地交換在 1937 年 3 月底草衙海埔地完成，為加快興建日本製鋁廠，先在

海軍用地整理 8 萬坪的海埔地，完工的同時也設立臨時飛機場，以方便日本製鋁高雄廠

的使用。

此時，台電公司松木社長邀請日本製鋁在高雄設廠的優勢條件是其原料輸送比日本

內地距離較短，其工廠所需電力充沛而且成本較低廉，工場鄰近高雄港，運輸便利等主

要因素，而海軍省對此事的態度也頗贊成，加上有鑑於鋁是製造飛機機體材料，各方對

於日本製鋁大都抱持期待態度。此協定的成立，總督府內務局長小濱淨鑛、駐總督府海

軍武官井上保雄上校和松木社長此三人為主，高雄州從旁配合，內海忠司從內務部長廣

谷敬人的報告所知也很有限。1934 年 10 月與海軍達成協議，同年 12 月高雄州根據此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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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編成 80 萬圓經費預算，分三年實施。至於施工方法，舉凡工事施行、輪船機具等使用

築港工程的器具等事項，則由山下築港所長、日岡技師、木原技師、佐崎技手等人負責。

從內海忠司自 1935 年 9 月就任高雄州知事，聽取內務部長、山下築港所長等相關單

位報告，當時與海軍省土地交換協議是總督府內務局長小濱淨鑛、駐總督府海軍武官井

上雄保上校所主導斡旋，高雄州只是接受者的身分。根據內海忠司日記所載，有時他問

州內務部長也不知事情進展如何。只知將來海軍用地將歸高雄州所有，其中 6 萬坪土地

大約 6 萬圓為工廠用地，另外 2 萬坪當作員工宿舍。1935 年 10 月日本製鋁廠社長井坂

孝治來臺舉行工廠起工式，從此高雄州的身分由原本的從旁協助，搖身一變為主導工廠

地帶諸般問題的解決。33 

三、廠商進駐

1936 年 12 月 9 日小林總督初次巡視高雄港，重點在航空隊遷移。由於海軍航空隊設

在高雄港內，對於貿易港和工業港的發展妨礙很大，就從廣大的岡山郡平原和東港的魚塭

尋覓建為航空隊的適當位址，由高雄州提供給海軍使用，而高雄港內海軍用地及草衙埋立

地的代償問題，這是推行帝國南方發展政策的重點。前述遷移海軍基地和建設工業地帶幾

乎是同時進行，此兩件事啟動之後，接著便是處理各大會社在高雄設廠之事。1936 年 11

月 8 日林兼商店的高雄製冰廠落成、22 日本酸素會社落成、12 月 1 日日本製鋁公司社長

井坂來高雄廠舉行操業開工式；此外，高雄的水產業和其他工業也開始蓬勃發展。

由於海軍用地從高雄港沿岸順利遷移，使建設高雄工業地帶的構想得以實現。首先，

戲獅甲的原海軍用地改由總督府管轄，並於 1937 年讓與高雄州，內海將此 41.2 萬坪的

土地以低廉價格貸給日本礦業、臺灣肥料、日本鋁業、臺灣電力、前川礦業、日本石油、

臺灣鐵工所、臺灣國產自動車、塩野義商店等會社。再者，草衙的海埔新生地撥 18 萬坪

33 內海忠司，〈回想錄〉，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
植民地台湾》，頁 1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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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淺野造船製鋼株式會社設置電氣爐和煉鋼廠，撥 6 萬坪給旭電化工業株式會社，再撥

10 萬坪給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1937 年高雄港第二期築港工程完成，港口濬深至 9

公尺，可供吃水 8 公尺以下八千噸級船隻安全進出港口。1938 年高雄船渠株式會社高雄

廠、1939 年高雄特殊窯業株式會社、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旭電化工業會社高雄工

廠、1940 年臺灣電池セメント株式會社等相繼進入高雄設廠。34 

此外，海軍省不只關心航空隊土地徵收問題，對於在戲獅甲設立日本鋁業公司高雄

工廠也極度重視。鋁業工廠是專門生產

飛機機體的材料，在高雄設廠製鋁對海

軍省具有便利性，遂要求高雄州將飛機

場延長 1,000 公尺，讓出足夠空間以便

設置儲油槽和煉油廠。這些事務都需

要內海忠司到東京與軍令部及海軍省交

涉。陳慈玉討論 1940 年代臺灣軍需工

業，認為在臺灣總督府主導之下，大日

本塩業、臺灣拓殖、日本曹達（化學製

品）共同出資，設立南日本塩業株式會

社開始生產工業用塩，以及臺灣的鋁合

金（アルミニウム）生產量，在 1943

年達到日本全體的 10.3%，堪稱臺灣軍

需工業的代表，其中有 90.4% 是由日本

鋁業高雄廠及旭電化高雄廠所生產。由

此可知，高雄在全臺灣軍需工業占有重

要地位。35 

34 內海忠司，〈回想錄〉，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
植民地台湾》，頁 1018-1019。

35 陳慈玉，〈一九四○年代的臺灣軍需工業〉，《中華軍史學會會刊》，9（2004），頁 145-189。

圖 5　日本製鋁高雄工廠（今 MLD 台鋁生活廣場）
資料來源：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
（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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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內海忠司擔任新竹州知事三年六個月、高雄州知事三年四個月，兩任知事總共六年

十個月，在職期間衡諸中川健藏總督時期各州知事平均任期僅一年半，相較之下算特別

長。36 由於內海忠司長期擔任高雄州知事有必要與軍方保持密切關係，而海軍省要在高雄

增加軍備設施，也必須獲得高雄州知事的協助。在此情況下，一方面因應軍方需求，協

助提升海軍設施和遷移用地，同時也順勢達成「高雄工業地帶建設」。由於受到軍方支

持而使他得以長期擔任州知事，不僅軍方提出「南進政策」，1938年日軍占領廈門、廣東，

內海忠司更提出「臺灣產業必須與華南經濟開發相連結」，主張華南經濟與臺灣經濟發

展一體化，其中更指出運用華南資源作為發展高雄重工業的原料。 37

隨著大正和昭和初期高雄築港工程陸續完成，高雄港對外貿易額快速激增，此時的

高雄港市，隨著工商業日漸發達，連帶吸引許多外地工作人口遷入，1932 年人口 72,400

人，當時前鎮、小港海岸一帶仍是沙洲濕地和魚塭，陸地大部分均未開發，只有一條小

港後壁林製糖廠的運糖鐵道。1934 年高雄州打算整建所擁有的前鎮海岸填築新飛行場，

以取代苓雅寮的臨時飛行場，不過這樣的規劃和高雄市役所發展臨海工業地帶的想法衝

突，最後決定以岡山土地和海軍交換。前鎮、戲獅甲一帶確定成為高雄未來發展扮演重

要角色的「臨海工業地帶」。在此向東、往南發展的擴張背景下，1936 年高雄州制定新

的市區改正計畫，除舊市區飽和必須向外擴張外，還必須以「工業化」和「南進基地化」

為最高指導原則，而這兩項重要政策，也影響未來高雄市的發展走向。並且發布一份以

1965 年為目標，達到 40 萬人口的都市計畫，此計畫影響將來 100 年高雄市發展的格局。38 

1939 年 1 月內海忠司卸任後，接受海軍大臣的表彰狀、軍事功勞章和銀質獎盃一座。

36 近藤正己，〈內海忠司の經歷──地主．帝大．台湾〉，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
（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42。

37 近藤正己，〈內海忠司の高雄「州治」と軍〉，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133。

38 謝明勳，《從臨港線到水岸輕軌：高雄港市鐵道與產業 120 年軌跡》（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5），頁 8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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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擔任南日本化學公司監查役，該公司總部設在高雄，工廠建材由軍方提供，電力使

用台電、原料來自專賣局、算是由軍方和總督府結合，以生產軍需和工業產品為主，一

直到高雄大空襲期間，電力供應中斷才停止生產，也結束內海忠司與臺灣的關係。內海

忠司從官職卸任後仍位居要職，合理推測應該與其擔任高雄州知事妥善處理海軍航空隊

遷移和建設高雄工業地帶有密切關聯。39 至於當年建設高雄工業地帶的一大重點——日本

鋁株式會社高雄工場，戰後也被接收、改組為臺灣鋁業公司。1961 年擴大產能達 2 萬噸

鋁錠，鋁管、鋁片均有出口。不過由於電解煉鋁耗費電能過大，臺鋁在 1982 年關閉老舊

的電解廠，將設備賣給中鋼，如今則是 MLD 台鋁生活廣場，成為著名 shopping mall，也

是高雄的地標和觀光景點。40 

高雄擁有良好港灣，又具腹地廣大、產業豐饒的優勢，不但是日本帝國南進基地，

也是與南方各地文化、經濟交流的門戶和最前線。從本文論述可知，擴建高雄港，不只

是單純的工程施工問題，還牽涉到各單位，例如土地徵收、地上物補償，跑道、兵舍營房、

維修保養廠、以及廠商進駐設廠等。也並非僅屬地方政府事務，更不只是臺灣總督府所

能決定，而是提高層級到日本內閣，尤其是海軍省和拓務省。而順利遷移高雄港內的海

軍基地和建設高雄工業地帶，不僅是內海忠司擔任高雄州知事期間最重要的治績，也是

個人在臺灣任官的最重大成就。其任內施政帶給高雄長遠發展的影響，使高雄在當時成

為高度工業化和國際大港化的都市，也更添加日本化與現代化的程度；若以今日眼光看

待，則是使高雄與國際接軌、朝向國際化大步邁進的象徵。

39 戰後，南日本化學公司被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接收，之後成為被指定的特殊清算對象，1945 年 11 月被臺灣省
電化業監理委員會接管；1946 年 5 月成立省營臺灣製碱有限公司高雄廠，後再編入安平廠。

40 謝明勳，《從臨港線到水岸輕軌：高雄港市鐵道與產業 120 年軌跡》，頁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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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內海忠司擔任高雄州知事期間與海軍人員接觸一覽表

序號 姓名 官職 階級 次數

1 大野寬 馬公要港部司令官 少將 4

2 和田專三 馬公要港部司令官 少將 14

3 水戶春造 馬公要港部司令官 少將 10

4 原五郎 馬公要港部司令官 中將 7

5 木幡行 馬公要港部參謀長 上校 6

6 三輪茂義 馬公要港部參謀長 上校 12

7 田中賴三 馬公要港部參謀長 上校 2

8 酒井武雄 臺北在勤武官 上校 16

9 緒方真紀 臺北在勤武官 上校 11

10 福田良三 臺北在勤武官 上校→少將 6

11 小澤重吉 臺北在勤武官 少校 2

12 井上保雄 海軍省南洋課長 上校 5

13 澤田虎夫 海軍軍令部第三課長／長良艦長 上校 7

14 草鹿龍之介 航空本部總務部第一課長 上校 3

15 西尾英彥 海軍省軍務局第二課長 上校 6

16 下村正助 前第五水雷戰隊司令官 少將 3

17 細萱戊子郎 第五水雷戰隊司令官 少將 17

18 大熊政吉 第五水雷戰隊司令官 少將 14

19 岩村清一 第三艦隊參謀長 少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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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官職 階級 次數

20 及川古志郎 第三艦隊司令長官 中將 5

21 宮原陽一 鳳山海軍無線電信所長 中校 5

22 柴田瀧三郎 高雄海軍通信隊司令 中校 15

23 磯部淳 高雄海軍通信隊司令 上校 5

24 石井芸江 高雄海軍航空隊司令 上校 19

資料來源：近藤正己，〈內海忠司の高雄「州治」と軍〉，收於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頁 119-143。

（續上頁）

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