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 OUTLOOK Bimonthly 

 

43

從工程師實作到經濟發展： 
台灣高鐵工程師的歷史背景與經驗 
 

張國暉 ─ 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科技與社會所博士候選人           

  

寶貴的台灣發展經驗 

有關台灣自從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發

展研究，不僅數量眾多，而且也富有洞見，

其成果除了具有學術上的意義之外，也提

供給許多開發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寶貴的

經驗及策略。一般來說，許多研究已經明

白指出，台灣政府、美國援助及民間參與

等是重要的行動者，而政府的進口替代、

出口導向、產業升級等政策，則是具有決

定性的經濟策略。此外，二戰之後的國際

政治經濟環境演變，如歐美消費社會的興

起等，也有效的促成了台灣能藉由大規模

的國際貿易依賴，而獲得長期性的經濟成

長。 

基本上，在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中，

以上的行動者、發展策略及國際環境等都

是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然而，它們都是

等重的嗎？或者，如許多研究所指出，「睿

智」的台灣政府所主導的經濟發展策略，

在其中確是扮演 核心的角色嗎？ 

誠如李國鼎先生曾以「歪打正著」形

容十大建設對台灣的影響，筆者雖不否認

九十年代前台灣政府產業策略在經濟發展

上的貢獻，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政策

是具有若干機遇性的色彩，也就是在政策

施行時，因有著難以捉摸的國際政經趨勢

以及較隱而未顯的台灣人民質素等因素的

有利配合，而促進政策發揮綜效，但這些

都是不易被政府所清楚預測或預見的。 

筆者不想經由質疑政府經濟策略的方

式，來說明這樣的機遇性，而是想透過一

種較深入檢視「民間參與」的途徑，來更

進一步的檢討一種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

中，對民間參與相對比較簡化及邊緣性的

說法，也就是說，對於台灣民眾在台灣經

濟發展的貢獻上，應需要更多及更細緻的

探索，而不僅僅只是指出台灣民眾刻苦耐

勞、勤奮節儉等特質，是如何的對經濟成

長有所幫助而已，台灣民眾對於台灣經濟

發展的促進不應只是陪襯性、被動性的，

而應是靈活性及創造性的表現在台灣長期

經濟發展歷史上。 

本文將透過檢視台灣工程師的實作經

驗及所面臨的資源及環境條件，來探討這

個作為台灣民眾群體當中一個重要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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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領導團體，也就是一個聚集了台灣智識

菁英，且具有政治學上所謂公共意見領袖

性質的團體，是如何的參與台灣經濟發展

的活動，進而彰顯出台灣民眾在促成經濟

發展的能動性。而台灣高鐵計畫的規劃專

家及工程師們是相當適合作為例子，來顯

現及投射出台灣的工程師群體，以至於一

般的台灣民眾，因為他們已經累積了許多

台灣工程歷史上的關鍵經驗及貢獻，而且

台灣民眾通常也都了解到工程師一直以來

在台灣社會裡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甚

至將他們視為是類似醫師的標竿性團體。 

雖然台灣高鐵計畫於 1990年代開始積

極規劃，其工程也甫完成約僅二年，且在

2000 年時才進行土木興建，然而，許多參

與台灣高鐵工程的規劃專家及工程師，卻

是台灣 資深、 優秀的專業人才之一，

他們來自許多不同的背景，如機電、航空、

海運、鐵道、土木、都市計劃等等，又曾

經參與過眾多的公共工程，因此，他們的

實作經驗及生涯歷史都相當具有代表性，

可作為範例用來說明台灣民眾是如何進行

參與，甚至是創造經濟活動，而不僅僅只

是具有刻苦耐勞、勤奮節儉的特質而已。 

工程文化 

據筆者的訪談，一位資深的台灣高鐵

工程師曾經以台北市忠孝西路的車流交

通，來比喻台灣的工程師們。在理論上，

忠孝西路是規劃著四線的車道，但如果在

上下班尖峰時間時觀察，實際上卻有六、

七條的車流，而台灣的工程師就如同這些

會變化的車流一般，常能在理論及規劃當

中，端視環境的需求及可能，找出不同的

路線，處理交通壅塞的問題。 

當然，能否實際的解決交通壅塞問題

是另一回事，因為新增的車流線其實也常

是造成塞車的原因，而台灣的工程師們也

明白這個道理。不過，重點在於他們瞭解

到他們必須經過不斷的嘗試，才會有下一

個機會，特別是在八十年代前社會資源匱

乏的情形下。雖然有些嘗試是短期性的，

長期下來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問題，但以他

們當初的生活背景來說，能否解決即刻的

問題，其實也常是代表著能否度過生存的

問題，相當程度來說，這是具有相對較高

彈性的特質。 

 

然而，除了社會物質匱乏這樣一種

「結構性」因素之外，台灣工程師們本身

的特質，也就是「行動者」本身的能動性，

應是對經濟環境的適應、調整，甚至是創

造，更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基本上，筆者

認為，台灣的工程師們普遍的分享了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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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工程活動的文化，而這樣的文化除了

是一種日治時期的遺緒、從中國跨海來台

工程師的傳承，更是六、七十年代大量從

歐美留學回台工程師的注入，所共同慢慢

型塑及創造出來的混合工程文化。 

工程文化的研究（engineering culture 

studies）是近年來新興的一個研究領域，它

的一個基本問題即在於，既然所有工程活

動的核心價值是解決問題，但為何不同國

家解決工程問題的方式，竟會有相當程度

上的不同。這並不是說，不同國家之間的

工程活動無法相互接合，而是指在程度

上，不同國家工程師所採取的問題解決路

徑，往往會有若干的差異，工程活動當中

並不只是反映工程理論上的模型、數學、

材料、工法等等，更是反映了工程師如何

去「定義問題」，並與其他社會參與者互動

與溝通，而這些都在在展現了工程師所在

的傳統文化、社會價值及環境、物質條件。 

目前對於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及

日本等國的工程文化，已經有較具系統性

的研究，但誠如前言，各國的工程文化並

非是獨立性或互斥性的，美國也漸漸出現

日式的工程文化，而日本在其工程教育發

達前，極力引進英式及德式工程教育的歷

史，也是為一般所熟知的。但是，當某一

文化下的工程師，到不同文化領域從事工

程活動時，一定會發現同樣是造橋鋪路，

除了語言、社經、地理環境不同外，工程

思維及實務工法也有相當的差異，而這些

差異主要是反映了社會文化的不同。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二十世紀初期

前，在引進英式及參考其他歐美國家的工

程教育為其基礎後，早已逐漸標示出其與

其他國家不同的工程文化，而其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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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和諧」，強調工程組織內的合作及相

互依賴，因此相對於理論設計，日式工程

師更著重在嚴謹的團體實作、測試及持續

性的琢磨上，而這樣的傾向其實是反映了

日本傳統的禪、儒家及神道文化。 

美國則是從十九世紀開始，即有大規

模製造業生產的傳統，因此其工程活動與

私有企業、產業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美國工程也因而相當注重實用性；此

外，從二戰晚期開始，美國也開始有著一

種將基礎科學研究聯繫到國家安全、經濟

發展及社會進步等的歷史，因此，美國工

程活動的核心也特別展現在原理分析及模

型推演上。另外，法國的工程師因自十七

世紀起，一直與國家、軍事及技術官僚是

共同的統治菁英體，追求國家性及社會性

的整體利益，並強調工程本身即具有的高

度知識性，而絕非只是一種應用科學，所

以有著所謂的「完美」工程性格，而特別

重視工程數學演算的方面。 

至於英國及德國，當然也都分別有其

工程活動與傳統文化相互彰顯的特徵，英

國有其自由市場及民間專業團體的核心文

化，而德國長久以來的唯心論傳統，都影

響了他們的工程活動、型態與文化，但限

於篇幅，筆者不贅述。 

台灣的混合工程文化 

誠如前述，雖然台灣高鐵是一個相當

新近的工程計畫，但在這個計畫當中卻吸

納了台灣眾多資深且多樣的菁英工程師，

約有九百多位台籍工程師為台灣高鐵公司

直接聘任，因此他們可以說是台灣工程文

化當中，一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縮影。然

而，相對於前述的日本及歐美的工程文

化，台灣的工程究竟反映了什麼台灣的歷

史、社會及文化特質呢？而且，更重要的

是，台灣的工程師們在社經環境型塑了他

們的工程實作之後，他們又如何反身性的

再型塑民間的經濟活動呢？也就是說，除

了刻苦耐勞、勤奮節儉之外，作為台灣民

眾社會性領導團體之一的台灣工程師們，

他們是如何參與台灣的經濟活動，甚至進

而促進經濟發展呢？ 

據筆者的訪談，台灣工程師從事工程

實作時包容性強。除了五、六十年代仍有

受日治時期訓練的台灣工程師，繼續傳承

其日式的工程知識及實作之外，二戰之後

從中國來台的工程師也帶入了若干歐美的

工程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從六、七十年

代開始，有為數不少的台灣工程留學生直

接從歐美將其所學帶回台灣。因此，誠如

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副總經理兼高鐵局總顧

問計畫主持人崔伯義在訪談中表示的，台

灣在當時已經逐漸成為一個工程知識與實

作的融合試驗體。台灣工程師之間不僅開

始互相理解不同國家的工程作法，也由於

他們也是台灣社會的菁英，因此有相當的

智識能力進行整合，甚至「混合」出一種

更能貼近台灣社經需求，如低成本等，而

且具商業利益的工程產品。 

基本上，許多受訪的工程師表示，「混

合工程」主要指的是一種系統性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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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只是代工性的組合性混合，也就是

說，系統性的混合是需要一種具備處理介

面融合的知識與技術才能成功。在相當程

度上，台灣工程師是有其獨特的社會歷史

背景，而有機會認識到日本及歐美的工程

實作，並且有知識能力加以混合的，所以

這樣一種以嘗試尋找不同國家工法思維，

作為其解決工程問題路徑之一的企圖性，

可能是台灣所特有的工程文化。 

當然，這樣的工程文化並不是普遍性

的，台灣的工程師也理解系統整全性對工

程安全是有絕對的影響力，混合工程常是

會造成風險的，然而克服的方法之一，則

是再度綜合不同國家的安全要求規範，進

行多重的檢測，混合工程的思維不僅是表

現在問題解決及施作上，更是後續工程管

理及控制的重要價值之一，我們可以從台

灣高鐵工程計畫當中看到這一點。 

總之，在這樣的混合工程實作下，台

灣工程師展現的是，一種自信但又缺乏信

心、自傲且焦慮的工程文化，也就是他們

有著專業知識與混合實作上的自信與許多

成功歷史經驗上的自傲，但也缺乏那種如

歐、美、日先進國家從基礎研發工作中累

積大量基本原理及試誤經驗所帶來的硬信

心，並且也因此對自身的混合工程有著安

全風險上的焦慮。 

台灣工程師從事經濟性活動

的經驗 

由於有前述的工程實作及文化，並且

在社經及政府資源匱乏的結構性因素下，

台灣工程師展現出更為積極的混合性格，

也就是他們必須依靠自身的知識及經驗，

開拓出製造產品的市場。據受訪的一位資

深工程師表示，其以往在電機業從事變電

工程時，台灣原都是購買國外的零組件，

但由於美式的乾性及油式外殼絕緣體，不

適合台灣的氣候，乃自創用塑質粉密封起

來，以配合台灣高溫高濕度的氣候，他們

後來還接著再買入變電器的相關技術，進

而做出生產線，甚至外銷成功。因此，在

相當程度下，台灣工程師的混合工程能

力，是促進民間經濟力發揮的動力之一。 

除此之外，台灣工程師也理解到無法

掌握核心技術時，是相當受制於技術引進

國，但短期內實不容易開發技術，為鬆脫

技術引進國的限制，有時從不同國家引入

相關類似技術時，台灣則能從中比較及進

行要求。然而，進行比較及妥協是需要工

程能力的，台灣工程師由於有混合工程的

背景，而逐漸能從比較中，除了累積經驗

之外，更重要的是發展出整合性的工程知

識。 

據受訪的多位高鐵工程師表示，有時

從國外來台從事技術移轉的工程師，其實

常需要本土工程師的協助，才能瞭解台灣

的工程系統，而且在實際從事工程測試

時，更需要台灣工程師提供經驗。從台灣

漸漸累積的混合工程知識，雖不是原創性

的工程硬知識，但相當具有軟知識性格，

除了能較鬆脫技術引進國的支配外，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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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配合本土的需要，進行功能性的要求，

世曦公司崔副總即表示，越來越多東南亞

國家看到台灣工程發展的這一個重要經

驗，而邀請台灣工程師協助他們的工程建

設。 

總之，本文從工程歷史的角度切入，

目的除了要說明台灣的工程發展是有因其

獨特的國內外社經背景，而展現出獨特的

混合工程文化之外，作為台灣民眾社會性

及公共性領導團體之一的工程師，其混合

工程經驗、實作及文化，其實也是台灣民

間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的有效重要貢獻之

一，而不只是擔任陪襯性的角色。 

基本上，工程建設看似是一種技術

物，但其內涵常是反映了社會背景，並且

還會再型塑未來的社經發展，而作為行動

者的台灣工程師及工程物，應是值得做更

多的研究及討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