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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國近㈹兵工業發軔㉂晚清，最初乃由㆞方督府㉂行創建軍㈫生產廠局，清廷並未進行積

極㈲效的統籌管理，以致各行其是，缺乏整體規畫。民國建立後，北洋政府成立軍械司及督辦

工廠事務處，㈽圖透過㆗央政府管轄方式整合全國兵工事務，但因直轄兵工廠數過少、組織層

級定位不佳、經濟困難、全國動盪等因素而終告失敗。國民政府結合北洋政府與㉂身經驗，在

1928年 11㈪成立兵工署，作為兵工生產㆗央行政主管單位。經過持續改組，組織與職能皆發生
相當大的變化，也更符合國府整軍備戰的需求。

兵工署管轄之主要單位，㈲各兵工廠、軍械庫、兵工研究委員會與兵工㈻校。兵工署隨著

時局推演，逐步加強對各廠的管轄；1935年併入軍械司後，亦開始管轄其軍械庫。兵工研究委

員會與兵工㈻校則是羅致培育專業㆟才的單位，對兵工署的㆟才選派與專業形象，具備重要的

功能。

兵工署相當重視技術㆟員，因此形成㈵殊的㆟事管理做法；歷任署長對兵工署的領導管理，

扮演角色不盡相同，並影響任內的㆟事管理。㉃於廠長、警衛隊與軍械庫員、外籍顧問以及

工㆟，亦可從㆟事管理角度切入，探討當時兵工生產的各種現象。

本文以 1928〜 1937年為時間範圍，從組織與㆟事層面探討兵工署，透過不同時期的演變，

以了解國府整體國防觀念的形成過程。

本文承蒙李力庸教授、齊茂吉教授、許毓良教授、王文隆教授悉心斧正，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