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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朱瑞墉  

脣齒相依
清國井與北部發電廠



 清國井遺址紀念碑，清國井在此碑前面 3 公尺處。▲

▲ 民國 39年 1月 8日朱江淮協理招待記者參觀北部火
力發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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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斗子清代官煤風坑」別名「清國

井」，具有歷史文化價值，設置於清光緒

2年 (西元 1876年 )，是臺灣第一座官府

經辦的煤礦，為供應清廷自強運動新設福

州船政局新建軍艦、兵輪用煤，為清末臺

灣重要能源。英國技師開採煤礦慣用直式

方式，與日本技師慣用的斜坑方式不同，

因而這座「清國井」為臺灣僅有的直式煤

礦坑之風坑 (通風直井 )，頗有其特殊性。

「清國井」於民國 105年已被基隆市

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民國 28年該井水曾

作為北部火力發電所的鍋爐用生水，再度

與能源 (電力 ) 結合，「清國井」成為台電

百年的「能源歷史建築」，光復後繼續供

應「北部火力發電廠」所需，這也是台電

人的光榮。

北部火力發電廠

以民國 23年及 26年台灣電力株式會

社分別完成日月潭水力第一 (大觀 ) 及第

二 (鉅工 ) 發電所為契機，將平面「農業臺

灣」翻轉成立體「工業臺灣」的重要關鍵，

不久大型耗電的工業 (酸鹼、製鋁，肥料，

電石 )興起，用電量大增，備轉電力下降，

為補充枯水時水力電源不足及突發狀況，

當時高雄及松山火力發電所發電量不足，

決定再興建更大的火力發電所。民國 26

年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為建造北部火力發電

所，成立「北部火力建設所」，任命高原

量四郎為首任所長，負責監督發電所的建

設，由清水組 (今清水建設株式會社 )負責

興建。2年後完工，首任發電所主任為河

瀨秀，電場發電容量為 3萬 5千瓩，並附

設有一座儲煤場，以架空索道 3.5公里自

瑞芳運煤，每小時運煤 70噸，運到廠內再

利用皮帶輸送機運至鍋爐間的煤斗內，或

運至儲煤埸，一切起卸皆以機械運作。是

臺灣當時發電量最大的火力發電所 (也是

除日本以外亞洲最大 ) ，北部火力發電所

原係利用臺灣本島與八斗子島間之水道，

經人工填海造陸後構築而成，是臺灣第一

座填海造陸所構築之火力發電廠、第一座

海水冷卻之火力發電廠 (電廠取水口設於

東方長潭里漁港出口處，排水口則位於八

斗子漁港出口處，相距很遠，冷卻效果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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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也是首座高溫高壓的火力發電廠。當

時發電鍋爐用的生水，由距離發電廠 1.8

公里處的煤坑通風直井 (今之清國井 )，以

15馬力的深水泵抽水，經 4吋地下水管輸

送供水室。由於該發電所的設立，主要是

補充日月潭的枯水期電力，其枯水期約在

當年冬季及翌年春季，所以北部火力發電

所也在春季及冬季運轉。

臺灣光復後北部火力發電所由台電接

收委員呂文瑞擔任首任所長，他後來升任

為材料處長；第二任所長亦是接收委員劉

其偉，往後成為名畫家；第三任所長為李

式中，不久接任水里的鉅工發電所所長；

民國 35年底第 4任所長為接收委員陶致

中。當時 (民國 35年 ) 僅在枯水期作尖峰

運轉 6、7小時 (北部電廠民國 35年發電

49天開機運轉 338小時 )，時停時開，次

年用電量增加，該電廠開始連續運轉。民

國 35年 8月資源委員會 (台電上級機關 )

分發陳蘭皋先生到瑞芳的礦務局 (後為台

金公司 ) 服務，去報到時順路參觀北部火

力發電所，在卡車上與機電處孫運璿處長

相遇，得知陳是日本東京大學電氣科畢業，

孫即打電話向礦務局袁主任要人，陳因參

觀北部火力發電所而進入台電公司任職。

民國 39年大陸的工廠陸續撤退到臺灣，

用電量激增，台電總經理黃輝常為如何增

加發電量而傷腦筋，孫運璿總工程師與朱

協理江淮、柳協理德玉 (是當時台電總經

理下的三巨頭 )，常在北部火力發電所的

顧問宿舍討論籌設新廠房及新機組事宜。

最後決定成立火力發電工程處 (任命陳蘭

皋兼處長 )，一方面在高雄新建南部火力

發電所 (20.5萬瓩 )，一方面和美國西屋公

司接洽購買二套現成的 2萬瓩火力發電機

組，安裝在北部火力發電所東邊空地。民

國 42-45年政府開始實施第一期 4年電源

開發計劃，北部火力發電所的擴充工程也

包括在內，電廠新廠房於民國 42年完工，

為樓高 6層佔地 4,000坪的鋼筋水泥廠房，

建築外觀線條簡單，廠房為容納大型發電

機組，以大尺度的巨型鋼架，空間展現了

其粗獷性格。因該電廠靠近產煤地區，原

有運煤設備 (空中流籠 )及循環水路容量較

大，有足夠空間可供新增設備之用，新增

工程是新裝 2萬瓩汽輪發電機 (美國西屋

公司製 )2台，在美國 J. G. White公司顧

問籌畫協助下，資金方面採自籌、美援外

匯、美國西屋公司貸款、相對基金等方式，

由美國西屋公司提供電廠設計技術，民國

44年竣工。所有廠房施工、機組裝機、運

轉、保養均由台電員工擔任，為首座國人

自行施工完成之高溫高壓火力發電廠，為

以後台電興建火力電廠奠定良好基礎。擴

充設備後發電鍋爐用的生水，仍使用原來

距離電廠 1.8公里的煤坑通風直井 (今之清

國井 ) 的井水，但因用水量增加，改以 40

馬力的大型深水泵抽水，用大口徑 6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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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管輸送供水。

二次大戰末期各地發電所遭美機轟

炸，發電量大減，北部火力發電所仍維持

全力發電或隨時準備發電，但每遇美機凌

空，又必須停機，時停時轉，加上戰事日

激，無法停機好好整修，致保養時間及次

數不足，使得機件多受其害，當時為了戰

爭，只求能發電，已無暇好好保養。光復

後發覺機器毛病特多，每遇故障發生，即

得在短時間自行設法修理，經常修理使得

北部火力發電所的技工、技師們技術精進，

成為技師養成所。由於北部火力發電廠是

早年台電的最大火力發電廠，成為當時火

力發電的幹部搖籃。參與建廠的孫運璿 (總

工程師 ) 、陳蘭臬 (副總工程師 ) 、周石泉

(副主任 )、沈昌華、廖東進 (工程師 ) 等人，

孫運璿榮升總經理、陳蘭皋榮升董事長，

後三位成為火力專家，擔任副總參與決策

管理。民國 52年 1月由王東銘接任廠長，

「北部火力發電所」更名為「北部火力發

電廠」，台電同仁簡稱「北火電廠」，暱

稱「八斗子電廠」。

北部火力發電廠發電機組分別於民國

71年 4月及 12月除役，電廠於民國 72年

關廠，李再發廠長是末代廠長，他於光復

後不久就任職北部火力發電所。民國 86年

基隆市政府向台電公司租用北部火力發電

廠之廠房，撥交教育部興建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是世界第一個由電廠轉型再利用

的大型海洋科技博物館，於民國 101年榮

獲美國紐約建築師協合都市設計首獎，現

在已成為基隆八斗子的新景點，可謂水 (海

洋科技博物館 )火 (發電廠 )同源。可惜的

是日治時期的所長 (末代所長為松本一雄 )

宿舍，是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光復後曾

改為顧問宿舍 (美國 J. G. White公司顧問

及孫運璿總工程師都曾住過 )，因興建海洋

科技博物館而被拆除。

八斗子清代官煤風坑 (清國井 )

清朝同治年間，英美列強曾向清廷申

請開採基隆附近的煤礦，但遭清廷拒絕。

清廷因向國外購煤不但價貴且常缺貨，同

治 9年（西元 1870年）清廷終於允許民

間開採煤礦。光緒元年（西元 1875年）沈

葆楨奏請開辦基隆煤礦獲准，「基隆煤礦」

成為我國第一座近代煤礦。光緒 2年（西

▲ 民國 39年臺灣用電量激增，孫運璿總工程師與朱協
理江淮柳協理德玉，常在北部火力發電所的顧問宿舍

討論新廠房及新機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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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876年）清政府官營的「基隆煤礦」在

八斗子正式開辦，在英國採礦師的協助下，

採用直井機械開鑿出第一口礦井，人稱「清

國井」。同年 8月開始產煤，每天產煤約

40噸，產量逐年擴大，最多時曾日產煤百

噸，礦工多達約有一千人，當時還修築了

一條輕便鐵道來運煤。到光緒 7年 (西元

1881年 )的年產量達 5.4萬噸。

「基隆煤礦」所產煤炭主要供應福建

馬尾船政局，成為福建馬尾船政局及其輪

船用煤的主要來源，所生產的煤炭也賣給

民用企業及外銷，繁榮了當地經濟發展。

「基隆煤礦」的開採歷史為全臺最早，煤

炭產量在清代、日治時期、臺灣光復後到

民國 50年代，都是居全台之冠。「基隆煤

礦」的開發促進基隆市的發展，奠定了基

隆市特有的山城煤礦之產業風貌，早年顏

國年、李建興就是基隆的煤礦鉅子。現在

基隆煤礦的第一口礦井「清國井」的遺址，

成為今人追憶先賢、憑弔煤業歷史的重要

古跡。

「清國井」為 140多年前的煤礦建物，

80多年前 (西元 1937年 )被發電所用來

做供應發電鍋爐用水之水井，故未被湮滅，

「清國井」的遺址才能保存迄今。「清國

井」位於基隆八斗子調和街，調和街起點

的「福清宮」原是八斗子著名的土地公廟，

據說廟名為皇帝所賜，取「造福清朝」之

▲ 採用直井機械開鑿礦井的「清國井」遺址，後方的建築物為抽水泵室，抽水送北部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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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小廟能獲皇帝青睞，應與「基隆煤礦」

有關。清廷記取鴉片戰爭以來的失敗教訓， 

積極展開「自強運動」，求強祈富。第一

座官辦的煤礦在臺灣八斗子開井採礦，應

受清廷注目，祈望能保佑國家富強抵抗外

敵。沿著調和街往東走 1公里，路旁有一

座紅褐色的「草山福德宮」，該廟早年為

煤礦員工及附近信徒所捐建。

 清國井與台電公司

這次由協和發電廠的詹周桐先生與深

澳發電廠的林進成課長陪同，由前北部火

力發電廠經過八斗子調和街約 1.4 公里的

草山福德宮，再往東 300 公尺路過的維

德醫院 ( 調和街 210 號 )，前進 100 公尺

就是調和街 226 巷，走到 50 公尺處轉進

左邊有一條溪邊林蔭小路，進去 20 多公

尺， 看到單獨一間像眷村宿舍的舊式平

房，頗為清靜，這間住戶三代都是台電員

工，第一代曾於日治時期在台電擔任看守

水井 (清國井是北部火力發電廠的水源 ) 工

作；第二代曾在台電施工隊服務，在各地

奔波建設電廠；第三代現在台電修護處任

職。從該住戶門前就可看到前面 20 多公尺

處的「清國井」( 直徑約 3.81 公尺，面積

11.52 M2) ，井外觀為圓型，上方井口為長

方形。過了清國井再繼續走進裡面 10 公尺

有間舊台電宿舍，早年清國井的看守員便

住在這間宿舍。

❶ 臺灣第一口官煤「清國井」遺址，在基隆市維德醫院傍的
226巷內。

❷ 走進調和街 226 巷口的另一條小徑，民宅的一旁便是清國井。
❸ 清國井附近有間舊台電宿舍，早年清國井看守者就住在此處。

❶

❷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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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國井前有二個告示牌子，一個為警

告的牌子，台電公司民國 105年 2日公

告，警告民眾請勿攀登或站立在井蓋上，

以免發生危險，最近基隆市文化局已同意

台電新製井蓋，以策安全；另一個牌子是

說明「八斗子清官煤風坑的歷史建築登錄

理由」，由基隆市政府所立，在地方文史

團體倡議下，民國 104年 11月 2日公告

為基隆市歷史建築，八斗子清代官煤的文

化資產保存，記錄了基隆地區煤礦產業的

歷史與演變。

「清國井」的前邊 10公尺處有一座

「清國井遺址」紀念碑，由民間的文史工

作團體所立，碑的下面刻著「清代官礦通

風井遺址」的說明，其碑文如右：

清國井的左邊有一間水泥屋，深澳發

電廠的林進成課長說：『民國 26年建北部

火力發電所，其發電用散熱器以海水直接

冷卻，而「清國井」的井水以水泥屋內的

深水泵室 (15馬力 )泵抽水以管路輸送至

1.8公里外的北部火力發電所，供應其鍋爐

用生水。民國 42年北部發電所增設 2部 2

萬瓩發電機後，發電鍋爐用的生水，仍用

這口清國井水，抽水泵室改以 40馬力的大

▲ 一個牌子說明「八斗子清官煤風坑 (清國井 )的歷史建築登錄
理由」。

▲ 「清國井遺址」的紀念碑文。

清代官礦通風井遺址

清光緒元年 (1875)為加強海防在福建設

船廠並練軍。船廠用煤決定由基隆供應。 

時官礦由英國礦師代雇工匠並採購機器，

開鑿直井。其主井於光緒二年八月開坑； 

翌年三月著炭，經過砌壁裝上捲揚機，年

底完成。本井係其通風副井， 於四年初完

成；並在坑底裝蒸氣動排風機以供坑內空

氣流動，井徑 2.56公尺、深 26.82公尺。

指導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省文化基金會

土地所有單位：台灣電力公司深澳發電廠

承辦單位： 海洋台灣文化基金會

協辦單位： 雞籠文史工作會

 台灣史料研究工作室

公元 2001年 5月 31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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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深水泵，用大口徑 6吋地下水管輸送。

同時「清國井」的井水亦供應台電宿舍用

水。』。由於「清國井」的井水由台電使

用 80年，因而附近一大片土地 (1,445M2)

撥歸台電所有。清國井附近的巷子對面早

己蓋滿了高樓住宅、而清國井及其附近的

這一大片土地為台電公司所有，曾有建商

想向台電購買，但後來發覺內有「清國井」

古蹟，就打了退堂鼓。

    後記

懷想 120多年前清國井為開採煤礦所

鑿。當年清國井生產的煤礦供應福建福州

馬尾的清廷南洋艦隊的船艦燃料。光緒 10

年 (西元 1884年 )法國軍艦偷襲福州南洋

艦隊，揭開清法戰爭序幕，接著法軍侵入

基隆，覬覦基隆煤礦。劉銘傳率軍抵抗，

英勇擊退法軍。隨後清軍防務重心移轉至

滬尾（淡水），因而基隆失守。劉銘傳為

避免煤礦落入敵軍，下令把存煤焚毀，將

礦井機械搗毀、礦井灌水，使法軍無法掠

取煤炭資源，以免資敵。法軍占領基隆長

達 8個月，無法再深入挺進，受阻於月眉

山、暖暖一線，最後清法議和，法艦撤軍

歸航，可知該井對戰爭有決定性影響。戰

後臺灣建省，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布

政司下設煤務局，重建礦山，積極推動煤

礦開採，以充裕國家財政。140年前「清

國井」提供生產煤礦礦井通風，80年前「清

國井」的井水提供北部火力發電所 (廠 )的

鍋爐用水，「清國井」曾為臺灣的能源 (煤

礦 )、電力 (電廠 )二次效力，是少見的「能

源古蹟」，值得國人珍惜。

▲ 清國井附近的 226巷對面早己蓋滿了高樓住宅、而清國井及其附近的這一大片土地為台電公司所有，曾有建商想向台
電購買這片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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