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

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

章慕荣

内容提要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较为重视, 其

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31. 9- 1937. 7 为第一阶段, 属平时建设时期,国民政

府为了适应对日备战与陆军整编的现实需要, 在其成立初期陆军武器装备建

设的基础上,一边大量引进德造装备, 一边积极谋求兵器自给,使国民政府陆

军的装备水平有了一定改观; 1937. 7- 1945. 9 为第二阶段, 是战时建设时

期,国民政府以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为目标, 凭借外购以及战时的兵

工生产与外国军火援助,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 支

撑了国民党陆军的抗日作战。但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国民政府的陆军武器

装备建设,无论战前还是战时, 均存在着严重缺陷。

关键词 国民政府 陆军武器装备 国防建设 抗日作战

前 言

陆军武器装备, 是陆军用于实施和保障作战行动的武器、武器

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 九一八事变以后, 在以陆战为主

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中国陆军肩负着主要的抗日军事任务,而官

兵们只有依托手中的武器装备才能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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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武器装备实乃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为了获得对日作战的

胜利,就得有相应的武器装备,国民政府对此自然高度重视。由是

观之,研究日本侵华时期( 1931. 9- 1945. 9)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

备的建设情况, 当属十分必要。 然而长期以来, 学界对该问题并

无系统研究,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本身及其

与国民政府国防建设、陆军建设、军队作战之间关系的研究, 粗线

条地勾勒出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基本轮

廓,分析其变化和特点,总结其经验教训。

一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陆军
#
武器装备建设

( 1931. 9- 1937. 7)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为谋求改变国民政府陆军落后的装

备状况,遂在军政部隶属下成立兵工署, 组织开展统一兵器制式、

整理扩建兵工厂等一系列旨在提高陆军兵器生产水平的举措。但

由于成绩有限, 且面临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现实需要,国民政府

又不得不从国外购买陆军军火。大量外国先进陆军兵器的引进,

既大大加快了陆军兵种建设的步伐, 同时也严重阻碍了谋求兵器

自给的努力。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 中国陆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并

没有整体性的提高, 中国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观。

九一八事变后, 整个东北在 100余天内全部沦陷, 这使日本侵

略者滋长了轻视中国的心理, 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只须派少数

部队予以打击, 就会使中国屈服。很快, 日军便在上海燃起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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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行文冗沓,下文将部分以∃ 兵器%、∃ 武器%、∃装备%∃ 军火%、∃ 军械%等名词代

替∃ 陆军武器装备%这一称谓。

本文专指国民政府所辖陆军,下同。



中国军队殊死抵抗, 派出了最精锐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赴沪

作战, 但终因武器装备悬殊等原因, 被蒋介石下令撤出上海战

场。 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国民党陆军在日军面前也是败多胜

少。日本的步步紧逼,既反映了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的落后,也暴

露了中国国防的不堪一击, 要求国民政府积极备战、加强国防、整

理军队的呼声日渐高涨。# 面对此种压力, 加上蒋介石本人的思

想因素,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一些对日备战的国防措施。日本侵华

以陆战为主,要抵御日军的进攻,就必须有一支能够与之抗衡的陆

军。为了不让对日备战尤其是陆军的整编计划流产,中国自然在

陆军兵器的建设方面下足了功夫。

(一)德造装备的大量引进

由国内自行生产来供应整编军队尤其是重炮兵、装甲兵等特

种部队的扩编所需要的兵器, 当然是最佳的选择, 但在国内兵器制

造水平亟待提高且提高了也不能即刻出产大口径火炮、坦克等重

型装备的情况下,从国外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就不失为明智之举。

1932年春,凭借着从瑞典购得的 48门卜福斯山炮, 国民党陆军新

成立了一个 2团制的炮兵旅。& 1935 年, 国民政府又从英国购得

维克斯( Vickers)系列的各型坦克 32辆, 战车连遂得以扩编为战

车教导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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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69页。



随着德国军事顾问活动的日渐深入,国民政府国防建设、军队

建设、军事教育乃至国防工业建设等各个方面皆能听见他们的声

音,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受其影响的程度也日益加深。

德国是先进的军事国家, 充任军事顾问团长的都是经历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高级将领,多年的军事素养以及日耳曼民族特有的固

执使他们难免不对国民党陆军落后的装备状况颇多不满。

德国顾问团团长佛采尔甫任之初, 便向蒋介石提交建议书, 力

陈∃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 而在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

用良好之新式兵器% , ∃步兵必须有精利可恃武器, 方能于攻击及

防御时有良好成绩%。# 同时,德国顾问还批评道: ∃中国制造之重

机关枪缺点甚多, 亟宜设法改革, 其构造大都不合射击飞机之要

求,且不能如他国机关枪之能间接射击% & , 中国自行生产的步枪

和机枪则∃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根本不能使用%。∋ 蒋介石对德国

顾问的建议与批评深以为然, 便决定放手让德国顾问对中央军展

开德式整训,还给出了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三个师做试

点,要这三个师全部换成德式装备。虽然国府在九一八之后也从

瑞典、英国、捷克、意大利甚至日本采购武器装备, 但国民政府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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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聘某一国之顾问,即购某一国之兵器% 的传统,加之国民党

陆军现在又要∃德式化%,国民政府自然要从德国输入大量的陆军

军火。

由于国民政府对军火贸易极端保密,并无专门的完整记载, 加

之相关资料的散失, 要想完全弄清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到底购买

了多少德式陆军装备以及每件德式装备的具体型号与性能已不可

能。仅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看来,从 1934年至 1937年 7

月前,中国向德国订购的装备大致为表 1所列:

表 1 1934. 1- 1937. 7国府订购德造陆军装备一览表

时间 兵器种类 订购数量 备注

1934 年

2吨小型坦克 16 辆

6吨中型坦克 16 辆

47. 4mm 坦克炮弹 12000 颗

卜福斯高射炮 16 门

高射炮配件 14 件

105mm 榴弹炮 36 门

重炮牵引车 32 辆

七九步枪 10000 枝 每枪配弹 10000 粒

20 响驳壳枪 5000枝 每枪配弹 1000 粒

轻机关枪 5000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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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兵器种类 订购数量 备注

1935 年

6吨中型坦克 36 辆

150mm 炮战车 100 辆 未到货

20mm 高射炮 12 门 每炮配弹 3000 颗

75mm 反地雷长程炮 20 门 每炮配弹 1000 颗

37mm 平射炮 20 门 每炮配弹 1000 颗

七九步枪 2300枝 每枪配弹 10000 粒

七九重机枪弹 5000000 粒

钢盔 95000 顶

望远镜 不详

电缆 不详

通讯器材 不详

架桥军用设备 不详

1936 年

6吨中型坦克 15 辆 附所有相关保障车辆

4吨半装甲车 15 辆 附所有相关保障车辆

20mm 高射炮 120 门 每炮配弹 3000 颗

37mm 高射炮 60 门 每炮配弹 3000 颗

105mm 榴弹炮 60 门 每炮配弹 1000 颗

机车牵引 37mm

战车防御炮
20 门

马匹牵引 37mm

战车防御炮
104 门

每炮均配弹 1000

颗, 炮瞄准镜、炮

附车、牵引架均全

套配齐

150mm 要塞炮 8 门 每炮配弹 1000 颗

75mm 要塞炮 14 门 每炮配弹 1000 颗

88mm 高平两用

半自动火炮
12 门 每炮配弹 1000 颗

钢盔 220000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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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兵器种类 订购数量 备注

1937 年

20mm 高射炮 60 门 每炮配弹 3000 颗

37mm 高射炮 30 门 每炮配弹 3000 颗

马匹牵引 37mm

战车防御炮
24 门 每炮配弹 1000 颗

重机关枪 900 挺

载重汽车 144 辆

37mm 战车防御

炮补充零件
124 副

此表为笔者综合下列资料制作 :!孔祥熙为对德订购武器事致蒋介石

函∀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宗号:三, 案卷号: 22586;辛达谟:!德国外交

档案中的中德关系∀ (五) , (台北) !传记文学∀第 42 卷第 3 期, 第 82- - 86

页;!何应钦为购德国军火价格事致翁文灏函两件∀、!顾振等赴德期间就中德

间签约、购械及双边关系诸问题与翁文灏等往来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中德外交密档( 1927- 1947)∀ , 第 234 页、第 364- 383 页;!关于对美易

货偿债及外销矿品的函电∀ , 中国第二档案馆藏, 全宗号: 二八( 2) , 案卷号:

2101; 马振犊:!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述评∀ ,!民国档案∀ 1996 年第 3 期,

第 82 页 ;!整军建军方案∀ ,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档案, 570. 3/ 5810, 转引王正

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 第 58- 61 页; 火器堂堂主: !论抗战初期

中央军∃ 德式装备师%∀ , ww w. chinesefir earms. com。

由表 1不难看出,国民政府自德国输入的武器装备大到坦克,

小到子弹,细到电缆,包括几乎陆军武器装备的方方面面, 其总数

约占全部输入军火的 80%以上 , 而这些军火的质量基本上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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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障。 一时间, ∃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

兵操作的德国制 88mm 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 75m m 炮、博福斯

炮、韩塞尔( Daimler- Benz H enschel )、M. A. N 牵引车, 以及其

它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 国府一改从前的盲目与混

乱,既注重系统引进又注重兵器质量,是有其良苦用心的: 既希望

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能够加快陆军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认定德

式装备将成为日后对付日本侵略军的∃杀手锏%。

(二)谋求兵器自给的努力

德国军事顾问在促使国府购买德式装备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

警告国民政府: ∃向外购买武器、弹药只能视作过渡期行为, 若在本

土无可靠的军火生产,以资平时练兵和战时所需, 则中国势必被迫

仰赖于外国进口,而在战时无法自保%。& 国民政府自己也深感武

器装备∃购诸外国, 费巨且缓%∋, ∃而战时因公法之拘束及敌军之
封锁,则国外之来源必不可恃% ) ,遂益加坚定了兵器弹药∃应以自

给自足为原则%∗的决心。

国民政府谋求兵器自给的指施主要有: 整理旧厂; 建设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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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龙白为德方供华军火事致蒋介石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德外交密档

( 1927- 1947)∀ ,第 244页。

+美,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6年版,第 111页。

PA, Pol . Abt . −, Po. 13 Ch i, Bd. 7, Denkschrif t Seeckt zu r Reorgan isat ion der

C hinesisch en Armee f r Ch iang Kai- S hek vom Juni 1933,转引马文英:!德国军事

顾问与中国军火贸易的推广展∀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3期,

第 149页。

!参谋本部对第四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八七,

案卷号: 2049。

!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及建设新兵工厂计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

八七,案卷号: 2212。

!中部国防建设计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 1960。



统一枪炮制式; 创设科研机构,培养兵工人才。同时, 国府专门制

定了组织中德兵工专家合作拟定了军火工业的发展计划,对于∃民
间工业与国防有关者, 皆予以技术上之协助% , 兵工署还派出专

员指导一些民间工厂生产军用产品。1935年 4月, 国府还将国防

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 成立了资源委员会, 全权负

责有关国防的战略资源以及实施重工业、军工企业生产建设计划。

资源委员会成立后, 对于冶金、燃料、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都

有所投资。

经过上述一番努力, 抗战前国内的兵器自给能力有了显着提

高,表 2即为 1932- 1936 年兵工署直辖各兵工厂主要产品的产

量:

表 2: 1932- 1936 年兵工署直辖各兵工厂所造主要械弹统计表

品名 单位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1936年 总计

步枪 枝 45830 64418 60174 56572 98948 325942

机关枪 挺 663 686 598 544 1006 3497

八二
迫击炮

门 50 30 200 131 565 976

七九
枪弹

粒 3870000067072215 71959285 96771700 127764000402267200

七五山、
野炮弹

颗 40400 86300 72861 44475 91126 335162

八二

迫击炮弹
颗 66050 158900 154500 146292 247840 77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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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单位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1936年 总计

手榴弹 个 586390 804940 1064000 1019303 1976900 5451533

信号弹 颗 0 0 38200 163855 130000 332055

防毒面具 副 0 0 10000 2400 44634 57034

表中所列数据并不包括晋、川、粤、桂各厂的产量。资料来源: !五年来各
兵工厂所造主要械弹统计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宗号:七七四, 案卷
号: 835。

由表 2不难看出,国内兵器制造的范围不仅涵盖国民党陆军

所使用的主要兵器, 其制造能力的进步亦十分明显: 信号弹、防毒

面具分别从最初的零产量增加到 1936年 130000颗、44634 具; 其

余各项出品 1936年比 1932 年的增长幅度分别为: 步枪, 2. 2 倍;

机关枪, 1. 5倍; 八二迫击炮, 11. 3倍; 七九枪弹, 3. 3 倍; 七五炮

弹, 2. 3倍;八二迫击炮弹, 3. 8倍; 手榴弹, 3. 4倍。

产量增加的同时,通过对部分械弹施行技术改造, 国内自制兵

器的质量也有显着提高: 巩县兵工厂在仿造加自行设计的基础上,

生产出了属于中国的第一款制式步枪 ( ( ( 中正式步枪(即 24年式

毛瑟枪) , 该枪性能优于当时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且子弹通于

轻、重机枪, 十分适合战时装备部队 ; 金陵兵工厂改造的德国

1908 年式马克沁( Max im)重机枪, 射击的精确度比德造的还要

高,且附有纵深射击、高射设备,并被定名为 24年式马克沁重机

枪;国内仿造的法式布郎得( Brandt )八一迫击炮而制成的八二迫

击炮,不仅精度颇佳,且成本仅为法国的 1/ 7; 各厂所造的步机枪

弹也由于有了规定的图样, ∃不复有甲厂之弹不能用于乙厂所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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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之弊%。 (仅指同一种枪的子弹出品, 并非指子弹适用所有类

型的步、机枪,引者注)

(三)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严重缺陷及其影响

装备建设的长足进步,使国府得以在抗战爆发前∃逐次掉换已

就国防位置之各师之旧式武器,全部换发新式武器(步枪、轻机枪、

重机枪、迫击炮) ,并按新编制充实,以厚其战力,且使口径统一, 弹

药补充容易%。# 大量外国先进装备的引进,使国民政府的陆军特

种兵建设更具规模, 不仅成立了陆军装甲兵团、机械化重炮兵团,

还相继成立了化学兵总队(即陆军的化学战部队)、铁道兵团、汽车

兵团、通信兵团等其它特种部队。& 众多的军械装备也促使国民

政府更加注重训练军械人员, 并颁布了野战军械库勤务通则,国民

党陆军的军械行政有了较大发展。∋ 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的建

设委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成绩背后,隐藏着的则是挥之不去

的梦魇。

中国工业落后、技术羼弱的现状远非成立一个资源委员会就

可以解决,国民政府兵工生产∃一切必需之重金属木材以及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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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诸宗,悉仰给自外来,所用机器, 且多赖于外购%。 何应钦所

谓的∃各项炮弹所用的钢材与信管, 也均系国内自行提炼与制

造% # , 其实只是国民政府为了标榜成绩而做的夸大, 真实的情况

却是: ∃各兵工厂制造步枪及轻重机枪所用钢料向系购自外国。% &

能提高产量与质量的只能是步枪、重机枪、迫击炮等一些已有相当

生产基础以及防毒面具等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步兵常用兵器, 而

对于光学器材、通信器材、军用车辆的生产则是无能为力。∋ 即便

是枪械类的生产,与日本相比,国民政府所造的机关枪不仅没有间

瞄设备, 连安置瞄准镜的底座都没有 ) ; 生产能力更是∃ 逊色尤

多%: 1937年头 3个月, 国民政府机关枪的产量为 2460挺∗, 而日

本在同一时期的产量据保守估计也当在 37500挺以上。.

因此,任凭国民政府怎样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兵器的自给能

力,最终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越建设越依赖外国军火的怪

圈之中。国民政府以自制辅外购的装备建设模式,自然进一步加

深了国民党陆军装备质量的参差不齐与种类的纷繁杂乱。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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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的武器装备∃有最新型者也有骇人之旧式北伐无不备% (原

文如此,引者注) ,以陆军第六十九师为例,该师所用的步、马枪中,

汉阳兵工厂所造的占 60% ,巩县兵工厂所造的占 14%, 德国造的

占 10% ,其余杂枪则占 16% # ; 其中, ∃自制的或舶来的子弹, 适用

于一种武器的, 不适用于另外一种% & , 只要有一种型号子弹的来

源断绝,便会有一种枪械变成废物。更为致命的是,受兵工生产与

军火贸易的双重制约,国民党陆军仍旧缺乏足量的兵器。

国民政府在战前最后一次整编 20个师时,仍然在为枪炮数量

的不足而苦恼: 步枪缺 12000 枝, 轻机枪缺 108挺, 重机枪缺 612

挺,迫击炮缺 120门。∋ 这还只是部队常用装备方面, 对于坦克、

重型火炮,国民政府则干脆就直接划归军委会或军政部直辖。整

个国民党陆军, 只有一个装甲兵团,仅有教导总队拥有自己独立的

直属重炮部队, 连装备最好的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也

只有一个师属炮兵营而已。表 3即为日军一个普通师团与国民党

陆军精锐部队之一第八十八师的装备比较:

表 3 日本陆军师团与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武器装备比较

区分 单位 日本陆军师团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 比率

人数 人 22000 14000 0 1. 6: 1

步、马枪 枝 9476 4000 0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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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德加 斯诺:!为亚洲而战∀ ,!斯诺文集∀1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0页。

!整军建军方案∀ (一)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档案, 570. 3/ 5810,转引王正华:!抗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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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单位 日本陆军师团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 比率

轻机枪 挺 541 324 0 1. 7: 1

重机枪 挺 104 72 0 1. 4: 1

山、野、榴弹炮 门 48 12(无榴弹炮) 4: 1

战车防御炮 门 不详 4

机关炮 门 16 24 0 0. 7: 1

团属迫击炮 门 20 24 0 0. 8: 1

营属迫击炮 门 24 24 1: 1

高射炮 门 不详 4

坦克 辆 24 0

汽车 辆 262 不详

表中数字系笔者综合以下资料所得:刘凤翰:!整编陆军 抗日御侮∀ , (台

北)!近代中国∀第 47 期,第 171 页;!整军建军方案∀(一) ,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档案 570. 3/ 5810,转引王正华: !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 第 26- 27

页;参贰良编:!日本陆军新编制装备之判断∀ ,军事委员会 1937 年 4 月印发,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光亭: !铁血虎贲 ( ( ( 国民党军的德式师∀ , ww w .

superarmy. com。

由表 3可推断, 日军一个师团团的火力约是八十八师的 2 ( 3

倍。国府在整建军队时已有∃嫡系%部队与∃非嫡系%部队之分, 连

∃嫡系%中装备最好的第八十八师在武器装备上都不如日军, 其他

∃非嫡系%部队的装备状况更是可想而知。正因为没有足够的武器

装备,国民党陆军部队平时根本不能实施步炮协同、步坦协同的训

练,相当数量的士兵也只从事操演大刀、拳术的训练,对于射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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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班以下的各种小动作, ∃十之七、八都很生疏%。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并未

实质性地改变国民党陆军装备落后的面貌。装备落后及其连带效

应,最终造成的战前态势为:日军师团的火力是国民党陆军师平均

水平的 4倍 # ,国民政府大抵需三个半编装完整的国民党陆军∃师%

才能抵挡一个日军∃师团%。& 侵华日军皆是日本的精锐部队,而国

民党陆军能用于第一线作战的不过只有 80个师,这 80个师当中真

正能算得上编装完整的也不过 8万人的兵力。指望以区区 8万人

的∃杀手锏%部队来维系整个国民党陆军的战斗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尽管国民党陆军在抗战初期对日作战相当努力,但在日军的

攻势面前,国民党陆军还是节节败退。除去战略、战术、政治、经济

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武器装备的差距当属是造成此种悲剧不可回避

的因素 ( ( ( 血肉之躯毕竟抵挡不了无情的枪林弹雨。

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

( 1937. 7 ( 1945. 9)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国民

政府的陆军武器装备也进入了战时建设时期。由于抗日战争是一

个受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的漫长进程,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因此,尽管战时装备建设的目标很明确, 即保

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 国民政府的战时陆军装备建设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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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上也不尽相同。基于此,并在综合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的指

导以及战时国内外形势更迭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国民政府在抗战

中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抗战初期 ( 1937. 7 -

1938. 12)、抗战中期( 1939. 1- 1944. 12)与抗战后期( 1945. 1 -

1945. 9)。这前后连贯又彼此差异的三个时期,为我们后人展示了

一幅并不轻松的图景。

(一)抗战初期武器装备的损耗与补充

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举行的具有战略性质的战役乃淞沪会战、

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前文已经得出结论,战前国民

党陆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不抵日军, 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国民

党陆军的官兵与装备在战场上损失惨重。

淞沪会战中,国民党陆军缺少大口径高射炮, 加之机枪对空只

能射 500米,步枪只能到 200米,对日机多是无可奈何 ; 炮兵为

了躲避日机的轰炸, 不能连续攻击日军炮兵阵地和冲击队形,只能

打一阵停一阵, 甚至一打完就要迅速转移阵地 # ;而派至战场的 20

辆坦克,又因不能实施步坦协同, 在日军炮火的轰击下损失惨重,

参战未几就被击毁 5辆, 击伤 8辆。& 同时,国民党陆军因为训练

不足, 无论使用轻、重武器, 其命中率皆远逊于日军。∋ 缺少重型

装备,国民党陆军便不能对日军实施有力的攻坚作战; 蒋介石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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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版,第 4页。



求中国军队实行∃固守阵地,坚忍不退%的战术,而低命中率地使用

轻兵器与少量火炮来抵御日军空地联合的进攻, 结果只能使国民

党陆军的抵抗付出更高的代价。淞沪会战三个月,中国军队就以

∃牺牲十人换取敌人一个伤亡% 的比例牺牲了 30万的精锐部队。

激烈的战事与错误的战术更是导致了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的

巨额损耗。淞沪一役,国府战前所积累起来的外国装备尤其是德

造兵器几乎是损失殆尽。# 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战役中仅在 15

天之内便消耗了步、机枪弹 3828027 发、迫击炮弹 25127发、七五

山炮弹 460 发、手榴弹 51720 枚。& 据国民政府自己统计, 截至

1938年 12月, 国民党陆军武器弹药的损耗总量为: 步枪 311000

枝,轻机关枪 18500挺,重机关枪 4000挺,迫击炮 1300门, 山、野、

重炮 660门,步、机枪弹 720000000发, 各式炮弹 3460000发,手榴

弹 7300000颗。∋

武器弹药既然有巨额的损耗, 也就得有相应的补充。国府于

抗战初期陆军装备建设的重要任务便是获得足量的兵器以填补战

场上的损失。国民政府的武器弹药储备本来就少,而抗战爆发后,

各主要兵工厂奉国府令纷纷往大后方迁移,国内的兵工生产受到

很大影响,兵器的产量根本不抵损耗量: 1937、1938年两年间, 国

民政府总共只生产出了步枪 123330枝,轻机关枪 3600余挺,重机

关枪 700挺, 迫击炮 1700 余门, 步、机枪弹 289260000发, 各式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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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 ,第 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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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 55350发,手榴弹 1680000颗, 山、野炮则几乎没有出品。 国

民政府对于获得外国陆军军火的需求遂变得愈加迫切与重要。

在美、英等大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持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态

度之时,国民政府主要是从德国与苏联引进陆军装备。然而,日本

早就对德国供应中国军火表示强烈不满, 不断向德国施压,希特勒

也急于向日本示好, 德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便每况愈下, 国民政府

逐步丧失了从德国购进陆军装备的可能。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

签订( 1937年 8月 21日)为标志,苏联正式开始对华实施军火援助,

但苏联援华是基于让中国拖住日本使后者不能进攻苏联的战略考

虑,因此苏联提供的兵器数量一般是以使中国能继续抗战为限。与

此同时,由于战时的财力已濒临枯竭, 国民政府从外国订购武器装

备,除了拿农矿产品交换外,往往还得首先从外国获得贷款,然后再

用这些贷款去购买需要的陆军兵器,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国民政府

获取外国装备的难度。经过一系列艰辛的外交努力,并饱尝了需求

始终得不到全部满足的痛苦之后,截至 1938年底,运抵国内的陆军

武器装备大致如表 4所示。这些军火的输入,对维持国民党陆军从

淞沪抗战到武汉会战的战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表 4 1937. 7- 1938. 12 国府从国外引进的主要陆军武器装备

品名 单位 数量 来自国家 备注

坦克 辆 82 苏联

装甲车 辆 101 意大利

汽车 辆 100 苏联

115mm 重炮 门 80 苏联 附弹 126861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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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单位 数量 来自国家 备注

105mm 重炮 门 36 德国 附弹 36000颗

76mm 野炮 门 160 苏联 附弹 160000 颗

37mm 战防炮 门 500 德国 附弹 550000 颗

37mm 战防炮 门 180 苏联 附弹 610000 颗

13. 2mm 高射炮 门 300 德国 附弹 5000 颗

迫击炮 门 800 德国 附弹 1900000 颗

重机关枪 挺 300 苏联

轻机关枪 挺 3600 苏联

轻、重机关枪 挺 11829

捷克

比利时

德国

各国具体数字不详

步枪 枝 54000 比利时

步枪 枝 5000 捷克

手枪 枝 30000 德国 附弹 10000000 粒

24 响驳壳手枪 枝 20000 德国 附弹 40000000 粒

37mm 高射炮弹 颗 126000 德国

步、机关枪弹 粒

120360000 苏联

117670000 瑞典

113250000 德国

38670000 比利时

26000000 捷克

16670000 英国

15000000 匈牙利

12050000 美国

此表系笔者综合以下资料后估算而得: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

初编 ( ( ( 对日抗战时期 战时外交∀ (二) ,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1972

年印行,第 466- 507 页、第 708( 712页中的往来电文; !关于对美易货偿债及

外销矿品的函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宗号:二八( 2) ,案卷号: 2101;!抗

战时爆发后中德易货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1995 年第 2- 3 期; !抗战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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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 ,!民国档案∀1985 年第 1 期; 马振犊:

!德国军火与中国抗战∀ ,!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
册,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程天放:!使德回忆录∀ , 台北:国立政治大

学出版委员会 1970 年版; 孔庆泰: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述
略∀ ,!历史档案∀ 1991年第 1 期; 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中国

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1982 年版; 张丽:

!抗战时期的香港与内地∀ ,余绳武、刘蜀永主编:!二十世纪的香港∀ ,北京: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 王正华:!抗战前期香港与中国军火物资的转
运∀ , (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6期。

在为武器装备的来源而奔波时,应对战时的需要,国民政府也尽

可能地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针对国民党陆军∃每次战役之后,其因

伤亡过重遗弃械弹无限,或离队拐逃,或受伤官兵随带械弹住院% 的
状况,军政部除要求前、后方各弹药机关加强密切联系外# ,决定∃除由

各师对于作战队随时专派人员,分赴战区查收外,关于离队拐带及住

院收缴械弹,应由各该收缴机关,随时通知各部队派员领收,或呈缴军

委会,饬令发还,或饬交原来官兵携回原队。以期随时皆有收集之机

会,藉免减少原有实力;同时,责成各部队组织战场清理队,专一清理

收拾遗留之械弹%。& 此外,军政部还颁布专门的办法,奖励收缴枪炮

弹壳以供熔制弹壳或改装枪炮弹之需∋;并综合各方建议,新设了许多

修械所,以求加快武器修理的效率与速度。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至 1938年底,国民政府一共向国民党陆军补

充了 274000枝步枪、19000挺轻机枪、4000挺重机枪、1500门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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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会议大会报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六一,案卷

号: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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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门战车防御炮、28门高射炮、160门野炮、116门榴炮、24门重炮。

虽然补充的数量抵不上损耗的数量,甚至许多新补充的外国武器装备

在品质上往往不能切合国民政府的需求,但毕竟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

国民党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二)抗战中期的建设情况

以日军占领武汉为标志, 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正面

战场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漫长的抗战中期, 中

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独立抗战到汇入世界反西斯阵营的转变。

期间,中国军队进行了正面战场所有 22次会战中的 15次, 还进行

了数百次的重要战斗与数万次的小战斗,除此而外,中国远征军与

中国驻印军还在境外的缅北、缅中一带与日军多次交锋。#

有战事就必然要有武器装备的损耗, 国民政府自然不能放松

陆军武器装备的建设。早在 1938年 11 月 25日召开的第一次南

岳军事会议上, 遵循蒋介石抗战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理念,

国民政府便制定了一边抗战, 一边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

军队作战能力的抗日战略,并明确提出要∃努力从事积聚武器%。&

1.艰难的外援

自从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国民政府已失去再从欧洲国家

进口陆军装备的可能; 1941年 4月, 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 这

一举措,使得苏联对华的军火输入亦告中断。至此,惟一能够向中

国提供援助的便只剩下美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于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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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军事援助极为重视,而美国虽然在 1940年 9月日本侵占越

南北部并与德、意成立军事同盟后,便已明确援华制日的态度, 且

于 1941年 3月开始实施租借法案,可对中国一直是有条件的经济

援助辅以微量的军事援助。直到 1941年 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开始正式的军事援华行动。

1942年 1月 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代表领衔,在华盛顿签

订了反侵略共同宣言,中国在历经了四年半的单独抗战之后,正式

步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的阵营。可即便如此, 国民政府从美国得

到的陆军兵器也极其有限:以中国抗战所急需的三七战车防御炮、

七五山炮、步枪与手枪为例, 1942年的头四个月,美方供给中国军

火的数量与中国所需要的数量如表 5所列,二者相差甚大。

表 5 美国援华军火数量与中国所需数量差异表

品名 单位 中方需要量
美方供给量

( 1942. 1- 1942. 4)

三七战车防御炮 门 720 60

七五山炮 门 720 44

步枪 枝 200000 20000

手枪 枝 45000 442

资料来源: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 第 245 页; 苏启明:

!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军援∀ , (台北)!近代中国∀第 64 期,第 134 页。

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国尽管丧失了所有的海港口岸, 但军火

弹药的输入除以香港为中转站之外,还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以及

苏联至我国新疆这三条内陆线路。可在香港、越南、缅甸相继被日

军占领之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便已完全断绝,外来军火的输入只

剩下∃驼峰%空运航线一条,即美国的援华械弹先运抵印度, 然后再

从印度空运至云南。∃驼峰%线路险恶, 空运吨位有限, 美国运抵国

内的援华物资在相当长得一段时间之内,不仅未能增加,反而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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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减,以致于蒋介石在 1944年 6 月 22 日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 H enry Agar d Wallace)的备忘录中抱怨道: ∃自一九四二年四月
中印空运以来, 物资之总吨位仅一万七千吨, 平均每月六百五十

吨,最近方始达到一千三百吨左右,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

更让国民政府感到无能为力的当属美国援华物资的支配权问题。

按照租借法案的精神及原则,受援国对其所获得之美国租借物资有完

全运用及支配的权利。然而 1942年 5月 15日,美英军火分配委员会

却指定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 Joseph Warren St ilwell)全权负责在印

度接受美国援华物资,并决定运往中国的时间和地点。如此一来,国

民政府基本丧失了对援华物资的分配权。国民政府没有对物资的支

配权,加之美国人又坚持以装备攻缅部队为优先(在华美军的装备补

给除外) ,因此大量积压在印度的援华军械就直接装备了由史迪威亲

自指挥、训练的中国驻印军;就连实际运入国内供中国陆军使用的数

量微薄的陆军装备,其中之大部分也还是用来装备用于入缅作战的中

国远征军,而中国内地战场面对日军强大攻势的国民党陆军部队,则

并未获得美式装备的大量支持。

2.积极发展的兵器自制

国民政府在获取外国援华军械上步履维艰,这对抗战中期的陆军

装备建设冲击很大,所幸的是,国民政府仍在谋求兵器自制方面的发展。

至 1940年兵工内迁的壮举完成时,兵工署直辖的兵工厂(不

含修械所)已达 16 个; 1940年以后, 国民政府又在后方新建了 8

个兵工厂。# 为了保密起见, 兵工署还下令各厂厂名均不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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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名,一律称∃军政部兵工署第几兵工厂%。 在国民政府的重

视和支持下,各个兵工厂与部分民用企业均以兵工自立为目标, 开

足马力、全力以赴地从事各项生产活动,国民政府在战时的兵器生

产能力遂得以长足发展。在国民党陆军常用的 15项武器弹药中,

国民政府仅凭自制, 能够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重机关枪、迫

击炮、各种榴弹) ,能够基本满足或大部满足消耗、补充的有四大类

(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 在兵器产量稳步提高的同时,

通过改进生产工艺, 国府不断研制、仿造出了以前未能生产的陆军

兵器品种, 每年都会有一种或几种新品问世。& 表 6 反映的是国

府 1939- 1944年间的主要兵器产量:

表 6 1939- 1944 年国民政府主要陆军兵器产量

产 量

品 名

单

位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步枪 枝 81670 54510 39000 59200 66831 62800

重机关枪 挺 350 2982 2380 2290 2940 3000

轻机关枪 挺 892 1324 2440 6000 9391 10900

八二迫击炮 门 不详 900 500 760 1381 1600

六/ 迫击炮 门 无出品 无出品 不详 200 1100 2000

二八式掷弹筒具 10300 7600 58000 9148 6000 50

各式迫击炮弹颗 636726 651542 427950 642300 943902 1100000

各式榴弹 颗 6210000 4509262 6587280 5675499 3734864 4200000

七五山野炮弹颗 不详 61614 23072 62956 119638 103180

步、机枪弹 粒 87770000 113878000 120584580 140010340 144050000 15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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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立人、张有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 ,!历史档案∀1991 年第 2

期,第 124页。

!抗战期间所出各种新兵器之性能及其效能说明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

号:八〇五,案卷号: 498。



资料来源:!各工厂生产数字统计∀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宗号: 四

一九,案卷号: 670;陆大钺、唐润明编: !抗战时期重庆兵器工业∀ , 第 130 页;

!抗战期间各兵工厂生产概况表∀、!抗战期间历年生产武器弹药支持作战数

量统计表∀ , 王国强:!抗战中的兵工生产∀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 (上) ,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版,第 1061- 1079页。

依托这些国内的自制产品, 国民政府不仅部分满足了国内部

队的装备需求, 而且还向中国驻印军供应了大量的步枪、轻机枪、

掷弹筒、八二迫击炮、半自动步枪等陆军兵器。 在政治、经济、军

事形势日趋恶劣以及军火生产原料进口极为困难的情况下, 国民

政府能在兵器自制方面取得如此成绩, 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3.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对抗战军事的影响

武器装备建设的落脚点是为了提高军队的装备水平与战斗

力,从而更好地与敌作战。国民政府获得外援是何等地艰难,而国

内的兵器生产又有着一些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羼弱因素,因此,国民

政府在抗战中期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 仅是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

继续抗战,并没有整体性地提高国民党陆军的装备水平与战力。

3万余名驻印军在 1943 年就装备了 381枝手枪, 13793 枝步

枪, 1644挺轻、重机枪, 3603枝冲锋枪, 399门迫击炮, 48门战车防

御炮, 48门山炮, 84门榴弹炮。# 且不论驻印军装备的质量如何,

单就数量而言, 就足以让任何一支在国内战场的国民党陆军部队

汗颜。表 7为第三十六师抗战各期的主要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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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陆军第三十六师抗战各期( 1937. 7- 1944. 12)

主要武器装备表

参加 战 役

品 名
京沪战役开兰战役

富金山

战役

晋东南

战役

滇西怒江

惠通桥

战役

滇西腾北

游击战役

滇西

反攻战役

战

前

步枪 4876 2988 2986 2898 2420 2322 1784

轻机枪 351 179 179 174 178 172 156

重机枪 76 72 72 58 54 52 48

迫击炮 24 24 22 22 18 18 62

山、野炮 18 0 0 0 0 0 0

步枪弹 496750 289500 297400 258000 234000 228700 169600

轻机枪弹 323760 99800 110340 96500 128500 41400 135000

重机枪弹 22800 217500 222740 48400 40800 98650 114500

迫击炮弹 1040 980 844 1350 880 750 2340

山、野炮弹 1500 0 0 0 0 0 0

手榴弹 3500 12880 3110 3420 2850 2540 2960

损

耗

步枪 263 12 89 216 86 675 155

轻机枪 177 0 11 16 8 84 13

重机枪 51 0 1 2 2 4 1

迫击炮 20 2 0 1 0 6 2

山、野炮 16 0 0 0 0 0 0

步枪弹 699653 13650 189700 218595 91310 27000 1582538

轻机枪弹 869134 26840 243220 246343 172237 54770 93620

重机枪弹 514962 38920 17890 165185 972215 50335 42952

迫击炮弹 8785 482 2235 2121 3717 1228 143840

山、野炮弹 7622 0 0 0 0 0 0

手榴弹 152843 2322 3452 3199 2980 4660 35717

补

充

步枪弹 589000 18000 156400 185000 67850 25600 46800

轻机枪弹 698000 24400 227800 251000 251000 45000 85600

重机枪弹 415000 42300 146500 184500 184500 48500 418850

迫击炮弹 7350 680 2152 2000 2000 1200 136000

山、野炮弹 6, 890 0 0 0 0 0 0

手榴弹 151000 1840 3100 2500 2500 4400 34640

资料来源:!第 36师历次战役伤亡损耗俘获补充数目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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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 6960。

从表 7可以看出,除了弹药补给之外,国民政府并没有向第三

十六师补充过一枝枪、一门炮,而这支曾为国民党陆军最精锐之一

的部队在装备数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仍被运用于滇西战场, 恰恰

说明其在当时已是装备较好的部队了。两相比较,我们也就不难

想见为什么从 1944年 3月开始,中国驻印军就可以∃兴致勃勃并
以十足的信心向日军猛攻, 又快猛地消灭敌人% ; 而在同时期的

豫中会战中,日军甚至可以畅通无阻地用坦克撞毁国民党守军的

阵地。#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武器装备本身并不会形成战斗力, 其只

有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其杀

伤敌人的效用。& 而正因为没有足量的装备, 国民党陆军的编制

体制与战斗技术在抗战中期均没有得到任何提高。除了靠将部队

带到装备储存地而武装起来的国民党陆军精锐部队 ( ( ( 中国驻印

军与中国远征军,国府虽然在国内战场几经整编部队, 但每次整编

均未能按照编制配备武器,结果反而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多, 武器装

备却越来越来越少的奇怪局面。没有装备, 国民党陆军便无法维

系正常的军事训练: 炮兵训练时用的是木马、木炮,步兵训练时用

的是木制机枪, 骑兵训练时则用的是连步兵都不用的俄式长枪∋;

没有训练,国民党陆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自然是极其低劣,常常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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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印行,第 541页。



日军靠近就到处放枪,结果反而为日军火炮提供了良好的射击目

标。 更有甚者, 国民党陆军新兵往往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就被投

入战场,这些新补充上来的人既不懂兵器机能,也不懂兵器的保管

与维护,就连投掷手榴弹也都是扔得太早,而被日军重新掷回了守

军阵地。# 国府辛辛苦苦弄到的一点新式兵器, 也往往由于官兵

不会使用,以致于发挥不出任何威力。&

国民党陆军原本缺少武器装备,而有了装备也得不到有效地

训练与使用。因此, 尽管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战中期一直在努力地

争取外援与自制兵器, 但国民党陆军∃装备不精%的状况并未得到

改变。由于装备不精,再加上训练不够、指挥无方、政治腐败、经济

崩溃等种种因素,这支拥有着 350余万官兵的陆军不仅未能∃愈战

愈强%,而且战斗力更是直线下滑到了∃我方十个师也不一定挡得
住日军一个师团%∋的骇人地步。其最终结局便是国民党陆军在

1944年豫湘桂战场上的全面溃败。

(三)抗战后期美式装备的大量引进与兵器自制能力的下滑

1945年 1月 27日,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部队在缅甸的芒友

胜利会师,恢复了滇缅陆上交通,不久中印公路全通车,自此,中国

的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彻底打通。与此同时, 美陆军部为了配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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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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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整理,时间: 2004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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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48页。

+加拿大,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 ,!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 3期,第 54页。



国战场的最后反攻, 答应提供国民党陆军 36个师的新式装备。。

在良好的内外形势下,国民政府企盼已久的美国援华陆军军械品

种开始增多,数量开始提高。表 8为 1945年前后美国运抵印度的

援华主要兵器数目比较统计:

表 8 美国运抵印度的援华主要陆军兵器比较统计表

品名 单位
1945 年 1- 4 月

运抵量

1941- 1944年

运抵量
两者相差

三/ 步枪 枝 96836 80777 16059

三/ 三步枪 枝 47649 40000 7649

四五手枪 枝 3150 2178 972

三/ 重机枪 挺 3930 0 3930

三/ 三轻机枪 挺 18483 18483 0

五/ 高射机枪 挺 922 902 20

五五战防步枪 挺 4179 4179 0

四五冲锋枪 挺 32125 24270 7855

六/ 迫击炮 门 2692 2492 200

八一迫击炮 门 830 730 100

七五山炮 门 511 479 32

七五榴弹炮 门 137 137 0

二磅战防炮 门 332 0 332

二五磅榴弹炮 门 40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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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单位
1945 年 1- 4 月

运抵量

1941- 1944年

运抵量
两者相差

火箭筒 具 1886 1068 818

枪榴弹筒 具 8723 7385 1338

火焰喷射器 具 310 28 282

上表并未将各种弹药统计在内。资料来源: !美租借法案主要武器统计

表∀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 七七四,案卷号: 1040。

不仅如此, 这些援华军火不再是像先前那样大量屯积于印度,

而是沿着顺畅的国际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国内。据统计, 自

1945年 2月至 10月, 共有 433批车队, 开进 25783 辆卡车, 装载

了 161986吨的军用物资通过陆路运抵昆明。 与之相对应, ∃ 驼

峰%空运量从 1945年 1月以后, 每月至少在 4 万吨以上, 7月份则

达到了 70043吨。# 至 1945年 8月,国民党陆军部队共有 13 个

军、39 个师配备到了美式装备, 计有: 步枪 140660 枝, 冲锋枪

26907枝,轻机枪 7430挺,重机枪 1404挺,战车防御枪 155 挺, 信

号枪 737枝,战车防御炮 277门,迫击炮 1009门, 火焰喷射器 148

具,掷弹筒 5055具, 火箭筒 286具。&

有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国民党陆军终于可以∃以其与敌同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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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在国内与日军作战%。 在 1945年 4 月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最

后一战 ( ( ( 芷江战役中, 日军不仅被打得死伤惨重, 而且弹尽粮

绝,士兵只能以野菜和水充饥,陷入了日军侵华以来从未遇到过的

惨状之中。# 史迪威∃中国的军队如果予以良好的训练和装备并

领导得好,其英勇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军人相媲美% &的预言得

以在国内战场部分实现。

与美式装备的大量引进形成鲜明反差的, 却是国民政府兵器

自制能力的下滑。尽管国民政府于抗战中期在兵器自制方面取得

的成绩令人瞩目, 但兵器自制终究是以工业为基础的, 而早在

1943年,大后方的工业即因为原料短缺及通货膨胀急剧恶化等因

素,普遍呈现出了不景气, 只不过国民政府那时尚有一定的控制

力,才基本支撑了兵器自制的发展。可自从国民党陆军在豫湘桂

战场上遭到日军毁灭性的打击后,国民政府积七年之力而建设起

来的∃繁荣%景象几乎丧失殆尽:战时工业损失过半,军火工业的开

工率更是下降至原有的 55%。∋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国府在 1944年 11月成立了旨在统

筹规划战时工业生产事宜的战时生产局。但在政治、社会、经济等

各方面已陷入无可逆转的恶劣境地的景况下, 战时生产局根本无

法完成其被赋予的对兵工生产实施调控的任务, 原本混乱不堪的

美援军工物资的运输与分配变得更加无法收拾, 各个兵工厂为了

争夺有限的物资,相互之间不仅寸步不让, 而且互相射击、杀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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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另外, 国民政府原本就有依赖外国装备的

惰性,随着美式先进装备大量涌入,国府投入到兵工生产方面的精

力也自然有所下降。上述种种因素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 国民政

府自制兵器产量的下降。表 9为 1945年前四个月主要兵工产品

实际产量与 1944年同期产量的差异:

表 9 1945 年 1- 4 月兵器产量与 1944 年同期产量比较

械弹名称 单位 1944 年产量 1945 年产量 两者相差

中正式步枪 枝 35000 26893 8107

捷式轻机枪 挺 4040 3112 928

重机枪 挺 1800 1627 173

28式枪榴弹筒 具 4000 4000 0

八二迫击炮 门 800 720 80

六/ 迫击炮 门 1400 1, 400 0

三七战防炮 门 8 2 6

步、机枪弹 粒 51200000 45082000 6118000

150 迫击炮弹 颗 12000 11500 500

八二迫击炮弹 颗 345000 280900 64100

28 式枪榴弹 颗 320000 235000 8500

木柄手榴弹 颗 1150000 820600 329400

表中数据系据国府战时生产局统计的相关数据综合而得, 资料来源:!各

兵工厂生产数字统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宗号: 四一九, 案卷号: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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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 国府被迫放

弃了其既定的兵工现代化的目标! 国民党人似乎忘记了战时从外

国获取武器装备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也似乎忘记了一个国家

靠自制的武器装备抵御外来侵略者有着怎样光荣的前景!

三 结论

美国人瑞吉纳德  布雷特诺( Reginald Bretno r)在!决定性战

争 ( ( ( 军事理论研究∀一书中写道: ∃无论军事热情有多高, 都不能

提高机枪的射速,或把火绳枪改变成机枪,或使半履带式输送车以

10倍数于机器与地形共同限定的速度, 越过不利的地形。剑和刺

刀只不过是有柄的长刀或是装在棍上的短刀, 不管人的勇气有多

大,都不能使它们变为更厉害的武器,都不能使持有者的易损性减

少;不论人的勇气多高,不能使军队在缺少维修和保养时仍可继续

作战,或者能抗拒无论士气和训练都属同样水平的优势敌人。%

纵观整个日本侵华时期, 国民党陆军虽然屡屡奋勇杀敌,努力作

战,可依然是败多胜少。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军事、政治、

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武器装备的不足则是其中不能回

避的因素。

没有国民政府在 1931 ( 1937年间大力发展起来的兵器制造

能力与依托外国武器装备起来的精锐力量,抗战时期的兵器自制

显然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国民党陆军也不可能在抗战初期的

淞沪战场上与日军血战三个月;抗战八年,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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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甚巨,凭借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的军火援助, 国民政府勉强撑

到了抗战的∃惨胜%。然而, 国民政府装备建设的种种成就皆因中

国科技与经济的落后窘迫,国民政府政治与军事的腐败低能,国民

党陆军装备与训练的相互脱节,战场兵器与战术的互不协调而失

效。与现实的需要相比较, 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成果相

当有限。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建设,之于中国军事

力量的发展与抗日作战的要求,无疑是一颗疲惫的种子,它长不出

结实的果子来。这颗疲惫的种子从一个侧面、以一种残酷的形式

告诉我们后人: 武器装备建设必须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 否

则便要处处受制于人;而武器装备建设的成败与否最终则取决于

一个国家是否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 以及装备建设是

否能与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乃至战时的军队作战形成良性的互动。

(作者章慕荣,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三八四一部队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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