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本期刊 发 的加藤 阳子 、
段瑞聪 、 笹川 裕史的 三篇文章 ， 也是 年 月

—

曰 在 重

庆 召开 的
“

第 二次世界大 战 背 景 下 的 中 日 战 争
——

中 曰 战 争 国 际共 同 研 究 第五 次会议
”

的 日 本学

界参会论文 。 除 了 根据作者要 求 做 了 技术编 辑 、处 理之外 ，本刊未做任何 改动 。

从军事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 日 战争
——

关 于兴 亚 院 的 历 史定位

加藤 阳子

一

、 序言

一

） 战争从军世代的凋零

自 年 月 日本战败至今巳 年 ，对 日 本社会而言 这意昧着什么呢 ？ 战前 ， 日 本的征兵

年龄是依法律 必须获得立法府
——

帝国议会的同意 ） 的兵役法之相关规定 。 年 月 兵役法

修改的结果 以敕令 （ 由行政府
——

内 阁作出决定 ， 即可实施 ） 取代法律 并于其中增加可以 变更征

兵年龄的条文 因此 年局势恶化时 ，在征兵检查 中 ，过去年满 岁 以上的规定 ， 改为年满

岁 以上的男性即被列为征集对象 。 年 月兵役法再度修改 年满 岁 即被列入征兵的对

象 。
① 当然 如果不是经由征兵而是志愿从军者 像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等 其年龄下限已经降到

年满 岁 即可 。

即便是 岁就参加战争的最年轻少年 从战败到现在 ，经历 年的岁月 ，也巳成了 岁 的耄

耋老人 。 依照 年的推估 ， 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为 岁 。 这意味着从 年 月 开始的 中 曰

战争到 年 月 太平洋战争结束 经历过这一战争的士兵 即便是最年轻的 ，
也逐渐到了年老死

亡 的阶段 。

日本人对于过去战争的历史认识并不充分
一事

，
广为人知 。 然而 依据 年《读卖新闻 》

所作的调查② 认为美 国和 日 本间的战争是 日 本侵略的人比例为 ，相较之下 ，认为 中 国和

日本间 的战争为 日 本侵略的却高达 。 如果将没有 回答或是 回答
“

其他
”

等合计 ，
则 有

。 在此 ，我们可 以 注意到 ， 认为 中 日 战争并非 日 本侵略的 积极否定论者的 比例不过 占

而 已 。

日本人之所以对美国与中国在认知态度上有所差异 ，究其原因有二 ：第
一

，
相较于对美战争 ，

曰

为 了 尊重史料原貌 ， 引文 中的词汇如 实使用 ，
若 出现在论述 中 ， 则加 引 号 。 文中 着重 号为笔者所加 。

① 关于 日 本征兵令 、兵役法的变迁 ，参见加藤暘子 『徵兵制 近代 日 本 』 、吉川 弘 文館 、 年 。

② 「 戰争 見方 戰争責任 」 、 『読壳新 聞 』 、 年 月 曰 朝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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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中 国的战争时间较长 此为 年 月 开始的太平洋战争 ，
与 年 月开始的 中 日 战争

之差异 ） 。 第二 ，包括
一般国民在 内 的个人及地域的接触之深度及广度上的差异 。 战争结束时 ， 除

日本四 岛以外 在海外的 日 本民间人士有 万人 陆海军军人有 万人 合计约 万人 。 海

外的 日 本人 中 约有 万人是在旧
“

满洲
”

（ 以下因作历史名词使用 ， 引号省略 ——现在中 国东

北地方迎来战败的 。 自满洲的遣返行动 ， 因在苏联的管辖下出 现许多牺牲者 ，相较之下 ，从中 国

国 民政府管辖区域 （ 除满洲 以外的中 国其他地区 、 台湾 、北纬 度以北的法属 印度支那 ） 撤退 回来

的归 国者 ，其死亡率却极低 （ 自 战争结束到归 国为止的死亡率约为 。 此一数字如果考虑到 日

本军队过去在中 国所进行的野蛮行为 ，
不禁令人感到讶异 。 从战争结束到 年 月

， 自 国 民政

府管辖下的 中 国 回到 日本的军人及民间人士 ，超过 万人 亦即超过八成的人在战争结束后未满
一

年 ， 就得以顺利回 国 。
②

二
）战场上的

“

敌 国
”

认知

在满洲 日 本人的体验 ，与 年开始的中 日战争中身处主战场的华北 、华中 、华南等地的 日 本

人的体验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

“

满洲国
”

因为是傀儡国家 ，除了对武力抵抗运动的镇压作战之外 ，

通常意义上的战斗并不多见 。 相形之下 中 日 战争时期 长城以南地区就是战场 ，
持续进行了通常

意义上 的战斗 。 然而 正是通过战斗 或许应该说 通过激烈 的战斗 ，
日 本方面第

一

次得以从侧面认

识到了 中国 。

例如 年 月 正式展开的上海会战 （ 中国称为
“

淞沪会战
”

）

——围绕纵深阵地展开 了激

战 被向蒋介石的上海 、南京作战计划提供建言 的德国军事顾问 团 评为
“

自凡尔登战役 （

以来 流血最多的战役
”

。 日本参战的第
一〇一师团

，是 由预备役 、后备役军人组成的特设

师团 重机枪以上的火力配备只有常设师团的一半 ，携带的炮弹 （野战炮 ）数量也只有 左右 。

让这样兵力薄弱 的师团负责从蕰藻滨 （ 吴淞河道 ）到大场镇间 公里长 的纵深阵地攻防战便可看

出 ，
日本参谋本部只关注可能发生的对苏战争 ，

一开始便轻视中 国战线 。

率领第
一

〇
一

师团的伊东政喜中将 留有 日 记 。 曾经参加过 日俄战争 的伊东在上海会战前夕的

年 月 日 日记中写道
“

支那军队在上海集结非常强大的兵力 ，到处构筑阵地 ，准备进行防

卫战斗 。 其真正的意图为何 颇值得怀疑 。 我想他们将进行持久战 ，希望搏取第三国的 同情 或寻

求苏联的协助 。

一

味仰仗他人力量的蒋 （介石 ） 的态度 实在可悲
”

，批判蒋介石的抵抗最终是为了

将他国牵涉进来 ，

一

味仰仗他人力量 。 但是 在战斗结束后的 月 日 日 记中 伊东却写道 ：

“

敌

人的长处……敌人的顽强态度与 日俄战争时在旅顺所遭遇到的情形并无太大差异 。 甚且 某些地

方还有过之 ，
不管如何炮击 都表现出坚守到全军覆没为止的态度 。

”

③高度评价了中 国军队的奋战

精神 与 日俄战争俄军在旅顺时所表现的情形是
一

样的 ，甚至超过俄军的顽强 有着抵抗到底的

气势 。

伊东的惊讶可以理解 。 第
一 一

师团与第三 、第九常设师团
一

起试图渡过蕰藻滨时 首当其冲

的正是 中国军队的 个师 。 出现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 国军军人 回忆录 中的劳声寰 ，

参与了此役 ，隶属于税警团第五团 （ 年设立 ，装备有德制武器 是拥有与德国正规军同等武器

配备的部队 ） 。 对有过 日俄战争经验的老将伊东而言 ，激烈的战斗 、 中国军队将士的强韧 与抵抗到

① 关于人数 详见山本有造 「 『 满 洲 』 終 焉 抑 留 引 揚 ■ 残留 」 、 山本有造編 『 满洲——記憶 歷 史 』 第 章
、
京 都大学

出版会 、 年
。

② 参见加藤 陽子 「敗者 婦還—— 中 国介 復 員 引揚 問題乃展開 」 、
加藤陽子 『戰争乃論理 』 第 章 、勁草 書房 、 年 。

③ 古川 隆久 、鈐木淳 、劉傑編 『 第 百
一師 团長 日 誌——伊東政喜 中将 日 中戰争 』 、 中 央公論社 、

年
。



	

加藤 阳子 从军事史 研究 的 角 度来看 中 日 战争

底 的精神等 在战争期间 ，
可以说让人再次重新认识了 中国 。

三
）
从军证言 的档案化 （

记录保存 ）

前面引用的《读卖新闻》调查显示约有七成 日本人认为 中 日战争是侵略战争 。 笔者认为 ，
日 本

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 ， 曾经参加过 中 日 战争的普通士兵们也具有这样的认识。 日

本放送协会 从 年开始进行数据整理 ，除 了在卫星频道 （ 曾经播放的
“

证言记

录
——士兵们的战争

”

等资料外 ，
也一并整理了 尚未公开播出 的资料 并且 自 年 月开始 以

“

战争证言的记录保存馆
”

形式 实验性地公开两个月后 ，于 年 月 向公众完全开放 。
① 并且

也以
“

士兵们的战争
”

为名 ， 出版书籍 。
② 另外 市民 团体

“

战争体验放映保存会
”

建立的
“

战争体验

史料馆
”

，把士兵们 的证言影像以 方式保存 、公开 ，
于 年 月 开放 ，

已经收录了近 份

证言记录 。
③

四 ） 中 曰战争期 间 曰本方面的
“

战略
”

为何 ？

本文 以上述 日 本社会及其对历史认识的现状为基础 ，就以下 内 容进行讨论 。 鹿锡俊最近
一

系列的研究 ， 已经对 年 月爆发的 中 日 战争 中有关中 国方面的 战略 做出具有说服力 的说

明 。
④ 蒋介石 、胡适等个性丰富的政治主体 ， 如何做出决断已经非常清楚 。 但是 对于 日本 的战

略 ， 除了有关昭和天皇战争指导的研究 以外⑤ 在应对中 国政治主体的战略方面显然并没有被充

分探讨 。

理由之一在于 日 本方面的政策决定过程 中所具有的某种特质 ，
陆海军 ， 由课长级中 间幕僚

层所完成的原始方案 ，通常不加修改就被提至上层的 国 策决定会议 中 ， 继之又送到御前会议 ，

成为军队官僚机构的
一

种特色 。 细谷千博将此
一决策模式称之为

“

圆锥 台型模式
”

。 中 间幕

僚层所留下来的史料实际上非 常多 ，但研究者们最常使用 的还是收藏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

《陆军省大 日 记 》及课长级人物 的业务 日 志 ，
以此来描述中 日 战争 。 其中 ， 《陆军省大 日 记 》 由陆

军省各部课的军方官僚与其他机关 ， 例如 ， 参谋本部 、 企划院 、外务省等 的文书往来所编集而

成 。 其结果便是 ，据此描绘 出来 的 日 本的 战略 ， 无论如何 ，都是透过中坚幕僚 的眼 光所看到 的

片段的战略 。

笔者读及鹿锡俊对 日 本战略所做的概括时 不由得发出感慨 。 鹿锡俊指出 ：

“

以结果论 ， （ 日本

方面 进一步扩大了 自身决策中
‘

支离破碎和 自我矛盾
’

的特质 ，从决定南进开始 历经 日德意三国

同盟 ，在国 民政府关注的所有方面 全都无 出 中 国预料 。

”

他以
“

中 国预料
”

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当

时 日本方面缺乏大战略的情况 。 这和根据中坚幕僚的史料来重构作战 目 的的 日本学者的军事史研

究所得出 的结论是
一

致的 。

① 「 従軍証言 奁社会共有財產 ；：
」 、 『 日本経济新聞 』 、 年 月 日 朝刊 。

② 「 戰争証 言」

°

口 夕 工夕 卜 编『記録証言 兵士之右 戰争 、 出版、 年 。 年全部 卷 已经出 齐
。

③ 古川 隆久 、鈴木 淳 、劉傑編 第 百
一師 团長 曰誌一伊東政喜 中 将 日 中戰争 』 。

④ 鹿錫俊 世界化 戰争 中 国 国 際的解 決 』戰略 」
、石 田 憲編 膨 脹 帝 国 拡散 帝国 』

、
東京大 学 出 版会 、

年
）

；

鹿錫俊 「 欧州情勢、乃对応 日 独
、

開 戰 乃処置—— 年前後 、 太平洋戰争 中 国 戰略 」 、

■

太平洋戰争 連合

国 对 日 戰略 、 防術省防街研究所 、 年 月 戰争史研究 国 際 才
一

，厶報告書 。

⑤ 山 田 朗 丨 昭和天皇 軍事思 想 ：戰略 、校倉書房 、 年
； 吉田 裕『 天皇 軍隊

：
尚京事件 、青 木書店 、 年 藤 原彰

「天 皇 軍隊 曰 中戰争 、 大 月 書店 、 年 。

⑥ 細谷千博 「计外政策決定遇程 二扫 于 日 米 特質 」 、綿貫 讓治編 対外政策 決定逷程 米比較 』 、東京大 学 出版会 、

年 。

⑦ 鹿錫俊 世界化卞 戰争 中 国 国際的解決」 戰略 』 、石 憲 編 膨脹卞§ 帝 国 拡散 帝 国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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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日 本在中 日战争期间 ，
日 本的策略 已被充分地描述出来 了 吗？

① 身为研究者 ，我们总是

会被这样的意识所驱策 也就是总会想要去说明 日本方面确实存在着试图抑制战争的机关与政治

集团 ，
只是很可惜 这些力量微小并逐渐弱化 。 关于此点 早在

“

日 美关系史
——开战前十年

”

共同

讨论会中 便为美国学者海因理克斯 所指出 。
② 海因理克斯认为 ， 日 本方

面不应该只想要去谈论抑制 战争的可能性或是其消失的故事 ，
因为

“

不管在任何组织中 都存在着

内在的论理体系 ，就第三者而言 ，
看起来或许是很愚蠢的事 但对 当事者来说 却是有意义的

”

。 因

此 这样的
一种 内在的论理体系才应该是 日 本的研究者需要去检讨的 。

本文拟响应海因理克斯的观点 ，藉由 年 月 日成立的兴亚院之定位问题来说明 日本

方面内在的论理体系 。

二、 中 日 战争的性质

一

） 美 国 中立法和
“

奇妙的
”

战争

对在上海会战中实际与中 国军队有过激战经验的第
一

〇一师团伊东师团长而言 中 日 战争无

疑是
一

场
“

战争
”

然而 日本方面的政策立案者们却未必有这样的共识 。 中 日 战争期间曾任首相的

近卫文麿在一份标题为 《当下时局中 的基本事实与其对策》 （ 年 月 日 ） 的文书中③ ，将
“

现

行支那事变的本质
”

说明为
“

并非是以领土侵略 、政治 、经济上的权益为 目标 而是为 了排除持续阻

碍恢复 日 支两国邦交的残存势力为 目 的的讨匪战
”

。 此一史料完成于 月份 对外正值徐州会战

结束 ，在 日 本国 内则是 月 日的近卫内 后的时期④ ，故可推测此
一

史料的作者应是以书

记官长风见章为首的近卫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或其周边人物 。 值战争 ，故 以
“

讨匪战
”

来表现战

争的性质 。

上述史料乃是位居 内阁中枢的人们 的认识 至于陆军方面又是如何 ？ 在华 中派遣军司令部

年 月 日 的文书 《关于扬子江开放的意见 》⑤中 可以理解他们所认知的战争观是
“

本次

事变并非战争而是
‘

报偿
’

。 因
‘

报偿
’

而发起的军事行动为 国际惯例所认可 。

”

日本陆军的现地军 ，

强辩说中 日 战争并非战争 ，
而是

“

报偿
”

。 若是如此 ，所谓
“

报偿
”

究竟为何 ？

“

报偿
”

乃是 日 本法律

用语中
“

报复
”

的 同义语
一

般定义为 为 了谋求 中止或匡正国际不法行为所进行的强力行为 。 但

是 ，这是 士对手 国
一旦做出违反条约的行为时 为使其行为中止 ，扣 留对手国的货物 、船舶 ’或 占

领一部分领土等 充其量不过是诉诸于轻度的强力行为 ，此时 其所进行的强力行为 在法律上并不

被视为违法 。 但是 ，不论由谁看来 在经历上海 、南京 、徐州 、武汉等几场大会战后 年 月 日

军的作战行动是不可能被归类在
“

报偿
” “

报复
”

的范畴内的 。

日 本会有
“

讨匪战
”

或
“

报偿
”

这样的认知 其产生的结构性因素 ，主要在于 ：
日 本担心美国对中

① 称得上特例 的最好研究是波 多 野澄雄的论著 。 波多野澄雄 「 日 本陸 軍 十 戰略 決定 —

」 、 『 中 戰争 国

際共 同研究 曰 中 戰争 軍事的展開 、庚応義塾大学 出版会 、 年 。

② 『 日 米関係 史 』 第 卷 、東京大学 出飯会 、 年 、
新装版 年 、 頁 。

③ 『近衛文麿文書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 史部 因書館所藏 ，
近衛史料 支那事变 分冊乃 。 同史料也收入 了 『 木戶

幸一 関係 文 書 』 （東 京大学 出版会 、 年 、

—

頁 ） 。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战史部图 书馆 ，
以 下略称为

“

防研
”

。

④ 内 阁 改组之情形 为 ， 外相由宇垣一成接替广 田弘毅 藏相 由池 田成彬接替贺屋兴宣 （池 田 亦 兼任商相 ） ， 陆相 由板垣征 四

郎接替杉山元 （ 只 有此人事异动 为 月 日发布 ） 。 颇具深意的是 ，
改组不仅止 于政治上 在陆军人事方 面 ， 陆军省军务局 军务课

长 由影佐祯 昭 （ 影佐 自 年 月 起任参谋本部 支那课 长 ， 同年 月 任参谋本部谋略课长 ）接替柴山 兼四郎 。

⑤ 「極秘 揚子 江 開放二 関 又少意見 」 ，
收于 外务省记录 支那事变 関係 一件 第 卷 。 本史料图像文件可在亚洲 历 史 资料

中
心 的 网站上 阅 览 （ 检索号码 。



	

加藤阳 子 从军 事史研究 的 角度来看 中 曰 战 争

日 战争可能启动中立法 。 于是 日 本 内阁集合 了企划 院 、大藏 、外务 、陆军 、海军 、商工等主要省厅

的次长级官员组成 内阁第四委员会 ，评估中立法实施后的得失后 于 年 月 做出 ②避免公开

宣战③的决定 。 因为 日本担心来 自美 国的战略物资输入与对美金融交易 将因 美国发动中立法而

受到限制 。

二
）对苏联作战预备的 必要

中立法可能导致来 自美 国的战略物资停止输入和对美金融交易受限之外 ， 日本所以担忧中立

法发动 ，除了畏惧持续增强的美国海军实力外 ，再者便是为对苏作战准备所进行的扩充生产 完全

仰赖美国物资输人之故 。 年 月 日美战争爆发时任中 国驻美大使的胡适 ，在 年 月 主

张 的
“

日本切腹 、中国介错论
”

④中 ，点 明了 日本所畏惧的乃是美国 的海军实力 和苏联的陆军实力 ，

可谓慧眼独具 。

参谋本部第二课长石原莞尔推动 了 年 月 日 所决定的帝国国防方针改定工作 ， 他认为

日 本应保持伊尔库茨克以东远东苏联军力的八成 （ 满洲 个师团 、朝鲜 个师团 ， 合计 个师

团 ） 。 满洲事变后不久 ，
日本在满洲和朝鲜配置的兵力已 和苏联的远东兵力不相上下 但是到 了

国防方针改定之前 相较于苏联的军力 ， 日本的师团数只约 占其 ，飞机 、战车数量也仅为其 ，

屈居劣势 。 加上 年 月 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互助条约 ，在乌德 （今乌兰乌德 ） 附

近常驻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 ； 同时 ，
日 军也计划只要 日 苏战争一开战 即令机械化部队 自 张家

口北上 。
⑦

然而 ， 国防方针改定时的构想 ，亦即在预期可能对苏开战的前提下 ，在满洲保持八成兵力的想

法 尚未达成 年 月 中 日战争便爆发 了 。 此时 日 本参谋本部所采取的措施 便是完整保留 由

现役兵所组成的强大常设师团 的实力以备对苏开战之用 。 先前已经提及的第一〇
一

师团为特设 市

团
，其重机关枪以上的火力配备只有常设师团的

一半 ，事实上 ，特设师团不仅是装备麻劣 ， 指挥官 、

士兵等多为预 、后备役 ， 比起常设师团不只是战斗力不及 ，在军纪维持方面也明显地较差 。

军事专家只要观察战争中动员 了什么样的士兵 ，就很容易发现参谋本部的意图 。 曾任陆相属皇

道派的荒木贞夫在第
一

次近卫内阁时 ，
已不居陆军要职 ，

在 目睹动员的情形后指 出 ：

“

此次所召集者多

为未服完后备役者 岁以上 岁未满——引者注 ） 和第
一

乙未教育兵 （征兵检查时评为乙种即补

充兵 ，
且未受补充兵教育也尚未被招人伍者 引者注 ） ，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

”

⑧他在

年 月 日 的 日记中 写下了对于以预 、后备役为中心的动员之疑念 。 此外 ，与近卫文麿首相因 自

其父近卫笃麿时代以来的情谊而关系深厚的政友会领袖 也是昔 日
“

中国通
”

的小川平吉 对于故

乡 长野县的召集状况 在 年 月 日的 日记中
，
写下 了确切的观察 ：

“

今 日 拂晓下达召集令。

① 美 国 中立 法的 主要 内容 有 点 。
对于美 国 总统认定为 处 于战 争状 态的 国 家

，

可采取 禁 运武器 、 弹药
、 军 用 器 材 。

武 器 、 弹药 、 军用 器材以 外的 物资 、原材料限制输出 ，
限定以 现金交易 并用 自 国船舶输送 （ 。 金融上的交 易 限制 。

禁止交战国公债 、有价证券 、 其他债权 、证券的 买 卖 、 交换 ，
向 交战国提供资金或信用 的行为将被视为违 法 。 参 见加藤 陽子「 乂 ‘

力 中立法 曰 中戰争 」 、
加藤暘子 『模索卞 一九三 年代 』 第 章 、

山 川 出版社 、 年 。

② 「極秘 对支宣戰布告 得失 昭 和十二年十一 月 八 日 外務省 」 ， 也收入 『 木戶幸 一閣係文書 』 。

③ 避免宣战 的原 因 ，除 了 规避 美 国 中立法的使 用外 ， 日 本还担心将 丧失在条约上所保有的 ，
诸如 治 外法权 、租界等权利 。

④ 年 月 日 胡适致王世杰 书简
， 参见鹿錫俊「 世界化十 戰争 中 国 『 国 際的 解決 』 戰略 」 、 石 田 憲編

■

膨脹

帝国 拡散 帝国 。

⑤ 黑野耐 『 帝 国 国 防方針乃研究 』 第 章 、総和社 、 年 。

⑥ 「 满 洲 二 関 ■ 用兵的觀察 」 第 卷第 篇 （ 国 立 国会因 書館憲 政資料室 所藏 ） 。

⑦ 「 支那 奁 中心 国策 二関 卞厶所 見 海軍 大 臣 軍令部総 長宛 、 第 三艦隊司 令長官 昭 和十 一年三 月 二十七 日 」 、

「 島田 文書」 （ 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箴 ）
。

⑧ 「 荒木 貞 夫 曰記 、 「 荒木 貞 夫文書 」 （ 国 立国会因 書館憲政資料 室所 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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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野县全县据称有
一万余人 。 此次以预备役 、 再役 （ 现役期满延长服役的士兵——引者注 ） 者居

多 。

”

保留对苏战用 的常设师团不用 ，依靠 以预 、后备役为中心的特设师 团 并将其投人中 日 战争

的首战战场 ，
日 本缺乏周密思虑的结果 在上海 、南京的作战 中被赤裸裸地摊开在了 阳光之下 。

三
） 从两点要因 中 所衍生 出 的 必然性问题

正如二之 （

一 所论述的 ，为了避免美国实施 中立法 ， 日 本并未宣战 。 那 么 不宣 战一事 究竟

对战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 令人意外的发现是 ，
不宣战也会使 日本方面的军事行动受到限制 。

它意味着在正规的战争 中 海战法规 、陆战法规等国 际法规所认可的各种方法 ，

“

表面上
”

将变得无

法运用 。
② 这些方法是 实施包含第三国的船舶在 内的全面性海上封锁 禁绝第三国提供中

国所需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 在进行要地炮击时可要求第三国人退 出 将 占领区置于 日

本管辖下 ，并实施 占领地行政 。

在此最重要的
一

点 ，
乃是 日 军对战斗 区域或作战结束区域 后方 ） 无法实施军政

一

事 。
③ 军 队

指挥官无法拥有对战斗地区或后方之土地 、财产 、居民的指挥命令权 。 虽然可能会有批评 认为 日

军不会认真遵守国际法规 但 日 本当时不可能无视在中 国境内拥有多数租界和权益的英美法等列

强的监视 目光 。 因此
，在无法施行占领地军政的情况下 ， 即有必要拟定能取得 效果的策略。

华北方面军于 年 月 日
，在北平成立

“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

华中派遣每与 年 月

日
，在南京建立

“

维新政府
”

，凡此皆因一开始便有必要在表面上扶植中国政权 ，发布对于土地 、财

产 、居民的指挥命令 。 就近卫内阁而言 对于 年 月
“

中华民 国临时政府
”

的成立虽说惊讶

不已 ，但陆军中央也尚未承认华北方面军所进行的成立地方傀儡政权的行动 。 只是 ，现地军已显出

脱离陆军中央控制的动 向 。

另外 前文提及参谋本部因为考虑对苏作战 ，保留强大的常设师团而不将其投入中 日战争前线

的判断
，
也成了 日本最大的致命伤 。 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 田中新一 ，在 年 月 日 的业

务 日 志中 将战地军纪废弛的情形记载如下 ：

“

军纪废弛的根源在于 召集兵 。 在于年长的召集者 。

召集来的宪兵 、下士官等有着令人鄙视的军纪破坏行为 。 倚靠现地供应的错误措施是军纪破坏的

第
一

步 。

”

④田 中已 意 到那些中年的召集兵 特别是宪兵和下士官等所带来的军纪破坏 。 同 日 田

中在 日记中写道 ：

“

加上粮食缺乏 ，维持治安更加 困难 。

”

同时又写道 ：

“

自 治政权的性质如何 ，对治

安问题有着重大且决定性的影响 。

”

由此可知 年秋天对陆军中央来说 ，如何在粮食不足的秋天到翌年春天这段时间维持战

斗地区和后方治安
一事 ，便成 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华北方面军等现地军而言 ，树立地方性傀儡政

权 是基于实际上施行军政的必要性。 另外 ，陆军中央因 为把许多特设师团投入战场 也面临着如

何防止战场军纪废弛的问题 。 故基于对战斗区域和后方治安维持的考虑 ，
也认为有必要树立地方

性傀儡政权 。 由此视之 ，不论是现地军还是陆军中 央 因为有其各 自 内在的理 由 ，
不得不着手表面

上扶植中国人的地方政权 。

① 岡義武泛 力 编 「
小 川平 吉閲係 文書 一 書房 、 年 、

丨 頁 。

② 「 宣戰布告 可否二 関 又几意見 昭和一二 八 陸 軍省 」 。 同资料也收入 了 木戶 幸一関係文書 。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
，
根据美军作成的军政手册

，

“

军政
”

的定义为
“

对敌人领土 ，
或是从敌人所 占领、或被视为敌人的叛乱

者手中夺回的 同盟 国或本 国领 土的土地 、 财产 、住民 ， 军队所行使的最高权力 。

”

此时 ，

“

主权并不 因 占领被委让 ， 而是将支配权交付

与只 受到 国 际法及 国 际惯例 制约的 占领 军 。 战 区 司令官 负 有军政全责 。

”

美 國 陸 海軍著 、 竹前榮 治 、尾崎毅譯 《 軍政 民事 二工

瓜 》 、办 書房 、
年

、 頁 。 总之
，

系指对 于敌人领土 的土地、财产及住 民 ， 占领 军得 以行使最高指挥权的状 态 。

④ 田 中新一 「 支那事变記録 其 」
（ 防研所蔵 ） 。



	

加藤 阳 子 从军事 史研 究 的角 度 来看 中 日 战争

三 、 兴亚院的特性

一

）研究回顾

经过将近
一年的漫长讨论 ，兴亚院终于在 年 月 日 成立 。 对于此一机构 在 同年

月 近卫内阁改组前担任外相的广 田弘毅传记中 ， 曾引 用中 国方面透露 的如下说法 像兴亚院这样

的机构 不过是
“

清朝时期统治蒙古西藏等外藩的
‘

蒙藏院
’

的再现
”

而 已 。 中 国方面感到不快

与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 只是 身为文官而唯
一被判处死刑的广 田传记 中引用这样的评价 此事本

身的意义便值得关注 。 战后 编写传记的外务省有关人员在描述兴亚院的特性时 ，
将它视同清朝

为统治外藩而设置的蒙藏院 ，这充分显现 了外务省在被军部夺去对 中国外交权限后 的屈辱感与

挫折感 。

以对中 国外交为中心 从外务省和陆军的攻防角度来分析兴亚院设立的问题确实是较容易理

解的 。 马场明使用外务省记录对兴亚院进行了详细分析 ，是重要的先行研究 。 马场的研究是针

对企划院 、法制局 、陆海军 、 内阁参议等外务省以外的政治主体在介入设置兴亚院构想时 ，外务省如

何抵抗并如何致力于守住对华外交权限为问题意识而进行的论述 与上述广 田传 的编写者可说具

有共同的问题意识 。

然而 ，将清朝 比为 日本 将蒙古 、西藏比为中国 将兴亚院视为外藩统治机构 如此的评价 若作

为外交当局者的 自我解嘲虽并无不可 然而
一旦提及兴亚院的历史意义之

一便是对 中国进行全

面 、彻底的经济掠夺的话 这样的评价恐怕矮化了兴亚院。 日 期为 年 月 日 ，在内阁用笺

上打出来的 《秘 东亚省试案 》的第
一

项 ，
可视为最能反映出近卫首相或风见章内 阁书记官长周边

人们的想法 ’
他们认为

“

对支问题应是决定 日本将来所有事项的基本问题
”

。
③ 换言之 他们认为 中

国问题是决定 日本将来极具关键性的重要事项 。 因此兴亚院不会也不可能只是外藩统治机构 。

二
） 发端

令人意外的是 ，最早意识到有必要在内 阁之下设置像兴亚院这样庞大机关的是陆军省 。
④ 正

如前文所提及的 以华北方面军特务部为 中心所策动 的
“

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
”

成立
一

事 事前并未

获得陆军省的允许 。 该政府成立第二天的 月 日 ， 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 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冈部直三郎指责说
“

临时政府使用
‘

中华民国
’

这样的称呼 ，违反了先前就已经提醒过的
‘

不可带

有 中央政府意味
’

的原则
”

⑤
，并进

一

步告知 冈部直三郎 有关华北经济开发案一事 ’应依循内 阁第

三委员会的方案 。

所谓
“

内阁第三委员会
”

便是依据 年 月 日 内阁决议 ，
于同年 月 日 在首相之下

设置的
一

系列以数字命名 的委员会 之一 乃是为了
“

审议支那事变中 在支那之经济相关的各种

① 広 田弘毅伝記刊行会編刊 『 広田 弘毅 、 年 、 頁 。

② 馬場明 「 畀 院設置問題 」 、 馬場明 『 日 中 閣係 外政機構 研究 』 、原書房 、 年 。

③ 「近街文唐文書 」 （ 防研所蔵 、近衛史料 支那事变 分冊 。

④ 关于 到 年 为止的兴亚 院设置经纬 ， 参见加籐場子 「興亜院設置問 题 再檢討 」 、 服部龍二旧力 編 『 戰 間期 東 夕

国 際政 治 』 、 中央大学 出版部 、 年 。

⑤ 『 岡部 直三郎 大将《 曰記 、芙蓉書房 、 年 、 頁 。

⑥ 第
一委 员会 为有关事 变相 关军需物 资的供给及 维持 国 际收支平衡而设的委 员会 第 二委 员 会则是为 对抗与 事 变相关 ， 外

国 可能对 日 本采取经济制 裁政策而设的委 员会 第 四委 员 会则 为 讨论宣战与 否而设 的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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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

而设的秘密委员会 。 实际负责制成计划案的第三委员会干事会之出席人员 ，外务省为

东亚局第
一

课长 ，大藏省为理财局外事课长 ，陆军省则是军务局军务课长 海军省则为军务局第
一

课长 对满事务局为庶务课长 。 随着 年 月 日 兴亚院的成立 ，第三委员会的功能也为兴

亚院所吸收 组织本身也随之解散 。

在华北方面军等 的认知上 ， 日 本碍于美国中立法无法宣战 为此便有必要建立代行实质军政的

政权 用以取代无法实行军政的 日 军 。 然而 陆军中央对现地军的擅 自行动暂时进行了压制 并指

示应遵从在 内阁之下 由各省代表所组成的第三委员会。 但是 华北方面军并不打算轻易顺从 。

年 月 ，梅津陆军次官径赴北平 ， 向现地军传达 月 日 由陆军省军务课所制订
“

有关政务指

导上 陆军次官与北支那方面军之间连络事项
”

。
② 其中最令人瞩 目 的部分为

“

占领指导机关是帝

国政府直辖的文官制机关 ，在此政务与军事截然划分是最为适当 的
”

。 梅津次官 向现地所传达的

文件是由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所作成 这位柴山正是 出席 内阁第三委员会干事会的人员之
一

。 柴

山或梅津所主张的军方不应介人对中 国方面政权的政治指导是合理的 。

三 ）展开

年 月 日第三委员会干事会首次提 出 《关于对满支关系机关之调整 》
③

，使陆军 中央

对现地军的统制问题 成为设置兴亚院的转机。 即在 内阁中新设东亚事务局 （ 暂定名称 ） ， 负责以

下事务 有关在中国之经济相关计划 的制订及实行 各厅对中国行政事务保持统
一 监督 、

统制在中国的 日 本国策会社 。 关于 的中 国经济开发案的制订方面 ， 已在先前讨论第三委员会时

提及 在此 将焦点置于 。 何以 日本各省厅 已经意识到与设立在中国
“

现地机关
”

间之联络统一是

紧要的课题？ 主要是在该史料的阁议谅解事项里特别提到 以下
一点 ， 即外务 、大藏 、陆军 、海军必要

时 ，农林 、商工 、递信 、铁道 、拓务等各省
“

现地机关职员
”

所组成的委员会 ，必须尽快地在北京 和上

海设置 。 在此还要再度强调 内阁第三委员会最初所要解决的课题 ，便是维持与现地机关在联络上

的统
一

‘性 。

归纳到 目前为止的说明 年 月 时有关兴亚院设置问题的讨论 大致上可以整理成下列

几点 第
一

因为美国 中立法的制约 陆军已经意识到有必要设立实施军政的机关 ；第二 ， 因为参谋

本部对苏联的戒心 在中国 战线上的动员偏向派遣特设师团 使得军纪废弛 、治安维持成 了重要 问

题 ，于是在各地设立傀儡政府成为必要 ’陆军也因此意识到各政权间 的调整之必要性 第三 从梅津

陆军次官交付给华北方面军的文件中 ，
可以 了解陆军已经意识到 为 了指导包含傀偏政权在内的 占

领机构 ，政府直属 的文官制机关有其必要 ；
第四 ， 内阁也意识到 作战结束地区或后方在进行经济开

发或投资时 ，至少在上海和北京有必要设置内 阁机构 ，
目 的是为了进行 日 本各省厅在中国 国 内设置

的现地机关之调整工作 ；第五 ，在战争告
一

段落的区域 尽早开始经济性活动 这应该是 日本国内经

济界强烈意向的反映。

武部六藏的 日记可以印证笔者的看法 。 武部为 内务省官僚 ， 曾任关东局总长 并从 年

月 开始参加
“

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
”

及
“

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
”

两个国策会社成立的筹备工作 。 他

在 年 月 日 的 日记中
，
对于第三委员会干事会上所达成议案的主 旨 做了如下总结 ：

“

可

以推论其要点为 ’
在北支那方面 确保中央方面的发言权及指导权 ，

不让驻屯军参与政治 ，防止关东

① 「秘 第三委 員 会規則 眧和十二年十 月 二十六 日 閣議 決定 、
昭和 十二年十 一 月 六 日 設置 」 、 「 昭 和十三年 公 文別録

内 閣七 第 三委 員 会審議経通報告 」 （ 检索号码 亚洲 历史资料中
心

） 。

② 「近衛文磨文書」 （ 防研所葳 、
近衛史料 支那事交 分冊刃 该 资料也收入 了 『 現代 史資料 書房 、

年 、 頁
。

③ 「 纣支 中 央機関設置問 題一件 （
興亜院 ） 」 （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 、

。



	

加藤 阳 子 从 军事史 研究 的 角度来看 中 日 战争

军的势力延伸到北支那 不可重蹈在满洲军人势力介人及统制经济失败等覆辙 。 以全体国 民
一致

，幸 毕哗淨學
。

”

①由此可推测 他们的共识是不让
“

满洲国
”

成立时 ，关东军 金谕

永的失败重现于华北 、华 中地区 。 高喊战果由全体 国民
“

全面接收
”

，如此赤裸裸的话语 不是军

人而是出 自于内务官僚之 口
，正凸显 了 日 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本质 。 不只是军事上 的破坏 ，

经济
“

战果
”

也
“

全收
”

的过程加在
一

起 才算是中 日 战争 的全部吧 。

若笔者的论说是有意义的话 ，本文拟从起始点着手 也就是何以在 年 月 开始就设置对

华中央机关 兴亚院 ） 问题进行讨论 ，从内在因素来理解兴亚院 。 此一方式正好可与兴亚院研究中

最重要的成果 《兴亚院与战时中 国调查》 相互补充。 该书对兴亚院的中国实态调査之 目 的及内容

作详细探讨 以反向的方式来呈现兴亚院的意义 。

四 、 内阁的统制

一

） 近卫首相的 意图 与 外务省 的反对

中 日 战争开始时 对深刻体认到国务与统帅乖离 的近卫首相而言 ，设置兴亚 院是基于前述

第三点 设置政府直辖文官制机构 的必要性这
一

认知而来 。 经常 出人在近卫首相身边的小川平

吉 、佐藤安之助等 旧式
“

大陆通
”

在 年秋天 的时候 ，
开 始有所行动 。 小川 以 与近 卫家有着

深厚渊源 的东亚同文会所属建筑物霞 山会馆为会场 ， 与热心 中国 问题的人士组成木曜会 ， 定期

开会 ， 会议的结论是
“

从彼地军人 （ 特务机关 ）手中 夺取政治之权
”

，并在 年 月 日 到

首相官邸拜会近卫首相 ， 就此提 出建言 。
③ 对此 ，

近卫首相 回答 ，
现在 已 有在 内 阁与 军方之间

“

成立统帅部与内 阁间协议会的方案
”

，

“

并决定对设置协议会
一

事 赌上 自 身的政治前途
”

。 所

谓统帅部与内 阁间 的协议会乃是指 同年 月 日 设置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 ， 因此首先可 以

判断 ， 身为首相的近卫具有企图透过协议会
——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设置 ， 强化对军方 的统

制的意图 。

年 月 日近卫 内阁中止了德国所进行的陶德曼 （ 调停 并发表
“

今

后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
”

的声明 决心进行长期持久战 。 三天后 ， 内 阁第三委员会会议上 设置东

亚事务局 兴亚院 ） 之提案 ，就显得格外重要 。

外务省对此提议最快做出反应是不难想象的 。 月 日 的文书中记载着 ，外务省 东亚局极力

建议设置东亚事务局 ，并认为应该将它作为外务省的外局 。
④ 该文书中 有关将来东亚事务局应掌

管的事项 有以下值得注意的词句
“

可能令其承继并掌管 目前军特务部所掌管的支那政权指导的

政治相关部分 。

”

此份资料是为 月 日 内阁第三委员会的协商会及恳谈会所准备的 ，在这个时间

点 ，计划让新设的东亚事务局吸收军特务部所掌管的各事项 颇值得玩味 。 因为在 月 日 的草

案中 军特务部的相关事项并未被触及 。

在此 ， 为 了论述上的需要 就 日 军特务机关与特务部稍作说明 。 特务机关有狭义 与广义两种

意思 。 广义来说 在陆军方面 三种机构 ： 师团等军队 陆军省等官方机构 ， 陆军幼年学

校等学校之外的 ，
即称之为特务机关 。 具体说来 ，

元帅府 、军事参议院 、侍从武官府 ，外 国驻在员

① 田浦雅德 、 古川 隆久 、武部健 一編 『 武部六蒇 日 記 』 、 芙 蓉書房 出版 、 年 、 頁
。

② 本庄比佐子 、 内 山雅 生 、 久保 亨編 『 興亜 院 戰時 中 国 調查 』 、 岩波書店 、 年 。

③ 岡義武 力
、編 『

小 川 平 吉 閣係文書
一

』 、 頁 。

④ 「 近衛 文麿 文書 」 （ 防研所蔵 、
近衛之料 支那事变 分冊 该 资料也收入『 現代史資料 』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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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包含在此 。 狭义并广为
一

般所熟知的是 ，在军中担任政治经济活动 以及从事谍报谋略等部

门 例如殖民地驻屯军司令部 、大使公使馆武官 、关东军特务部 、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等外政机构皆

包含在内 。 不用特务机关而使用特务部的名称 首次出 现在西伯利亚出兵时 年 月外务

省阻止陆军计划将浦盐 海参崴 ） 派遣军政务部改称为浦盐派遣军特务部 。 陆军原先计划仿照红

军特务部 设立同样机构 ，结果出兵期间设置特务部一事无法达成 ，改为在各地成立特务机关 事情

方始告
一段落 。

② 特务机关负有 以下任务 军事谍报 ， 建设俄军 （对抗红军的军队 ） 并提供指

导援助 治安交通的维持 就保安问题与地方官民接触 。 满洲事变后设置的关东军特务部 乃是

担任统制经济计划的机构 华北方面军的前身天津军的特务部也沿袭此一负责计划经济机构 的

特性 。

第三委员会在 年初对兴亚院问题的协调 ， 因外务省 的强力反对而停滞不前 。 但是 ，在长

期持久战方针下 负责华北经济
“

开发
”

的
“

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
”

与负责华 中经济
“

开发
”

的
“

中支

那振兴株式会社
”

等 的设立要纲 却必须在第 次帝国会议中决定不可。 同年 月 日
，将根本

问题全部后延 ， 内阁会议中只决定新设监督
“

北支那开发
”

和
“

中支那振兴
”

两会社的
“

对支经济事

务局
”

与其上层机构
“

对支经济审议会
”

。 外务省的抵抗行动
一时发挥了功效 。

二
）
近卫的反击

然而 ，认为设置兴亚院必然有助于对军部统制的近卫 不可能就此退缩 。 年 月 ，近卫身

边的人开始行动 。 在 《近卫文麿文书 》 中 保存着应该是 内阁书记官长风见 、昭 和研究会 、龟井贯
一

自 、毛里英于英等智囊所建言的史料 。
③ 月 日 的 《对支委员会及对支事务局设置旨趣》和 《 为

处理对支行政事务设置对支 中央机关之件 要纲 》 ， 皆为有特色的草案 。 其将设置的机构名为
“

对

支委员会
”

事务局称为
“

对支事务局
”

，乍见之下 ，和 月 日 阁议中所决定的
“

对支经济审议会
”

及
“

对支经济事务局
”

案等并无太大差别 。

但是 ，
月 日 的《对支委员会及对

■

支事务局设置 旨趣》 中有 以下的记述
“

新近设置对支委员

会 ，其成员为出席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之各大臣 ，加强各省 间的联络合作 。

”

此外又写道
“

委员会

下设置对支事务局 ，
现地也设置与其相对应之机关 。

”

前段弓
丨文中提及的

“

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
”

究

竟为何种组织 ？ 这是为了 因应强烈希望政 、战两略
一

致的近卫首相之要求 在 年 月 日

依
“

有关大本营设置政战联系相关的 阁议决定
”

所设置 便于政府与统帅部间 ， 随时可 以进行商议

的机构 。 正式会议的出席人员为统帅部的参谋次长 、军令部次长 ；
政府方面为首相 、外相 、藏相 、陆

相 、海相等 。

可 以说 近卫及其智囊 团所构想的对支委员会 便是 由 出 席去年设置的政府大本营联络会

议——协议体的主要阁僚所构成 。 然而更应关注的是 后段引文中所提及的在政府 中央设置对支

事务局及现地机关等的相关内容 。 有关其详细内容 ，
可见于 月 日 的 《 为处理对支行政事务设

置对支中央机关之件 要纲》 。 文 中有如下内容
“

在支那现地设置与对支事务局相对应的现地事

务局 并将军特务部导特务机关纳 亭宁
。

简单地说 ，
会命 力

’

卩 相所组成的对支委员会 作为对中国综合性 国策的 中枢机

构 其下设置统括现地机关的事务局 并将陆军的特务机关等纳人现地事务局。 这和前文所提到的

小 平吉的建言
“

从彼地军人 特务机关 ）手中夺取政治之权
”

，是基本相通 的 。

① 加藤暘子 「 軍 論理 奁 考之 」 、
加藤陽子 『 戰争乃論理 』 第 章 。

② 「 露 国革命一件 出 兵関係 浦塩派遣軍政務 閧係 」 （
外務 省外交史料館所蔵 、

—

。

③ 「 近衛文麿文 書 」 （ 防研所葳 、近衛史料 支那事变 分冊 。



	

加藤 阳子 从军 事 史研 究 的 角 度来看 中 曰 战 争

上述 年 月 日 的草案 ，随后在 月 日 和 月 日 所举行的 内 阁参议会中进行审

议 。 所谓的
“

内阁参议
”

年 月 日 公布施行 ，
乃是为 了

“

在有关支那事变的重要 国 务

上
，参与内阁 的筹划

”

所设置的职位 可享受国务大臣的待遇 。 其人员为 ： 宇垣一成 （陆军 ） 、荒木贞

夫 （陆军 ） 、安保清种 （ 海军 ） 、末次信正 （海军 ） 、 町 田忠治 （政党 ） 、前 田米藏 （ 政党 ） 、秋 田 清 （ 政

党 ） 、 乡诚之助 （ 财界 ） 、池田成彬 （ 财界 ） 、松冈洋右 （外交 ） 等 。 从 自 陆军方面选定宇垣 、荒木等人

选看来 可以推测近卫是希望藉此来牵制当时的陆军中央 。

如果比较后来参议会所提起的 月 日 的方案②与 月 日 的草案 ，
可 以看出 ，应该是经过

修正的参议会案 在某些部分较草案更为清楚明 白 。 参议会案中 ， 值得注意的是要纲 四所记载的 ：

”

在支那现地设置与对支事务局相对应 ， 由对支委员会委员长所指挥监督的现地事务局 将军特务

部及特务机关等现行机关纳入其中 。

”

加着 涂务 ，便 和、 日 的差异之处。 此处所谓

对支委员会委员长 便是首相 也就是近卫本人 。 明确说明包含军特务部 、特务机关等现地机关的

指挥监督者即是首相 ，
此点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风见内阁书记官长也意识到首相得以指挥监督现地机构此案的意义 。 武部六藏在 年

月 日 的 日记中 关于风见的发言有如下的记述 ：

“

对支中央机关问题乃根绝病根之首要问题 。 已

对部分阁僚展开工作 。 业已交付参议 。 此为绝对机密 。 只有断然实行之
一

途 。 就是内阁垮台等在

所不惜 。 丨质力而为 。

”

③

三 ） 陆海军的抗拒

对于 年 月 日 的参议会案 ，
陆军方面首先受 到冲击。 月 日拜访近卫的小川在

日 记里写道 ：

“

关于对支机关 ，陆军 尚未提 出 意见 。 现地机关就更不用 说 了
， 然而令人放心 的

是 该案终究还是会成立 。

”

④尽管近卫和小川对于陆军方面尚未提出对应方案一事感到不安 但

却抱持着改革应该能够实现这样乐观的态度 。 所以会如此 ， 主要是 即将在 同年 月 底所进行的

内 阁改组案 巳大致确定 亦 即 已经 以参议宇垣任外相 荒木 为文相 ，陆相由 板垣征四 郎取代 了杉

山元 。

及至 月 日 板垣新任陆相后 陆军汇整 出对应方案 《陆军方面有关设置对支国策统合机关

之期望》 。
⑤ 正如小川所预想的 陆军所抗拒的是有关现地机关的部分 。 陆军加人了 以下的修正意

见 ：

“

设置现地机关 当前 作战持续期间 ）其长官应 由派遣在外的陆军最高指挥官兼任 。

”

这可说是

陆军准确地把握了近卫的意图 亦即首相对驻外机关有指挥监督权后所作出 的反应 。 除了 现地机

关该如何处理这点外 ， 由于陆军本身
一开始便希望现地军能受 中央的统制 ，

因此在总论部分也同样

赞成参议会案 ’
这点格外弓

丨

人注 目 。

另外 ，海军方面对于参议会案 ，基于第一为了与陆军对抗 第二基于对传统政军关系的理解 提

出 了反对意见 。 海军基于方案的不 当性 ， 向
“

北支那开发
”

和
“

中支那振兴
”

两国策会社的设立准备

委员长乡诚之助和实际负责人武部六藏表明 了反对意见 ，亦即威胁了醉心于
“

全面接收
”

经济性战

果的财界人士 。 海军军务局长井上成美透过他人 ，在 月 日 向 乡和武部传达 了下列事项 ：

“

有关

该机构的现地机关
一

事 ，陆军虽主张由最高指挥官兼任 ，成为二位
一

体之态势 并于军事行动结束

① 关 于 内 阁参议制与 大本营设置 的关联性 参见加藤暘子 「榷 力
一元化構想乃 展開 」 、

加藤 暘子 『模 索
一九三 年 代 』

第 章
。

② 「 对支行政事務処理 对支 中央機 関設置乃件 」
、 『現代 史資料 』 、

—

頁 。

③ 田 浦雅德 、古 川 隆久 、 武部健一編 『 武部 六蒇 日 記 』
、 頁 。

④ 岡 義武 加編 「 小 川平 吉閣 係 文書
一

、 頁 。

⑤ 「 对支 中央機 関設置 問題
一件 （ 興座 院 ） 」 （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 、 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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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军方即收手 但海军方面强力反对 。 其理由为 作战亦即统帅系统的负责人同时接受政府命令从

事政治经济一事将直接累及军方 甚为不妥 满洲 即为恶例 。

“

在海军力量强大的华中地区大概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华北和蒙疆方面 ， 陆军司 令官将

成为现地机关的最高首长 。 此时 若是这些军司令官又接受首相的指挥监督 的话 不就混淆了政

军关系的根本吗 ？ 海军以此铺陈 自 己的主张 。 如果财界或官僚们配合参议会和陆军推动兴亚院

案 ，海军便威胁在
“

北支那开发
”

和
“

中支那振兴
”

两个会社的设立 （设立于 年 月 ） 上不予

协助 。

这可说完全粉碎 了 近卫
一厢情愿主张 由首相统制 现地机关的构想 。 结果 ， 年 月

日 设置的兴亚院 其官 制 和 月 日 参议会案最大的 差异之处 ，便是现地机关 的地位 问

题 。 关于兴亚院 ： 在 内阁总理大 臣的管理下设置兴亚院 掌管 以下事务 （ 外交事务除外 ） ；

在 中 国需要处理的政治 、经济及文化等的相关事务 与中 国相关的政治 、经济及文化等各项

政策的立案 为了在 中 国推行事业而设立 的会社之业务监督 、管理等相关事务 掌管各厅

有关维持中 国 之行政事务统
一之事务 。

② 由上述几点可知 参议会的草案几乎没怎么修改就被接

受了 。

四
） 最终方案的制订

至于成为讨论焦点 的现地机关定位问题 便由兴亚院联络部官制 （ 敕令第 号 ）来决定 。 该

官制第
一

条
“

兴亚院联络部掌管在支那的兴亚院事务之联络 。 设置连络部之地区与各联络部之名

称及负责区域 ， 由 内 阁总理大臣决定之
”

；
第八条

“

联络部长官及派出 所之长 有关军事及警备事项

上 ，得接受当地陆 、海军最高指挥官之区别处置
”

。
③ 现地机关掌管政治 、经济 、文化等事务 但在军

事和警备相关事项上 则规定需遵照负责该区域的陆军或海军最高指挥官的指示。 文中所谓
“

区

别处置
”

， 即是原本不属 同
一

指挥命令系统者所形成的
一种指示 、被指示 的关系 。 由 以上的官制可

以得知
一开始便将军事与警备从首相的现地机关指挥管理权限中排除 。 这应该可说是顾虑到军

方的抗拒所作出 的修正吧 。

兴亚院无法掌管现地机关的军事与警备职务 ，
已经非常清楚 。 那么 军特务部和特务机关是否

并入现地机关一事 又是如何呢？ 兴亚院官制和兴亚院联络部官制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然而附加

在 年 月 日 阁议决定《 甲号 对支院设置要纲》后 的 《乙号 阁议了解事项》 中 ，有以下规

定 ：

“
一

、对支院设置同时也设立其现地机关
”

；

“

二 、对支院的现地机关在设置的同 时 掌管并执行

所有政治 、经济及文化之全部事务 。 因此 军特务部及其他机关 于该现地机关设置的同时 ，所有此

类事务
一

并移交该现地机关
”

；

“

三 、在治安维持方面 对于现地陆海军与对支院现地机关间的关

系 ，应进行特别考虑 。

”

④

由此可知 ，近卫在寻求军特务部和特务机关并人现地机关这
一重点上 确实成功了 。 另外 ，

从《 乙号 阁议了解事项 》 的第
一和第二两者来看 可以感受到对推动对支院设置的辱

日

？

① 田浦雅德 、古川 隆久
、
武部健一編 『 武部六 蔵 日 記 』 、

—

頁 。

② 年 月 设置的兴亚院
，
其官制 （

敕令 第 号 ） ，
见 「紂 支中央機関設置 問題一件

（
興亜院 ） 」 ，要点如下 ：

第
一条 支那事变 中 ， 于 内 阁 总理大 臣之管理下设置兴亚院 执掌下 列 事务 。 但 ，外交相关 事务除外 。

一 值此支那事变之际 ，
处理支那之政治 、

经济及文化相关事务 。

二 前条所记各事项相关政策之制定 。

三 监督在 支那以从事事业为 目 的 ，依特别法所设立会社之业务 及统辖在 支那从事事业者之业务 。

四 维持各厅 与 支那相关行政事务统一性之事务 。

③ 「 对支 中 央機 関設置 問题
一件 （興亜院 ） 」 （ 外務省外交史料馆所蔵 、 。

④ 「 紂支中 央機閣設置 問題一件 （興亜院 ） 」 （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 、
。



	

加藤 阳子 从军事史研究 的 角 度来看 中 日 战 争

并入现地机关一事的决心 。 同时也可看 出 ，财界等经济相关人士希望能尽早废除由关东军特务

侖 ；去命 务部所进行的经济统制的意 图 。 负责筹划设立
“

北支那开发 与
“

中支那振兴
”

这

两处国策会社的武部 也在 年 月 日 阁议决定 当天 ，在 日记上满意地写道
“

对支院成立

的同时 ，
将陆军特务部所掌管有关政治经济等

一切事务移转给现地机关 ，决定这一方针是最大的

收获 ①

五、 结 语

碍于篇幅的限制 ，有关兴亚院成立后的实际内容为何 ？ 将在检讨兴亚院的政策决定内容后 另

以他文说明 。 然而毫无疑问 在华北 、华中 、蒙疆 、厦门等地设置兴亚院联络部的地区 ，特务部都被

废止 。 军特务部拟定 济政策 、树立傀儡政权等中 日 战争初期所 出现的异常现象 ，
在兴亚院设立

后 ，
逐渐获得解决 。 那只能说是 日本为了对中国更深人 、更全面 ，

以经济开发为名 进行经济掠夺

所创设出来的机关而 已 。 若借用武部六藏的话 ，

“

以全国
一致的力量 全面接收战果

”

的机关 便是

兴亚院了 。 就近卫首相的立场来看 兴亚院设置一事 ，或许意味着从军特务部手中夺取政治经济的

权限吧……

以上基于史料检讨兴亚院设置为止的各个政治主体间非常琐碎的折冲过程 笔者的 目 的在于

分析得以支持 日本方面作决定与判断的内在理路 。 毫无疑问地 ，
日 本让 自 己 陷人 中 日 战争的泥淖

中 。 年 月 ，在极机密情况下访问 日 本的汪精卫 ，相信 日本方面 自 陶德曼调停以来一贯主张

的说法 亦即
“

（

一 共同防共 （
二

）
经济提携

”

。 此外 ，他也认为 这两者
“
一方为思想问题 ’

一

方为

经济 问题 思想问题便是排除来 自北方苏联的侵略 经济问题则为寻求对抗南方英国经济势力 的方

法。

”

②读到汪如此正确 的观察 令人非常感慨 。 日本希望 自 中 国所求得的 ，就 内在而言可说是首尾
一贯的 。

若是如此 今后应该进行有关中 日 战争的研究是 在共 同防共的名义下
，
日本为了准备对苏战

争 ，又向中 国强行要求 了什么 ？ 或是在经济合作的名义下 如何夺取了 中 国的资源或经济 ？
③ 对于

这些课题 笔者认为也还是需要从内部来理解 日本的论理并加以阐明 。

〔 作者加 藤 阳 子
，
曰 本东京大 学研究 生 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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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兴亚院 与战时中 国 调查》 的作者之一柴 田善雅 已经意识到这点 ，正陆续有优 秀成果问世 例如 ，柴田善雅 『 中 国 占領地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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