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令部与战时参谋人事 

叶 铭 

内容提要 军令部是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下辖四个主要部门之一，扮演战时总参谋部的 

角色。为有效发挥自身作用，完成战时职能，军令部致力于建立中国的参谋系统，这也是战时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尝试。由于战时特殊环境，以及中国军队参谋地位较低的传统，更由于战时 

国军军事机构在权责方面划分不清的先天不足，战时国军参谋人事存在两大缺点：参谋人才匮 

乏；参谋人事管理混乱。军令部努力完善参谋人事制度，在战时参谋人员任用、晋升诸方面取 

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大环境使然，军令部参谋人事管理并未完全达成统制参谋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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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战前中国军队业已存在的参谋人才匮乏现象更加凸显。军令部是“隶属于军事 

委员会，掌理国防及用兵事宜”①的重要部门，职掌包含“参谋人员、陆军大学、测量总局及驻外武官 

之统辖与运用”。② 其致力于建立参谋系统，参谋人才则是建立参谋系统的基础，因此参谋人才的 

培养与人事管理是军令部承担的重要任务。 

涉及战时参谋人事方面研究的论文、专著较少，目前只有张瑞德在《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等 

论著中有所涉及。⑧ 张瑞德从人事措施方面考察了抗战时期参谋人事，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但 

没有提及军令部发挥的作用。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军令部部长徐永 

昌日记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以军令部为核心阐述其在建立参谋培养体系，以及参谋人事管理诸方面 

的相关举措并对其效果进行初步评析。 

一

、 战时国军参谋人事存在的问题 

所谓“参谋”必须是“国内外陆海空军大学，及陆海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学能优秀，思想纯正，体 

力健壮”④的军事人员，参谋部被称为“军队大脑”，参谋人员自然就是脑细胞。然而，战时国军参 

① 中国第．z-lh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② 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军事委员会》(1)，台北，“国史馆”1996年版，第79页。 

③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年版；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 6月，第741_772页。 

④ 参谋本部：《整理参谋人事暂行办法》(1937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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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人事方面存在相当的问题 ，有些贯穿整个战争时期。 

(一)参谋人才缺乏 

战时符合参谋任用资格的人才匮乏。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相关法规①，国军陆军参谋任职资 

格有诸多限制，高级参谋机构成员则要求是陆军大学(以下为行文方便或简称“陆大”)毕业，加之 

国军在参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问题，造成适合参谋职务的人才较难寻觅。 

据统计，抗战胜利前陆大毕业学员共 2100人②投身抗 Et战场。然而，战时中国各级参谋机构 

上尉以上参谋人员，编制人数就有 6238人③，中校以上中高级参谋人员编制人数也达 3000人以 

上。换言之，抗战胜利以前培养出来的全部陆大毕业生，也无法满足各级参谋机构的编制要求，更 

何况很多陆大毕业生并没有担任参谋职务。 

表 1 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额比较(1940年) 

级别 上将 中将 少将 上校 中校 少校 上尉 总计 

编制员额 17 183 673 967 1397 1647 1354 6238 

实有员额 3 89 592 711 954 1247 l078 4674 

实有员额占编制员额比例 17．6％ 48．6％ 88．O％ 73．5％ 68．3％ 75．7％ 79．6％ 74．9％ 

资料来源：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额比较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309 

《整理国军参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3。“实有员额”系指1940年 11月30日以前业经呈报在案者。 

由表1可见，1940年各级参谋缺员达25．1％，很多部队参谋实际上也根本不具备参谋任职资 

格。以第四、第七战区与昆明行营部队为例，1942年其各级参谋完全不符合资格 的比例达到 

12．5％，全部符合参谋任职规则规定的也只有 77．5％。 

表2 第四、第七战区及昆明行营部队参谋学资统计表(1942年) 

学历 人数 占全体参谋人数百分比 

陆大及参谋补习班卒业 41 22．5 

军校或其他正式军校卒业 104 55 

兵科专校卒业 16 10 

学资不合规定 21 12．5 

资料来源：龚作人 ：《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中国第：-／h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0。 

即使是军令部本部机构也存在“参谋现尚缺乏。即以本处(军令部第一厅第三处)而论，科长 

中仅二人系陆大毕业者，而参谋中参谋班毕业者亦甚少，其余均系军校最近几期毕业者”④的情况， 

① 相关法规有：《整理参谋人事暂行办法》(1937年6月)、《修正陆军参谋任职暂行规则》(1940年6月)、《陆军参谋服务暂 

行规则》(1940年7月)等。 

② 参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4年版，第49 

页。这里的陆大毕业生指的是陆大正则班第 1期开始到抗战结束第18期为止，以及特别班第 1期至第6期投身抗战的大致人员。 

参见《陆大各期毕业学员服务动态统计表》(1944年 1O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310。 

③ 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额比较图》(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 

案 ，769／309。 

④ 《学术研究会第十次会议记录》(1941年12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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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种参谋教育毕业生供不应求。赵秀昆回忆：“军令部(原参谋本部)调去了冯衍、蔡文治、赖 

光大、海竞强、赵秀昆等五人，大都是越级任职，如赖光大、赵秀昆等原为上尉，到军令部后即升任了 

中校参谋”，“冯衍、蔡文治到军令部不久，即担任了第一厅(主管作战)第一、第二处处长，负责筹划 

作战。这是很重要的位置”。 

参谋人才匮乏，造成参谋教育机构毕业人员供不应求的现象。如果有相对统一的政治环境以 

及完善的人事制度保障，尚可规范人才流动。然而，战时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环境还是在人事管理上 

都存在很多不足，造成人事管理与人际关系有很大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参谋人事管理的难 

度。其结果就是破坏各部队参谋人事平衡，恶化参谋人事环境。 

(二)参谋人事管理混乱 

战时国军参谋人事管理存在种种乱象，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军令部不能切实分配参谋教育机构毕业学员。军令部曾经提出“在人事上，军令部为全 

国参谋人员之总枢纽，不特各参谋须与军令部保持密切连[联]系，军令部亦须能确实掌握各参 

谋”②，因而要求陆军大学毕业生由军令部统一分配。但由于抗战时期参谋人才非常缺乏，实际情 

况则是陆大毕业生尚未毕业，即已被罗致一空，甚至有些战区(如第六战区)以原阶级调用，学员均 

不愿前往。③ 也出现被分配至军令部的陆大第 l6期毕业学员及参谋补习班、特别班毕业学员，到 

职后不久纷纷求去的情形。④ 这些严重破坏人事制度的举动最终惊动了蒋介石，他再三告诫陆大 

学员毕业后，要遵守政府的分配调度。⑧ 

其次，军令部在参谋人事管理上权责分离，不能有效吸引陆大毕业的参谋人才。按照军令部设 

想，参谋资格核委应当完全由其主导，各级参谋教育机构毕业人员亦理应由其分配，然而在实际运 

作中，由于军官铨叙权在军政部，军令部的设想无形中“动了军政部的奶酪”，因此军政部不愿意放 

弃各级参谋机构毕业人员的人事管理权。直到 1944年，“(军政部)铨叙厅函以奉总长批准，嗣后 

对于陆军大学校及各参补班学员分发由本部先拟分发表呈会核定，由该厅承办会令分发”，军令部 

认为“分发名单既由会核定亦即铨厅有更改权，将使本部统制任用不能彻底”。⑥ 而在军政部拟定 

1942年制师的编制中，出现“越俎代谋分割幕僚业务，致使幕僚长事权既小，上官又多，不但幕僚长 

人员形同虚设，且使主官更须顾及部内之琐事。副主官如有所见亦只能供[贡]献于主官，而不能 

直接指导参谋长，以免令出多门⋯⋯削减参谋长之事权仅为教育(训练即教育)与作战(似单指作 

战命令)二事，仅如民国十八九年师司令部编制内参谋处中一中(少)校参谋之职责及德 日师中作 

战主任参谋(少校阶级)之地位相同”。⑦ 这样使师一级参谋职务更加丧失吸引力。由于管理权和 

人事权的分离，无形之中加大军令部人事管理的难度。 

从表 3所列 20名陆大毕业生任职隋况来看，担任参谋职务的有 13名，占该表总人数的65％。 

即使这样，至少仍有 35％的陆大毕业学员并没有担任参谋职务，这意味着军令部并不能切实将陆 

军大学毕业生分发到参谋机构中去。 

① 赵秀昆：《陆大漫忆》，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 1O0—10l页。 

② 《整理国军参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3。 

③ 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台北，湖北文献社 1978年版，第215页，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 6月，第759页。 

④ 《军令部人事管理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1。 

⑤ 参见蒋介石《陆大学员为学办事之要道》，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O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66 

年版，第 111页。 

⑥ 《军令部第十二次部务会报记录》(1944年2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47。 

⑦ 《军政部卅一年师加强编制之错误各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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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军令部调查陆军大学毕业学员现状调查表(1938年) 

姓名 期别 年龄 现任职务 

於 达 九 44 侍从室第二组少将组长 

侯志磐 十四 30 侍从室第六组中校参谋 

马涤心 十五 30 同上 

刘晴初 特别班第三期 44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参 

赵子立 十四 30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 

贺执圭 特别班第三期 39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 

戴 朴 十五 29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上校参谋 

唐生明 十二 33 湖南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司令 

洪茂祥 十 35 六战区参谋处少将副处长 

刘云瀚 十 38 六战区参谋处少将处长 

彭诚格 十四 3l 十七师少将参谋长 

曹 登 十四 30 六战区参谋处三科上校科长 

尹成言 十四 32 六战区参谋处一科上校科长 

叶佩高 九 43 十一师中将师长 

陈明仁 特三 45 预二师中将师长 

林森木 十三 35 预二师上校团长 

戴 坚 十三 35 预二师上校团长 

田君健 特三期 暂编五师少将参谋长 

吴 光 十四 一。七师少将参谋长 

汤建威 九 新三二师少将参谋长 

资料来源：《军令部调查陆军大学毕业学员现状调查表》(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86。 

表 4 全国各级司令部正副主官、幕僚编制人数及各校出身现有人数表(约 1940年) 

区分 编制人数 陆大 参谋班 军校 保定军校 各讲武堂 行伍 

各行营及绥靖公署正副主任、各 
游击司令、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 76 8 54 

参谋长副参谋长 45 29 11 

参谋处长 27 15 8 

各集团军正副总司令 93 9 30 25 5 15 

参谋长副参谋长 72 30 22 

参谋处长 36 l8 8 

各军长副军长 216 64 80 47 20 

参谋长副参谋长 2O6 98 2 15 35 32 

各师长副师长 927 102 1 405 45 152 65 

参谋长 3O9 117 5 95 20 52 5 

各旅长 25 4 

资料来源：《全国各级司令部正副主官及幕僚编制人数及各校 出身现有人数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军令部档案． 

769／1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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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能按照规则任免核委参谋人员，无法保证参谋质量。 

由表4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国军大量担任高级参谋职务的军官不符合参谋任职规则。如战 

区一级的参谋长与副参谋长尽管有64％出自陆大，但仍有 36％并非出自陆大。参谋处长出自陆大 

的比例更低，只有56％，集团军参谋长、副参谋长自陆大毕业的比例只有42％，参谋处长毕业自陆 

大的50％，比例略高。军参谋长、副参谋长一级中，出身陆大的为 48％，出身参谋班的仅为 l％弱， 

这意味着，只有不到半数的军参谋长符合参谋任职条件。师参谋长中，出身陆大的占38％，来自参 

谋班的为2％，即有40％的师参谋长符合参谋任职条件，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 2％的师参谋长出身 

行伍。可见，越是高级司令部，其参谋人员中陆军大学毕业学员越多。反倒是对实际作战非常重要 

的师一级参谋长中，陆大毕业生所占比例最小，甚至有行伍出身的军官担任参谋长，这完全不符合 

参谋任职规则。虽然学历与能力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当时“各部队多数主官感时代之需要，业 

务之繁重，单位之增加，指挥之困难，已知参谋之重要，逐渐信任。惟参谋人才物色匪易，尤以低级 

参谋求得适当者更属寥寥”，且“如参谋长或处长系陆大毕业者，其业务指导比较得体，工作效能亦 

比较增强”①，因此，战时国军有将近一半高级参谋人员并非陆大出身，很大程度阻碍了军令部的业 

务开展。如果担任各级主官的陆大毕业人员能够充实高级参谋机构，对国军战时参谋业务开展无 

疑将有很大促进作用。 

由于无法按照规则资格甄别参谋人员，军令部曾指出“各部队对参谋人事大多忽视，甚至有以 

文人任参谋或以参谋任私人秘书之各种不 良现象”，这种现象的后果就是参谋素质低下。“军令 

部⋯⋯对于参谋人员素质的提高，已不遗余力。如各级司令部参谋长，经两年来之调整，其素质已 

逐渐提高。惟尚有十分之一二人员，仍不合 目前之规定。至于各级参谋人员，以人才过于缺乏，滥 

竽充数者尚多，以致业务推进困难，地位亦 日趋低落。查资历可考者四五二。员参谋中，竞有一二 

七三员，不适合参谋任职规则之规定。换言之，即有三分之一以上参谋，须加淘汰。至于所谓适合 

规定之参谋，其中仅有四百八十一员，卒业陆大，成绩尚属优秀。其余人员，大半卒业于军官学校， 

短期军训班出身者亦有之。除间有优秀者外，一般学识经验不足，能力薄弱，与所要求之参谋水准， 

均相差甚远”。② 

由于不能切实掌握参谋职务的任免，军令部指出“部队长所罗致之参谋人材[才]，其升迁调补 

之权必操之于部队长，军令部统制困难；参谋品格，率多轻视；成部队长私人之幕僚，其所办业务，亦 

必以部队长意旨为意旨，参谋业务不能上轨道；部队长及参谋人员对军令部之信仰减低，参谋系统 

无法建立；滥竽充数之参谋过多；参谋处变成一庞杂之机构；参谋地位日趋降低；由于全国额定之参 

谋人员太多，参谋首脑部无从个个予以考核，整理训练，亦感困难”。⑧ 

军令部曾发现“十六个单位额设参谋中，经本部备有案者，仅五二员，尚有一四七员参谋，均未 

经本部核准任职。换言之，充任‘黑官’之参谋 ，竞达全数人员四分之三。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部 

队人事异动太快，参谋每不能奉到本部任命；另一方面部队长尚未能彻底明了本部统制参谋人事之 

重要性”。④ 盛文的经历可以说明军令部参谋人事管理上的弱势。1940年天水行营撤销，他的“出 

处有三个选择：其一是胡先生请我出任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另则为李默庵请我到湘鄂赣边区总指 

挥部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再则为何敬之和徐永昌亲自见我，希望我到中央军令部第一厅暂任副厅 

① 《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第一组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8。 

② 《整理国军参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3。 

③ 《整理国军参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3。 

④ 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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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何应钦和徐永昌亲自劝他说“军令部急需对战场有经验的军官，过去许多没带兵，没作过战的 

军官都有缺点，希望你能来”，许诺“任为副厅长，对我只是暂时的委屈”，然而由于“李默庵频频来 

电催促，我(盛文——引者注)决定赴江西就任”。① 作为参谋人事管理主管机构的军令部，竞不能 

将由其管辖的参谋人员盛文留下供职，军令部管理人事的窘况可见一斑。 

军令部自认“参谋长之地位则较各国为低，职权亦较各国为微，复以主官多不善运用参谋，事 

事均喜躬亲处理，以致纵有优秀之参谋长，亦不易尽其职责，而非优秀者则藉此敷衍塞责”。② 这种 

环境，使“国军向有重主官轻幕僚的积习，部队中如以一上尉连长调升少校参谋，许多人则认为是 

明升暗降”。③ 参谋地位不显，相关人才当然不愿担任参谋职务，最终的结果就是参谋人员素质低 

下。由于国军参谋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必然连累国军参谋主管机构军令部的地位。军令部为扭转 

这种局面，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参谋质量、强化参谋地位。因此 ，由参谋主管机关军令部出面颁布法 

规，实行参谋统制势在必行。 

二、战时军令部人事管理制度与效果 

军令部战时建立参谋系统的基础是对参谋人事进行有效管理。参谋人事管理要完成“1．参谋 

人员之任免必须遵照委座三德江电( 及修正陆军参谋任职暂行规则由军令部审核办理之。2．参谋 

人员之资格必须适合修正陆军参谋任职暂行规则第二条之规定。3．参谋人员之职权应以陆军参 

谋服务暂行规则为准则。4．各部对陆军参谋考核及调职暂行办法应切实施行。5．全般参谋人事 

由军令部统筹调整之各部队长及幕僚长得陈述改进意见”⑤等 目标 ，做到“机关部队各级幕僚之运 

用与教育必须由中央军令机关切实统制”。 

(一)军令部参谋人事管理规定 

军令部在参谋人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是军令部实行参谋人事管理的基础与 

保证。 

1．陆大毕业生分配管理 

张瑞德认为，当时陆大毕业学员分配时按学缘、业缘、地缘，即以某一地区、派系或历史为用人 

标准。⑥ 抗战初期，陆大毕业学员分配时确曾有过这样的现象。为改变这种状况，军令部试图探索 

解决之道。“陆军大学当时受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指挥，也曾企图效仿德国，把军队的指挥实权操纵 

在军令部”。⑦ 军令部决定学习德国参谋系统 ，成立参谋团⑧，借此把军队的指挥权操纵在军令部。 

①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盛文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年版，第10—11页。 

② 《参谋长职权之意见具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38。 

⑨ 《六十九军一八一师师长张雨亭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59。 

④ 《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渝令卅三德字第三。三四号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政部档案，773／859。主要 内容是： 

凡陆大学员毕业时，不发文凭，待其到分配机关、部队服务满三个月后，由机关、部队主管将其所任职务呈报军令部，并请发给文 

凭，不遵令前往分配机关而 自行活动者，即不发文凭，并取消其学籍；各机关、部队，也不得以较高阶级相罗致，否则一经查出，即将 

该主管长官予以惩办。 

⑤ 《建立参谋 系统之重要性及本部统制参谋之意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0。 

⑥ 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1：1》第24期下，1995年 6月，第758页。 

⑦ 邓锡洗：《陆军大学第十八期的片断记忆》，文闻编：《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⑧ 所谓参谋 团，是当时德国的军事人事制度，即德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学员一律 由其参谋本部统一调配，即使分发到各部队 

任职后，也受参谋本部的直接指挥。参谋长及参谋人员由参谋本部派到各部队去，可以用参谋本部的名义指挥部队，这样参谋人 

员及参谋长实际上掌握了部队的指挥大权。参见邓锡洗《陆军大学第十八期的片断记忆》，文闻编：《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 

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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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部预备“从陆大每期毕业学员择百分之二十，通过淘汰，仅留百分之四、五之最优参谋军官在 

统帅部服务，一旦遇有战争则使之出任战斗序列部队之各级指挥官或幕僚长”，决定“本部因参考 

此种办法并参酌我国实际情形以陆大学员为主以参谋补习班学员为辅组织国军参谋团以着手建立 

我国之参谋系统”。① 同时“颁布《国军参谋团组织纲要》《国军参谋团实施细则》《国军最优参谋军 

官资格审查委员会组织暂行办法及各项表式》，调查联络陆大毕业学员并登记”②，着手成立参谋团 

以真正实现对陆军大学及各级参谋教育机构毕业学员分配的统制。陆军大学教育长万耀煌将军则 

决定“自第十七期入学起，将全部学员调为军令部入学附员，薪饷、服装、补给均由军令部发给，不 

许兼差，毕业后分发也由军令部统一办理”。⑧ 通过这些法规与措施 ，军令部力图建立参谋组织，严 

格掌控各级参谋教育机构毕业学员的分配与服役状况，从源头上统制参谋人事。 

2．参谋任职资格及核准 

随着参谋教育的实施及军令部在人事方面逐渐走上正轨，参谋人员素质自当不同于普通军事 

人员。严格限定参谋资格，遴选优秀人才进入参谋机构，不但是战时参谋业务的保障，也为军令部 

在指挥系统中地位的提高创造条件。 

首先，严格限定参谋人员资格。对各级参谋机构参谋任职划定原则，是军令部提升参谋素质进 

而提高参谋地位的举措，严格参谋资格限定，方可吸收高素质军事人才进入各级参谋机构。故而， 

军令部在参谋任职规则中将参谋人员的资格定为“必须国内外陆海空军大学，及陆海空军军官学 

校毕业，学能优秀，思想纯正，体力健壮”，具体而言，战时军令部规定参谋人员任职资格为“(一)曾 

在国内外陆军大学校毕业者，(二)曾受陆军大学附设参谋补习班教育者，(三)曾在国内外陆军军 

官学校或各专门学校毕业，并任军职一年半以上者，(四)与军官学校相当之其他军事学校修业年 

限在一年以上，毕业后曾任军职二年以上，有参谋能力者”。④ 其原则是“各部队参谋长、参谋处长、 

作战科长(或作战参谋)以选用陆大毕业学员为原则，但无适当人选时，得第二条第二、三两项规定 

资格之一办理。各独立单位长官，于每期考绩时，应照第二条所列资格，将所属适任参谋人员，密呈 

(咨)军令部核办”。至此，军令部在人事管理上有规则可依。 

其次，制定严格任职条件及核委人事资格。这不但确保参谋人员素质，同时也树立军令部自身 

的权威。为掌控参谋人员人事审核权，军令部规定“依照全国参谋职缺，分别官阶，以若干倍额，选 

定适任各级参谋人员，造具名册，呈送军事委员会备查，并于每届定期任职以前，将增删人员具报， 

每经若干年，则更新上项名册。各级参谋之任职，由军令部在第五条适任人员内遴选，呈军委会核 

准后，照一般任命程序办理。各级参谋，经审核呈准后，得由军令部分别令(咨)该管独立单位长官 

遵(查)照。各级参谋，经军令部审核呈准后，即由军令部统制任用之，如调其他队职时，须经军令 

部审核同意，并将第五条规定参谋人员名册更正之。各级参谋有因故离职或停职者，应由该管独立 

单位长官，将其原因及所派代理人员，呈(咨)军令部转报军事委员会查核”。⑤ 军令部于 1940年在 

最高幕僚会议上提出“修正各级参谋任职程序，并申令各部队机关以后对于各级参谋，未经本部核 

准不得任用案”，最终决议为“各级参谋任职程序，自少校以上一概由会给委并通令各部队机关确 

遵参谋任职规则第三条至第五条之规定及储备参谋人材[才]之办法，将所属适任参谋人员按月送 

① 《军令部关于创立参谋团的工作报告》(1942年 10月一1943年 1O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81。 

② 《军令部关于创立参谋团的工作报告》(1942年 10月一1943年 1O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81。 

③ 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第215—216页，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6月，第759页。 

④ 《修正陆军参谋任职暂行规则》(1940年 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97。 

⑤ 《修正陆军参谋任职暂行规则》(1940年 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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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部审核备案，凡未经军令部审核者不得选用”。① 具体而言，军令部规定“将官全国，上校战区 

内，少校以下集团军内”，“先从军令部各级参谋及部队上校以上着手；调职人员先报请军令部审核 

决定后 ，会同铨叙厅办理之”②的政策。同时确立“调整师参谋将校之任免升调，概由军令部拟定， 

呈请军事委员会办理。各师长对此仅有建议权，藉供军令部选择，而不能必其采纳。调整师以外各 

机关部队参谋将校之任免升调，暂时仍采各该主官之意见。但军令部认为必要时，亦得迳[径]行 

选任，各该主官不得借故拒绝。调整师现任之参谋将校，应由军令部详加考复”③，“军令部应按期 

派员至各部队及各机关视察，对参谋人事业务等施以缜密之考察与调整”。④ 把握人事审核权，是 

人事管理具体措施，军令部掌控审核权，也就有了控制参谋人事的利器。 

最后 ，军令部明确规划参谋员额，调整参谋编制。军令部认为“欧洲各国参谋人员，以资格限 

制綦[甚]严，地位亦极崇高。故无论机关部队，参谋人员之设置为数极少。其设置原则不出以下 

二点：(1)各级司令部中确定办理参谋业务者，始得称为参谋，且员额最少。(2)参谋之外必要时设 

助理官辅助之”，而国军“各部分编制均设有参谋，名额过多，使用过广，以致发生以下缺点：(1)供 

不应求，选任失之于滥。(2)员额过多，养成不易，统制不确实。(3)选任既易失之于滥，则参谋地 

位不易提高。(4)因统制不确实，致参谋系统不易建立”。⑤ 战争爆发后国军军队屡次扩充，客观 

上需要大量参谋人员满足军队编制要求。然而这一方面导致参谋人员泛滥，另一方面淡化了参谋 

职务本身的专业性。直接后果则是编制庞大，人员却不符合任职资格，参谋地位有下降的危险。有 

鉴于此，徐永昌提议“(一)确定设置参谋范围；(--)核定各级司令部设置参谋员额；(三)增设助理 

官名义；(四)凡编制设有参谋之各机关部队须先送本部初核可否”。⑥ 其中参谋范围为“(甲)研究 

并指导国防作战之中央军事首脑机关(军令部全部，军政部、军训部及其他有关机关之一部)；(乙)国 

防作战指导战略单位以上之各级司令部。凡不属于此业务范围之机关或部队以不设参谋为原则”。⑦ 

表 5 现在编制所设参谋员额与改编后拟设参谋员额比较表(1945年) 

名称 单位数 现有编制每单位参谋数 小计 改编后拟设每单位参谋数 小计 

战区司令长官部 9 38 342 25 225 

集团军总司令部 38 27 1026 13 494 

军司令部 109 11 1199 9 981 

师司令部 319 5 1595 4 1276 

独立旅部 31 3 93 3 93 

合计 4255 3069 

资料来源：《司令部参谋员额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31。 

这样，通过划定参谋职务范围，缩减参谋人员员额，方能规范参谋任用资格与程序，保证参谋人 

员的素质。 

① 《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记录》(1940年5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10。 

② 《第三次部队参谋视察关于参谋人事之参考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1。 

③ 参谋本部 ：《整理参谋人事暂行办法》(1937年6月)，中国第"／h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2。 

( 参谋本部 ：《整理参谋人事暂行办法》(1937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2。 

⑤ 《司令部参谋员额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31。 

⑥ 《拟减少各级司令部参谋员额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83；《司令部参谋员额案》，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31。 

⑦ 《司令部参谋员额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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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谋人事实施路径 

军令部为加强人事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增进参谋人员的积极性，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规范 

参谋调职、参谋考核及参谋待遇三大方面。 

(1)参谋调职 

军官升迁调补是人事流动的重要手段，所谓参谋调职，主要是指参谋在不同职级之间，以及幕 

僚与队职之间的升迁调动。 

军令部必须通过保障参谋人员的升迁晋职以提升参谋人员地位。理论上，“相互调职，以幕僚 

调队职多能胜任，以队职调幕僚，能胜任者实鲜”①，也就是说，参谋人员可以胜任上一级指挥职位， 

而指挥人员则不能胜任上一级参谋职位。因此，军令部认为“欲求调职能彻底实施，似须先从中下 

级军官做起；规定幕僚未任队职，或主官未任幕僚者，不得晋升上级职位”。② 参谋调职的实施方式 

为“1．规定少校以下者由师报部行之，中(上)校由军或集团军报部行之，上校以上者由部强制施 

行(但须对调适当，如未曾充任连长之上尉参谋只可适时调任连长，已有连长经历者则可调升营长 

以昭公允)；2．选定人事上为健全部队确实施行，如某参谋应于何时期调充参谋由本部预为指 

示”。⑧ 调职方法为“直线升级 (优秀人才逐步直升至上校)；曲线升级 (主官幕僚长之互调升 

级)”。④ 一方面在人事方面避免参谋人员永远做参谋人员，指挥人员永远做指挥人员的固有模式， 

另一方面在实际运行中促进参谋与指挥人员相互熟悉对方的业务。通过参谋调职，不但使军官具 

备各种职务的经历，而不长久停滞于某一职务，同时参谋人员也有晋升前景。徐永昌曾经举例说明 

不实行调职的危害性，“新毕业生勒令留校任队长等职是因调不来部队尉官来校结果所至此⋯⋯ 

向任何处变动职务皆受相当限制，戕害人才莫此为甚”。⑤ 为确保参谋调职的进行，防止参谋长与 

主官之间同进退，造成不利于军令部统制的局面，军令部特别规定“一、主官调职不得随带所属之 

参谋人员去职。二、参谋人员亦不得随主官同进退。三、上级司令部主官参谋长于下一级主官调职 

时应严令其所属参谋人员不准藉故离职”⑥，从法规上防止参谋私人化的现象。 

(2)参谋考核 

实施定期考核，是检验参谋人员素质与能力的必要手段。军令部规定“参谋长应将所属参谋 

之考成，正确评判，按照规定，密报主官转呈军令部。各部队受兵科召集教育之人员，回部队时， 

该部队参谋长及主管教育之参谋，应注意使将该兵科学术，立即介绍予部队，以期普及”。⑦ 军令 

部同时还要求“对每个参谋长之品行、学问、能力都要大体认识。其方法应就其报告及资历或其 

他项 目，从各方面予以考察。如师参谋长成绩之优劣，亦可由军参谋长调查得之。总之要事事求 

主动，设法达成任务才有功效。可言三厅可随时召集主管人员督促查询”，并且由“三厅一处研究 
一 种卡片，将各级参谋长之出身、资历及历任服务机关之成绩详细调查登记，俾便稽考”⑥，借此 

掌握各级参谋人员情况。这种定期考核使军令部掌握参谋素质的状况，以之为参谋任免 的 

依据。 

① 《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吴思远 1941年9月30日致军令部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7。 

② 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0。 

③ 《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各组报告书摘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8。 

④ 《整理国军参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3。所谓直线晋升，是指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 

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所谓曲线晋升，是指在指挥职(队职)和参谋职之间轮流调升者。 

⑤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7)，1944年3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年版。 

⑥ 《健全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组织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83。 

⑦ 《陆军参谋服务暂行规则》(1940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97。 

⑧ 《军令部第三次部务会报记录》(1943年 1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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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谋待遇 

军令部在改善参谋人员待遇、提高参谋地位方面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其主要内容大致为“1． 

改善参谋停年与队职军官停年较严之待遇。2．打破以参谋为清苦官吏，以队职为优厚差缺之观 

念；3．改善参谋加薪与主管加给相差太远之待遇。4．部队参谋多以队职官能力体力较弱，或犯有 

过失者调充，故参谋身份无形减低，应加改善”。① 军令部提高参谋人员地位最关键的举措是规定 

参谋长的职责与责任，“明定‘参谋长为司令部之幕僚长，指挥司令部各处办理一切业务’，藉使主 

官得有闲暇思维大局，而主要之决策亦因各种理 由办法，具由幕僚拟备，仅待主官抉择，即可施 

行⋯⋯而我国目前因各级指挥官之素质低劣，采用此制之目的，不仅在辅助各级指挥官精力所不 

许，实更在补救各级指挥官能力所不及之人选。打破各国军中幕僚长仅对主官负责之通例，对于作 

战命令特规定应行副署，而科以连带之责任”。② 这些措施旨在提升参谋人员地位，保障参谋人员 

利益，增加参谋人员服务的热情 ，最终吸引更多的人才服务参谋职务。 

(二)军令部参谋人事管理效果 

军令部规范参谋人事 目的在于“充实部队间之参谋人材[才]，与调整全国参谋机构，使军队之 

神经中枢，臻于健全而巩固灵活，俾达成建军立国之使命”③，检讨军令部统制参谋人事的效果与不 

足，可以深化战时参谋人事管理措施的认识。 

1．参谋分配统制的成效 

为控制参谋来源，保证参谋人才进人参谋岗位，扩大军令部的影响，以便切实掌握参谋任免情 

况，军令部对参谋分配进行了严格的统制。其主要措施是控制陆军大学与各级参谋教育机构毕业 

学员的分配，三令五申陆大毕业学员“除应由部严加统制外，并应禁止部队私自征求”。④ 据军令部 

1941年档案记载：“陆大及两参补班、谍训班毕业学员予以严格统制，按各机关部队需要之程度，分 

发至各单位服务，统计分发之学员 ，达二三三二员。陆大正班及特别班，六期：八四七；陆大参谋补 

习班，八期：九二二；谍报参谋训练班，三期：五五四”。⑤ 1941年时“陆大毕业人员原为参谋之骨 

干，但实际上服参谋业务者仅约居四分之一，其余均担任队职”。⑥ 也就是说，当时军令部仅仅能够 

基本保证各级参谋教育机构毕业学员服参谋役。但是，到了 1944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 62％， 

有了明显改观。 

表 6 陆大各期毕业学员服务动态统计表(1944年 l0月) 

性质 幕僚 队职 政界 教官 其他 合计 

人数 1355 307 203 108 215 2188 

资料来源：军令部三厅一处制 ：《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1944年)，图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310。 

由表6可见，各部队参谋职务尤其是高级参谋职务中毕业于各级参谋教育机构的人员 日益增 

多。如第二次参谋视察第二组(西南各战区)报告中提道：“视察之参谋计有中将级三员，少将级十 

七员，上校级十七员，中少校级九十四员，上尉级六十五员，所有军师参谋长及集团军参谋长、参谋 

① 《军令部第三次视察参谋第一组总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9。 

② 《参谋处战时业务》(1942年 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36。 

③ 《整理国军参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3。 

④ 《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各组报告书摘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8。 

⑤ 《第三次部队参谋视察关于参谋人事之参考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1。 

⑥ 《学术研究会第十次会议记录》(1941年 12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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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科长出身陆军大学者十分之六”①，到抗战后期军令部挑选“军参谋长候选七十七员，均系陆 

大毕业，陆大教官候选六十三员，均系陆大毕业，师参谋长候选九十五员，陆大出身十七员，参补班 

出身六员”。② 对比抗战爆发前(1935年为例)、抗战爆发初期(1939年为例)、抗战后期(1944年为 

例)的国军中军、师参谋长出身，可以明显看出军令部各级参谋教育机构的贡献。 

表7 军参谋长出身背景一览表 

陆军大学 保定军校 中央军校 其他 不详 总计 

1935 11(15．7％) 18(25．7％) 2(2．9％) 1O(14．3％) 29(41．4％ 70 

1939 58(62．4％、 22(23．7％1 4(4．3％) 9(9．7％1 93 

1944 79(69．9％ ) 8(7．1％) 9(8．0％) 17(15．0％ ) 113 

资料来源：委员长行营第一处统计室编：《全国海陆空军舰 团队长以上主管概况表》，未注出版机构，1935年；《二十八年度各 

军师参谋长考成比较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09；军令部三厅一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1944年)，图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310。 

表 8 师参谋长出身背景一览表 

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参补班 兵科学校 保定军校 中央军校 其他 不详 总计 

1935 35(19．8％) 63(35．6％) 12(6．8％) 54(30．5％) 13(7．3％) 177 

1939 97(48．O％) 1(0．5％) 25(12．4％) 41(20．3％) 38(18．8％) 202 

1944 96(32．4％、 2(2．4％、 2(0．7％) 1o(3．4％、 85(28．7％) 96(32．4％、 291 

资料来源：委员长行营第一处统计室编：《全国海陆空军舰团队长以上主管概况表》；《二十八年度各军师参谋长考成比较 

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09；军令部三厅一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1944年)，图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军令部档案，769／310。 

由表7、表 8可以看出，自1939年开始，军、师参谋长出自陆军大学的比例明显增加，参谋教育 

机构在抗战期间培养了大批中高级参谋人才，作用是明显的，而参谋统制则保障了参谋人才的分 

配。以军令部本身为例，到了抗战后期，军令部各厅、处、科主要负责人陆军大学出身比例大为增 

加。③ 根据资料军令部除第四厅因专业性强，各处、科负责人多系出自测量专科学校外，其第一、二、 

三厅各处、科 59名负责人中，出身陆军大学(包括国外陆军大学)的就有 30人，占50％强。各厅正副 

厅长 8人中有5人出身陆军大学。至于军令部部长、次长、办公室主任均毕业于陆军大学。④ 这说明 

① 《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第二组报告书》，中国第．z-／h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8。 

② 《该部调查军师参谋长及陆大候选教育简历名册》(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70。 

③ 由郭汝瑰、刘劲持等人的回忆可以看出，战前最后一期以及抗战初期毕业的陆大毕业生在 1944年前后均 已出任军、师级 

参谋长或军令部处、科长职务，参见郭汝瑰《我在陆军大学(1932年一l937年)》，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75页；刘劲持：《陆军大学第十一期内幕》，文闻编：《IE1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 143页。李以匡 

回忆“抗战开始后建立了参谋系统，规定师一级的战略单位，师参谋长以上，一律要 出身陆军大学毕业生，以便于统一战术思想及 

娴熟作战指挥业务，检讨成败教训⋯⋯抗战开始实行参谋系统，规定参谋长一职要 出身陆军大学，以便上下左右方面加强作战联 

系，特别是参谋本部(军令部、大本营)密切联系。”参见李以匡《记张发奎将军在抗 日战场的轶事》，台北《传记文学》第 69卷第 1 

期，1996年7月，第55页。 

④ 《军令部科长以上职员名册》(194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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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大学的确为抗战时期军令部及各级参谋机构培养了大批的中高级参谋人才。 

军令部培养中低级参谋人才的教育机构是参谋补习班、特训班及参谋研究班、幕僚班，这些教 

育机构一则招收培训参谋人员较少②，故而形成这样的局面：“额设参谋人员，师为七员，军十二员， 

集团军二十余员，若以全国之现有军队番号统计之，达六千二百余员。如再加以军事机关军师管 

区、游击部队、补训处、地方部队等，其员额约在七千人以上。惟实有参谋人员，军令部核备者，仅四 

六七四员，相差之数，不下二千余员”，这里所缺“二千余员”大都是中低级参谋⑧，如果加上中尉及 

少尉级低级参谋，所缺员额数字将是惊人的。二则，参谋补习班与特训班培训出来的参谋人员，真 

正去一线基层部队的也不多，大都去了司令部机关。以陆大参补班西北班特训三期为例，该班共有 

86人，均为尉官，其中上尉3人，中尉35人，少尉48人。分配时第一志愿为军令部的14人，集团军 

司令部以上的44人 ，军部的2O人，师部的 8人。④ 可以看出，特训班的尉官学员毕业后倾向于去 

高级司令部，愿意去基层部队的完全没有，即使是师一级司令部也只有不到 10％的学员愿意前往， 

这使培训中低级参谋人员的初衷付之阙如。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军官铨叙职权掌控在军政部，军 

令部在参谋人事管理上存在权责分离的先天不足。 

2．统制参谋任用与资格考察效果 

军令部建立参谋系统的前提是拥有大批合格的参谋人员，这就要求军令部不但需要培养参谋 

人才，而且需要严格审查参谋人员资格以便任用派遣。比如，军令部规定只有在限定单位之内的专 

业军官才能称为参谋，不在此范围之内则不能视为参谋人员。⑤ 又如，“徐永昌主张建立参谋系统， 

计划将全军参谋长完全置于军令部控制之下，颁发参谋人员任职条例，实行参谋加薪，凡不合规定 

的人员，一律不得充任参谋。⋯⋯一切重大事项 ，主帅必须尊重参谋长的意见。不经最高统帅部批 

准，任何主帅均无权撤换 自己的参谋长，各级参谋人员任免，均须报军令部备案”。⑥ 

不过，在抗战之初，这些措施运行起来困难重重。由于军令部不能完全掌握参谋人员的铨叙 

权，所以许多参谋并未得到军令部的核委，这一情况在基层部队格外严重。军令部在参谋视察时发 

现“关于各级参谋处人事，多有未呈报者，或呈报不送军令部者”，“兵站机关参谋过多，有一年或二 

年以上尚未奉委者”。⑦ “各军事机关及各部队对于参谋人员任免(参谋长在内)多不明了系统。 

有呈请委员长者，有呈请总长者，有呈请军政部长者，有呈请本部者，有同时并呈各长官者。似此不 

按手续办理，以致本部主办参谋人事诸感不便，且对于统制参谋及参谋系统之树立亦发生阻碍”。 

① 当然，军令部部长、次长、各厅厅长中大都是陆军大学战前毕业学员，处长、科长中有部分是战时陆军大学培养的学员。 

② 参谋补习班、特训班每一期不过培训百人左右，参谋研究班与幕僚班很多都没成立。整个抗战期间，参谋补习班与特i)r1 

班所培训的参谋人员不会超过4000人，考虑到中低级参谋人员阵亡比例较高，加之部分参谋人员转为指挥职务，所以这4000名毕 

业于参谋补习班与特训班的参谋估计只能补充损耗，谈不上扩大资源。 

⑧ 据统计，中校以下参谋缺额达 1000人以上，参见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数比较 

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309。 

④ 《陆大参补班西北班特训三期毕业人员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600；王壮然(黄埔军校 13期 

毕业，后任新编22师炮兵第3营营长)口述“我被派到西安的陆军大学参谋班去学习。结果，毕业时前5名调至军令部，也就是作 

战指挥的首脑部队任作战参谋”，参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北京青年报编《我的见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⑤ 《修正陆军参谋任职暂行规则》(1940年6月)，中国第．~／／j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97。 

⑥ 高德昌：《陆大第十九期学校长官和教员印象记》，文闻编：《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00页；另参见《陆海空军参谋任 

职规则及修正》(1941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军令部档案，769／2072；《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记录》 

(1940年5月8日)中的决议“各级参谋任职程序，自少校以上一概由会给委并通令各部队机关确遵参谋任职规则第三条至第五条 

之规定及储备参谋人材[才]之办法，将所属适任参谋人员按月送军令部审核备案，凡未经军令部审核者不得选用”，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 10。 

⑦ 《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一组总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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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议“可否以委座名义电令各军事机关及部队，尔后请任免参谋(参谋长在内)一律先呈军令 

部核办，不得越级或分呈以明系统而便核考”。① 在蒋介石的干预下②，军令部在参谋核委方面取 

得一定效果。据军令部统计“经本部核准任职者：--／＼年：三千员弱；二九年：四六七四员；三。年： 

五五五一员”。“为使军师旅之低级参谋人员易于补充起见，规定由各单位现职军官遴选呈部核 

备，并轮流至司令部见学。统计迄今年二月底止，经本部核备者，二二五八员”，但是储备参谋人员 

的计划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之单位，尚未呈报”。⑧ 即便军令部做到以上几点，实际情况仍不容乐 

观。军令部报告中称：“查资历可考者四五二。员参谋中，竞有一二七三员，不适合参谋任职规则 

之规定。换言之，即有三分之一以上参谋，须加淘汰。至于所谓适合规定之参谋，其中仅有四百八 

十一员，卒业陆大，成绩尚属优秀。其余人员，大半卒业于军官学校，短期军训班出身者亦有之。除 

间有优秀者外，一般学识经验不足，能力薄弱，与所要求之参谋水准，均相差甚远。”④由于抗战时期 

参谋人才缺乏，故军令部虽在参谋资格限制与审查方面做出了相当的成效，但仍有大量不合资格的 

参谋充斥其问。各部队不敢将之呈报军令部核查，军令部也不能完全革斥这些“冒牌”参谋，只能 

默认他们的存在，这种做法无疑冲淡了军令部在参谋资格限制与审查方面所做的努力。即便如此， 

军令部也在利用审查与核准参谋资格的权力，使各部队、机关严格遵照参谋任用规则上报人选，逐 

步将参谋人事任免权收归手中。 

3．参谋人事管理及提高参谋地位效果 

加强参谋人事管理、提高参谋地位方面，军令部的措施有一定成效。参谋的升迁制度是参谋人 

事管理制度的基础，合理的升迁调补制度可以调动参谋人员的积极性，因为参谋的升迁调补与他们 

的地位息息相关。当时国军参谋人员升迁办法与普通军官一样，即“讲求年资和成绩”⑤，不过战争 

前期，“参谋的升迁，由于缺乏严确的考核，以致[至]于没有严格的标准，每使优秀者不能才尽其 

用，次焉者反得滥竽充数，于是参谋服务的热忱自然降低，而能力也自然日趋衰颓”。⑥ 此外，抗战 

初期国军参谋军官只能在参谋职务中实行升迁。其结果是“本部陆大出身之参谋往往因停年未满 

未能晋升，即见异思迁”。⑦ 同时，“部队参谋多以队职官能力体力较弱，或犯有过失者调充，故参谋 

身份无形减低”。⑧ 因此，军令部相应做到了下述两点： 

首先，军令部“规定幕僚未任队职，或主官未任幕僚者，不得晋升上级职位”。⑨ 到抗战后期， 

“在中央军的部队中，指挥官或参谋官，已多由‘曲线’晋升，而非‘直线’晋升；至于中、下级军官，则 

多采‘曲线’晋升，直接由排、连、营长的晋升，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⑩ 参谋不再是不重要的闲职， 

① 《军令部 1939年5月24日签呈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10。如第三战区关于第八0师参谋长 

陈心录任免问题上报军令部，军令部经过多次部务会报讨论，认为“经查该员于陆大监管任内对考核填报适任师参谋长及高级参 

谋，体格强健在卷，所请核与本部考核不符”，未予同意撤换。参见《军令部第八十九次部务会报记录》(1944年 12月5日)，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47。 

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渝令卅三德字第三0三四号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政部档案，773／859。 

③ 《第三次部队参谋视察关于参谋人事之参考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1。 

④ 《整理国军参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3。 

⑤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63页。 

⑥ 《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77。 

⑦ 《军令部第八十一次部务会报记录》(1944年 11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48。 

⑧ 《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一组总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9。该措施最早出自参谋视察 

时的建议“部队参谋地位未易提高，原因固多。而部队轻视参谋之恶习未能革除实为主因。为力矫此弊计，应规定部队长升级必 

须经过服参谋职务者方为合格”。《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各组报告书摘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8。 

⑨ 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0。 

⑩ 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6月，第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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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晋升过程中必经之路。军官不会长年在参谋职务上无法晋升，指挥官也必须熟悉参谋业务。 

如此 ，不但强化参谋地位，建立参谋系统，也有助于各级指挥官对参谋重要性的了解。 

其次，在参谋长职责中“明定‘参谋长为司令部之幕僚长，指挥司令部各处办理一切业务’，藉 

使主官得有闲暇思维大局，而主要之决策亦因各种理由办法，具由幕僚拟备，仅待主官抉择，即可施 

行⋯⋯打破各国军中幕僚长仅对主官负责之通例，对于作战命令特规定应行副署，而科以连带之责 

任”。① 原本国军《陆军参谋暂行服务规则》中规定主官与参谋长关系为“参谋长与主官保持深切 

之互信，向同一目标作最大最善之努力，若主官意见与己不同，应将所持理由，婉切陈明，倘主官最 

后裁决终未与己一致，应放弃己见，贯彻主官之主张。主官决心后，参谋长负‘如何实行其决心’之 

全责，因此须根据决心，迅速督同所属参谋 ，制成计划命令，并监察其实行，以贯彻之”②，参谋长无 

异于主官附属。通过实施参谋长副署③措施后，参谋长可以制衡主官，地位 自然提高。到战争后 

期 ，“作战命令由参谋长副署一案大多数部队均已遵办，惟仍有少数部队未予施行”④，军令部在参 

谋视察时三令五申“作战命令参谋长副署，乃提高参谋地位，及加重参谋之负担，意义重大”。⑤ 经 

过军令部努力，参谋长副署命令在各级司令部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对于提高参谋地位很有 

帮助。 

三、余论 

军令部战时管理参谋人事的措施集中体现在“确定参谋职务，提高参谋待遇，造就参谋人材 

[才]”这几个方面，在制度化进程中取得一定的成效。军令部自认为“经历次视察严加纠正，并由 

本部确实统制以后，目前所有参谋人事已渐走上轨道。现仍继续研究整饬，以期逐步达到建立参谋 

系统之预定计划”⑥，“开办以来⋯⋯确定参谋职务，提高参谋待遇，造就参谋人材[才]等工作 ，均 

已有相当成绩”。⑦基本达到“充实部队间之参谋人材[才]与调整全国参谋机构，使军队之神经中 

枢，臻于健全而巩固灵活，俾达成建军立国之使命”⑧的目的。客观说来，军令部在参谋人事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效。首先，陆军大学以及各级参谋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为造就战时国军参谋人才做出 
一 定贡献。其次，整顿高级司令部参谋人事管理，使得国军高级司令部参谋作业渐人轨道。再次， 

通过曲线升迁以及参谋长副署的办法提高了参谋人员的地位。当然，这主要是各级参谋长而非普 

通参谋的地位。最后，才是中下级参谋人事管理。由于国军军队庞杂，派系林立，军令部并不能真 

正切实做到统制参谋人事管理，必须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自身地位。加之，中低级参谋人员众多，无 

形中增大参谋人事管理的难度。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处于战时环境下，很多制度并不能得到 

切实执行。战前派系争斗也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战时各部门关系中去，不免有相互掣肘、权责不分之 

嫌。另外，中国军事现代化与旧中国传统之间的冲突，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不免会出现混乱的局面。 

抗战时期，国军自身层级不清，指挥系统不明确，缺乏建立参谋系统的先天条件。同时，抗战时期， 

① 《修正陆军参谋职务暂行规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36。 

② 《陆军参谋服务暂行规则》(1940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97。 

⑧ 所谓副署，就是指挥官作战命令必须有参谋长签署方能生效。 

④ 《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各组报告书摘要》，中国第--)h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8。 

⑨ 《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第三组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8。 

⑥ 《历次参谋视察对参谋业务改进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721。 

⑦ 《整理国军参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3。 

⑧ 《整理国军参谋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 ，769／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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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谋系统的认知也存在差异。部分人认为参谋就是幕僚，另一部分人则想建立参谋系统取代 

原有的指挥体系。这些矛盾会影响战时国军的参谋人事制度建设及人事管理成效。因此，战时国 

军的参谋人事与德国、日本、美国、英国、苏联等大国有相当的差距。军令部的举措尽管收到成效， 

但距离建立参谋系统，完善参谋人事还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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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日军在港战争罪行》发行 

(责任编辑：马晓娟) 

刘智鹏、丁新豹主编，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l0月出版，60万字，198港币 

二战结束后，英国在香港设立了四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从 1946年3月起， 

审理 了46宗案件，在香港发生的案件就有 3O宗，整个法庭程序前后费时两年零八个 

多月，当中涉案战犯被判死刑的有 13宗。审判结束后，整个详尽的法庭记录收入英 

国陆军部档案w．0．235，成为记录日军在香港战争罪行的珍贵历史资料。 

为纪念抗 日战争胜if,4 70周年，在梦周文教基金会的支持之下，香港地方志办公 

室历时两年，对这批档案进行深入研究，编成《日军在港战争罪行：战犯审判记录及 

其研究》，2015年 lO月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该书由香港史专家刘智鹏教授和丁新豹博士主编，分为专题研究和档案选译两 

大部分。日军暴行所涉及的主题包括十八 日战争、香港宪兵队及分队、深水涉战俘 

营、赤柱监狱以及银矿湾惨案等。编者将主要精力放在档案的翻译和研究上，同时根 

据档案线索，重访涉案地点，找寻 日军暴行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后裔，核实和补充档案 

资料，撰写成十个专题报告，重现相关事件的细节。 

该书重现日本占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恐怖岁月。大规模杀害英军伤兵的“圣 

士提反惨案”和日本宣布投降后 日军仍在大屿山杀害平民的银矿湾惨案令人震惊。 

强迫归乡时，日军将香港市民推落入海或弃之无人荒岛骇人听闻。在新界扫荡时或 

平 日对香港市民滥施酷刑和随意杀戮的大量史实，令人触 目惊心。该书以严谨 的态 

度对法庭认真调查的大量尘封往事进行探讨，是香港学者研究香港日占时期的重要 

学术成果。(刘蜀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