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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軍事學制的硏究4 
 

    目前軍事學制的需要革新，此爲事實問題，不會有人反對，原因是： 

    一、戰爭是最現實的東西，亦最時代的產物。毎一次戰爭都不會和前

一次戰爭相同，如果是用舊有的辦法去作戰，那必定要給新的方法打敗的，

戰爭的勝敗，亦可說就是新舊之分。所以毎一次戰爭以後，軍事上的組織

一一制度、編制、裝備、敎育、乃至戰爭的思想，都得從過去的戰爭現在

的與將來趨勢來改進,以求適應下一次的戰爭。 

    二、在第二次大戰前，軸心國家因爲在積極準備作戰，所以在軍事學

制方面，亦已開始作局部的改革。一元兵的全能敎育，陸海空的統帥敎育，

是二次世界大戰前軍事學制方面的一大革命，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

家因爲戰爭的準備稍後.軍官的數量不够，素質亦不十分良好，因爲要適應

現代的戰爭，所以英美馬上改變軍事敎育學制，埰用科學的分工方法，將

敎育的層次加多，教育時間縮短，大批的製造標準化的軍官，（所謂輪帶

育）一反軸心的一元兵的教育制度，結果大批的製造了專精的軍官，其素

質较諸軸心軍官尤有過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勝利的國家都在根

據此次大戰的敎訓和預想將來的戰爭，又在着手改革其軍事敎育了。潮流

所趨，自然我們亦不能墨守成法。 

    三、我國中央軍事機構，業經大胆的采用新型的制度。(其實此制度德

國在戰前就實行過)爲適應此一制度，自然軍事教育乃至部隊的編制裝備及

動員都得大大的革新，尤其軍事敎育須卽改革，因爲人才能實行制度。 

在抗戰末期的時候，不知道什麽人建議，（或許是最高統帥睿智的發現）

我們亦倣照了許多國家的例子，創辦了國防研究院，（外國是否採用此名

稱擬不詳論)以研究三軍統帥學和國隊建設。從此我國軍事學制的改革問題

                                                     
4
  本文刊登于<世界兵學月刊>第五卷，第二期，6-9頁，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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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已被人注意。當時大家注意焦點爲國防研究院的存廢問題，（或許是應

否成爲學制之一的問題）因爲大家以爲在陸軍大學（我國還沒有海，空軍

大學)之上另有一個更高的學制，自然爲傳統的陸大至高主義（其他出身的

軍官亦同）的將領們所難同意，（因爲有許多年高的將領無法再進國防研

究院）由此一爭就牽涉到整個學制的重新釐定問題。當時主管所擬的，據

我所知，(當時因我在侍從室工作主管此項業務)只着重在陸軍學制，而且

沒有新創意，除了加多一段的預備學校敎育外，就是在陸軍大學內設國防

硏究院（該校乃設兵學硏究院）並不定爲學制。此案本來算是裁可了的，

但後來預備學校未辦，原有的國防硏究院於還都後亦就宣吿結束，而陸大

亦未創辦國防研究院。時至今日，聞國防部亦重提舊事正在擬議中。所以

此時再來硏究新軍事學制問題，實尙未至『明日黃花』的時候。 

在此我先提出幾個軍事學制的改革案，作爲我們研究的參考。 

    一、美國陸軍軍官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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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陸軍軍官學制系統表 

 

  

國防大學|軍事工業大學（正規課程十月） 

空軍大學 

（正規課程十月， 

相關課程三月） 

 

指揮及參謀大學 

行政管理學院 

軍事情報學院 

聯合兵種學院 

後方勤務學院 

（正規課程十月，相關課

程三月） 

空軍高級技術

學校 

（正規課程十

月，相關課程

三月） 

 

空軍技術學校 

（正規課程十

月，相關課程

三月） 

 

高級地面軍兵

種學校 

（正規課程十

月，相關課程

三月） 

 

高級兵科技術

學校 

（正規課程十

月，相關課程

三月） 

 

空軍戰術學校（正規課程五

月， 相關課程三月） 

 

陸軍基本學校（基本軍官

訓練四月， 兵科基本訓練

五月，相關課程三月） 

 

陸軍部階

段： 

服役年數/範

圍 

7-15：國防

部與戰區之

行政管理，

軍以下戰

術，著重師

戰術 

3-10：師以

下戰術，著

重加強團戰

術 

地面及勤

務：營以下

戰術，著重

連戰術 

畢業后;陸軍

1；空軍 1-

4。 

聯合參謀本部

階段：服役年

數/範圍 

10-20:國防計

劃與戰略 

8-16：聯合作

戰，聯合海外

作戰，戰區作

戰。 

    聞其陸軍基本學校已恢復長期教育（四年）畢業後可與普通大學同等資格。 

註：空軍大學：其管理機關經由陸軍空軍總司令指導其教育制度。 

    各軍官完成基本軍官教育后，必須再受各該兵科基本學校或高級學校之教育。 

 

 

攷選受訓 

受訓人員：100% 

受訓人員：100% 

受訓人員：50% 

     陸軍參謀大學（正規課程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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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陸軍大學所草擬的軍官教育制度： 

 

 

註：此為陸軍大學向國防部建議的案。 

  

養成教育 

海軍各兵科

專門/後勤學

校（1年/6-

8 月） 

 

空軍各兵科

專門/後勤學

校（6-8

月） 

 
陸軍軍官學

校（一年

半） 

海軍軍官學

校（一年

半） 

 
空軍入伍生

（一年） 

 

空軍軍官學

校（一年

半） 

 
海軍入伍生

（一年） 

 

陸軍入伍生

（一年） 

 

養成教育 
 

國防大學/國防科學院（2

年） 

預備教育 

陸軍各兵科

專門/後勤學

校（6-8

月） 

陸海空聯合

憲兵學校

（一年） 

特業教育 

高級中學畢業生 

戰略及國防

教育 

海軍參謀學

校（一年） 

 

空軍參謀學

校（一年） 

 

陸軍參謀學

校（一年） 

兵工大學及

工科大學造

兵科畢業生 參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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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楊耿光將軍所擬的軍事學制： 

 

學員軍階 學制 宗旨和訓練時間 

上校，少

將，中將 

國防大學 正班：培養陸海

空軍各種幕僚人

才。三年 

特別班：培養

全能的國防幹

部。二年 

將官班：

培養大軍

統帥。一

年 

中校，少校 校官班 高級分科教育。選拔優秀中少校階級軍官，充

實其學術，以勝任團長，旅長，師長為限，畢

業后可以升級。一年 

上尉 上尉侯補

班 

高級分科教育。選拔優上尉階級軍官，充實其

學術，以勝任中少校之軍官爲限，畢業后可以

升為少校。一年 

中尉，少尉 加强教育 高級分科教育。訓練中少尉級之軍官，充實其

學術，以勝任連長為限，畢業后可以升為上

尉。三、四、六個月 

 初級分科

教育 

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

坦克兵、反坦克兵、防空、軍需、軍醫學校。

十個月或一年 

 預備教育 不分科。六個月 

 

註：見楊耿光將軍所著《軍事與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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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三案予以研究，自然以美國的制度分工較細，亦較合理，但國情與

我國不同。（如進學校前的學生程度我人絕不能及美人，學校是設備等亦

不及美國）楊案則較折衷。而以陸大的案比較遷就現實，改革較少，余不

擬於此詳評三案的優秀，余所欲言者，則以為改革學制有幾個原則，我們

應該遵守的： 

    一、軍官的養成以專精為原則，所以軍事教育的階層可以加多，而時

間稍為縮短。（養成教育的時間則不可縮短）因爲現代的兵器和戰術，乃

至動員與國防建設，實在是複雜萬分，若欲養成一個全能軍官，使他無所

不知，什麽都曉，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必須如此，亦不經濟。所以

現代的軍事教育必須分工極細，教育階層加多，而時間則應縮短。 

    二、軍官的基本養成教育，應注重普通科學訓練，而不分兵科為原則。

因爲現代戰爭，業已成功為科學的戰爭，不單兵器是科學化了，而一切指

揮運用亦應以科學為基礎，所以軍官於受養成教育時，應著重普通科學的

訓練，其程度如普通大學，所以時間亦應較長，招考時盡量提高其素質。

同時基本養成教育，專著重軍官的基本訓練，故以不分科為原則，將來至

兵科學校時再分科教育。 

    三、各兵科應養成高級專門將校，如蘇聯的炮兵大學……等相同。因

爲現代戰爭，單一兵種的大集團使用，已為常見之事，如大規模機械化戰，

炮兵戰，大規模的工兵構築工時等。所以現有戰略以上單一兵種編制，如

機械師，炮兵師，工兵師，騎兵師……等，因此戰略上單一兵種是指揮官，

亦應設法養成。 

    四、國防建設，動員，三軍統帥，業已成為專門的學問，因此完全必

須成爲一個學制，以養成此項人材。譬如最初軍事學制，因爲戰爭單純，

所以只有軍官學校便是。後來因爲兵科複雜了，而且各兵種本身亦極其服

裝，所以分了科而且設置了兵科專門學。及至晚近，因爲戰爭規模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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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兵必須聯合作戰，而後方勤務亦日益複雜，所以又有陸、海軍大學及最

近的空軍大學出現，以養成聯合指揮與幕僚人材，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已無人可以否認國防建設，動員與三軍統帥不是一種專門的學問了。所以

在三軍的大學之上，另成立一個國防建設、動員與三軍統帥的訓練機構(學

制)，國防大學亦可，國防硏究院亦無不可。 

    五、現代戰爭，因爲兵器的複雜和科學化，因此軍官的養成應注意分

工與合作兩個方法。愈是下級軍官，愈要專精，尤其技術的專精，.愈是上

級的軍官 ，則愈要講求合作、尤其戰術的運用。所以軍事敎育要注意分與

合，俾適切配合軍事所需要。 

    基於上述原則，我亦草擬新軍事學制一案，聊作本文的結論，亦以供

讀者和當局的參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