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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防建设  
 

 倘若人类皆爱和平，战争已经废除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也不必再

来谈什么国防建设了。  

 

     国防建设即是战争准备，现代的战争即为总体战。因此一般学者

对于现代国防建设恒分为国防政治建设、国防经济建设、国防文化建设

及国防军事建设诸部门。惟欲从事于这个新型国防的建设，决不是一蹴

而几，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可有济。必须了解本身与认识对

象（假想敌），发挥全力，作有计划的建设。才能强化国防，巩固国防，

做到「避免战争」或「战则必胜」——实现国防的目的。  

 

     中国是世界一个古国，也是一个大国，气侯温和，物产丰富，陆

有长白山、兴安岭、阿尔泰山、天山、葱岭、昆仑山、喜马拉雅山为天

然屏阵，海有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香港、海南岛、及东西沙群

岛为天然屏障，固然这些地理因素有利于我们国防上的防御，但亦不过

是补助的因素而已。正如孙子说：「地者兵之助也。」所以我们不可专

恃这个天然屏障来巩固我们的国防。因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由于轮

船战舰的使用，便可以打破我们海上的天然屏障。陆上的天然屏障，如

天山、阿尔泰山大致多和边界的方向维直，亦不足以阻止彼此的交通。

长白山、兴安岭横亘于东北的边境，葱岭、昆仑山、喜马拉雅横亘于西

南的边境，彼此亦有相通的道路，何况今后以飞机的进步，可以横渡海

洋，又可以飞越高山峻岭，又依于降落伞部队与空中步兵的使用，随时

可以侵入我们的内部。其次我们的境内有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黄河三

角洲），东南平原（长江三角洲），岭南平原（珠江三角洲），两湖平

原（包括洞庭湖流域和鄱阳湖流域），亦便于侵入之敌装甲部队的活跃。

我们再看：在过去对日抗战中，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敌人便得

安然在我沿海登陆。反之，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中，日本为什么不一鼓作

气侵入美国本部，主要的不是太平洋的障碍，而是因为没有优势的海空

军。又看德国的发动欧战，始终未能侵入英伦，主要的不是多维海峡的

障碍，而是由于英国海军的优势，及拥有相当的空军，足以控制多维海

峡。我们明乎此，就应致力于人为的国防建设了。但在人为的国防体系

中，像静的国防力量是不足恃的，正如二次欧战中，列日要塞不足以保

障比利时的安全，马奇诺防线不足以保障法国的安全，所以我们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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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防建段上，必须置重点于动的国防力量的建设，方足以巩固国防，

适应今后战争的要求。  

 

     在中国国防建设上，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一部伟大的国防指导原理。

该书劈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是指示我们在未战之前，就要致力于国防建设。倘若没有强大的国防

力量，而贸然与人家开战，其危险将不堪设想。跟着又说：「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故能为胜败之政。」又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再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

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可惜历代掌握着国防建设

大权的君臣们只把它当作一部兵法的书看，鲜有把它的原理通用到国防

上，即忽略它在国防指导上的价值。加以支配着历代君臣们的脑筋，又

是那些所谓「偃武修文」、「重文轻武」、「以大事小」、「以德服人」、

「佳兵不祥」、「兵凶战危」的思想，益以内战的频仍，国力的空虚，

遂使国防建设无从发展。即顶大工程的万里长城，在历代的防御上，亦

几等于零。尤以降及宋明之世，废除征兵制度，极端抑武扬文，一则崇

尚理学，一则提倡八股，致士林日趋文弱，更造成国防上一个大大的漏

洞，所以宋明皆由偏安而至亡国。迄于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华，对于汉

人的钳制，无所不用其极，所有兵事不许汉人过问，专事防内，不思防

外。洎乎列强帝国主义的侵入，先后惨遭鸦片（中英战争）、丁已（英

法联军战争）、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庚子（八国联

军战争）诸役的失败，割地赔款，举国骚然。这时清廷自知以一族一姓

之力不足以御侮图存，汉人从此始得过问兵事。说到当时对于国防建设

的主张，先后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海防论」，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

表的「洋务论」，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时务论」，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论」，毕竟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西洋富强的原

因，文化的精神，及中国国情，故所发为议论和主张，均未成为起死回

生之药，且因清廷的腐败过什，（如慈禧太后移海军建设经费来修颐和

园等），亦多未付诸实施，故终未把中国国防的力量壮大起来。  

 

     「没有国防，便没有国家。」国父因饱受第一次欧战的教训，又

目击国防的危机，更感到过去「海防论」，「洋务论」，「时务论」及

「维新论」的错误与失败，便决意为中国国防开辟一条新生之路，拟着

「国防计划」一书以为宣传，并作为今后国防建设的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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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父的国防言论，可以远溯上李鸿章书的「人尽其材，地尽其利，

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也可以说是他最初关于国防的主张。此后，

民元在广州军界欢迎会上致词说：「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成完

全巩固之国防，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民二覆陈其美先生论建

设国防武备书说：「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

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何也？我国之兵船不如外国之坚利也，枪炮

不如外国之精锐也，兵工厂不如外国设备齐完也，故今日中国欲富强，

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同志谓中国国防不有相当武备建设，此中

国不富强之原因，诚是也。故中国政府须勤修军备，然后可以保障国家

独立民族生存也。文现闻袁君世凯，拟向外国大借外债以为扩张新军备

建设之需，果此事实行，则中国有相当新军备建设也。如是则中国富强

可计日而待也。昔满清政府将扩张海军建设之费以为建设一大娱乐园

（指颐和园——浴日注）以作私人之娱乐，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

力整理新军备建设，改革中国旧军备也，而不有昔日满清政府之腐败也。

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武械自卫，则我国必为

虎所食也。故我国须改良武器，然后能自卫也，不为虎所食也。 」民

十三演讲三民主义时，更指出中国国防的危机说：「因为我们的海陆军

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外国随时可以冲入，随时可以亡中国。

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他们的陆军，平时可出一百万，战时可加到

三百万，海军也是很强的，几乎可以和英美争雄。经过华盛顿会议之后，

战闘舰才限制到三十万吨。日本的大战船，像巡洋舰，潜水艇、驱逐舰

都是很坚固，战闘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鹅潭来的两只驱

逐舰，中国便没有更大的战闘力的船可以抵抗，像这种驱逐舰在日本有

百几双，日本如果用这种战舰来和我门打仗，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

制我们的死命。而且我们沿海各险要地方，又没有很大的炮台，可以巩

固国防，所以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专

就军事上的压迫说，世界上无论那一个强国，都可以亡中国。」（「民

族主义」第五讲）  

 

     从上录国父这些言论，便可窥见国父拟着「国防计划」一书的动

机。至于该书的内容，根据国父于民国十年七月八日在广州给廖仲恺先

生的手札，那仅是国父拟着「国防计划」一书纲目草案，并非「国防计

划」一书的全豹。三民主义的自序说：「国家建设一书，较前三书为独

大，内函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灌宪法、地方政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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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而民族主义一册，已经脱稿，民权

主义，民生主义二册，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册，于思想之线索，研究之

门径，亦大略规画就绪，俟有余暇，便可执笔直书，无待思索。方拟全

书告竣，乃出而问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

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殊

可痛恨！」  

 

 国父给廖先生这封信，可当作他拟着「国防计划」一书的「大略

规画就绪，俟有余暇，便可执笔直书，无待思索。」倘若不遭陈逆叛变

的影响，而他又不是逝世得那么早，则这部国防经典必可依照此纲目完

成。  

 

 国父给廖先生的手札，原文如下：  

 

 仲恺同志鉴：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

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即三民

主义、五权宪法、国防计划、革命方略等）举而行之，以求一跃而登中

国于富强之域焉。不期当时之党人，以予之理想太高，遂格而不行。至

今民国建元，十年于兹，中国犹未富强如列强者，皆以不实行予之救国

计划而已。余近日拟着一书（十年国防计划）以为宣传，使我国全国国

民了解余之救国计划也。该书之纲目，笔之如下：  

 

一   国防概论  

二   国防之方针与国防政策  

三   国防之原则  

四   国防建设大纲  

五   制定永远国防政策，和永远以国防军备充实建设，为立国之

  政策  

六   国防与宪法  

七   太平洋国际政治问题与中国  

八   国防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外交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之关系  

九   国防与实业计划之关系  

十   发展国防工业计划  

十一 发展国防农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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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发届国防矿业计划  

十三 发展国防商业计划  

十四 发展国防交通计划  

十五 发展国防教育计划  

十六 财政之整理  

十七 外交之政策和战时外交之政策  

十八 移民于东三省、新疆、西藏、内外蒙古各边疆省计划  

十九 保护海外各地华侨之意见书  

二十 各地军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新建设计划  

二一 都市与乡村之国防计划  

二二 发展海军建设计划  

二三 发展航空建设计划  

二四 发展陆军建设计划  

二五 各项重要会议之召集，如开全国国防建设会议，海军建设会

  议，军事教育会议之属，由中央政府，每年举行一次，以为

  整理国防建设  

二六 军事教育之政革与训练计划  

二七 军器之改良计划  

二八 军制之改革  

二九 军医之整理及改良军人卫生之建设计划  

三十 国防警察之训练  

三一 军用禽兽之训练  

三二 国防本部之进行工作  

三三 仿效各国最新国防建设计划  

三四 举行全国国防总动员之大演习计划，和全国海陆空军队国 

  防攻守战术之大操演  

三五 作战计划  

三六 遣派青年军校学生留学欧美各国学习各军事専门学校及国 

  防科学物质工程専门学校之意见书  

三七 向列强定制各项陆海空新式兵器，如潜水艇、航空机、坦克

  炮车、军用飞机、汽球等，以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与仿制

  兵器之需  

三八 奖励国民关于国防物质科学发明之方略  

三九 购买各国军事书籍、军用品、军用科学仪器、军用交通器具、

  军用大小机器等，以为整理国防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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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组织考察世界各国军备建设之意见书  

四一 聘请列强军事専门人员来华教练我国海陆空军事学生，及教

  练国防物质技术工程之意见计划书  

四二 收回我国一切丧失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让地之计划  

四三 我国与各国国防实力比较表  

四四 抵御各国侵略中国计划之方略  

四五 训练国防基本人才三千万计划，训练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

  一千万计划  

四六 完成十年国防重要建设计划一览表  

四七 新兵器之标准  

四八 组织海陆空军队之标准  

四九 扩张汉阳兵工厂如德国克鲁伯炮厂之计划  

五十 国民代表大会关于国防计划之修改、国防建设意见书  

五一 欧战战后之经验  

五二 国防与人口问题  

五三 国防与国权  

五四 指导国民研究军事学问之研究  

五五 实施全国精兵政策  

五六 军人精神教育与物质教育之比较  

五七 注重国际军备之状况  

五八 我国之海军建舰计划，航空建设计划，陆军各种新式枪炮战

  车及科学兵器机械兵器建造计划  

五九 训练不败之海陆空军计划  

六十 列强之远东远征海陆空军与我国国防  

六一 各国富强之研究  

六二 结论  

 

  以上各计划，不过大纲而已，至于详细之计划，待本书脱稿，

 方可阅览。予鉴察世界大势及本国国情，而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

 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需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也。

 若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实行之，则中国富强，如反掌之易也。 

 手此，即候  

 毅安！       孙文七月八日  

 



《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电子版                            7/ 14                       第三章：国防建设               

李浴日著                              lee@leeyuri.org                  世界兵学社发行 
 

     这封手札中所载「国防计划」一书的纲目六十二项，虽说尚是一

篇信笔写来的简单初稿，却具有现代化国防计划的新规模。申言之，它

不是十九世纪以前那种纯粹军事的国防计划，已进而把关家的整个活动

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和军事并列一起，完成全体性的国防建设，

来适应现代全体性的战争（即总体战）。他眼光的远大，计虑的周详，

实为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辈望

尘莫及。  

 

     国父这个国防计划大纲草案，真是范围庞大，项目繁多，加果完

成，必是一部辉煌巨著，与三民主义，实业计划二书，鼎足而三。我要

加以说明和研究的：  

 

 首先是第一项：「国防概论」，这是关于国防一般论述，亦可以

说是全书的楔子或绪论。第二项：「国防之方针与国防政策」，所谓国

防方针是根据国防思想（国防思想根据战争思想），假想敌国及本国各

种特殊情形而制定的。国父所要制定的国防方针，是自卫的，不是侵略

的，是守势的，不是攻势的，正如四十二项所说：「收回一切丧失疆土，

及租借地，租界，割让地之计划」及四十四项：「抵御各国侵略中国之

方略。」又如手札所说：「免受各国兵力侵略」，依此而完成中国之自

由独立。所谓国防政策是为实现国防方针的手段与方案，它是随时代环

境而变更的。而国防方针则可经久不变，或往往一成不变，两者的关系

如此，其不同又如彼。至于国防政策的范围应包括国防政治政策，国防

经济政策，国防文化政策，国防军事政策，而以军事为中心。第三项：

「国防之原则」，本来在国防原则上，是以使敌人一兵一卒，不得侵入

国境为最高原则，英国亚尔夫来多氏说：「真正的国防，在于不使敌人

上陆一步。」近代各国军事家亦多主张：「求战场必于国境之外，但这

是要拥有强大的武力，例如美国今日的国防，以拥有优势的原子武器及

陆海空军，当然可以采用此一最高原则，试看她西边的第一道防线在易

北河，东边的第一道防线，在所谓「太平洋防线」，便可想而知。以我

们今日的国防力量，自然谈不上采取此原则。惟依国父的意见，则以采

取守势作战击败侵入的敌军为原则。不过今日的国防观念，已由一国的

自卫，扩大为一个集团的共同防卫，如欧洲的此利时、荷兰、卢森堡诸

小国，由于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国，亦可以保其安全。不过一个国家总要

能自强才可。第四项：「国防建设大纲」这是确定国防建设的依据、宗

旨、实行的方法与步骤，及所必备的条件与程序，正如建国必须制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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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纲」一样。国父国防建设计划的整个内容，依于大纲草案可分别归

纳为国防政治建设，国防经济建设，国防文化建设，国防军事建设四部

门，并作简单的说明和研究如下:  

 

 

 

 政治要以国防为中心，这是现代政治的趋势。倘若政治建设不合

乎国防的要求，或失败的话，在平时足以招致国防的不安，到战时，尤

足导致战争的失败。所以大纲中对于政治极为重视，故订有第五十三项：

「国防与国权」，国权亦称主权，从事国防的建设，必须先求国家主权

的独立完整，要能自由行使，不受人家的支配。第六项：「国防与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大本，是说中华民国应建设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

俾能发挥全民的力量来建设国防，并使军事国防的进行，不受政治变动

的影响。第八项：「国防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央政府之关系。」

三民主义与国防的关系，略如上述。五权宪法乃为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

政府，建立一个万能政府，负责国防的建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于

国防建设，应厘定职权，分工合作，且全体人员均要洁己奉公，增进效

率。第三十项：「国防警察之训练」，用以防奸捕谍，维持国家治安，

且可作为战时的预备军。第二十一项：「都市与乡村之国防计划」，是

为建设全国都市与乡村的国防化。第五十二项：「国防与人口问题」。

这是关于全国人口的生殖养育问题，在国防上所需要的是质优量多，但

两者比较，质重于量。故应提倡国民体育，预防疾病，增进营养。第十

八项：「移民东三省、新疆、西藏、内外蒙古各边省计划」，用政府力

量，移民于西北边省，以解决本部人口的过剩，并得充实边疆，开发资

源，巩固国防。第十九项：「保护海外各地华侨之意见书」，华侨为革

命之母，向来对于祖国有很大贡献。故在国防上应尽量设法（或用外交

或用海军）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在海外得以自由生存发展，不受人家的

侮辱与宰制。还有第十七项：「外交之政策和战时外交之政策」，平时

外交，在取得友邦的协调与援助，以利国防建设。战时外交在孤立敌人，

争取与国，以促进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确立有效的外交政策。总之，

我们要尽量利用外交来达到我国防上的要求，却不可忽略外交的后盾

——国防武力。  

 

 

 

一、国防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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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为国防力之一环，现在一国的经济建设，已由国民经济发展

到国防经济的阶段。关于国防经济的定义，据国防经济学者的见解，它

是表现于下述的三种形态：第一、平时经济，作战争的准备，其主要目

的，仍在满足一般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过渡时期经济，即在战争危

机迫切的时候，实行各种准备战时经济的手段，如经济动员。第三、战

时经济，即经济战争，主要在满足国防武力，国民经济的需要，及对敌

实施经济战。在国防建设上，如果经济没有建设成功，则其他一切建设

计划，将难完成，而国防经济的建设，要在完成军事的经济力量。国父

说:「大德意志联邦成立之初，本来是农业国，后来变成工业国，因为

工业发达，所以陆海军也随之强盛。」（「民族主义」第四讲）大纲上

有第五项：「永远以国防军备充实建设，为立国之政策。」这是指示我

们今后的经济建设要以国防军事为中心。第九项：「国防与实业计划之

关系」，国父的实业计划，即属于国防经济——平时的国防经济，自然

与战时有密切关系。第十项：「发展国防工业计划」，工业分为轻工业

与重工业，我国今后对于工业的建设，应侧重于重工业，以便生产新武

器，而加强国防军的战闘力。正如俾士麦说：「国防的基干是深植于工

业繁荣的沃土中。」第十一项：「发展国防农业计划」，在实现全国粮

食的自给自足，准备支持来日的长期战争。第十二项：「发展国防矿业

计划」，在尽量开发各地矿产，如开采金银矿产，以应财政上之需。开

采煤、油、钢、锡、钨、锑、铝、铅、锌等矿产以供工业上之用。第十

三项：「发展国防商业计划」，在使国内和国外的贸易活动，都在政府

的管制之下，俾有助于国防力量的养成。例如奖励大量输入国防用品及

重工业的器材原料，使一切国防上及重工业上之基本设施，得以尽速完

成。而于奢侈品及非必需品则禁止输入，以节约外汇，但要注意的，必

须禁绝奸商污吏的走私漏税。第十四项「发展国防交通计划」，为建设

陆上水上空中各种交通网，以便国防上的通讯和运输。第十六项：「财

政之整理」，这是国父有感于当时财政的紊乱，不合乎国防的要求，故

提出这个计划，在肃清贪污，确立制度，平衡收支，培养税源，增加收

入，俾国防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二、国防经济建设 

三、国防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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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力量在战争上亦可以取胜，与武力的比较，武力固可以取胜，

但武力为保持其所获得的胜利，仍须继以文化的发扬。国父说得好：「大

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出于武力发展，

继之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民族主义」第六讲）可是为发

展文化，充实文化的力量，首在实现学校教育的国防化，但亦包括社会

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国防化，旨在把每一个国民养成「国防人」，以参加

国防工作及全民战争。第四十五项：「训练国防基本人才三千万计划，

训练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一千万计划」，这真是一个迫切而庞大的计

划，在常人骤然看来，似乎近于吹牛，诚如现代国防部门之广，国防业

务之繁，非养成这么多的人才莫办，尤以战时国防各部门的动员需要人

才更多，故不可不预为准备。第五十四项：「指导国民研究军事学问之

研究」在增进国民的军事常识及技能，其实施方式——或用演讲，或用

通讯，或用图书仪器，或设立训练班，或设立各种协会如射击协会，防

空协会来促成之。还有。第三十八项：「奖励国民关于国防物质科学发

明之方略」，我们知道：科学是国防的基础。今日我国最感落后的就是

科学，用欲发展科学，除普及科学教育外，还要奖励専家分途研究，多

多发明。现在世界各国科学水准最高的国家，首推美国，科学研究机关，

有如林立，不惜金钱的耗费，所以在二次大战中，终于完成了原子弹的

发明。至于各国政府对于科学上有特殊贡献或发明的専家，奖予巨金，

乃为常事，且有赐以爵位者，如意国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的获得侯爵，

有享受国葬之礼者，如德国巴罗尼布氏的逝世，他是尼布可式图版的发

明家，又为无线电传真的功劳者。且远在一八八二年陆巴特克福博士远

赴印度，发现了虎疫的病原菌，回国时，威廉第二欢迎以凯旋将军之礼，

科学坛上，一时传为佳话。国父说过：「恢复我们一切国粹之后，还要

去学欧美之所长。……外国的长处，就是科学。……如果能够迎头去学，

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民族

主义」第六讲）确是真知灼见。  

 

 

 

     军事在国防上为重要的一环。上述政治、经济、文化诸部门均要

与军事配合而并进。因为国防建设是准备战争，而军事战又是总体战的

骨干，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简直无从巩固国防，参加现代的战争。先

谈军事教育，大纲中第二十六项:「军事教育之改革与训练计划」，我

国军事教育向落人后，亟应改革，及树立健全的训练计划，以资养成优

四、国防军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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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干部。第五十六项：「军人精神教育与物质教育之此较」，两者比

较，当以精神教育为重，尤以物质装备处于劣势的国军，更应以精神教

育为重。第五十九项：「训练不败之海陆空军计划」，欲训练陆海空军

成为战而不败的军队，确非易事，有待于优良教育的建设，使指挥官对

于战略战术运用自如，士兵对于战闘技能极为娴熟，及全体官兵均有为

主义而奋闘牺牲的决心。第三十六项：「遣派青年军校学生留学欧美各

国，学习于各军事专门学校，及国防科学、物质工程専门学校之意见书。」

此为深造青年学生成为専家来担当军事上或经济上的国防建设等任务。

第四十一项：「聘请列强军事専门人员来华教练我海陆空军事学生，及

教练国防物质技术工程之意见书」，这是「楚材晋用」的政策，因我国

向来缺乏此项专才，故宜酌聘诸友邦，以为顾问或教官。  

 

 说到二十八项:「军制之改革」，是主张改革军队的建制及保育制

度，以适应国防上的要求。第五十五项：「实施全国精兵政策」，是说

今后的建军，应采取精兵主义，在平时兵额宜少不宜多，以免旷耗国帑。

相反的，在战时却要求兵愈多愈好，兵多而素质又优良，战则必胜。这

也是国父主张采取「征兵制度」的理由。第四十八项：「组织海陆空军

队之标准」，这是属于军队的编制问题，而军队编制的标准。则以拥有

兵员兵器，及战术要求，敌军状态而定，且应不断提高标准。中国人做

事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标准，在建军上尤应切戒。第二十九项：「军医

之整理及改良军人卫生之建设计划」，孙子说过：「凡军好高而恶下，

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故为维持军人的康

健必须讲求改良卫生，而改良卫生，首在整理军医，及确立改良卫生建

设计划。第三十一项：「军用禽兽之训练」，如骡马、军用鸽、军用犬

等的训练。第二十七项：「军器之改良计划」，第三十七项：「向列强

定制各项海陆空新式兵器，如潜水艇、航空机、坦克炮车、军用飞艇、

汽球等，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与仿制兵器之需。」第四十九项：「扩

张汉阳兵工厂，如德国克虏伯炮厂之计划。」第五十八项：「我国之海

军建舰计划、航空建机计划、陆军之各种新式枪炮战车及科学兵器机械

兵器建造计划。」这都是关于兵器之政良，购买和制造的计划,在充实

国军的新锐兵器，加强战闘力量。但为制造兵器，及供其他军事上之需，

则要有种种工具，所以又有第三十九项：「购买各国军事书籍、军用品、

军用科学仪器、军用交通器具、军用大小仪器等，以为整理之需。」还

有第四十七项：「新兵器之标准」，这是说国军所用的新兵器，如陆军

兵器、空军兵器、海军兵器、化学兵器等，均要有一定的标准，即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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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制式要一律，种类要单纯，自制的要有一定标准，外购的亦要有一

定标准，以便战时补充。但以未来战争的长期，对于一切武器必须能够

自制自给，外国的仅为过渡时期及供仿造而已。至于扩充汉阳兵工厂，

如同德国克虏伯炮厂，不过举其一例，其他海空军等厂，亦当要与世界

一等强国并驾齐驱。第二十项：「各地军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新

建设计划」，这是军事建设上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工程浩大，需费亦巨。

军港为海军根据地，航空港为海军航空根据地，要塞为筑城之一种，通

常区分为：（一）陆地要塞，（二）江岸要塞，（三）海军要塞。炮台

为设置炮位之所，要塞的一部。至于要塞的功用，在节省兵力，阻塞敌

人，消耗敌人，疲困敌人，给予自已的军队以攻击敌人的适当机会。但

我们则不可过信要塞的功用，如要认为我们已经构筑有强固的要塞，从

此敌人便不敢来犯，那是错误的。世界顶有名的强固要塞，如比国的列

日，法国的马奇诺，英国的新加坡，曾经先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文宣告

她悲惨的命运，这真是我们一个最宝贵的教训。以上各项皆属国防军事

建设计划。亦可分别归并于第二十二项：「发展海军建设计划」，第二

十三项：「发展空军建设计划」，及第二十四项:「发展陆军建设计划」

之内，这是无所不包的大军事建设计划。  

 

     其次，说到第二十五项：「作战计划」，孙子说：「多算胜，（算

为作战计划——浴日注）少算不胜。」拿破仑说：「完备的计划为战争

胜利之母。」近代各国的作战计划通常由参谋本部策定的，像有名的「史

蒂芬计划」，便是德国参谋总长史蒂芬主持参谋本部时所豫定的对法作

战计划，德国于第一次欧战未能攻下巴黎，打败法国，是因小毛奇没有

澈底执行这个计划的错误。二次欧洲大战希特勒的打败法国，也是根据

着「史蒂芬计划」而变化运用。可见作战计划在国防上的重要性。这里

所说的「作战计划」，虽可以解释它包括政治作战，经济作战，文化作

战及军事作战等计划，仍以専指军事的作战计划而言为洽当，如陆军作

战计划，海军作战计划，空军作战计划，及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还

有第三十四项：「举行全国总动员之大演习计划，与全国海陆空军队国

防攻守战术之大操演。」动员的原意，是最初步的军事行动，亦即最末

一次的军事准备，也可以说是建军（装备）的准备完成与作战（集中）

的行动的开始。于此足见动员最初的范围，是限于军队的装备，但自普

法战争后，动员范围已逐渐扩大，直至第一次欧洲大战，其范围更加扩

大，便有全国总动员之说。所谓全国总动员，即包括军事动员与民事动

员两部。民事动员，日本称为「国家总动员」，即除军事外之全国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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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国总动员演习，系在平时将所编成的动员计划加以实地演习，错

误发生即予改正，并求熟则生巧，俾到真正动员的时候，得以迅速确实，

为完成全国总动员的准备，以便战时立刻实现全国的总动员。  

 

 以上各部门的国防计划，国父原拟假以十年的长期间来完成其重

要建设的，故大纲中有「完成十年国防重要建设计划一览表」的第四十

六项，不过以科学落后，国防基础薄弱的我国，欲使其变为世界一等强

国，守必固，攻必取，则非十年所可奏效，十年之后，仍须来无数个十

年。正如德皇威廉第二所说：「国防是永远做不完的怪物，改善和增进，

亦同样的无止境。」虽说威廉的国防观是侵略的，但我们为自卫计，亦

须不断地建设下去，因为世界各国的国防建设，有进无止，科学的进步，

亦一日千里，倘若我们自甘落后，或中着「一劳永逸」之毒，则所建设

的国防，必不足以适应将来战争的要求，无法逃避亡国灭种的命运。所

以国父在大纲的第五项中定有「制定永远国防政策」。国父说过：「所

谓无敌国外患，是自已心理上觉得没有外患，自以为很安全，是世界最

强大的国家，外人不敢来侵犯，可以不必讲国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

至亡国。」（「民族主义」第五讲）这也是说国防要作不断的建设的。  

 

 此外，第三十三项：「仿效各国最新国防建设计划」，此为取长

补短，但须经过消化，可归并于上述四大部门之内。关于国防建设的机

构，国父主张设置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国防本部（第三十二项）及召集各

种国防会议（第二十五项及第五十项）以为整理国防建设及设计之资。  

 

     总之，中国为世界的一环，中国不能离开世界而闭关自守，所以

为建设中国的国防，或确立有效的国防计划，固然要「知己」，更要「知

彼」，即要明了国际形势，列强虚实，及其对我态度，谋我奸计。所以

大纲中有第四十项：「组织考察世界各国军备建设团之意见书」，第五

十七项：「注重国际军备之状态」，第七项:「太平洋国际政治问题与

中国」，第六十项：「列强之远东远征海陆空军与我国国防」，第四十

三项：「我国与各国国防实力比较表」，第六十一项：「各国富强之研

究」，及第五十一项：「欧战战后之经验」，这一项所谓「欧战」，系

指第一次欧战而言，今日我们是要进而接受二次欧战及韩战的经验了。

但在国防建设上，则不能只是根据今天战争的经验，而忽略了未来战争

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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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法说：「国虽强，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是

教示我们不可好战，却不可松懈了国防的建设，所以我们在战时要积极

建设国防，就是平时也一样要积极建设国防。我们因为过去国防力量的

薄弱，所以一遇日本的侵略，只得且战且退。胜利后，未遑建设新的国

防力量，又遇俄帝侵略，共产倡乱，大陆沦亡，赤祸蔓延，言念及此，

殊可痛恨！今我政府已决意一切从台湾做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他

日反攻胜利，务须根据国父这个宝贵的遗教，斟酌实际需要，详订实施

计划，淬励奋闘，实践力行，使我国防日臻强固，永无外患的侵凌，并

维特世界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