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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风翰先生是台湾著名学者，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民国军事史、军制史方面著述尤多，著有《直皖战争与直系变迁》、《
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与指挥系统的建立》、 《论国共三段战争》等，往海内外影响较大。
这部《国民党军事制度史》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成果，本书共设陆军、空军、海军、后勤、省军与保安
部队、警务与宪兵等十一章，对国民党不同历史阶段的国防政策、军事制度、中央与地方部队的组织
与演变，都追踪索要，做了详细的考述。
其史料之完备，论述之精要，都是过去同类著作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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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凤翰先生是台湾著名学者，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晚清史、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民国军事史、军制史方面著述尤多，著有《直皖战争与直系变
迁》、《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与指挥系统的建立》、《论国共三段战争》等，在海内外影响较大。
　　这部《国民党军事制度史》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成果，本书共设陆军、空军、海军、后勤、省军与
保安部队、警务与宪兵等十一章，对国民党不同历史阶段的国防政策、军事制度、中央与地方部队的
组织与演变，都追踪索要，做了详细的考述。
其史料之完备，论述之精要，都是过去同类著作无法相比的。
特别是关于警备、宪兵、后勤和保安部队等部分，更具有开创性。
这部书稿还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国民党军撤台以后，面对两岸关系的变化，在军事编制和武器配备
上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演变。
　　国民党军事制度史是民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两岸学者受史料的局限，最容易产生分歧，相
互对立的领域。
我们相信这部书的出版，可以为民国史、民国军事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
使两岸学术与文化交流走向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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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上第一章 国防政策第一节 国家安全第二节 国防组织第三节 防卫作战指导第二
章 陆军(上)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第二节 北京政府第三节 北方动乱与军政府第四节 国民政府与北
伐第五节 中原大战后的陆军第六节 抗战前的陆军第三章 陆军(下)第一节 抗战时期——从统帅部到军
团第二节 抗战时期——各军师的演变第三节 抗战时期——特种部队与游击部队第四节 战后整军与国
共战争第五节 大陆挫败与撤台第六节 台湾整军备战与蜕变第四章 海军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之海军第
二节 北京政府之海军第三节 护法政府与广东国民政府的海军第四节 国民政府之海军第五节 抗战期间
之海军第六节 战后海军之重建第七节 撤台后的海军发展第五章 空军第一节 北京政府时期的航空第二
节 护法军政府与国民政府时期之空军第三节 航空委员会之空军第四节 国共战争与行宪时期之空军第
五节 迁台后空军之整建《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下第六章 后勤第一节 民国初年之后勤第二节 国民革命
军北伐剿共时期之后勤第三节 抗战时期之后勤第四节 国共战争时期之后勤第五节 台澎基地之后勤第
七章 警备与宪兵第一节 民国时期警备(卫戍)机构之设置第二节 民国时期警备(卫戍)机构之编制及职权
发展第三节 民国时期警备(卫戍)机构之工作状况第四节 迁台后警备机构之组织发展第五节 迁台后警备
制度兴革第六节 我国宪兵源流第七节 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宪兵之发展第八节 在台时期宪兵之重建与
发展第九节 宪兵勤务第八章 国防科技(上)第一节 统述第二节 陆军及通用武器装备研制第九章 国防科
技(下)第一节 海军舰艇及其武器装备研制第二节 空军飞机与武器装备研制第十章 省军与保安部队(上)
第一节 冀、豫、鲁、青(岛)第二节 苏、浙、皖第三节 湘、鄂、赣第四节 闽、粤、桂、台第十一章 省
军与保安部队(下)第一节 辽、吉、黑、热第二节 晋、察、绥、宁第三节 陕、甘、青、新第四节 川、
云、贵、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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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国防政策国防政策涵盖三个主题：一、国家安全；二、国防组织；三、防卫作战指导。
现分三节论述。
第一节 国家安全一、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元年元月元日至二月十五日）此时正值列强（英、日、俄、
法、德、美等）侵犯中国边陲，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民族主义，倡导维护国家安全，民前一年( 1911)
由同盟会所领导的拒英、拒法、拒俄等运动，可代表当时民问对国家安全的策略。
然列强并未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二、北京（洋）政府（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七年六月八日）北洋政府，政治中心在北京，国政由
北洋军系主导，分初期、临时执政府及中华民国军政府：段。
威胁困家安全的，在外有列强侵扰，在内有一波波的政争以及军系混战。
（一）列强侵扰北洋政府时期，因承继晚清不平等之条约，列强的政治、经济势力遍及全国。
有“条约”、“开放”、“停靠”三种口岸，多达92个地方，其中48处设有海关。
在16个条约口岸出现“租界地”或“侨民居住地”，有如列强的“自治飞地”，外国不但握有“治外
法权”，还掌握地方行政权与收税权。
如天津有——英、法、德、日、意、俄、比、奥租界；汉口有——英、法、日、德、俄租界；广州有
——英、法租界；厦门有——英、日租界；上海有公共租界（原英、美租界合并）和法租界；镇江、
九江有英租界；重庆、沙市、杭州、苏州、福州有日租界；鼓浪屿有公共租界（包括英、美、德、法
、日、西、荷、比、瑞（典）、挪、丹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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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上下)》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成果，国民党军事制度史是民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两岸学者受史料的局限，最容易产生分歧，相互对立的领域。
我们相信这部书的出版，可以为民国史、民国军事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
使两岸学术与文化交流走向一个新的起点。
刘凤翰先生是台湾著名学者，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晚清史、中华民国史研究，在民国军事史、军制史方面著述尤多，著有《直皖战争与直系变
迁》、《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与指挥系统的建立》、《论国共三段战争》等，在海内外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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