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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从一定侧面来讲，是一部中国军民围绕着转换或开辟、维护和保卫国际战略
通道的战争史，也是一部中国反封锁、反包围的军事、外交斗争史。
战时，中国围绕反封锁和反包围的军事、外交斗争，对当今我国进行国际战略通道开辟、建设与维护
管理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二战时期中国战场国际战略通道研究》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围绕中国国民政府在
战略通道建设中的基本历史，针对日本封锁和阻断中国与国际的战略通道相关情况进行全面研究分析
。
重点对中国国民政府根据日军的攻势和战局的转换，适时转换或开辟中国战场上的海上通道、西北中
苏通道、中越通道、滇缅通道、“驼峰”通道和中印公路通道，并对每条通道展开的封锁与反封锁军
事、外交斗争，以及这些通道在战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进行探讨，总结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斗争的成败
得失，最后得出对当今我国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安全、开展战略通道国际合作等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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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永东，1976年生，1991年入伍。
历任战士、学员、参谋，现为成都军区司令部某部处长。
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军事经济学院、军事科学院，研究生学历，军事学博士。
参与完成国家、军队多项重点课题，担任十八集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忠诚》撰稿，在中国第二次世
界大战史研究会年会发表《论二战期间的中国国际战略通道》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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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此同时，日军还占领了烟台（1938年2月3日）、威海（1938年3月7日）、厦门（1938年5月11日
）等大中型港口，并于1938年6月21日在汕头以东约20海里的南澳岛登陆，在岛上建立码头、机场，将
其作为监视、封锁汕头及进攻华南的作战基地。
　　配合日军陆军占领中国沿海重要港口的行动，并为切断中国来自海外的援助，日本海军对中国的
全部海岸线进行了封锁。
1937年8月25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宣布封锁中国长江口以南至汕头的中国沿海交通。
9月5日，日军宣布扩大封锁范围，日本海军对中国沿海北起秦皇岛、南到广西北海的几乎全部中国海
岸线都实施了封锁作战。
1937年11月20日，日本将第2、第3舰队合编为中国海舰队，专门负责执行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任务。
　　战争初期，日军还占领了中国沿海的崇明岛、马鞍山岛、舟山及杭州湾附近各岛屿共约370多个，
在这些岛上建立淡水供应地、物资集散场、港口、飞机场等设施，作为封锁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的基地
。
　　在外交上，日本开展外交攻势，力图迫使西方国家和苏联停止供应中国军火武器。
早在1937年12月5日，日军参谋本部军事课课长田中就提出：“应重视破坏第三国对蒋的支援。
蒋介石政权的长期抗战，主要依靠外国支援。
应促进对法、英、意、德、捷克的工作，以期停止援蒋，并努力阻止输送、转运的道路至为重要。
”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使其成为日本外交的指导思想。
　　一、中国的反海上封锁斗争和日军加强海上封锁　　针对日军的海上封锁，中国国民政府和军队
也以军事和外交等多种手段加强反封锁斗争，主要采用两种手段。
　　一是开展外交活动，利用第三国控制的港口和租界进行物资输送。
中国最有成效的反海上封锁措施是利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以及法国控制下的广州湾，作为中国难得
的海上国际通道。
香港原来有两条主要国际航线：香港一马尼拉一美国、香港一新加坡一欧洲。
各种客货飞机在两条航线上穿梭，将香港与世界连接起来。
抗战爆发后，中国航空公司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香港一重庆，专门运输重要进出口物资和人员，
使中国内地与香港连接起来。
香港与广州、汕头、广州湾、北海等华南沿海港口之间有发达的海运交通，香港与上海、鼓浪屿等沿
海租界之间也有定期班船，中国可利用中立国船舶运输进出口物资。
日军占领中国沿海天津、上海等大型港口后，中国国民政府即与英国政府谈判通过香港运进军需物资
。
由于日军侵华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英国在华利益，英国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同意了中国的物资过境
要求。
西南运输处（中国国民政府所设的管理华南和西南国际运输的机构）主任办公室、军事委员会兵工署
、中央信托局、交通部、经济部、贸易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广东省政府，随即在香港开设办事处，
代表政府采购和转运军需物资。
为了充分使用香港口岸，中国接通了粤汉铁路南北两段，并接通了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
这样，中国进出口物资可利用香港沿广九和粤汉两条铁路源源不断地进出。
另外，还动员10万民工修筑广州至香港的公路，广东民工只用了24天就修通了这条长145公里的公路，
成为进出香港的又一条重要交通线，约有50万吨军事物资从这条公路运往华中，对中国抗战起到了重
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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