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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步确立了以首都南京为中心的国

防建设思路，考虑到未来日军在杭州湾南北两岸实施登陆作战的可能性，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
年，国民政府在杭州湾北岸首先修筑了乍浦、澉浦国防工事，在杭州湾南岸的镇海穿山等

处也构筑了少量步兵工事，从而形成杭州湾沿岸防敌登陆的“乍澉甬海岸阵地”，此外在南

岸还移筑了镇海要塞炮台，以期发挥阻敌作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日军为扭转在上海作战

的困局，避开了国民政府战前修筑的乍浦、澉浦国防工事，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轻易登陆，
致使战前修筑的杭州湾北岸工事未能发挥其预期作用；在此后数年内，日军对南岸镇海要

塞等处反复炮击，并数次试图登陆，直到１９４１年４月才最终实现登陆意图，因此，就抗登

陆作战而言，杭州湾南岸镇海要塞炮台还是发挥了一定的阻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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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修筑国防工事。国民政府在逐步确

立南京作为全国国防中心的战略过程中，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６年首先在杭州湾南北两岸修筑了“乍澉

甬海岸阵地”，并移筑了镇海要塞炮台，其目的是阻挡日军将来在杭州湾南北海岸实施登陆。从战

争演变的实际格局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正是通过从杭州湾的登陆作战才扭转了其在淞沪会

战中的不利局面。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战前国防准备的角度还是从实际作战的角度，杭州湾国防工

事的修筑以及利用都应是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就学界目前的研究而言，学者的目光多聚

焦于国民政府后来修筑的吴福线、锡澄线和乍平嘉线３个大的国防工事线。① 由于乍平嘉阵地线

的范围涉及乍浦，因此有些研究也会将早期修筑的“乍澉甬海岸阵地”和后来修筑的乍平嘉阵地加

以混淆。事实上，由于不同国防阵地的预期作用各不相同，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国民政府在对国

防阵地的划分中，都是明确将“乍澉甬海岸阵地”和乍平嘉阵地加以严格区分的，且工事的数量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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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国民政府国防工事吴福阵地、锡澄阵地和乍平嘉阵地的修筑与作用，多位主持修筑的国民政府军政官员在其回忆录
中均有记载，如《张治中回忆录》（华文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 版）、《张 发 奎 口 述 自 传：国 民 党 陆 军 总 司 令 回 忆》（当 代 中 国 出 版 社２０１２年
版）、《黄绍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等。此外，参与工事修筑的工兵学校教官黄德馨著有《京沪杭国防工事的设想、构筑
与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八
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黎玉絮著有《宁沪杭国防工事的修建及在实战中的运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
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１９９５年第１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史料专辑》），这些回忆录一方面回顾
了工事修筑的经过，同时也对工事的利用有所评价，总体来讲，认为这些工事没有发挥过作用。在学界的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的
代表性论著主要有马振犊、陆军：《八一三淞沪会战》（航空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陈谦平：《试 论 抗 战 前 国 民 党 政 府 的 国 防 建 设》
（《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余子道：《论杭州湾北岸和太湖南走廊对日作战》（魏延秋编：《当代学者论淞沪会战》中，上海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陈伟桐：《杭州湾战事与淞沪战役》（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１７辑，２００７年）、张智慧：《日文
档案资料中的金山卫登陆》（《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张 程：《淞 沪 会 战 后 至 南 京 保 卫 战 前 中 日 两 军 华 东 战 场 作 战 史 实 考
察》（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６年）等。在以上的研究成果中，张程的研究主要利用了中日双方的战报，与其他研究成果的结论
不同，该文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这些国防工事的作用。至于国民政府军方所称“乍澉甬海岸阵地”（实际上就是杭州湾南北岸海岸阵
地），以上的研究成果有部分涉及其利用的问题，工事的修筑尚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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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别计算。简单地说，“乍澉甬海岸阵地”就是杭州湾南北沿海阵地，它特指杭州湾北岸的乍浦、

澉浦工事以及杭州湾南岸镇海穿山等处步兵工事。至于镇海要塞炮台所筑工事，虽然未计入“乍澉

甬海岸阵地”，但当时军方将其与镇海穿山等处工事统称为“宁镇区工事”，其作用仍在于抗敌登陆，

因此似当列入杭州湾国防工事范围。① 本文之旨在于考察国民政府战前在杭州湾南北两岸国防工

事的修筑经过及作战预期，此外对这些工事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作简要的评估。鉴于后来修筑的

乍平嘉阵地线的范围仍包含有乍浦，本文会略有涉及；至于吴福阵地和锡澄阵地，虽然均地处杭州

湾北部，但毕竟不是沿海海岸工事，本文不做讨论。

一、杭州湾北岸国防工事修筑与作战预期

中国大陆海岸线１８４００公里②，自北向南分布有渤海海岸线、黄海海岸线、东海海岸线、南海海

岸线，其中东海海岸线约占４０％。③ 在东海海岸线上，西北角的杭州湾位于今浙江省北部、上海南

部，西起浙江海盐县澉浦镇长山至浙江慈溪、余姚市交界的西三闸，东至上海市南汇县芦潮港至浙

江镇海甬江口连线，东西长９０公里，湾口宽约１００公里，面积约５０００平方公里。④

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事实上将国家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均集中于东南地区，杭州湾

的国防地理价值自然凸显。其中，杭州湾北岸自西向东分布的澉浦、乍浦、金山卫、拓林一线地处沿

海最前哨，陆地上靠近国民政府经济中心上海，也是国民政府政治中心南京的海上屏障，因此，敌方

由此登陆便可直接威胁到京沪安全。地处杭州湾南岸的镇海要塞及附近区域，北与澉浦、乍浦等地

遥相呼应，西通宁波，近代以来一直都是防御敌方由海上登陆的重要门户。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

变爆发后，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在上海的军事力量，国民政府的海防布局受到空前挑战，深感海防“藩
篱崩溃、门户洞开，益觉江海防务之整备势不容缓”。⑤ 正是在此背景下，１９３３年２月，国民政府决

定在杭州湾北岸沿海地带首先在乍浦、澉浦两地修筑国防工事。２月１７日，根据蒋介石电令，浙江

省政府拨金库券５０万元作为乍浦、澉浦区海防建设经费，并成立乍澉浦区海防工程处，专门负责工

程建设。浙江省政府委派省保安处官员鲁忠修兼任乍澉浦区海防工程处主任，由于该项工程系军

事用途，因此工程处同时受宁波防守司令部管辖（时任司令王暤南），宁波防守司令部隶属国民政府

军政部，但有关国防设计和作战等事宜则需秉承参谋本部之令。这样，乍浦、澉浦海防工事实际上

就变成了一个由浙江省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共管的军事工程。⑥

工程开工之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派德国顾问担任技术指导。１９３３年４月，参谋本部派德国军

事顾问劳威等人对杭州湾北岸乍浦、澉浦进行了实地考察。劳威认为，比较乍浦、澉浦两地，乍浦一

带海水较深，且海底泥沙较少，敌方如果登陆上岸后可沿着岸上道路迅速展开行动，因此他判断敌

方从乍浦登陆的可能性最大。⑦ 是月，乍澉浦工程处遵照浙江省政府所颁《乍浦澉浦海防建设计划

大纲》及参谋本部代电，拟订了《乍浦澉浦区永久海防构筑计划》（以下简称“构筑计划”），参谋本部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如１９３７年２月何应钦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中，将“沪杭甬”作为一个分区，所列的工事分别是：“乍平嘉阵地”
（预定８４０个，完成８３０个，未完成１０个）、“海盐－嘉兴阵地”（预定１１２个，完成８２个，未完成３０个）、“乍澉甬海岸阵地”（预定１５０
个，完成１５０个），参见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民国丛书》第２编３２，上海书店１９９０年
版，第８页。乍澉甬海岸阵地所指的“乍”即乍浦，在浙江省平湖县境，“澉”即浦澉，在浙江省海盐县境，“甬”指镇海穿山等处，因其
地处宁波附近，故以“甬”称之。

《中国海洋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志》，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页。
相建海主编：《中国海情》，开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页。
杨国桢：《中国海洋战略空间》，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３８页。
《参谋本部会同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军政部修正江海防及要塞草案》（１９３３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６５０。
《参谋本部组织成立镇海炮台设备实施委员会案》（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４８。
《劳威顾问对乍浦、澉浦防止敌人登陆之建议》（１９３３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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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计划与德国军事顾问所提建议相符，同意实施。
“构筑计划”对预想敌军在乍浦、澉浦一带的登 陆 可 能 性 作 了 分 析，认 为 乍 浦、澉 浦 是 浙 西 门

户，其海岸线与沪杭铁道平行，距 离 不 到 百 里，已 修 好 的 公 路 西 通 杭 州，东 通 上 海，北 通 嘉 兴，区

内海岸一带水深约１０米，１万吨级左右的 军 舰 均 可 接 近。考 虑 到 中 国 沿 海 海 岸 缺 乏 重 炮，难 以

展开远距离作战，因此应当主要作近战抵抗的准 备。具 体 办 法 是，在 乍 浦、澉 浦 沿 岸 一 带 高 地 上

纵深配置步兵火器，瞰制敌军登 陆。鉴 于 澉 浦 区 湾 口 内 铺 设 水 雷 较 为 容 易，所 以 工 事 重 点 应 置

于乍浦。工事构筑按假定兵力配备，由步 兵３个 团、轻 炮 兵１个 团 为 基 干 守 备 旅。其 中，步 兵２
个团、炮兵３个连配置于乍浦区；步兵１个团、炮兵１个 连 配 置 于 澉 浦 区，此 外，分 出 步 兵 一 部 监

视海盐及其沿岸地带。阵地的构筑分永久工事和 临 时 工 事 两 大 类，永 久 工 事 主 阵 地 线 布 防 于 乍

浦沿岸高地和澉浦高地，工事的 修 筑 由 乍 澉 浦 工 程 处 负 责。永 久 工 事 包 括 小 炮 掩 体、重 机 关 枪

掩体、连营团掩蔽部、指挥官掩蔽部、预备队掩蔽部、步炮 兵 弹 药 室、炮 兵 观 测 所、指 挥 用 监 视 所、
探照灯室及电机房、水雷库、弹药 库 等，永 久 工 事 均 用 钢 筋 混 凝 土 构 筑，强 度 以 能 抗 堪 二 十 八 生

以 下 榴 弹 炮 及２００磅 以 下 炸 弹 为 限，工 事 埋 藏 于 地 内，上 覆１米 以 上 自 然 土 层，表 面 再 铺 设 草

皮，以期在非战时期起到隐蔽作 用。临 时 工 事 包 括 步 兵 阵 地、铁 丝 网 预 备 阵 地、炮 兵 阵 地、交 通

壕等，这些工事由守备部队将来在实战时临时构筑，但 工 程 处 应 将 各 种 位 置 预 为 侦 察，绘 制 工 事

图纸，以方便将来实战时临时构筑。①

由于国防工事的构筑涉及很多军事建筑和实战原理，１９３３年８月，参谋本部设立了专门负责

国防工事修筑的机构———城塞组，此后，乍浦、澉浦国防工事的修筑由参谋本部城塞组直接牵头，具
体工程仍由浙江省保安处派人组成的乍澉浦工程处负责，宁波防守司令部继续负监管职责。

１９３４年４月，参谋本部城塞组就修筑杭州湾北岸乍浦、澉浦１０５个掩体工事开始对 外 招 标，
同时招标的还有杭州湾南岸宁波镇海穿山附近的５０个 掩 体 工 事（时 称“宁 镇 区 工 事”）。招 标 简

章要求“投标人须具中华民国国籍，曾在京、沪、杭等市 领 有 甲 种 营 业 执 照，对 于 网 骨 水 泥 工 程 有

相当经验及资本殷厚而有妥实铺保为 合 格”。② 经 参 谋 本 部 城 塞 组 和 宁 波 防 守 司 令 部 等 多 次 协

调，乍浦、澉浦区和宁波镇海穿山 等 地 工 事 于５月１日 开 标，预 定 同 年８月 完 工。其 中，乍 浦 和

澉浦的工程分别由上海陈宏记营造厂和扬子公司承包建设。５月２２日，蒋介石自南 昌 致 电 参 谋

本部称：“所报构筑浙省乍（浦）澉浦、宁波镇海等区海岸掩 护 阵 地 情 形，系 用 投 标 办 理，岂 不 明 示

敌人探知？以后关于此等工程必须由工兵 学 校 承 办，此 次 有 何 补 救 办 法 妥 拟 呈 复。”２３日，参 谋

本部复电蒋介石，称浙江海防工程投标事项采用了历 年 军 政 部 承 办 要 塞 工 程 的 办 法，“各 投 标 事

前以浙府名义函知市工务局指定妥实商号数家前 往 登 记，复 经 军 委 会、军 政 部、浙 府 暨 本 部 会 同

审查，合格者始制发图样，并在合同上载明并严守秘 密 字 样，同 时 由 本 部 选 派 军 事 工 程 各 干 事 分

赴工区，严行监视，并 由 浙 府 派 兵 驻 在 防 范……在 办 理 过 程 中，商 人 既 始 终 未 明 工 程 性 质 与 内

究，而承办人员亦连带负有切实保守秘密之责，诚 极 慎 重 周 详，万 不 敢 出 现 顾 虑。至 于 工 校 及 工

兵队办理此项水泥钢骨工程，颇欠实地 经 验，恐 误 事 机”。③ 蒋 介 石 对 参 谋 本 部 的 答 复 没 有 再 提

出异议，工程维持原招标结果。
上海陈宏记营造厂和扬子公司分别在乍浦、澉浦开工后，无论是乍澉浦海防工程处主任鲁忠修

还是宁波防守司令王暤南均身处异地，宁波防守司令部仅派出１个连担任工程警戒，参谋本部城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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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浙江省乍浦、澉浦区海防永久阵地构筑计划书》（１９３３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３５５。
《参谋本部城塞组更改浙江省澉浦区及宁镇区要塞工程开标日期、派员监视开标及送交掩体图样等事项的文书》（１９３４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２３。
《参谋本部城塞组调派人员、发给材料及呈报浙江省海防开标经过等事项的文书》（１９３４年），中 国 第 二 历 史 档 案 馆 藏，

七六七－１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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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浙江省政府双方只派了３名人员监督工程。６月８日，城塞组技术员夏舜向城塞组反映了施工

中存在的监督不到位问题：“乍澉浦工区幅员广阔，往返回旋，约１５０里路程。工事众多，两区同时

动工，共百另五个掩体，各掩体彼此距离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公尺，约两三华里之遥。而监工员只有３人，

其中由本组直接保送者只１人，其他２人均直属省政府方面者。案查宁镇区及乍澉浦区工务处，职
员编制及人数完全相同，而工事数量，则乍澉浦区较宁镇区多及１倍有余，且宁镇区系按１个单位

计算，由１家包商承办，可以分期动工，而乍澉浦区则系２个单位，由２家承办，需同时动工，另以３
名监工，分配两地工作，自较宁镇区困难数倍。况包商恶习甚大，铁凝土工事，最易生错患，尤需严

密监视，时加纠正指导，方能减少疏失。”①

监工不到位也导致了工事的不断拖延。原定８月完工的项目到１０月仍在进行。参谋本部城

塞组多次致电宁波防守司令王暤南和乍澉浦工程处主任鲁忠修，要求其加快工程建设进度。１０月

５日，乍澉浦工程处提交的报告概以天气不佳作推托，称夏天是天旱无雨，工作困难，秋天则“连日

天阴多雨，掩体排水设置，尚未制成，以致内部充满积水，高可没肩，俟天晴后，需先将水抽出，然后

开工，故工程稍延”。② 工程进度一拖再拖，参谋本部城塞组原定于１０月２０日开始组织对乍澉浦

工事的验收，但直到１１月下旬才启动了验收工作。１２月１７日，城塞组提交了如下验收报告：

　　今会同军委会、军政部、审计部及本部第一厅各处派员，前往验收乍澉浦区及宁镇区各项

掩体工事，遵于１１月２３日由京出发，２４日抵乍浦，次日开始验收。乍浦区第一种小炮甲掩体

３座、第二种小炮乙掩体７座、第三种机关枪甲掩体１５座、第四种机关枪乙掩体１２座、第五种

机关枪甲员兵掩蔽部２座、第六种员兵掩蔽部１３座、第七种观测所４座、第八种弹药掩蔽部

１６座，共计７２座。又验收澉浦区第二种乙小炮掩体４座、第四种乙机关枪掩体１６座、第六种

乙员兵掩蔽部７座、第七种观测所１座、第八种弹药掩蔽部５座，共计３３座。以上两区工事数

量核与合同所 载 数 量 及 施 工 说 明 书 均 属 相 符，惟 尚 有 挖 填 土 方 铺 盖 草 皮 自 应 验 收 后 方 可

动工。③

包工商完成覆土和加盖草皮项目后，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参谋本部再次派员前往验收，结果发

现乍浦区的工事只在土层上面撒了草籽，并未铺设草皮，参谋本部要求乍澉浦工程处主任鲁忠修会

同宁波防守司令部司令王暤南严督承包商重加修理。④ 但此时的工程处已经撤销，各方互相推诿，

实际上已无人负责。据担任乍澉浦工事警戒任务的宁波防守司令部第１团第２营营长吕佐的报

告，不少工事掩体的培土很松，若遇雨水很容易坍塌；原来工程处虽设有负责进出人员管理的统避

工事处，但对一般居民进出并没有严格限制；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工程处已结束使命，但所应移交事

项及各掩体的锁钥仍未与任何部门交接。⑤

乍浦、澉浦工事作为重要的国防设施，施工完成后理应及时交付军方，但军方在管理体制和守

备兵力的配备上一直举棋 不 定。１９３４年９、１０月 间，工 程 接 近 尾 声，参 谋 本 部 致 电 在 牯 岭 的 蒋 介

石，认为现担任警戒的１个连兵力无法满足对工事的守护，希望宁波防守司令部派１个营或１个团

的兵力，同时提议由宁波防守司令王暤南暂时兼任乍澉浦区防守司令．蒋介石刚开始的回复是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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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谋本部城塞组调派人员、发给材料及呈报浙江省海防开标经过等事项的文书》（１９３４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
六七－１５２５。

《参谋本部城塞组令宁镇区工程处限期完成工程、赶制工程掩体模型及该组检送浙江省乍澉浦区掩体工程图说与账单等
事项的文书》（１９３４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２６。

《参谋本部城塞组验收浙江省 乍 澉 浦 区、宁 镇 区 掩 体 工 程 情 形 及 该 部 乍 澉 浦 区 工 程 处 派 员 呈 送 工 程 掩 体 模 型 的 文 书》
（１９３４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２９。

《参谋本部验收浙江省乍澉浦区、宁镇区掩体工程情形》（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３８。
《宁波防守司令部呈报接管乍澉浦区要塞工事、乍澉浦区警戒部队驻移及换防情形》（１９３５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七六七－１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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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乍浦距离太远，不能由１人兼顾，但后来收回成命，同意由王暤南兼任。关于配置兵力的问题，军
委会认为派１个团守备乍澉浦工事难以做到，可暂由宁波防守司令部增派１个营的兵力前往守护。

１０月２９日，王暤南奉命派宁波守备步兵第１团第２营营长吕佐率领步兵２连、机关枪１连前往驻

守。这样，加上原担任警戒任务的１个连，守备兵力合计为４个连。① １９３５年１月，蒋介石还是要

求派１个团的兵力到乍浦要塞，军政部奉命将驻汴的炮兵第２旅第４团开驻嘉兴，让其就近办理乍

浦、澉浦防务。炮兵第４团进驻嘉兴后，１月２９日，王暤南提请辞去乍澉浦要塞司令之职，他称“自

令兼该区司令以来，因相距过远，时感顾虑难周，现该区建设既有人负责，拟请准予辞去该兼司令

职”。但２月２日，军委会致电参谋本部城塞组，令炮兵第４团仍应暂归宁波防守司令王暤南指挥，
有关乍澉浦要塞事项由该团长禀呈王暤南司令办理。②

实际上在此后一 段 时 间 里，乍 澉 浦 工 事 的 管 理 与 维 护 更 陷 于 无 人 负 责 的 境 地。据 驻 守 乍

（浦）澉浦的宁波防守司令部第１团第２营营长吕佐报告，仅１９３５年４月间就有多个机构掩体和

指挥所掩体出现覆土塌倒、闭塞门洞 的 情 形，请 求 有 关 方 修 复。③ 但 在 修 复 毁 损 工 事 的 过 程 中，
各方互相推诿。７月２日，原 担 任 乍 澉 浦 区 工 程 处 主 任 鲁 忠 修 呈 参 谋 本 部 城 塞 组，称 修 复 工 事

“本应遵办，惟查工程处久已结束，办 事 人 员 亦 早 经 遣 散，而 职 又 以 浙 江 保 安 第 三 分 处 地 处 边 陲

……兼顾实感困难，是项增修工程，拟请转 饬 宁 波 防 守 司 令 就 近 派 员 办 理”。１０月４日，王 暤 南

致电参谋本部，称乍澉浦区各工 事 锁 钥 大 多 锈 坏，门 内 铁 闩 也 应 一 并 改 良。参 谋 本 部 要 求 前 主

任鲁忠修转饬包工商按图样改良装 设，鲁 忠 修 则 请 参 谋 本 部 转 饬 王 暤 南 就 近 办 理。④ 这 种 相 互

推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６年４月，军委会最终批准 王 暤 南 辞 去 所 兼 乍 澉 浦 区 防 守 司 令 一 职，
两地守备任务由国民政府军第５７师 派 兵２个 营 负 责，而 乍 澉 浦 未 了 工 程 事 项 移 交 给 了 独 立 炮

兵第２旅负责。⑤

杭州湾北岸乍浦、澉浦工程完工后，从１９３５年底开始，国民政府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工

事范围，将工事从乍浦延伸到平湖、嘉善、嘉兴以及江苏境内的王江泾一带，构成乍（浦）平（湖）嘉

（善）国防线，以期与北面的吴福线、锡澄线共同组合成守护首都南京的国防工事重地。乍平嘉国防

工事主体部分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基本完成，工事分６种形式，分别是主阵地、警戒阵地、前进阵地、后

方阵地、核心工事及斜交阵地，完成的各工事分布如下：（一）主阵地分布于乍浦高地至西塘附近。
计完成重机关枪掩体７０座，小炮掩体２３座，轻机关枪掩体４５１座。（二）警戒阵地分布于沪杭公路

两旁的独山至海塘以及独山至虎啸桥附近段、沪杭铁路与杭（州）（嘉）善公路附近的张泾汇至茜泾

塘段，计完成重机关枪掩体１６座，小炮掩体５座，轻机关枪掩体９５座。（三）前进阵地分布于沪杭

公路边的全公亭等地，计完成轻机关枪掩体９座。（四）后方阵地分布于嘉兴附近，完成重机关枪掩

体２３座，小炮掩体４座。（五）核心工事分布于乍浦、平湖、钟埭、嘉善附近。完成重机关枪掩体１９
座，小炮掩体２座。（六）斜交阵地分布于徐家埭一带。

总计乍平嘉国防工事已完成重机关枪掩体１２８座，小炮掩体３４座，轻机关枪掩体５５５座。此

后，又陆续完成已开工尚未筑成的重机关枪掩体１３座，轻机关枪掩体１００座，加强轻机关枪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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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宁波防守司令部呈报王暤南兼任乍澉浦区司令及该部守备步兵第一团第二营呈报配备警界区域情形》（１９３４年），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４０。

《参谋本部派宁波防守司令部司令王暤南指挥炮兵第四团并筹备乍浦要塞防守事务、函送乍澉浦区交通通信建设计划等
事项的文书》（１９３５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４１。

《参谋本部城塞组减免承包商罚金及修复浙江省乍澉浦区各掩体工事的文书》（１９３５年）中 国 第 二 历 史 档 案 馆 藏，七 六
七－１５３４。

《参谋本部派员办理浙江省乍澉浦区增修工程、改良该区各工事锁钥的文书》（１９３５年），中国 第 二 历 史 档 案 馆 藏，七 六
七－１５３７。

《参谋本部城塞组呈送宁波防守司令部军需处移交乍澉浦 区 工 事 伪 装 工 程 文 件 清 册、案 卷 移 交 清 册、乍 澉 浦 要 塞 区 表
册及物品数量表等册》（１９３６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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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座。① 根据１９３７年２月何应钦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作军事报告，乍平嘉国防工事数量当时

完成８３０个，工事虽然在地域上仍包括了乍浦，但工事数量并不包括先前修筑的乍浦、澉浦１０５个

工事。到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乍（浦）平（湖）嘉（善）一带的国防工事共计１０７６个。②

杭州湾北岸乍平嘉国防工事修筑完成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对乍浦和澉浦工事未来的

利用作出了预案。１９３７年３、４月间，军委会制订《乍浦澉 浦 海 岸 区 防 御 方 案》（以 下 简 称“防 御 方

案”），认为杭州湾北部只有乍浦至澉浦区内，敌军有上陆的可能。因为该区内仅乍浦、澉浦２处狭

窄，海岸区内各有约８公里至１０公里的宽度，这两处大船能接近海岸５００－１０００米，有强大兵力上

陆的可能。杭州湾北岸其他海岸较为平坦，吃水３米半以上的船只能接近海岸至５０００米为止，敌

方兵力不可能登陆。就乍浦和澉浦而言，虽然澉浦也存在敌方登陆的可能，但最大的可能性仍在

乍浦。③

稍后，参谋本部又制订了《乍浦澉浦方面防守计划》（以下简称“防守计划”），该计划有关敌情的

判断，与上述“防御方案”相同，认为“敌为进攻杭州或策应其上海方面之作战，必于杭州湾方面企图

上陆，乍浦、澉浦地当湾口，其区内沿岸之水深概为３０尺左右，１万吨级之军舰概能接近。惟细查

全区海岸之状态，或则沙岸绵延或则崖岸屹立，上陆作战均感困难，故强大兵力之上陆惟限于乍浦

或澉浦之附近。再就此二处比较之，乍浦之位置较为突出，故乍浦方面上陆之公算更多于澉浦”。

基于这一判断，“防守计划”决定采取的方针是“守备队应努力阻止敌军之上陆而保持其防御重点于

乍浦方面为要”。此外，在乍浦区内可能上陆的港湾撒布小水雷，以增加抵抗力；为及早察知敌方上

陆企图，在乍浦附近海岸各要点（特别是金山方面）应设立海岸监视哨，由侦察飞行队在杭州湾口进

行经常性搜索。“防守计划”还特别指出：“防御重点既在乍浦方面，故守备队之主力即在该处准备，

即敌军由金山方面上陆亦得相机迎击之，万一受优势敌军强行上陆之压迫，应努力固守预定之阵

地，以待嘉兴方面之增援”。④

由上可见，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方对日军将来在杭州湾北岸可能登陆的地点基本判定

为乍浦，由此决定将守备兵力集中部署于该地，若遇日军从北岸金山卫登陆，中方即准备调动在乍

浦的守备主力加以抵抗。

二、杭州湾南岸国防工事修筑及作战预期

杭州湾湾口开阔，从防御的角度而言，南岸同样存在敌方登陆上岸的可能，且南岸的镇海要塞

一向是海防重地，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成为英军登陆的重点目标，因此，国民政府在杭州湾

北岸启动乍浦、澉浦国防工事修筑的同时，在南岸也启动了镇海要塞炮台的移筑工程和穿山附近的

步兵阵地工事。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６日，军政部电咨参谋本部，提出移筑镇海炮台案，决定该项计划由军政部、参谋

本部、浙江省政府及宁波防守司令部各派专员组成委员会共策进行。为此，军政部派技术员金毓

麟、周大钧为委员，参谋本部指定田西原为委员（兼任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派省保安处鲁忠

修为委员，宁波防守司令部派朱其爙为委员，共同组建了“镇海炮 台 设 备 实 施 委 员 会”。１９３３年２
月，根据蒋介石电令，浙江省政府拨金库券３０万元作为杭州湾南岸宁波、镇海一带海防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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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平嘉乍澉工事位置图》（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３５９。
《全国国防工事已成和进展概况报告表》（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２０９。
《乍浦、澉浦方面防守计划及海岸区防御方案》（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０１３。
《乍浦、澉浦方面防守计划及海岸区防御方案》（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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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准备将杭州湾北岸乍浦、澉浦区海防建设事宜统归镇海炮台设备实施委员会管理，这样，镇海

炮台设备实施委员会在理论上就统管了杭州湾南北两岸的国防工事，为了使其名副其实，该委员会

不久更名为浙江省海防设备实施委员会。①

由于浙江省海防设备实施委员会系由军政部、参谋本部、浙江省政府、宁波防守司令部等多头组成，
各方的职责并不清晰。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８日，已抵达宁波的田西原致电参谋本部，称“职会已于本月２６日开

会成立，惟因委员大君（军政部派）尚未到甬，不能图案设计预算估单”，同时，他还提出，委员会章程很多

方面不明确，如“海防设备实施”之名义包括甚广，实施的范围及重点似应明确规定；委员会对于乍浦、澉
浦工程处奉有管理之照令，但究竟如何管理，其职责如何限制似应明确规定；委员会对浙江省政府是如何

之关系似亦应明确规定；委员会与宁波防守司令部之关系及职责范围似亦应明确规定。此外，他还提出

监工人员须有技术工程知识，而宁波防守司令部并无此类人选，因此应由军（政）参（谋）两部调用。３月６
日，参谋本部致电田西原，要他与浙江省所派委员鲁忠修共同修正委员会简章，新简章未核定前仍照旧章

推进。此后，田西原等对原章程进行了修改，获参谋本部和军政部批准。根据新的章程，浙江省海防设备

实施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移筑镇海炮台。②

由于国民政府军方各部门对于杭州湾南岸军事价值的评估存在较大分歧，镇海要塞炮台的移筑一

时难以推进。１９３３年７月，宁波防守司令部制订《宁波区海防设备实施计划》，提出宁波区的海防除了继

续整修镇海炮台外，还应当构筑宁波一带沿海阵地。其理由是：“敌为企图在浙江沿海上陆进西占领杭州

威胁南京时，则除乍浦、澉浦外，其上陆根据地必以选取宁波附近为有利，此处海岸线北自余姚北方经慈

（溪）镇（海）两县境界南至象山港止，共长约１００余公里，可直接上陆之点，依沿海地形及海面状况之观

察，尤以下列地点于敌为有利，反之即为我方最感危险之地点也。甲（最要地区）甬江口两岸及长跳嘴老

鼠山一带；乙（次要地区）穿山镇至沿亭湾一带；丙（次要地区）伏龙山至蟹浦一带。”③由于该项计划主要

是建议在宁波、镇海一带修筑步兵阵地工事，显然超出了浙江省海防设备实施委员会工作范围，无法实

施。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９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撤销浙江省海防设备实施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

浙江省海防的一切事宜统归参谋本部城塞组统筹办理。

１９３４年５月，参谋本部城塞组决定将杭州湾北岸的乍澉、浦两区工事和南岸宁镇区工事同时

招标开工，宁镇区步兵工事共计５０个掩体，其工事主要分布于镇海县城沿岸至算山以及穿山附近，
工事由宁波徐祥记营造厂承包建设。④ 宁镇区步兵工事与同期开工的杭州湾北岸乍浦、澉浦工事

相比，数量要少得多。宁 波 徐 祥 记 营 造 厂 承 包 工 程 后，经 过 大 半 年 的 建 设 完 成 施 工。１９３４年１２
月，参谋本部城塞组会同军委会、军政部、审计部等部门人员对宁镇工事进行验收，全部工事包括第

一种小炮机枪两用掩体５座、第二种小炮机枪两用掩体３座、第三种机枪掩体１５座、第四种机枪掩

体７座、第五种指挥官掩蔽部１座、第六种员兵掩蔽部１２座、第七种观测所７座，工事总计５０个。⑤

验收过程中发现了工事存在包括覆土不合格等１０个应加修缮的项目，经承包商改进后，１９３５年１
月２２日，参谋本部再次派员进行了验收。⑥

随着宁镇区步兵工事修筑的结束，镇海要塞炮台炮位的整理提到议事日程。１９３５年５月，军

政部提出《审核宁镇澄甬四要塞区检视报告及整备意见书之意见》，要求镇海要塞炮台的整理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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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谋本部组织成立镇海炮台设备实施委员会案》（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４８。
《参谋本部组织成立镇海炮台设备实施委员会案》（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４８。
《宁波区海防设备实施计划》（１９３３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３４２。
《参谋本部城塞组工程书标单及呈报办理浙江省海防工程经过情形》（１９３４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２４。
《参谋本部城塞组验收浙江省 乍 澉 浦 区、宁 镇 区 掩 体 工 程 情 形 及 该 部 乍 澉 浦 区 工 程 处 派 员 呈 送 工 程 掩 体 模 型 的 文 书》

（１９３４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２９。
《参谋本部验收浙江省乍澉浦区、宁镇区掩体工程情形》（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六七－１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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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本部城塞组统筹办理。① 经参谋本部城塞组与宁波防守司令部协商，同年９月，制订了《镇海

区炮位整理实施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镇海区炮位实施设计委员会服务规则》《镇海区炮位整理实

施设计委员会设计原则草案》等方案，由各方派员组成镇海炮位整理实施设计委员会，开始炮位的

移筑。② 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镇海要塞炮台炮位整理基本结束，整理结果是将原有的安（远）、绥（远）、

平（远）３个旧炮台裁撤，重新装备了镇远、宏远、威远３个炮台。
宁镇区步兵工事分布

项目

地区
小炮掩体 重机枪掩体 炮兵观测所 掩蔽部 总指挥所 备考

镇海城沿海岸至算山 ６　 １８　 ４　 ９

蛟门山、育王岭至东钱湖 １　 １ 步兵总指挥所在五乡碶附近

穿山附近 ２　 ４　 ２　 ３

合计 ８　 ２２　 ７　 １２　 １

　　资料来源：《宁波防守区第二期步兵永久工事构筑计划及沿海一带战时封锁阻塞破坏修复计划草案》（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３４０

镇海要塞及第一期完成工事

威远炮台（招宝山） ２１公分旧式火炮１门，台指挥所１个，掩蔽部１个。

宏远炮台（笠山）
２４公分旧式火炮２门，台观测所１个，掩蔽部２个，兵舍１处，新１５０公分探照灯３台，灯库、

发电所各１个。

镇远炮台（长跳嘴、炮台山）
２１公分旧式火炮４门，台观测所１个，台指挥所１个，掩蔽部４个，兵舍５处（该兵舍有交通

壕达炮台）。

其他附属设备
跳板山设有总指挥部１个；横山设有台指挥所１个；白鸽山设有台观测 所１个；清 凉 山 设 有

预备探照灯台１个。

　　资料来源：《宁波防守区第二期步兵永久工事构筑计划及沿海一带战时封锁阻塞破坏修复计划草案》（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３４０

随着杭州湾南岸步兵阵地工事和镇海要塞炮台移筑的结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宁波防守司令部司

令王暤南向参谋本部提交了《宁波防守区沿海一带战时封锁阻塞破坏修复计划草案》，初步提出了

宁波防守区未来的防御作战预案，主要是在防区沿海实施封锁阻塞，“使敌以不能登陆为原则”，除

利用在沿海岸边的防御工事外，在甬江口和穿山附近，按照港湾封锁法实施封锁，使敌舰不能潜入

或停留于封锁区。具体封锁的办法一是在甬江口沉船，二是在镇海布雷，雷区设于外游山东南端黄

莽山附近。若遇无法阻止敌方登陆的情形，为防止工事和炮台资敌，必要时将主动实施永久破坏和

临时破坏计划。③

１９３７年３月，参谋本部向军委会密呈《镇 海 水 陆 防 御 之 再 研 究》，认 为“镇 海 地 当 水 陆 要 冲，

居国防、省防之重要地位，具为沿 海 仅 有 之 要 塞，在 军 事 上 为 敌 所 必 争，亦 为 我 所 须 坚 守 者……

为图防御上之运用便利起见，除 与 乍（浦）澉 浦 保 持 联 系 外，应 将 镇 海 及 其 有 关 之 附 近 地 域 划 为

８８

①

②
③

《参谋本部一厅对军政部函送之宁镇澄甬四要塞检视报告及整备意见书之审核意见》（１９３５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七八七－２２８３。

《参谋本部有关修理镇海炮台的计划会议记录和往来文电》（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３４９。
《宁波防守区第二期步兵永久工事构筑计划及沿海一带战时封锁阻塞破坏修复计划草案》（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七八七－２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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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区和接战区，以期易于控制，便 相 互 保 持 密 切 之 联 络，遇 敌 进 迫，则 我 知 所 应 付，因 时 制 宜，
以静制动，务使敌不得逞为最要之目的”。① 同年４月，参谋本部又制订了《增设海防江 防 暨 陆 上

要塞之备炮计划案》，提出“镇海 及 穿 山 为 浙 东 门 户，由 此 可 直 趋 宁 波，进 攻 杭 州，威 胁 太 湖 南 岸

区之战局，故该处要塞之整理及筹设亦属重要。镇 海 要 塞 之 旧 炮 虽 经 整 理，但 均 系 慢 炮，殊 无 战

斗力，因此，应在镇海———穿山增 设 新 炮”。② 同 年７月，宁 波 防 守 区 也 制 订 了《宁 波 防 守 区 第 二

期步兵永久工事构筑计划及沿海 一 带 战 时 封 锁 阻 塞 破 坏 修 复 计 划 草 案》，决 定 于 紧 要 地 区 再 修

筑必要的步兵永久工事，以期进一步加强防卫力 量。但 随 着１９３７年８月 淞 沪 会 战 的 爆 发，这 些

计划已很难付诸实施了。③

三、杭州湾南北沿岸国防工事的实际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杭州湾南北沿岸修筑的“乍澉甬海岸阵地”共计１５０个，工事的修

筑主要是出于防御日军在杭州湾南北沿岸实施登陆。④ １９３７年８月淞沪会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军

队在上海对日军展开激烈抵抗，到１０月间，日军仍然陷于上海战场，无法实现其预定的“速战速决”
战略，在此背景下，日 军 最 终 还 是 选 择 了 在 杭 州 湾 北 岸 实 施 登 陆，以 期 迂 回 进 击 上 海，扭 转 战 场

形势。
为了实施在杭州湾北岸的登陆作战，日军于１０月下旬专门组建了第１０军（包括第６师团、国

崎支队、第１８师团、第１１４师团），此外还有华中方面军直属第３飞行团一部、海军第４舰队配合，
其所动用的兵力总计１１．４万人。日军第１０军的作战计划是：在海军的协助下，于金山卫城东西地

区登陆，并迅速进抵松江附近，然后经淀山湖东侧地区，尽可能向苏州河以北地区推进，与上海派遣

军相互策应，歼灭中国军队主力。

１１月２日，日军主力登陆部队在海军的护卫下开始向杭州湾前进。５日拂晓前，日军趁浓雾和

汹涌的潮水开始在金山卫附近多个点上登陆。接着，一边攻击中国守军，一边向北挺进。其第６师

团以配属的国崎支队在金山卫城西侧地区登陆，突击占领金山卫城，师团主力亦随之登陆，并于８
日进抵松江西南方黄浦江左岸地区。其第１８师团主力在金山卫城以东地区登陆后，经亭林镇，于

８日进抵金山卫城东部地区。⑤ １１月９日，日军攻陷上海松江后，开始由北向南大规模深入浙境，

１４日占领嘉善，１９日，日军分别从沪杭线、苏嘉线和平嘉线侵占嘉兴，次日，日军又占领了海盐。２３
日，日军沿杭（州）（嘉）善公路进攻桐乡，县城陷落，同日，国民政府国防工事密集布置的乍浦陷落。
此后，投 入 淞 沪 作 战 的 日 军 集 结 到 南 起 嘉 兴、北 到 苏 州 的“制 令 线”上，开 始 了 进 攻 南 京 的 作 战

准备。⑥

日军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登陆的过程中，虽然也遇到了少量中国守军的激烈抵抗，但总的

说来，登陆的过程极为顺利。在杭州湾北岸漫长的海岸线上，国民政府虽然在战前修筑了乍浦、澉

浦防御工事及乍平嘉国防工事线，但登陆的日军还是设法避开了这些工事，选择了被中国军队所疏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谋本部草拟对于镇海水陆防御之再研究》（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３５３。
《参谋本部关于增设海防江防及陆上要塞之备炮计划》（１９３７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２１８６。
《宁波防守区第二期步兵永久工事构筑计划及沿海一带战时封锁阻塞破坏修复计划草案》（１９３７年），中 国 第 二 历 史 档

案馆藏，七八七－２３４０。
实际数应为１５５个，包括北岸乍浦、澉浦１０５个，南岸宁镇区５０个。
《支那事变主要作战概要》，王卫星编：《日军文献》上，张宪文主编：《南京 大 屠 杀 史 料 集》第５６册，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凤 凰

出版传媒集团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６页。
张程：《淞沪会战后至南京保卫战前中日两军华东战场作战史实考察》（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６年）一文较深入地探

讨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军对各工事的利用，其中包括乍平嘉工事，其结论认为乍平嘉工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作
战应属于日军登陆以后的后续作战，与“登陆作战”虽有联系，但并不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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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的金山卫附近作为登陆地点，对其中的原因，学者马振犊、陆军主要强调了中国军队对金山卫军

事战略地位的误判：

　　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是淞沪战场右翼重要的海防基地，……１９３３年，陆军大学第十期学员在金

山卫进行演习和调查，同样忽视了这一地区重要的战略价值，１９３５年，唐生智任全国警卫执行部主

任时，曾率员到过金山卫考察，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金山卫没有战略价值。这一系列的错误

结论使中国遭受了一场致命灾难。“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中国统帅部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从长

江南岸登陆的日军身上，错误地认为，日军先后二次增兵都是从长江沿岸登陆，如果再次登陆也可

能还在长江沿岸，如果在杭州湾北部登陆，登陆地点只可能在乍浦一带，因此，导致金山卫一线我军

防卫兵力空虚。我右翼集团军仅配有第２８军第６２、第６３两个师，守卫杭州湾北岸从澉浦到柘林长

达９０千米的海岸线，且都为装备与战斗力较差的地方部队。大场失守后，苏州河南岸战局危急，又
急抽调第６２师主力驻防浦东，最后仅有第６３师防守全公亭到柘林地带。如此重要的海防前沿，由
于中国军方的判断错误，导致海防线形同虚设。①

钟成在《八年抗战乍浦记忆》一文中，将杭州湾北岸西端的澉浦到长江的浏河口整个沿岸地带

分段作了考察，指出日军选择从金山卫附近登陆所具备的有利条件：

　　从杭州湾的澉浦到长江浏河口，全部海岸 和 江 岸 线，大 致 分 为８个 地 段，其 登 陆 的 条 件

是大有区别的。杭州湾的海宁新仓到 澉 浦 段，不 适 于 登 陆。海 盐 到 乍 浦 段，可 容１个 师 上

下兵力上陆，但不便于向纵 深 发 展。全 公 亭 到 柘 林 的 金 山 卫 地 区，可 容３个 师 左 右 的 兵 力

登陆，且上陆后便于战 役 展 开，向 纵 深 推 进。这 里 有３条 公 路、１条 铁 路，都 通 往 上 海 和 杭

州，同时又有经太湖南面通往苏皖边境和南京 的 交 通 要 道。奉 贤 的 柘 林 以 东 以 北 到 南 汇 老

港，暗礁和浅滩较多，岸上又无通往内陆的良 好 道 路，不 适 于 联 合 兵 团 上 陆 作 战。川 沙 的 白

龙江，可供登陆兵实行战术性登陆。白龙江到 吴 淞 口，海 岸 水 深，但 沙 滩 很 多，航 道 狭 窄，不

宜于大兵团实行 展 开。吴 淞 口，在 黄 浦 江 与 长 江 交 汇 处，深 水 阔 港 便 于 重 兵 上 陆 和 展 开。
吴淞口到浏河口，有多处登陆点，便于上岸和 展 开。因 为 日 军 登 陆 点 的 选 择，主 要 从２个 因

素来确定：一是选择在适宜于 大 兵 团 登 岸 并 便 于 向 纵 深 发 展 的 地 带 上，二 是 选 择 在 中 国 军

队防线的薄弱环节上。而金山卫、全公亭一带当 时 是 同 时 具 备 上 述２个 条 件 的，再 加 上１１
月５日拂晓（农历十月初三），恰逢大雾、大潮，天 时、地 利 两 大 条 件 俱 备，使 野 心 勃 勃 的 日 本

侵略者的阴谋得逞。②

以上的这些分析道出了日军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从金山卫附近登陆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

国军方战前对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战略价值没有足够重视，二是日军登陆之际，中国军队在整个

杭州湾北岸沿岸地带防务的极端薄弱。其实在二者之间，后者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根据战前国民

政府的作战预案，在杭州湾北岸虽然重兵守备乍浦，但也有过日军从金山卫方面登陆的预估，其应

对的办法是由乍浦出动兵力加以抵抗，但这些预案终因中国军队在后来临时兵力的他调未能付诸

实施。
本来在淞沪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防止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沿海登陆，专门设置了杭州湾北

岸守备区，以第８集团军４个师１个旅担任防守。随着上海方面战事紧张，守备区的第５５、５７、６２
师及独立第４５旅先后被调往浦东一带协助正面作战，１１月５日日军杭州湾登陆之际，杭州湾北岸

沿海的步兵仅有第６３师２个连及地方警察队伍，中国守军虽然在驻守之地奋起展开对海滩登陆日

０９

①
②

马振犊、陆军：《八一三淞沪会战》，航空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钟成：《八年抗战乍浦记忆》，辛春喜主编：《铭记历史日军登陆平湖侵略史实口述实录》，新华 出 版 社２０１６年 版，第２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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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激烈抵抗，但日军挟其兵力和火力上的绝对优势，掌控了制空权，又占着突然进攻的有利态势，
中国守军根本难以组织起任何具有规模的抗击战，在杭州湾北岸漫长的海滩上，日军迅速推进，尽

管当地军民也在多个日军登陆地点与日军展开作战，如平湖白沙湾东司城和裴家弄海月庵战斗、奉
贤淙缺战斗、漕泾塔港战斗、平湖全公亭炮兵战斗、金丝娘桥战斗、陆家埭和金山卫城战斗等，但这

些战斗规模都很小，各自分散作战，每次为时很短，在占有压倒优势的日军打击下，很快都归于失

败。① 而守卫金山卫的炮兵第２团第２营第６连因当日海上大雾，监视哨无法观察到日军动向，在
最紧急关头又与驻澉浦的第４连、驻乍浦的第５连均失去联系，他们发现敌情后虽立即开展炮击，
但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守军伤亡过半，阵地很快陷落。②

正是由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实施的登陆作战中避开了乍浦、澉浦国防工事，致使作为抗登陆作

战而修筑的杭州湾北岸工事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担任右翼作战指挥官的张发奎在回忆中称，
“最可惜的是在淞沪会战前后，因兵力部署与作战计划及战术思想不一致，再加上军政两方面的不

协调，结果，这些国防工事未能充分运用，发挥它的作用和价值”。③ 战前参与工事修筑的工兵学校

教官黄德馨也认为，“杭州湾海岸乍浦、澉浦和柘林等要点的永久工事没有很好利用，日军登陆未起

到阻止作用”。④

就杭州湾南岸国防工事而言，中国军方虽然战前 在 镇 海 穿 山 等 处 也 修 筑 了 少 量 步 兵 阵 地 工

事，但与北岸工事的密集度和强 度 相 比，根 本 构 不 成 正 面 抵 抗 日 军 登 陆 的 作 战 阵 地，因 此，国 民

政府在杭州湾南岸的防御重点是镇海要塞炮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军选择了从杭州湾北岸 登 陆 主

要是出于尽快结束上海战事的考 量，由 于 这 一 时 期 日 军 在 华 北 和 华 东 同 时 作 战，且 两 个 战 场 没

有得到联结，日军暂时并未有在沪杭以南地区作战 的 计 划，但 鉴 于 镇 海 要 塞 重 要 的 军 事 价 值，日

军还是不断炮击镇海 要 塞 及 附 近 地 区，以 期 让 国 民 政 府 方 面 产 生 日 军 将 在 杭 州 湾 南 岸 登 陆 的

错觉。
早在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０日，日军即开始炮击镇海要塞。１０月２０日，日军在做出将从杭 州 湾 北

岸登陆决策的同时，就提出“若可能 再 在 镇 海（杭 州 东 面 约 一 百 四 十 公 里）进 行 佯 攻 及 炮 击”。⑤

其目的显然是想以此误导中国军队抵抗登陆作 战 的 布 局。在 日 军 于１１月５日 于 杭 州 湾 北 岸 金

山卫登陆之际，日舰的确向镇海进行 了 开 炮 射 击，炸 死 炸 伤１４人。⑥ 即 使 日 军 在 杭 州 湾 北 岸 上

岸后的十数日内，日舰仍多次 炮 轰 镇 海 要 塞。据 日 本《东 京 朝 日 新 闻》报 道：“从１５日 下 午４时

到１６日早晨，我××艘军舰从杭州湾南面的甬江港 外 炮 击 了 镇 海 要 塞，现 已 形 成 了 从 浙 江 沿 岸

各地登陆的态势，所以支那军胆战心惊。由于政府 机 关 的 迁 移，支 那 军 全 线 出 现 了 动 摇，弥 漫 着

失败的气氛，士气日益低落。”⑦１１月１６日，日本军舰又一 次 炮 轰 镇 海 要 塞，故 作 登 陆 姿 态，遭 到

要塞官兵的开炮还击。⑧ 尽管日军不断 炮 击 镇 海 要 塞，但 此 举 并 没 有 使 中 国 军 方 产 生 日 军 在 杭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余子道：《论杭州湾北岸和太湖南走廊之 对 日 作 战》，魏 延 秋 选 编：《当 代 学 者 论 淞 沪 抗 战》中，上 海 科 学 技 术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孙志平：《日军金山卫登陆与浦东炮兵的撤退》，邓一帆主编：《记忆中的淞沪抗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下卷，上海科学技术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０２４页。

张发奎：《淞沪会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 员 会 编：《广 东 文 史 资 料》第５５辑，广 东 人 民
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３页。

黄德馨：《京沪杭国防工事的设想、构筑和作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 一 三 淞 沪 抗 战》编 审 组 编：《八 一 三 淞
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５页。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 琪 之 等 译：《中 国 事 变 陆 军 作 战 史》（第 一 卷 第 二 分 册），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９年 版，第
８８—８９页。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宁波市镇海区抗日战 争 时 期 人 口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２０１５年
版，第１７１页。

《敌军大败，士气日益低落，军事上极为困难，因我 设 置 大 本 营，紧 急 决 定 迁 都》，王 卫 星 编：《〈东 京 朝 日 新 闻〉与〈读 卖
新闻〉报道》，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５９册，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１页。

《敌舰炮轰镇海》，《申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７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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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湾南岸登陆的误判，相反，中国军方还从宁波调集部队迅速参加了杭州湾北岸一带的作战。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将下一个重点军事目标指向杭州，日军对杭州的 入 侵 采 取 的

是由地面部队大规模南下，而不是采取从杭州湾南岸登陆作战的战略。１２月２４日，日军 占 领 杭

州，在此后两年多的时 间 里，日 军 为 了 巩 固 对 京 沪 杭 三 角 带 的“治 安”，并 没 有 向 钱 塘 江 南 岸 进

犯，这样，从钱塘江入海口到镇海一带的杭州湾南 岸 仍 由 中 国 军 队 控 制。在 这 一 时 期，日 军 仍 不

断对镇海要塞展开炮击。其中，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２—２３日的炮击规模较大，日军派出１艘巡洋舰、３
艘驱逐舰，并派出６架轰炸机进攻镇海炮台，致使炮台部分设施遭到破坏。① 据统计，从１９３７年

９月２０日到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７日，镇海要塞炮台守军与日舰和日机交战４０余次。②

１９４０年１月，驻杭日军偷渡钱塘江进入萧山，由此结束了与中国军队隔钱塘江 对 峙 的 局 面，
将侵略势力扩展到杭州湾南岸 西 边。同 年７月，在 镇 海 海 口 外 的 日 本 海 军 也 做 出 决 策，准 备 在

镇海登陆。７月上旬起，日舰开始炮击镇海沿海村落，１５日，国 民 政 府 驻 穿 山 守 军 击 退 日 舰 装 甲

艇６艘，击伤２艘。③ １７日凌晨，日舰向镇海要塞猛烈 炮 击，一 支 由 约５００人 组 成 的 海 军 陆 战 队

在炮火掩护下乘装 甲 汽 艇 在 老 鼠 山 偷 袭 登 陆，登 陆 后，一 路 袭 击 要 塞 守 备 驻 军，一 路 抢 占 金 鸡

山、戚家山等制高点，还有一部海 军 陆 战 队 进 攻 镇 海 县 城。要 塞 炮 台 的 中 国 守 军 及 江 南 岸 守 军

第５８０团虽竭力抵抗，但终因力量薄弱，当日镇海即告 沦 陷。此 后，中 国 守 军 第１９４师 决 定 集 中

兵力阻挡日军进一步前进，待增援的第１６师 赶 到 后 即 行 反 攻。１７日 上 午，第１６师 先 头 部 队 在

衙前岭与日军展开激烈遭遇战，迫 使 日 军 后 撤。此 后 开 始 向 日 军 反 攻，中 日 军 队 以 戚 家 山 为 中

心展开激烈的争夺，从１９日到２１日中国军队多次击 退 日 军 进 攻，终 于 收 复 戚 家 山，迫 使 日 军 撤

退。２１日午夜，第１６师一部攻克了金鸡山，第１９４师攻克 镇 海 港 口。２２日 凌 晨，又 先 后 攻 克 了

宏远、威远炮台，镇海终 得 以 光 复。３１日，日 军 搭 载 汽 艇 数 艘 在 舰 队 的 掩 护 下 企 图 再 次 登 陆 镇

海，被要塞炮台官兵击退。④

镇海要塞数年的坚守，保障了宁波港的运行，国 民 政 府 军 用、民 用 物 资 得 以 通 过 宁 波 转 运 各

处，使日军封锁中国东南沿海的战略大打 折 扣。１９４１年４月，日 军 做 出 了 全 面 封 锁 中 国 沿 海 通

道的战略计划，其中在浙东作战的重点目 标 之 一 就 是 封 锁 宁 波 港 口。４月１９日 凌 晨，镇 海 口 外

日军开始向镇海江南及江北多处 强 行 登 陆，在 江 南 方 面，从 黄 瓦 跟 登 陆 日 军 与 从 金 鸡 山 登 陆 日

军会合后继续西犯，国民政府军 第１９４师 第５８１团 的１个 连 在 竺 山 头 一 带 英 勇 阻 击，因 寡 不 敌

众，最后全连壮烈牺牲。上午１０时，日军汽艇突破镇 海 口 封 锁 线 后 溯 江 而 上，先 后 又 在 王 家 洋、
梅墟登陆，从江东进犯宁波；江北方面日军在镇海石 塘 下 登 陆 后 袭 击 镇 海 县 城，中 国 守 军 虽 奋 力

抵抗，但镇海县城还是在１９日上午沦陷。⑤ 此后，日军 迂 回 包 抄 宁 波，２０日 拂 晓，处 于 被 日 军 多

面包围的第１９４师和宁波防守司 令 部 不 得 不 撤 出 宁 波 转 向 奉 化，宁 波 沦 陷。至 此，镇 海 要 塞 的

防守使命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出于保障 京 沪 安 全 的 需 要，由 军 方 和 浙 江 省 地 方 政 府

首先在杭州湾南北沿海地带修 筑 了“乍 澉 甬 海 岸 阵 地”，并 移 筑 了 镇 海 要 塞 炮 台，以 期 起 到 抵 抗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的作用，然而就日军登陆与国民政府军抗登陆作战的实际而言，１９３７年１１月

日军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的 登 陆，轻 易 避 开 了 国 民 政 府 的 海 岸 阵 地 工 事，致 使 国 民 政 府 战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江浙各地海港封锁文电、宁波海防 计 划 及 镇 海 炮 台 与 敌 舰 炮 战 经 过》（１９３８年），中 国 第 二 历 史 档 案 馆 藏，七 八 七－
３４７３。

《镇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镇海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７６页。
《镇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镇海县志》，第２７７页。
《镇海炮战》，《申报》１９４０年８月１日，第９版。
任根德：《镇海两次抗日作战纪实》，政协浙江省 镇 海 县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镇 海 文 史 资 料》第３辑，１９８９

年，第２２页。



袁成毅　潘东青／抗战时期杭州湾海岸国防工事的修筑及实际作用

前的国防工事根本未能发挥作用；至 于 战 前 国 民 政 府 在 杭 州 湾 南 岸 修 筑 的 镇 海、穿 山 等 处 步 兵

工事，由于工事数量太少，在实战中虽有部分利用，但 对 于 抵 抗 日 军 登 陆 的 作 用 相 当 有 限。相 对

而言，移筑后的镇海要塞炮台倒 是 在 实 战 中 发 挥 了 阻 敌 作 用，并 一 直 坚 守 到 了１９４１年４月，其

间也为国民政府对宁波港的利用提供了军事上的保障。

〔袁成毅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潘东青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

究生〕

（责任编辑：延均）

３９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ｔｈｅｍ；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ｗｅｉ　Ｇｒｏｕｐ，Ｊａｐ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
ｐ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ｗｅｉ”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ｒｅａｔｙ”．“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ｔｈｅ　１５－ｙｅａｒ
ｗａｒ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ｉｔ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ｃａｍｅ　ｔｏ　ａｎ　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ｓ　ｄｅｆｅａｔ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７．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Ｙｕａｎ　Ｃｈｅｎｇｙｉ　Ｐａｎ　Ｄｏｎｇｑｉｎｇ（８１）
…………………………………………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ｉｎ　１９３２，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
ｔ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３３ｔｏ　１９３６，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ｂｕｉｌ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ｈａｐｕ　ａｎｄ　Ｇａｎｐｕ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ａｎｋ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ｙ，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ｒｙ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Ｚｈｅｎｈａｉ　ａｎｄ　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ｎ　ｉｔ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ａｎｋ，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Ｚｈａｐｕ－Ｇａｎｐｕ－Ｎｉｎｇｂｏ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ｉｎｇ．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Ｚｈｅｎｈａｉ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ａｎｋ　ｔｏ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３７，ｔｏ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ｈａｐｕ　ａｎｄ　Ｇａｎｐｕ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ａｎｄ　ｌａｎｄｅｄ　ｅａｓｉｌｙ　ｎｅａｒ　Ｊｉｎｓｈａｎｗｅｉ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ａｎｋ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ｉｌ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ｙ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ｂｏｍｂａｒｄｅｄ　ｐｌａｃｅｓ
ｌｉｋｅ　Ｚｈｅｎｈａｉ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ｌ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ｉｍｅｓ．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４１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Ｚｈｅｎｈａｉ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ａｎｋ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ｓｔｉｌｌ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ｏｌｅ　ｉｎ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８．Ｔｈｅ　Ｒｏｂｂ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ｉ　Ｎｉｎｇ（９４）…………………………………………………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ｉｓ　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　ｓｅｔ　ｕｐ　ａｔ　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ｏｕｔ－
ｂｏｕｎｄ　ｇｏｏｄｓ，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ｄｕ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ｌ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ｆ－
ｆａｉｒｓ．Ｉｔ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ｒｉｆ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ｔｕ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ｉｎｔｏ　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ｂ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ｒｉｆ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ｉｄｅ　ｔｏｏｋ　ｓｔｅｐ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ｏｒｃｅ，ｐｌ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ｔａｘｅｓ，ｅｎｃ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ｔａｋｉｎｇ　ｏｖ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２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