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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會戰中的稅警總團 

陳昕劭 1F

 

稅警總團，是宋子文為鹽務改革成立之武裝。1928年，鑒於鹽稅是

當時重要財政收入，南京國民政府針對鹽務進行多項改革，除制定

鹽法外，還試圖整理鹽場、改良機關，並成立了緝私總隊，此即稅

警總團之前身。當時兩淮地區為中國最大鹽區，但軍隊提稅放鹽情

形嚴重，非精銳武力不能力敵，因此稅警總團就成為財政部取締軍

隊走私的主力。除保護鹽稅外，稅警總團因裝備精良、訓練有素，

更參與了多場戰役，如一二八戰役、兩次江西剿共、淞滬會戰等，

且多有斬獲。但現今對稅警總團的研究甚少，大部分提到稅警總團

的研究，多是因其為新一軍與新三十八師之前身，因此筆者欲藉此

文，探究稅警總團之成立與編制，並以其參與淞滬會戰之實績做討

論，呈現稅警總團最真實的樣貌。 

關鍵詞：宋子文、鹽務、緝私、淞滬會戰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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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財政部稅警總團，因身為享譽國際的新編三十八師及新一軍之前身，

而為人所知。其以一財政部成立之武裝，一躍而成國軍主力的事蹟相當罕

見，但關於稅警總團的編制、沿革，乃至其經歷，都尚未有研究對其進行梳

理。為此筆者將以藉本文探究稅警總團之成立與沿革，並以其參與淞滬會

戰之實績做討論，呈現稅警總團 真實的樣貌。 

  稅警總團是財政部為保護鹽稅而創設的武裝，在南京國民政府主政後，

對鹽務進行了不少改革，從機關整併到法規擬定等，其中就包括緝私隊伍

的重新編練。早年北京政府時期的鹽務雖經會辦丁恩大力改革，但仍時有

地方駐軍干預鹽政、緝私隊伍的組建亦未見成效，故 1928 年宋子文甫任財

政部長，便以溫應星掌緝務，銳意改革。由於一般稅警隊之力量無法應付

軍隊提稅放鹽之舉，因此宋子文便又成立一支直屬的機動武裝，以震懾地

方，此即為稅警總團之創立。 

  宋子文為打造稅警總團，耗費大量資源，其裝備多由財政部向外國採

購，除輕重槍械外，甚至還裝備有迫擊砲、高射機槍及戰車。其裝備之精

良，在當時可說是首屈一指。但也因為稅警總團的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亦

使其受到國民政府軍事高層的關注。隨著宋子文與蔣中正的爭執，宋子文

自財政部長離任，稅警總團遂逐漸脫離財政部的控制。在 1932 年一二八事

變後，稅警總團移防海州，而後又於 1933 年奉令前往江西參與剿共。1935

年結束剿共任務後，隨即面臨重大的人事改組， 後逐漸演變成以蔣中正

的命令是從的特殊武力，並在 1937 年淞滬會戰後改編為陸軍第四十師，完

全脫離財政部之管轄。 

  涉及稅警總團的相關研究多是以鹽務為主，不少研究者對於民國鹽務

都有所關注，其中《中華民國工商稅收史．鹽稅卷》在史料爬梳以及概念釐

清方面有相當大的貢獻。1財政部鹽務總署出版的《中國鹽政實錄》，對於中

國歷代鹽政論述詳盡，內容無所不包，且多用官方資料，實乃中國鹽政研

                                                      
  1  國家稅務總局主編，《中華民國工商稅收史．鹽稅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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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一手的材料。2郭世忠主編的《中國鹽業史》，集諸多大專院校、鹽業人

士之力而成，並使用大量地方檔案館之資料，使內容相當完整。3此外丁長

清、劉經華、張殿清、李德成、張立杰等研究者，則對中華民國兩次鹽稅改

革、鹽務的現代化、鹽務管理單位之沿革、政府與鹽商之關係有諸多討論。 

  鹽務工作 重要者在於緝私。當時中國鹽政面臨的諸多問題中，亟待

改善的問題莫過於鹽場管理鬆懈，走私嚴重，因此民國時期的兩次鹽稅改

革，都特別針對此點進行改革。不少研究專著以緝私角度，來觀察整個民

國鹽務的執行層面與成效。相關論著有孫寶根《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緝私研

究(1931-1945)》、曹蕾《民國時期的鹽務稽核所及其改革》、董振平《抗戰時

期國民政府鹽務政策研究》等。4另外還有關於繆秋杰之大量研究可以參考。

繆是自北京政府進行鹽稅改革就在丁恩手下協助鹽政的專業人員，其在鹽政單

位的工作一直延續到國共內戰結束，因此做為橫貫整個民國早期鹽稅改革的重

要親歷者，關於他的研究相當豐富，如《繆秋杰與民國鹽務》、〈論繆秋杰對民

初鄂岸鹽務的改革〉、〈民國時期治鹽名家繆秋杰〉等。5 

  關於稅警總團的專著相對較少，論文部分有范國平以文史資料為中心

勾勒稅警總團在淞滬會戰之研究、王一峰則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出版品

為主，對淞滬會戰中的稅警總團進行論述，但兩者皆沒有使用到臺灣的檔

案史料。史繼偉則是以諸多年鑑及資料匯編為主要材料，撰寫其碩士論文。

史繼偉對於稅警總團雖有專章論述，但其研究脈絡畢竟是以南京國民政府

時期的鹽務稅警為主體，加之其討論稅警總團所使用之材料多為文史資料，

與前兩位研究者一樣較少使用台灣方面材料，相當可惜。 

  除上述研究外，關於宋子文及孫立人的研究，皆有對稅警總團進行討

論。宋子文是稅警總團的締造者，他對稅警總團的定位與支持，決定了稅

                                                      
  2  財政部鹽務總署，《中國鹽政實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3  郭正忠主編，《中國鹽業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  孫寶根，〈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緝私研究(1931-1945)〉(蘇州：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4)；
曹蕾，〈民國時期的鹽務稽核所及其改革〉(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董振平，《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鹽務政策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5  李涵等著，《繆秋杰與民國鹽務》(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劉經華，〈論

繆秋杰對民初鄂岸鹽務的改革〉，《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1996): 67-73；方一清，

〈民國時期治鹽名家繆秋杰〉，《鹽業史研究》4(1994): 50-54 



．146．陳昕劭  

警總團在未來的發展態勢，其與蔣中正及其他國府高層的關係變化，又影

響了稅警總團的人事變遷以及從屬，故從宋子文的相關研究中，可以觀察

到不少重要訊息。吳景平是宋子文研究的佼佼者，其《宋子文評傳》與相關

著述，以詳實史料勾勒宋子文的決策、人際關係，以及對日態度，這些訊息

都能提供不一樣的視角。6孫立人是稅警總團稅警總團第四團團長，亦是稅

警總團在淞滬會戰後之總團長。其相關研究有揭鈞《小兵之父：孫立人將

軍側記》、鄭錦玉《一代戰神孫立人》、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

作戰實錄》、陳存恭訪問的《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等。7前三本是與

孫立人將軍與談後的著作，而陳存恭該書則訪問相當多位孫立人部屬，其

口述資料中，大多都有提到孫立人在稅警總團服務的經歷，可彌補檔案缺

漏之處。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成果，以鹽務相關制度層面的研究，較為完備，但

對於稅警總團之多項問題，如其為何要創立，是否有其必要性、稅警總團

的人員招募、裝備採購，以及為何執行諸多非緝私之業務，乃至整個稅警

總團之沿革與發展，及其內人事與派系問題，仍未有太多研究談及，這是

筆者能夠發揮之處。為此，筆者欲以淞滬會戰作為考察對象，藉由觀察稅

警總團在淞滬會戰中的實績，討論稅警總團的沿革、編制與戰力，並透過

成立後經歷的數次轉變，尤其是高層人事變遷，討論這些人事問題對於稅

警總團本身產生之影響。並以此文之撰寫，呈現稅警總團的樣貌。 

                                                      
  6  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論宋子文的對日強硬態

度1931-1933〉，《抗日戰爭研究》2(1992): 54-69。 

  7  揭鈞，《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臺北：米樂文化，2014)；鄭錦玉，《一代戰

神孫立人》(臺北：水牛出版社，2004)；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

實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陳存恭訪問，《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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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稅警總團之成立及其編制 

 鹽務改革的重要一環 

  鹽稅一向為中國政府重要財政收入，因此中國各時期的政府都設有專

門機關管理。在唐、虞以前鹽任人採收，至禹始定鹽貢，是 早的鹽稅，至

東周管仲相齊，始行專賣，收海鹽之利，充裕國庫，而相沿數千年。為防杜

私漏設「鹽人」、「虞侯」、「祈望」，漢代設「農官」、唐代設「鹽鐵使」，至

宋朝定「官鹽闌入法」設「巡檢」，元代辦「水師」以保鹽場，各鹽區設「巡

丁」以防緝私鹽，為早期之「鹽警」。8民國初年，各省在鹽運使下設緝私總

部，其下轄緝私營，各鹽場設「巡警」，沿用陸軍編制，設「鹽巡營」，當時

各區人數眾多，步兵、馬隊、水師、艦艇俱全，頗具規模。緝私工作以查禁

場私為根本，1928 年財政部第一次財政會議，決意整理鹽場，於鹽務署內

設緝私處，主管全國緝私事宜。9 

  這場在上海舉行之全國財政會議，就財政、金融、農業、基礎建設、國

防建設等各方面進行討論，其中關於鹽政者，就有「改革鹽稅制度案」、「整

理鹽政案」、「整理鹽務以裕國稅案」、「整理鹽務案」等四案。10在各議案中，

都強調了鹽稅在中國財政收入中的地位，以及鹽務緝私亟待整理之問題，

可知國民政府進行鹽政整理時，鹽務為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為解決鹽政問題，南京國民政府於 1931 年頒布新鹽法。雖然新鹽法尚

未正式施行，但關於鹽務改革的部分，早在 1928 年宋子文任命溫應星掌全

國緝務時，就已開始著手進行。儘管北京政府在外國人士的協助下，已對

鹽政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但新增的諸多緝私營隊、場警，並未發揮作用。

更有甚者，不少由鹽梟招撫而來之場警，並未改其一貫作風，使緝私單位

                                                      
  8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員警第三總隊，http://www.tcopp.gov.tw/index.php?catid=19&id=34，查閱

日期：2020年7月9日。 

  9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員警第三總隊，http://www.tcopp.gov.tw/index.php?catid=19&id=34，查閱

日期：2020年7月9日。 

 10  全國經濟會議秘書處，《全國經濟會議專刊》(上海：財政部駐滬辦事處，1928)，316，
401，47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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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同虛設；而東南各省又屢經戰亂，沿海各鹽區多有亂兵流入，鄰近駐軍

也多有販運私鹽、提稅放鹽情事發生，因此改革鹽務 重要者乃是緝私單

位的整理。在 1928 年，溫應星首先將緝私處從鹽務署中獨立出來，並擴大

其組織；並將緝私處裁撤，轉將各地緝私機關改歸稽核機關管理。逐步將

緝私營隊改編為團、營編制，對其汰弱留強，成為日後各地負責鹽務緝私

之稅警團的基礎。 

  自 1931 年 4 月起，財政部先後將淮浙、蘇閩、魯豫、揚子四岸之鹽務

緝私隊，歸由稽核機關接管，於鹽務稽核總所內設立稅警科，對緝私隊伍

積極進行整頓，裁撤各區緝私局，改組為稅警局或稅警科。緝私隊伍也著

手改編，廢除緝私大隊中隊的名稱，改稱稅警隊；另募新警填補空額、採行

區制。並於松江成立稅警官佐教練所，遴選畢業學生，充任稅警官佐。經年

餘工作成效始彰。11而後長蘆、川南、川北之鹽務緝私隊也陸續接受改革，

至 1935 年止，各鹽區尚有緝私隊者，僅有兩廣、河東、晉北、甘肅、青海、

寧夏等區。121933 年時，各鹽區所轄員警人數計有 26,948 名；131935 年則

有 23,008 名(額定人數為 26,467 名)。14而財政部下轄稅警，除各區專責查緝

私鹽之隊伍外，尚有同等人數的機動隊伍，稱作稅警特務總團，或稱稅警

總團。 

 稅警總團的編制、裝備與訓練 

  稅警總團，是財政部以攤還八國銀行團鹽稅餘下之款，新成立的直屬

武裝，其裝備、人員招募、薪餉皆是財政部負責。1930 年 3 月，溫應星奉

宋子文之命設立了緝私總隊，同年 6 月改名為緝私處特務團。15財政部直屬

的緝私團在該年年底時，就已有了三團的規模。1931 年 3 月，配合新鹽法

                                                      
 11  鹽務稽核總所稅警科，《民國二十二年鹽務稽核總所稅警年報》(不詳，1934)，1。 

 12  鹽務稽核總所稅警科，《民國二十四年鹽務稽核總所稅警年報》(不詳，1935)，3。 

 13  鹽務稽核總所，《民國二十二年鹽務稽核所年報彙編》上編，(不詳，1933)，3。 

 14  鹽務稽核總所稅警科，《民國二十四年鹽務稽核總所稅警年報》，39。 

 15  財政部稅警總團步兵第二團參加淞滬抗日回顧錄編輯委員會，《財政部稅警總團步

兵第二團參加淞滬抗日回顧錄》(不詳，193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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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頒布，再次更名而成為稅警總團。16與原先由各地緝私營改編而成的稅警

團不同的是，稅警總團以新招募兵源為主。 

  稅警總團初創之時，總部雖設在松江，主力卻駐防於兩淮，就是為了保

護當地鹽稅，震懾私販與盜匪。在一二八戰役後，更直接將其總部移駐海

州板浦。板浦地區為新闢海港，形勢險要又距離海州不遠，因此財政部希

望以稅警總團駐此震懾。17而後稅警總團各團雖因任務需要，不時有所調動，

但總團部基本仍都駐在海州。稅警總團之所以將主力與總部設置於海州，

原因有二。首先是因海州地理位置緊要，為溝通南北重要路線，需重兵佈

防。海州，古稱朐縣、東海。東瀕黃海，西接徐邳，北控齊魯，南蔽江淮，

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18近代孫中山曾提出「在山東、河南、江蘇交界，

可招二、三萬眾，則以江蘇之海州為 善矣。盖起點之地，必先求得人，其

次接濟軍火之道，其三不近通商口岸，免各國藉口，牽制海州之地。於此三

者皆得，且可握運河，絕漕米，此亦制北京之死命」。19在一二八上海戰役

爆發之時，更使國民政府注意到海州在鞏固京滬防禦之重要地位。當 1932

年中日在上海開戰之時，〈臨時南京防空計畫〉中就提到敵人可能由杭州、

上海、海州三個方向來襲，20尤其隴海路沿線也發現日本飛機蹤影，有派飛

機駐防之必要。21沿江、沿海各省之警備，也定有全盤計畫，負責揚州、南

通、海州防禦之梁冠英部，便直接坐鎮海州。22而後隨著戰事發展，日軍在

上海攻勢受阻，據傳曾有從他處開闢戰場的計畫，其中就有一處是海州，

                                                      
 16  財政部稅警總團步兵第二團參加淞滬抗日回顧錄編輯委員會，《財政部稅警總團步

兵第二團參加淞滬抗日回顧錄》，13-15。 

 17  〈松江〉，《申報》，1932年7月7日第10版。 

 18  連雲港市海州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海州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1。 

 19  〈附錄：與宮崎寅藏譚論革命筆錄〉，《國父全集》，1897年。 
https://sunology.culture.tw/cgi-bin/gs32/s1gsweb.cgi/ccd=Tm9Ev9/record?r1=41&h1=1，
查閱日期：2020年7月9日。 

 20  〈淞滬抗日戰役史材(13)〉，《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10300-
00013-004。 

 21  〈淞滬抗日戰役史材(05)〉，《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10300-
00005-003。 

 22  〈淞滬抗日戰役史材(15)〉，《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10300-
00015-003；〈淞滬抗日戰役史材(04)〉，《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

藏號：002-110300-0000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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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上海急需生力軍支援，軍事委員會仍調派鄰近部隊趕往海州佈防，

可見海州地理位置之重要。23 

  其次，海州除地理位置重要外，還有豐富的鹽資源。在 1931 年至 1935

年，淮北產鹽總數達全國 18%，鹽稅收入則佔全國鹽稅的 10.9%。24由於

1930-31 年間，淮北駐軍屢有提稅放鹽、干涉鹽務之舉動，加以其地民風強

悍時告不靖，對鹽務影響甚大。25因此海州在北伐期間落入國民革命軍之手

後，蔣中正為鞏固海州鹽稅收入，便著手整頓鹽務。當時淮北駐軍有任應

岐之四十九師、以及石友三的部隊。兩部在北伐期間投靠國民革命軍，屢

在蚌埠等地販運私鹽；26在曾仰豐的回憶錄中，也提到在中原大戰期間，兩

部交戰，任應岐曾到淮北稽核所「借用軍餉」不得，遂至中國銀行強提稅票

二十餘萬。 後雖經中央協調解決，但四十九師仍從稽核所取得值十萬鹽

稅之准單，作為中央移撥之軍餉。27而除四十九師與石友三部隊外，尚有第

三軍第十二師第六十八團在兩淮運販私鹽。28正規軍強取鹽稅販賣私鹽的情

況比比皆是，但一般稅警隊並無力抗衡，因此財政部才會將稅警總團佈署

於此。 

  稅警總團之精銳在於其人員招募、裝備、訓練、待遇等，各方面條件與

要求都相當高，因此成為享譽海內之強軍並非僥倖。相較於各鹽區稅警隊

之人員，多是接收原緝私隊伍，整編後留強汰弱而來；稅警總團之兵員則

是以新招募兵源為主，且因稅警總團經費寬裕，各方面待遇與裝備都比國

軍優渥。使宋子文以及稅警總團各長官能夠對於兵源要求較為嚴格，因此在國

民政府徵兵困難之時，進入稅警總團還得經過考核，文盲一般不要。29 

                                                      
 23  〈淞滬抗日戰役史材(08)〉，《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10300-

00008-047；〈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至民國二十一年二月〉，《蔣中正總統

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70100-00023-066。 

 24  曾仰豐，《中國鹽政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209-215。 

 25  何維凝，《中國鹽政史》(臺北：大中圖書有限公司，1966)，500。 

 26  〈挑撥寧漢分裂(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300-
00003-259。 

 27  曾仰豐，《榷鹺回顧錄》(不詳，1942)，30-31。 

 28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一年六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002-060100-00050-004。 

 29  文湘、朱嘉琪，〈孫立人的戎馬生涯〉，《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9卷(北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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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警總團自成立至淞滬會戰爆發，共有四任總團長。首任總團長為王

賡，第二任為莫雄，第三任為溫應星， 後則是黃杰。四位總團長出身各

異，其中王賡與溫應星都是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莫雄是同盟會老將，黃

杰則是黃埔軍校出身。宋子文上任財政部長後，有鑒於鹽稅是中國 重要

的財政來源，若不加以整頓，國家財政就無法良好的運轉，因此在接管全

國鹽務緝私機構時，就命溫應星成立緝私總隊，由溫聯繫東北講武堂，招

徠百餘人擔任基層軍官，並重新招募兵源而成。而後經過逐步改編及擴張，

到了 1932 年，已成為下轄四團，另有特務營、砲兵營、機槍連、迫擊砲連、

無線電隊，並配有德國軍事顧問數名。30較為特別的是，稅警總團與當時國

軍相當不同的地方，在於大量起用留美學生。除溫應星、王賡外，尚有畢業

於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的孫立人、諾維支騎兵學校的趙君邁、史丹佛炮兵專

校的賈幼慧、西點軍校的王之、耶魯大學的宋文斌、哈佛大學的胡蘭生等，

可謂人才濟濟。31 

  裝備部分，多由財政部向德國、法國、捷克、比利時等國訂購，包含迫

擊砲、馬克沁水冷式重機關槍、捷克式輕機槍、德國制式毛瑟槍與比利時

步槍、法國製望遠鏡等，甚至還有英製卡登羅伊德坦克車。相較其他國軍

部隊的裝備，稅警總團的裝備質量相當高；32另外稅警總團的制服，由財政

部依照軍政部的規定製做，但中間減少製作機關的層層剝削，因此質量比

軍政部發給的制服好得多。33 

  稅警總團的訓練採用德式，特在海州成立軍官教導隊，召訓各團尉級

軍官，由財政部聘請德國軍官多人任顧問，由史坦因上尉率領顧問在教導

                                                      
文史出版社，1996)，738。 

 30  〈來電慰勉蔣蔡〉，《申報》，1932年2月2日，第3版。 

 31  鄭殿起，〈稅警總團的沿革〉，《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上)(北京：中國

文史出版社，2002)，729；〈閘北稅警追悼謝營長〉，《申報》，1931年12月14日，

第16版。 

 32  范國平，〈國民政府財政部稅警總團考輯：湮沒於歷史中的抗戰勁旅〉，《傳記文

學》87.3(2005): 23；董化鶚，〈國民政府財政部稅警總團組織和人事變動概況〉，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744。 

 33  包毅，〈“稅警團”始末梗概〉，《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上)(北京：中國文

史出版社，200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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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並分赴各團實施嚴格之軍事訓練。34以孫立人率領的第四團為例，當時

除了正常的射擊訓練、戰鬥訓練、體能訓練、夜間教育之外，夏天還將部隊

帶至海邊露營，實施游泳訓練，並舉行游泳比賽。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讓

全團官兵包括伙伕都能熟習水性。同時孫相當注重官兵的精神教育，以「義

勇忠誠」為團訓。35當時在孫立人麾下的王筠表示，孫立人訓練部隊很特別，

注重到野外演習，常常從早到晚都在野外，很晚才能回營。有一次周末

舉行的夜行軍，在冰天雪地裡，從晚上七時走到翌晨七時；甚至還有過連

續數月，在駐地附近山中住帳棚進行訓練。36 

  此外，關於新招募軍官的培訓，宋子文另在松江開辦鹽務稽核總所稅

警官佐教練所，由美國留學生姚觀順為所長，其訓練以國外軍事教育方式

為主，直到抗戰爆發前，共辦了 11 期，計有兩千餘名軍官學生成為各地稅

警團的骨幹。37其訓練內容包含戰術、地形、兵器、築城等四大教程，以及

一般典、範、令之教程。另招考初中或高小程度青年，施以軍事訓練，再分

發到各稅警區擔任幹部。38 

  稅警總團 初下轄四個分團、及一個特科兵團，而後逐漸擴編為六團

二營，相當於當時陸軍乙種師的編制。39莫雄在回憶錄中提到，其 1932 年

擔任總團長時，第三團是實力 為雄厚的一個團，有 4、5,000 人。40在一二

八事變時，代表稅警總團參戰的第二團也有 4,000 餘人。41在 1936 年黃杰

接任總團長後，又縮減各團編制，擴充了第五、六兩團，因此總人數並未增

加太多。1937 年，稅警總團分為兩個支隊，每支隊下轄三團。每團三營共

                                                      
 34  潘德輝，〈從稅警總團特科兵團到第四團的經過〉，《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

錄》(臺北：學生書局，1992)，159。 

 35  孫立人，〈孫立人回憶錄：稅警總團與剿匪〉，《中國時報》，1989年2月18日，第

23版。 

 36  陳存恭訪問，萬麗鵑等紀錄，〈王筠先生訪問紀錄〉，《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記

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71-72。 

 37  包毅，〈“稅警團”始末梗概〉，736。 

 38  包毅，〈“稅警團”始末梗概〉，736。 

 39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103。 

 40  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莫雄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
77。 

 41  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莫雄回憶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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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連，各營有機關槍一連，迫擊砲一排。各團還有高射機關槍連、步兵小砲

連、通信連各一。另外總團下屬，尚有砲兵營、迫擊砲營、工兵營、通信兵

營、輜重兵營、獨立一營、獨立二營、監護隊、特務連、警衛連、衛生隊、

總醫院、教導隊、軍樂排、修械所等編制。42淞滬會戰爆發後，稅警總團即

以此 25,000 人的編制，投入淞滬戰場。43 

 稅警總團的人事變遷與影響 

  稅警總團自成立迄至淞滬會戰前，經歷三次較大的變動，分別為宋子

文擔任財政部長時期(1930-1933 年)、孔祥熙任財長時期(1933-1936 年)，以及

由財政部改隸軍委會時期(1936-37 年)。這三個時期之間的人事轉變，都對稅

警總團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以下將分別述之。 

  首先，宋子文對稅警總團的影響自不待言，其對稅警總團不遺餘力的

支持，使稅警總團得以快速發展，並成為足以力抗外侮的雄師。宋子文對

稅警總團 大的影響，在於其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讓稅警總團侷限一隅，

甚至對稅警總團的定位，亦非僅僅是警察而已。宋子文曾言：稅警總團雖

名為警團，但訓練與器械實與軍隊無異。44很顯然除緝私外，宋子文還希冀

稅警總團可以承擔更多任務。因此，宋子文為減少外力影響，在一開始就

以東北講武堂畢業生與留美學生為主體，組建稅警總團的領導體系。此舉

成功使稅警總團在初期完全是以宋子文的意志是瞻，卻也因此使稅警總團

與其他中國軍隊格格不入，甚至遭到排擠。在宋子文與蔣介石關係穩定時，

這樣的情形並不成問題，但當兩人齷齪漸生之時，蔣就無法容許此一精銳

武裝游離於其掌控之中。 

  蔣宋兩人雖為姻親，但兩人在工作上的衝突，在蔣中正尚未與宋美齡

                                                      
 42  〈稅警總團編制〉，《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26/1930/6480。 

 43  〈稅警總團與新三十八師及新一軍之歷史關係及其作戰經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孫立人檔案》，檔號：105-01-01-107。 

 44  「顧維鈞致張學良電稿」，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等致張學

良密電選〉(下)，《民國檔案》2(198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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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親時即已出現。在蔣日記中，對宋子文的批評時有所見，諸如「為戰費

事，子文吝刻，使人難堪」、45「子文狡賴，不肯負責財政」、46「子文以財

政無法相要挾」、47「與子文談話，向余辭職，軍事頻受其影響，苦痛已極。

二年以來財政受其壓迫，非言可喻」、48「宋子文為難，靳餉不發」、49「子

文陰謀擅權常使余發怒」、50「晚甚恨子文之陰謀也」等。51這些對宋子文的

抱怨，多因宋不願擅發款項予蔣，或以財政困難不願支持蔣之軍事行動等因而

起。當時宋子文對蔣的軍事圍剿，但反對蔣任意擴大軍費開支的作法。52此外

宋子文還提倡確立預算，落實三權分立原則，欲使國府財政組織趨於健全。

若此預算制度可順利推行，勢必對蔣造成制約，因此雙方間之齷齪與衝突，

後導致了宋子文在 1933 年由財政部長之位去職。53 

  除財政上之衝突外，蔣宋就對日和戰問題也有不同想法。宋子文認為

日本是中國 大的外患，需竭盡全力對付，一二八事變中他調稅警總團支

援上海戰場就是他思想的體現。54而後長城抗戰中，宋子文更試圖調派稅警

總團北上支援，不過稅警總團卻為接到蔣中正電令的劉峙與錢宗澤就地攔

下。55蔣中正恐宋子文仍堅持要調稅警總團北上，因此特令徐庭瑤趕赴徐州

視察，並要求稅警總團接防接蚌埠、徐州、及津浦南段的護路工作，歸劉峙

節制。56從蔣在此事的種種舉措，可以看到他對宋子文以及稅警總團的提防；

                                                      
 45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26年7月26日。 

 46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26年12月26日。 

 47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27年1月4日。 

 48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27年1月5日。 

 49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27年2月2日。 

 50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27年5月27日。 

 51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27年6月4日。 

 52  吳景平，《宋子文評傳》，98。 

 53  吳景平，《宋子文評傳》，101。 

 54  吳景平，〈論宋子文的對日強硬態度1931-1933〉，《抗日戰爭研究》，61。 

 55  〈籌筆：統一時期(七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
010200-00078-031；〈籌筆：統一時期(七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

數位典藏號：002-010200-00078-032。 

 56  〈籌筆：統一時期(七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
010200-00078-033；〈籌筆：統一時期(七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

數位典藏號：002-010200-0007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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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打成一片的同時，蔣仍堅持剿共，也可觀察到他安內必先壤外的態

度，與宋子文堅決抗日有相當的落差。57在對外態度不同步、宋子文又手握

軍權不聽調度的情況下，蔣逐漸萌生從宋手中拿走稅警總團指揮權的想法。 

  至晚在 1935 年，蔣中正就已著手準備接管稅警總團。當時蔣中正曾與

陳誠討論若要將稅警總團改編為陸軍師，該由何人擔任師長。58儘管此計畫

因故未能施行，但蔣仍未放棄接管稅警總團的想法。1936 年初，蔣派黃杰

接任稅警總團長；何紹周、王公亮為副總團長，並從其他中央軍調派大批

軍官進入稅警總團，如丘之紀、勞聲寰等，便是在此時期加入稅警總團。至

此稅警總團雖仍未改名稱，但實際已為蔣所掌控。59而蔣派黃杰接管稅警總

團的名義，是稅警總團「軍紀不佳、有滋擾民間、敗壞風紀之事」。60因此

在黃杰到任後，以勞聲寰等黃埔系中階軍官為首，先辦幹部教育，成立教導總

隊，分軍官隊、軍佐隊、軍士營集中訓練，注重思想和戰術的教育。61兩個月

的時間，黃杰已基本掌握稅警總團，在軍令指揮上也與國軍部隊確實統一。62 

  而孔祥熙接任財政部長後，對於稅警總團並未進行過多的干預，詳細

原因不得而知，或許是有宋子文的前車之鑑，孔祥熙不願在軍事上與蔣中

正有所衝突；抑或是孔祥熙本身對稅警總團就沒有太大的冀望或規劃，加

上當時稅警總團已被派往江西參與剿共，孔祥熙亦無法指揮而作罷。在淞

                                                      
 57  吳景平，〈論宋子文的對日強硬態度1931-1933〉，《抗日戰爭研究》，68。 

 58  「蔣中正電詢陳誠稅警團改編為師之師長人選」，〈籌筆：統一時期(一四九)〉，《蔣

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10200-00149-015。 

 59  〈接充稅警總團長〉，《申報》，1936年02月22日，第10版；〈任稅警團總副團長〉，

《申報》，1936年03月22日，第8版；〈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五十二)〉，《蔣中正總

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79-009；〈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四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70-121；
黃嘉謨、陳存恭，《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17。 

 60  「黃杰電蔣中正整理稅警總團兩月來軍士官精神教育已見成效減少滋擾民間敗壞風

紀情事惟工事設備因過去殊欠端倪且材料未完全運至恐難限期完成等文電日報表」，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四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002-080200-00470-141。 

 61  黃嘉謨、陳存恭，《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18。 

 62  「黃杰呈蔣中正稅警總團教育與人事整頓及兩期工事等各工作概況文電日報表」，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五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002-080200-00478-075；黃嘉謨、陳存恭，《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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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會戰後，軍委會於 1938 年 2 月 2 日，趁稅警總團後撤整補之時機，將其

改編為第四十師；而胡宗南等黃埔系將領則意圖將原屬稅警總團之高射機

槍營、財政部寶雞倉庫之裝備等一併接收。63孔祥熙則於 1938 年 2 月 11 日

特令孫立人組織緝私總隊，並於該年 3 月 1 日正式成立。成立伊始，該總

隊即有官佐計 1,050 員，士兵 14,029 名，可見財政部在其中出力甚多。由

此更可觀察到，孔祥熙對於黃杰將財政部稅警總團的物資移交給軍委會的

不滿，雖淞滬會戰爆發前稅警總團就已不再由財政部指揮，但畢竟其仍未

改換門庭。至淞滬會戰後，稅警總團正式改編一事，促使孔祥熙從速重建

一緝私武裝，使財政部之裝備不致全部落入其他單位之手，更可觀察到孔

祥熙不是不作為，而是伺機而動。 

  經歷各時期的人事變動，對稅警總團 大的影響，莫過於其隸屬的改

變。原先稅警總團為財政部直屬武裝，在改隸軍委會後，便改為陸軍編制。

其次，則是加入了大批黃埔系的軍官。原先以東北講武堂與留美學生為主

的軍官體系，在黃杰接任總團長後，帶來了何紹周、王公亮、勞聲寰、丘之

紀等黃埔軍官，接管了稅警總團的重要職位。此外還將原有各團縮編，多

餘兵力改隸新成立的第五、六兩團，而此新成立兩團，由黃埔系的丘之紀、

鍾寶勝作為主官，成為黃杰在稅警總團中立足的根基。由 1936 年的稅警總

團編制可見，由總團長黃杰以降，將原總團一分為二，以兩支隊長何紹周、

王公亮為主，其下各轄三團。不但將原本稅警總團的編制打散，改變從屬

以及增加新的階層，使職權劃分更精細；也使主官對於各團的控制力增強。

重要的，是稅警總團自此以後成為唯蔣介石命令是從的嫡系部隊，並在

1936 年後的多次事件中，聽從軍委會的調度，僅在名義上隸屬財政部管轄。

1937 年 8 月稅警總團奉軍委會令，改編為陸軍編制， 後投入淞滬戰場參

加作戰。 

                                                      
 63  「胡宗南等電蔣中正查前稅警總團之高射機槍營未附屬三十四集團軍請逕飭第八軍

或第四十師遵照」，〈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七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

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01-040；「黃杰呈蔣中正稅警總團改編第四十師

經過文電日報表」，〈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七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

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0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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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淞滬戰場上的稅警總團 

  淞滬地區，在抗戰初期屬第三戰區作戰地境，指揮系統、戰區司令長

官，由軍委會委員長親任，副長官是顧祝同上將。依作戰地域，分為右翼、

中央、左翼三個作戰軍。作戰軍之下，轄各集團軍，稅警總團所屬的第八軍

初期隸屬於第九集團軍，1937 年 10 月 9 日一度改配右翼作戰軍第十九集

團軍，10 月 15 日，復回隸中央第九集團軍。64 

  郭岱君主編的《重探抗戰史》中，將淞滬會戰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

(1)中方主動啟戰；(2)抗登陸作戰；(3)相持階段；(4)中方戰略退卻階段。65

其中稅警總團在 9 月底 10 月初才抵達上海前線，約是在相持階段始加入戰

局。儘管相持階段持續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雙方都沒有大起大落、大進

大退的戰績，但戰爭像台絞肉機，不動聲色吞噬了無數的生命。國軍從 1937

年 9 月上旬開始，一直盯著長江以南、楊涇、潘涇以西的戰線，苦守了 20

多天；隨著日軍鋒芒向南，又在薀藻浜、走馬塘地區死守了 20 餘日。這 40

多天的苦戰，日本陸軍的精銳部隊僅僅向前推進了十餘公里，期間悲壯慘

烈的故事比比皆是，每一公里都埋葬了數萬中國官兵的生命。66稅警總團在

加入戰局後，屢次與日軍主力交鋒，因而受到極大的損傷，戰後統計稅警

總團共有 4 千餘人陣亡，傷者無算，可見戰況之慘烈。本章將以相持階段

的三次重要戰鬥，以及 後撤退階段之掩護行動，作為時間分野，討論稅

警總團在加入淞滬戰場後的作用。 

 加入戰局與塘橋站爭奪戰 

  七七事變後，國府緊鑼密鼓的進行戰略佈屬。期間，稅警總團在 1937

年 8 月 9 日奉命與第二十五師合編為第八軍，黃杰也奉軍委會令為陸軍第

八軍軍長。67此前因華北戰事日緊，黃杰在 7 月 20 日即將稅警總團集合在

                                                      
 64  黃杰，〈黃杰抗日戰爭的回憶〉，《傳記文學》31.2 (1977): 63。 

 65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冊1(臺北：聯經出版，2015)，323-333。 

 66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冊1，329。 

 67  「奉軍委會令：茲派陸軍中將黃杰為陸軍第八軍軍長此令。」黃杰，《淞滬及豫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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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胊山，68並於 7 月 28 日命令全體官佐屬，以本部即將出發參加作戰，

應盡快安置眷屬。69但經過月餘仍未獲調令，一直到 9 月 15 日，才奉軍委

會的命令調動到上海參戰。70 

  當時稅警總團由海州乘火車出發，沿隴海、津浦、京滬各鐵路線，專程

直達輸送，在南翔下車。71因為國軍並無空中優勢，日軍軍機已在空中肆虐，

稅警總團採取夜行軍，搭了兩天的車才到達前線。稅警總團第二團軍醫彭

司湘回憶道：「部隊在 25 日晚上就出發了，27 日到海洲附近的新埔車站。

28 日凌晨，火車到蘇州的外跨塘附近的小車站……29 日凌晨，部隊到達南

翔」。72稅警總團抵達上海前線，第一支隊便奉令投入彭浦、大場一帶構築

防禦工事，以第一團在北新涇鎮、新涇橋門；第二團佈置於彭浦附近；其餘

在小南翔延走馬塘，分別構築工事。73第三團則暫歸第八十八師指揮，在江

灣附近備戰；第四團在葛家巷待命；第五團在大場鎮附近郁公廟；第六團

則因殿後出發尚未抵達上海。74 

  由於羅店已在 9 月下旬作戰中化為焦土，國軍主力遂逐漸向南轉移，

日軍緊隨其後，打算強渡薀藻浜，進攻大場。薀藻浜河幅不寬，不能起到天

然屏障之作用，無法阻止日軍強襲。所以國軍退守後，戰況仍重複著開戰

以來的消耗戰模式進行著。75日軍在 9 月 29 日以後的戰鬥中，基本上以攻

下大場為主要目標。若能攻下大場，則可遮斷滬寧鐵路。為此上海派遣軍

司令部擬定出相關作戰計畫，以第九、第三、第一零一師團為第一線，向固

                                                      
作戰日記》，22。 

 68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12-13。 
 69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17。 

 70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36。 
 71  黃杰，〈黃杰抗日戰爭的回憶〉，63。 

 72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口述淞滬抗戰(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5-
136。 

 73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44；「顧祝同致蔣介石等密電」，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392。 

 74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41-42。 

 75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1992)，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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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楊涇陣地的國軍進逼，主力則向南迴旋進迫大場。76 

  10 月 2 日，稅警總團第一次與日軍交鋒。當時日軍第九師團在空軍支

援下，配合戰車部隊，由北向南攻擊第九集團軍薀藻浜陳家行至塘橋站間

的陣地，企圖由大場切斷京滬鐵路，包圍大場鎮至江灣的國軍。當時適在

小南翔至走馬塘之間佈置工事的稅警總團，奉命接替第八十七師防區，與

日軍主力遭遇，激戰兩日雙方均損失慘重。77日軍在第三師團增援後，猛攻

稅警總團左翼的國軍，在陳家行到黑大黃宅間的陣地，突破數處，並渡過

薀藻浜，向南繼續猛攻。「是時我稅警總團三面被圍，孤軍奮戰，工事悉成

焦土」。78 

  10 月 3 日，日軍大部隊繼續向南壓迫，稅警總團固守在嚴家宅、曹家

宅的守軍犧牲重大，陣地相繼失陷。儘管黃杰以可堪調用之部隊，配合砲

兵，協力向敵實施逆襲，奪回嚴家宅和西曹宅。但日軍集中砲兵轟擊，繼以步

兵反撲，數度肉搏，稅警總團在嚴宅之守軍全數殉國，嚴宅復告失陷。7910 月

4 日，日軍空軍向第八軍陣地穿梭轟炸，並在 9 時派出步兵從東北西三面，

向塘橋站橋頭堡守軍形成包圍攻擊。激戰至 19 時，數度肉搏，守軍傷亡慘重。

第九集團軍以遲滯敵軍目的達成，遂命令第八軍撤回右岸主陣地固守。80在《國

民革命戰史》中也提到： 

左翼作戰軍所屬各部隊，自十月一日夜，在敵猛烈攻擊之下，相互支援，

逐次向後轉移，至十月三日拂曉前，完成新陣地之佔領。自五日至八日，

日軍又有增援部隊到達，乃集中約二個師團的兵力向蘊藻浜地區猛攻，

但在國軍稅警總團、第一師、第三十二師、第五十七師、第七十八師、

第十六師等部隊力戰之下，僅突進至趙家角、余宅附近。81 

當國軍撤至薀藻浜右岸陣地固守時，原先在塘橋站陣地遭遲滯之日軍已有

                                                      
 76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

朝雲新聞社，1975)，379。 

 77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45。 
 78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45。 
 79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45-46。 
 80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47。 

 81  蔣緯國編，《國民革命戰史》，抗日禦侮(五)(臺北：黎明出版社，19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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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力向南進攻，此時佈署在馬橋宅─西六房一線之稅警總團遭遇日軍的第

九師團與第一零一師團正面突進。82在第一零一師團士兵荻島靜夫的日記

中，也可以看出這段時間戰鬥的激烈。荻島靜夫所屬的第一零一師團一零

一聯隊，在 9 月底抵達前線後，即負責強渡薀藻浜的任務。83但連日來的進

攻，無論是利用夜幕掩護強渡、或是集中軍力強襲，都未能突破國軍的防

線。84 

 圍繞薀藻浜與大場鎮的戰鬥 

  在塘橋站戰鬥結束後，第九集團軍見稅警總團第四、第五團傷亡頗大，

因此在 10 月 7 日下令該二團後撤整頓。10 月 8 日，日軍在空軍及砲兵的

支援下，在第九集團軍正面數處突破，渡過薀藻浜建立橋頭陣地。當時日

軍以顧家宅─大場鎮為主攻方向，但因遲遲無法突破稅警總團陣地，便轉

而攻擊西面國軍第三十六師一零八旅之陣地。8510 月 9 日第八軍改隸屬十

九集團軍，並協同第三十六師一零八旅向西攻擊黑大黃宅的日軍，但同時

第九集團軍也命令第三十六師一零八旅協同第六十一師作戰。因指揮紊亂，

導致第三十六師第一零八旅並未向黑大黃宅的日軍發起攻擊。當晚 19 時，

第三十六師第一零八旅又奉師長宋希濂命令，前往接替第六十一師部分陣

地，當兩部隊交接防務之時，日軍主力突然楔入，由側面向稅警總團第二

團之陣地進攻。儘管稅警總團第二團奮勇抵抗，但在日軍戰車部隊開到後，

仍被日軍突破，於是第二團奉命撤往大場鎮西北之馬橋宅整頓，此戰第二

團傷亡逾千。86 

  10 月 10 日、11 日，因第一師方面告急，黃杰緊急調遣稅警總團第六

團前往支援。12 日時，日軍以重兵向第八軍及第一師陣地正面猛攻，其態

                                                      
 82  〈顧祝同致蔣介石密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

393。 

 83  荻島靜夫，袁定基等譯，《荻島靜夫日記》(臺北：立緒文化，2005)，23。 

 84  荻島靜夫，《荻島靜夫日記》，23-25。 

 85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380。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0。 

 86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1-52。 



 淞滬會戰中的稅警總團．161． 

勢之猛，是稅警總團參戰以來首見。在傷亡慘重的情況下，稅警總團第六

團首先不支後撤，導致第二團左翼即將陷入日軍包圍，不得已退守葛家牌

樓宅繼續戰鬥。當時日軍已成席捲之勢，為此黃杰以稅警總團第五團集結

約一營之眾，會同第一師預備隊投入戰鬥，才穩固原有陣地之防線。87自 10

月 9 日以來，稅警總團與向西曹宅、海宅、西塘橋、坍石橋等地進犯之日

軍苦戰，寸土必爭，屢經肉搏，擊退敵方數次攻擊。奮戰至 12 日晚間，仍

在俞宅、朱宅、季項宅、葛家牌樓以西之線，與日軍進行拉鋸戰。88 

  10 月 13 日，稅警總團奉總指揮胡宗南命令縮短防線後，得以加強防

禦。正午，日機及砲兵不斷向第十九師及第八軍正面轟擊，隨即以步兵猛

攻，經 3 小時的鏖戰，殲敵千餘人，甚至擊落兩架敵機，俘虜日軍飛行員

一人；稅警總團則陣亡營長以下 700 餘人。8914 日第 19 師陣地遭日軍突

破，黃杰親率稅警總團之預備隊反擊，將敵擊退恢復陣地。9015 日，奉戰區

司令蔣中正命令，第八軍再度配屬第九集團軍。並於該日遭日軍猛攻，俞

家宅、朱家宅陣地皆失而復得，稅警團第一團之營長岳中林亦以身殉。第

一團在短短一周的時間，經歷數次激戰，傷亡慘重，只得暫時後撤整編，作

為預備隊待命。91 

  17 日，日軍在拂曉之時向稅警總團的馬橋宅陣地進攻，激戰至 16 時因

傷亡過重才退去；正午還有另一支敵軍急攻俞家宅，當時稅警總團第一團

有少量兵力在後方擔任預備隊，並對進攻俞家宅的日軍進行反衝鋒。儘管

擊退日軍，但連長亦告陣亡，該預備隊只餘一排附率領十餘名戰鬥兵，其

他官兵全數陣亡。92當時在俞家宅的稅警總團守軍，除正常防守任務外，在

友軍發起反攻時，仍要協同反攻，傷亡較一般部隊更鉅，因此在 18 日時，

奉集團軍令，撤至北新涇整頓。9310 月 26 日，因防線左翼的大場鎮遭日軍

                                                      
 87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2-53。 

 88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3。 

 89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4。 

 90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5。 

 91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6。 

 92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7。 

 93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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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陷，全軍有被包圍的危險，統帥部只得下令，於 27 日拂曉，放棄上海市

區江灣、閘北原有之陣地，退守蘇州河以南，繼續作戰。94而日軍在達到攻

佔大場，遮斷滬寧鐵路後，展開對江灣、閘北等佔領地的掃蕩工作，並準備

強渡蘇州河。95 

 血戰蘇州河 

  國軍在 27 日進入蘇州河南岸防線後，日軍尾隨而至，開始渡河。儘管

蘇州河陣地防線較先前戰鬥縮短許多，但因國軍人員、武器補充的困難，

導致戰力下降五成以上，故對於日軍的進犯，國軍難以招架。96蘇州河南岸

地區，遍地不是水田就是池沼，並不適於防守，且蘇州河水流緩慢，窄的地

方只有 30 公尺， 寬也不過 6、70 公尺，日軍若要搶渡，並非難事，實是

易攻難守之地。97所幸仍有河岸附近的紗廠建築可供防守，因此當時駐守此

地的稅警總團第四團，便是依靠紗廠的鋼筋水泥建築構築防線。98 

  10 月 27 日，國軍大部已到達蘇州河南岸地區，閘北只餘第八十八師的

謝晉元一營，據守四行倉庫，繼續阻敵前進。99此後日軍除攻擊四行倉庫守

軍外，也開始對蘇州河南岸採取攻勢。為守住蘇州河防線，國軍將所能動

用之 好的部隊，部屬於蘇州河南岸，由右至左分別為第八十八師、稅警

總團 4 個團、第一軍、第四十八軍、第六十一師一部。10027 日拂曉，稅警

總團第四團開始遭遇日軍火力偵查，半夜即面臨日軍渡河進攻。但因第四

團以構築完整防禦工事及火力網，因此日軍雖對第四團造成殺傷，卻依然

                                                      
 94  李君山，《為政略殉》，124。 

 95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380-
381。 

 96  李君山，《為政略殉》，91。 

 97  孫立人，〈孫立人回憶錄〉，《中國時報》，1989年2月21日，第23版。 

 98  孫立人，〈孫立人回憶錄〉，《中國時報》，1989年2月21日，第23版。 

 99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60。 
100  滕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顧問呈陸總部報告》(新北：老戰友工作室軍事文粹部，

2020)，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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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在蘇州河南岸建立陣地。101 

  10 月 29 日蔣介石親臨前線，對第三戰區師長以上官長訓話，特別強調

蘇州河防線的重要性： 

現在我們右翼已移到蘇州河的南岸，這是我們滬戰最後的一線，也是我

們保護上海最後一條生命線，我們要保有上海，以保持東南唯一的門

戶，就要抱定最後犧牲的決心，死守這一線陣地，我們至少要能支持三、

四個月，始可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操最後必勝之權。102 

儘管蔣介石在前線向指揮將官訓話時，表示要死守蘇州河，可是在他的日

記中卻清楚看到，蔣早已清楚蘇州河戰線守不住了，因為「堪戰各師死傷

太大也。」103 

  10 月 30 日，日軍藉集中砲火射擊作掩護，主力強渡蘇州河，在周家鎮

一帶與第八軍稅警總團發生激戰，另股強大敵軍則向劉家宅陣地猛烈攻擊。

黃杰親臨前線指揮，並與日軍數度肉搏，因日軍不斷增援，眾寡懸殊，守軍

傷亡頗重，但日軍亦傷亡慘重。第三戰區指揮部認為已達成消耗戰之目的，

電令劉家宅稅警總團守軍轉移到後方陣地。黃杰指揮傷患先撤，健者交互

掩護，並親自率兵力較完整之一連殿後，安全轉進到大金家宅以北的預備

陣地。104 

  10 月 31 日起，日軍第三、第九師團開始嘗試渡河，其左翼雖屢受挫於國

軍，但右翼卻在 11 月初渡河成功，並逐步擴大在蘇州河南岸佔據的陣地。10511

月 1 日，日軍又渡過百餘人，企圖擴大橋頭堡，國軍終因傷亡過大，薛家

墅以東遂被敵攻佔。10611 月 2 日，日軍以強大空軍支援地面作戰，向稅警

總團第五團陣地進攻，該團傷亡過半，團長丘之紀當場陣亡，情況相當危

急。黃杰急令孫立人率第四團前往支援，情勢始轉為穩定。儘管戰況危急

之時，第七十八軍宋希濂派該軍第三十六師第二一六團支援，但雙方陷入

                                                      
101  孫立人，〈孫立人回憶錄〉，《中國時報》，1989年2月23日，第23版。 
102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70。 
103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37年10月29日。 
104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73-74。 
105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381。 
106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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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著，且稅警總團因缺少砲兵，及貫穿堅韌目標之武器，因此無法突破利

用堅固牆垣死守的日軍。11 月 3 日，日軍乘稅警總團傷亡慘重之際，不斷

增援、猛攻，第四團團長孫立人也在戰鬥中身受重傷。10711 月 5 至 9 日間，

渡河日軍數量大增，蘇州河南岸的局勢逐漸脫離國軍的掌控，期間第一零

一師團一部更直接架橋渡河，可見國軍的抵抗力量已大幅減弱。108而國軍

的抵抗力度日衰，主要原因是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成功，使蘇州河前線國軍

陷入腹背受敵的窘境。 

  11 月 5 日，日軍調集三個師團，在濃霧掩護下，秘密集結軍艦數十艘，

向金山衛國軍陣地砲擊約 4 小時，於霧散後日機自航空母艦起飛，向國軍

陣地轟炸，掩護其步兵從杭州灣金山衛登陸，距離國軍蘇州河防線只有 40

公里。原先在此守備的師多因大場、薀藻浜戰鬥告急，而被北調支援。因此杭

州灣海防為之一空，又未派員填防，遂給日軍可乘之機，一舉登陸成功。10911

月 8 日，國軍已無法阻止杭州灣登陸日軍的前進，蘇杭地區國軍呈現被日

軍南北鉗形夾攻的態勢。第三戰區副司令顧祝同鑑於蘇州河方面戰局難期

好轉，下令左右兩翼作戰部隊向西撤退，轉進平嘉、吳福線既設之國防陣

地，以節約保持戰力，拒止敵人。110此時日軍在杭州灣登陸之第六、第十八

師團開始向松江地區進逼，並意圖進佔平望鎮、楓涇鎮，直逼嘉興。111日軍

此舉使上海地區國軍承受極大壓力，唯恐遭日軍圍殲。 

  時任第三戰區前敵司令的陳誠，在回憶錄中提到當日軍登陸時，原決

定「縮短陣線，蘇州河部隊應速轉進武進一帶之國防線中。」112但因當時九

國公約國正在比利時開會，蔣介石為爭取國際聲譽，下令再堅持 3 天；加

上蔣介石認為「金山登陸之敵應在三日之後，其主力方能集中前進。……

如我軍能站穩現有陣地，三日以後當無危險矣。」113因此蘇州河陣地的國

                                                      
107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74-77。 
108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381。 
109  蔣緯國編，《國民革命戰史》抗日禦侮(五)，63；李君山，《為政略殉》，94-95。 
110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11月8日，80。 
111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401。 
11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58。 
113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37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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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在中央高層的種種考慮下，遲至 11 月 8 日才撤退，但此時部隊秩序已

亂，命令無法貫徹。114 

 掩護撤退的任務 

  在日軍於金山衛登陸後，國軍的撤退已成定局，但統帥部卻遲疑了 4

天，直到 8 日夜裡才放行。由於撤退命令下得太遲，各部隊都沒有準備的

餘裕，秩序極為紊亂。115加上日軍和漢奸的破壞，使得通信失靈，許多該退

的部隊都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而沒有接到命令的，卻反而跟著鄰近友軍

一起退了。一時間國軍措手不及，造成極大的混亂，因此被日軍追擊造成

慘重損失。116 

  右翼作戰軍於 11 月 9 日，在日機低空轟炸與掃射下，仍向西移動。該

日從早到晚日機異常活躍，沿途附近之村落橋梁被炸毀，導致轉進的國軍

傷亡纍纍。各部隊秩序至為紊亂，電話多告中斷，雖然第九集團軍司令部

派員向各方聯絡，仍無法找到所屬全部之確實位置。當天稅警總團依照右

翼作戰軍總司令張發奎命令，進入指定陣地，極力抵抗，試圖阻敵進犯；但

其他友軍因故未能依時佔領指定陣地，日軍便由稅警總團兩翼之空隙地帶

乘虛急進，形成包圍態勢。經請示司令部，指示稅警總團保持戰力，迅速脫

離戰鬥，向崑山以南之茜港轉進。在撤退期間，友軍各部隊混亂及電信多

告中斷之時，第八軍稅警總團尚能掌握所屬部隊，與上級保持電訊連絡，

接受指定任務。117由於情況混亂，右翼軍外側的數支部隊相繼失去聯繫，為

收容這幾支部隊，稅警總團、第 87 師、第 3 師等編制較完整的單位，在指

定防線堅守，以掩護友軍撤離。118 

  11 月 10 日、11 日，在友軍紊亂期間，稅警總團運用各種手段，經常

與上級及友軍指揮所連絡，尋明各友軍指揮所及收容位置，轉知所屬部隊

                                                      
11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58。 
115  蔣緯國編，《國民革命戰史》，抗日禦侮(五)，65。 
116  李君山，《為政略殉》，97-98。 
117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81-82。 
118  滕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顧問呈陸總部報告》，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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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並指派軍官於各要點，轉告散離官兵之轉進路線，促使其迅速歸還建

制，更以後方補給單位遺置之糧秣，適時補給之。凡經茜港地區西撤之零

星部隊及離散官兵，得力稅警總團之支援，獲得糧秣及械彈之適當補給，

多能成營連，秩序漸告恢復。119 

  13 日，第十九集團軍代總司令上官雲相致電黃杰，轉達戰區副司令顧

祝同之命令：「第八軍稅警總團於京滬鐵路線以南，沿青陽港右岸陣地與第

七十二軍第八十八師取得聯繫，……負責掩護戰區主力軍之轉進及左翼吳

福線國防陣地友軍之進入。」120並在完成掩護任務後，與友軍交互掩護繼續

後撤。稅警總團在轉進中，因多次擔任掩護任務，極力拒止敵人之前進，復

遭敵空軍輪番轟炸，犧牲頗大。121 

  自蘇州河陣地撤出之國軍，沿太湖南北撤離，而日軍第六師團與第十

八師團亦銜尾直追。14 日崑山東邊的加強陣地遭第六師團突破，15 日崑山

即告陷落；而在 10 日攻陷楓涇鎮後，第十八師團自北方鍥入國軍防線，19

日攻佔嘉興，阻斷國軍南向撤退的路線。122此時日軍第二波增援部隊業已

登陸，為避免遭受更多損失，中國左翼作戰軍決定放棄吳福線陣地，逐段

撤退，以固守無錫、江陰間既設之國防陣地。12319 日稅警總團奉命協同第

一軍作戰，並擔任無錫以南，太湖北岸地區之守備。但吳縣至福山，及無錫

至江陰兩線之既設國防工事，多未適切利用，主要是因既設工事無圖參考

對照，部隊匆忙到達，不知其位置。即便偶然在荒草或叢林中發現一、二堡

壘，但鐵門堅鎖，無鑰匙開門。各軍工兵久經激戰，也缺乏炸藥炸門，而戰

地機關民眾早已撤離無從查詢。因此各部隊抵達既設國防工事之線，卻無

法加以利用，為了達成守備任務，只能重新構築臨時陣地。124 

  26 日晚間無錫江陰地區之部隊已全數轉進完畢，稅警總團的掩護任務

已確切達成，奉令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第十八各師聯繫，交

                                                      
119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82-83。 
120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83-84。 
121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84。 
122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402。 
123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86。 
124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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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掩護，沿京滬鐵路向鎮江轉進，繼續擔負掩護工作。12 月 1 日，稅警總

團抵達鎮江，並奉令渡過長江，擔任長江北岸警戒。5 日，稅警總團奉命到

安徽阜陽集結整補。至此稅警總團在淞滬會戰後期的掩護任務，乃告一段

落。125 

四、 戰後統計與評價 

 人員傷亡與裝備損失 

  在投入淞滬戰場前，稅警總團有

18,000 名將士，並因為參戰而另增加

一團兵力補充，依照開戰之初的編制

表來看，各團人數約在 2,200 左右，而

全總團應有 25,000 餘人。126在黃杰的

日記中，總結了稅警總團在滬戰的損

失(詳見表 4-1)，共計有 5 位校官陣亡，

14 位校官負傷；官兵有 4,333 人陣亡，

傷者則難以統計。127從表中可以看出，

除第四團外，其他各團幾乎都有 3 成

以上的士兵陣亡，第六團因被當做救

火隊四處奔走支援，更有超過 5 成的

陣亡率。 

  此外，因中國本身在 1935 年，才在德國協助下製造制式步槍，年產量

只有 5,000 支；彈藥部分則僅夠 3 個月使用，所以相當依賴外國輸入之軍

械。128可是當時日本海軍基本上已經將中國沿海主要港口都封鎖，國府只

                                                      
125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88、89-90。 
126  〈稅警總團編制〉，《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26/1930/6480。 
127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99-102。 
128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102。 

表4-1 稅警總團陣亡官兵統計表 

番號 官佐 士兵 

第一團 39 796 
第二團 38 792 
第四團 30 593 
第五團 39 812 
第六團 44 1,150 
合計 190 4,143 

資料來源：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

日記》(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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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香港等口岸進口軍火，129但即使如此也只是杯水車薪，不敷長時間作

戰使用。因此國軍在戰爭時期對於武器彈藥的管理仍相當嚴格，而黃杰在

日記中也記錄了當時稅警總團在淞滬會戰中所消耗的武器彈藥數額，從其

統計可見戰況之激烈。 

  在黃杰的紀錄中(參見表 4-1、4-2)，可以看到當時稅警總團總計消耗了

451,952 發重機槍彈，而這還是黃杰下令「加強輕重機關槍對其壕口精確瞄

準」始能射擊，節約彈藥的結果。130另外稅警總團在防禦戰中大量使用手榴

彈，雖然未有統計，但其消耗必然不少。 

 

 戰後檢討 

  稅警總團的裝備之精良，訓練之刻苦，因此多與當時中央軍的教導總

隊、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等公認的精銳相提並論。1937 年淞滬會戰並

不是稅警總團第一次與日本人作戰，早在 1932 年其第二團就曾在一二八事

變中，以第五軍第八十八師獨立旅的名義參戰。這支擁有與日本人作戰經

                                                      
129  〈軍火經由香港轉運〉，1937年，《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28，

入藏登錄號：020000003600A。 
130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5。 

表4-2 淞滬戰役稅警總團武器、彈藥消耗統計表 

 步槍 輕機槍 重機槍 步槍輕機彈 重機槍彈 迫擊砲彈 

第一團 164 11 1 150,533 129,130 756 

第二團 232 23 5 353,140 62,700 853 

第四團 274 28 3 174,257 79,796 235 

第五團 422 44 5 277,600 78,113 140 

第六團 400 41 7 263,678 102,213 200 

合計 1,492 147 21 1,219,208 451,952 2,186 

資料來源：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1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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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強軍，在淞滬會戰初期戰役陷入膠著之時，是上海國軍相當期待到來

的援軍之一。131稅警總團甫一抵達上海，便作為即戰力投入戰鬥中，並堅持

相當長的時間，與當時投入上海戰場的多數部隊不同。 

  淞滬會戰期間有大量中國部隊被投入前線，不少部隊往往一抵達前線

便損失慘重。在淞滬會戰這樣的消耗戰中，即使第一流的勁旅也只能頂住

數天，就算精銳如胡宗南之第一軍，在劉家行守備時，三天就犧牲殆盡。其

他部隊有的甚至一觸即潰，常常一師兵力上去，剩下一團回來，132只有少數

部隊能夠堅持較長的時間。除優先接受損失補充的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

師與部分中央軍主力外，稅警總團亦是在戰場上堅持時間較長者之一，而

其之所以能堅持月餘時間，與其精良裝備與訓練亦不無關係。 

  雖然稅警總團在淞滬會戰堅持時間較其他部隊為久，但其在淞滬戰場

上的表現，除以巨大犧牲遲滯日軍、掩護友軍外，並未受到太多的肯定。在

德國顧問的報告書中曾提到，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時所發生之問題，黃杰

在其日記中亦有相關紀錄，而這些狀況基本上皆出現在稅警總團以及前線

國軍之中，以下將分別敘述。 

  首先，當時國軍普遍缺乏通訊設備，不但貽誤戰機，更屢造成不必要損

失。以稅警總團為例，其有線電通訊設備不足，電線常被炸斷，而查線者亦

常在作業中發生傷亡情事。無線電網絡亦不足，團級以上只有電台一至二

座，加以稅警總團屢遭分割使用，各單位常被賦予遠程任務，只得盡量放

權與各級部隊長，使其針對戰況獨斷。133本文亦曾提到 10 月 9 日第八軍奉

令協同第 36 師 108 旅進攻，但該旅又奉第九集團軍令協同第 61 師作戰，

後導致稅警總團單獨向敵發動進攻之事。134上海國軍砲兵指揮官鄒作華

亦深受通訊不暢之苦。在 10 月下半月的戰鬥中，鄒作華將軍的指揮部前往

崑山，並架設其通信網絡，以執行獨立之砲兵作戰。但常常為了確認某些

位置不明的砲兵部隊的所在地，必須多次透過集團軍總司令部電話聯絡，

                                                      
131  滕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顧問呈陸總部報告》，50。 
132  李君山，《為政略殉》，70-71。 
133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95-96 
134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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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步兵部隊詢問，因而延誤戰機。在大場戰鬥中，就發生了步兵在防禦

戰中急需砲兵支援的同時，砲兵卻已從其原陣地轉移。135此外為防日軍空

襲及間諜活動，國軍各司令長官部長時間受其干擾，各重要主官或長時間

進入防空洞躲避、或因長官住所每 2 至 3 天就進行一次轉移，而這些地點

只有少數人知曉，導致關鍵時刻常找不到重要人物。136 

  其次，國軍戰術呆板，對於預備隊使用紊亂、前線防禦亦以過時戰術進

行。不但未有足夠預備隊，更將少數預備隊於不適當時機投入，造成損耗；

且防線過於單薄，沒有足夠防禦縱深，往往第一線失守，即後撤到次一防

線，未於其間空白地帶進行有效拒止。查淞滬會戰期間的國軍各級指揮官，多

是於內戰期間崛起，由於連年作戰，因此升遷容易，「常是一戰一升官」；137加

上長年內戰的影響與積習，導致國軍在淞滬會戰期間偏愛密集佔領 外的

戰線，亦不習慣使用現代戰術的疏開形勢作戰。138中國軍隊高層得於內戰

的作戰指揮經驗，亦無法適用於現代戰爭，不但極度缺乏不同軍兵種、武

器的協同作戰經驗。更因種種原因在指揮上普遍不積極，又無明確目標，

缺乏堅決態度，即使是德國顧問認為具有指揮官特質的陳誠，亦被視為缺

乏現代化軍事教育基礎。由此推及全軍，可知當時國軍指揮官的素質普遍

不合格。139 

  而兵力配置不佳，稅警總團常需守備較長之防線，但兵力卻又遭分割

使用，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其戰力。在蔣中正 10 月 6 日的日記就提到：「本

日第八師陣地西六房被敵突破，形勢緊張。六十一師右翼敵亦逐漸強渡，

乃令調稅警團急進增援，方得穩定。」140為此蔣中正還打電話要黃杰「速親

往西塘橋附近盡量支援第八師之作戰」。141薛岳在 10 月 6 日發電報給蔣中

正，表示「稅警第五團移至西塘橋策應陶師作戰」。142陳誠的陣中日記也記

                                                      
135  滕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顧問呈陸總部報告》，64-65。 
136  滕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顧問呈陸總部報告》，83。 
137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研究所，1993)，11。 
138  滕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顧問呈陸總部報告》，84。 
139  滕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顧問呈陸總部報告》，96。 
140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37年10月6日。 
141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47-48。 
142  〈盧溝禦侮(二)〉，1937年10月15日-12月27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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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陶師正面敵集中優勢砲火及戰車八輛之掩護，由西六房強渡，……稅警

總團向正面增援戰線始穩定」等語。143此外稅警總團之作戰尚有缺乏重裝

備、高射火力等情況，加上無有效機械運兵裝備，亦使其在轉移中蒙受大

量損失。 

  第三，是中國軍隊中一直存在的人事問題。張瑞德就曾針對國軍人事

作討論，其書中提到一位留美軍官在 1927 年學成歸國後，輾轉多處仍未找

到工作， 後投身於蔣中正麾下，後轉投稅警總團。144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

校畢業後，在中國亦遭遇求職困難，可見當時派系與人事問題之嚴重。 

  眾所周知蔣中正在用人上的偏好，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樣的情

況亦存在於當時中國軍政界，在淞滬戰場各部隊中亦如此。如黃杰就曾提

到稅警總團內的人事問題，導致其戰力打折扣。當時稅警總團之人事，有

所謂何派(指何敬之)、宋派(指宋子文)，而黃杰處於其間，不敢得罪任何一方，

故紀律廢弛，精神散漫。145這樣的情況早在 1936 年黃杰接掌稅警總團時即

出現，但因諸多原因而無法處理，故拖延到淞滬會戰期間仍未解決。當戰

區司令陳誠知悉此一情況，便試圖協助黃杰解決此問題，在參戰前期的混

亂情況下，首先將作戰不力的何紹周、王公亮兩支隊長撤職，並決定將稅

警總團縮編為四團，「對人事不問其為何派，凡不能勝任者即撤調」，才使

情況好轉。146 

  以上所述問題，造成中國擁有極優秀的士兵，卻無法逆轉戰局，只得苦

撐待變。此時稅警總團所面臨的問題，放諸當時中國幾乎都可通用，在當

時的環境下實在難以改變，此一艱困環境與局勢，可以說是整個八年抗戰

的縮影。 

                                                      
00209010500002444，入藏登錄號：002000002110A。 

143  〈淞滬戰役陣中日記(二)〉，《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20-
00002-006。 

144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1-2。 
145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冊1(臺北：國史館，2015)，174。 
146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冊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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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財政部自宋子文上任後，傾力打造稅警總團，原是為了保護鹽稅，查緝

走私。雖然從後來者的角度觀之，其進行的任務，大部分都是協同國軍參

加各種作戰，但不可否認其在打擊鹽梟的部分，仍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兩

淮地區為中國 大鹽區，稅警總團肅清海州，並駐紮於此，本身就是一種

震懾，使兩淮鹽稅得以保護，甚至能夠穩定成長。但稅警總團的戰力使其

註定無法侷限於海州一隅。隨著稅警總團逐漸從草創邁向成熟，首先參加

了一二八戰役，財政部稅警總團之名開始為眾人所知。而後宋子文在熱河

事變、長城抗戰等事件中，屢次向蔣介石建議調派稅警總團參戰，並與張

學良接觸，使蔣開始注意到稅警總團，同年便調稅警總團主力前往江西參

與剿共，使其無暇他想，並開始計畫接收稅警總團。 

  在蔣的安排與計畫下，終於在 1936 年，從財政部長孔祥熙手中，取得

稅警總團的控制，雖仍掛稅警總團之名，但已變成蔣介石之嫡系部隊。被

接管後的稅警總團，在黃杰率領下，著重訓練與思想教育，成為蔣手中的

一支救火隊。因稅警總團名義上並非軍隊，因此在國軍調遣屢受日方掣肘

之時，稅警總團卻可任意調度，又不會受諸多條約、協定所限制。到了七七

事變爆發，在上海開啟第二戰場，稅警總團作為第二梯次的參戰部隊加入

戰局，是稅警總團正式進入陸軍編制的開始。戰後蔣便理所當然將稅警總

團改編，並接收財政部所採購囤積的諸多裝備。 

  淞滬會戰期間，稅警總團奉令南下參戰，以其豐富作戰經驗與精良之

裝備與訓練，備受期待。而稅警總團在經歷一段人事引起的混亂，以及初

抵戰場的不適應，後逐漸習慣戰場節奏，能夠堅決執行各式任務。 值得

稱道者，莫過於各單位之奮勇作戰，並與國軍 精銳之各德械師並肩作戰，

多次頂住日軍主力師團之進攻，為後方調兵遣將贏得重要的時間。在淞滬

會戰期間，稅警總團亦發現自身之不足，藉由參與實戰，發現除各單位應

加強聯絡外，雖稅警總團裝備在當時已屬上乘，但因主事者不夠重視通訊

以及機動等方面，致使稅警總團無法發揮全部戰力，實屬可惜。 

  淞滬戰役後，稅警總團被改編為陸軍單位，使財政部徹底失去對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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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不得不另起爐灶謀求東山再起，意圖重新打造一支直屬武力。就目

前資料來看，第八軍及稅警總團於淞滬戰後即在安徽阜陽進行整訓，並未

參加南京保衛戰。在南京失陷後，隨胡宗南第十七軍團後撤到陝西整訓。147

在 1938 年稅警總團改編為陸軍第四十師，仍由黃杰兼任師長。148而在滬戰

受傷，未前往阜陽之稅警總團傷兵，則由傷癒之孫立人接管。在孫之奔走

下，民國 27 年 2 月 11 日財政部特令組織緝私總隊，同年 3 月 1 日正式成

立；總隊部計轄步兵團三、特務團一、學兵團一、工兵營一、輜重營一、特

務營一、幹訓所一、總醫院一、軍樂隊一，全總隊官佐計 1,050 員，士兵

14,029 名。其任務除保護鹽務外，肩負後方治安及警備地方剿匪諸任務，

歸鹽務總局指揮調遣；又於民國 29 年 11 月 15 日再次改稱為稅警總團。149

而後因與戴笠之政見不合，稅警總團被一分為二，一部隨孫立人改編為新

編三十八師入緬作戰，更是揚威異域的新一軍之骨幹，成就赫赫威名；一

部則改隸戴笠之緝私署。此後雖仍有稅警總團之編制與番號，但已非由宋

子文一手打造之精銳。希望藉由本文的研究，可以釐清一些對於稅警總團

的疑問，使各界對稅警總團有更加清楚的認識與了解。 
  

                                                      
147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90；范國平，〈國民政府財政部稅警總團考輯〉，29。 
148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138。 
149  財政部，《十年來之緝私》(重慶：中央信託局印製處，1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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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venue Police, found by T. V. Soong.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salt revenue 

was an important income, the Nank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raw up New 

Salt Law, and try to reorganize salterns、improve institutions, and found the 

Revenue Police. The Lianghuai region was the biggest saltern in China, but the 

salt smuggling in the region was too serious that need strong army to contend. 

Therefore, the Revenue Polic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Ministry of Finance to 

against the smuggling. The Revenue Police not only protect the salt revenue, but 

participated in many battles, because of well-equipped and well-trained. We can 

see Revenue Police in the battle of Shanghai, 1932、the war against Communist 

Party in Jiangxi、the battle of Shanghai, 1937. But we only can see a few studies 

of the Revenue Police, and most of them mentioned the Revenue Police as the 

predecessor of New 1st Army, and New 38th Division. Therefore, I want to 

introduce the Revenue Police to others through this article, discussing the actual 

results of the Revenue Police in the battle of Shanghai, 1937, presenting the most 

authentic appearance of the Revenue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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