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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国抗战防御体系的建立  

国共两党对于抗战战略的不同主张   

   中国抗战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日本是近代军国主义强国，经过长期的穷兵黩武，扩军备战，具有亚洲最强的陆海军。卢沟

桥事变时，日本１７个陆军师团，现役兵３８万人，预备役和后备兵力160万人，•海军舰艇约190万吨，飞机约2700架。日本军队经过长

期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训练，战斗力较强。当时中国陆军兵力170万，后备兵力约150万，但陆军派系复杂，装备训练落后。海空军力量

根本无法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工业也远远落后于日本，日本当年的钢产量为600万，而中国不足10万吨，机器制造业完全是空白，经济实

力相差甚大。这种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抗战，不仅必然要经过持久艰难曲折的战争过程，且不可避免要从敌之战略进攻、我

之战略防御开始。  

    为组织全国抗战力量进行战略防御，８月１１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构，以蒋

介石为主席。１２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委会决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负责具体作战指挥。８月

２０日，军事委员会颁布作战指导计划及战斗序列，全国划分为５个战区：第１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后改为程潜），辖区为平汉、津浦

两铁路线；第２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区为晋、察、绥；第３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改为蒋介石），辖区为江苏、浙江；第４战区司

令长官何应钦，辖区为闽、粤；第５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９月改为李宗仁），辖区为山东省。确定作战指导方针为：国军一部集中在华

北，多线设防，固守平绥路东段要地，确保山西、山东，牵制消耗敌人。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浙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人登

陆或寻机歼灭之。1938年春，最高统帅部对战区指挥序列进行了调整：增设第８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作战地区甘宁青；武汉卫

戍总司令部，总司令为陈诚；西安行营，主任主为蒋鼎文。  

    八路军完成改编后，于1937年９月１１日，编入第２战区序列，改称第１８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为第１８集团军总指挥部，朱德、彭

德怀为正、副总司令。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１０月１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

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下辖４个支队，属第３战区战斗序列。中国抗战防御体系基本确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对如何夺取抗战胜利，抗战前途重大问题存在着不同认识。  

    1937年８月７日到１２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正式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战略”。８月１８日，蒋介石发表

“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具体阐述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随后，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其归纳

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国民党在1938年春天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执行的政

治、经济、外交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主张。大会基调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共产党的主张是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在军事战略上，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和实行持久战的原则。1938年５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科学地总结了抗

战十个月的经验，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思想，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敌强

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预见了持久战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不同的作战阶段和进程。毛泽

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坚持持久战的基础是发动全民族的武装自卫战，实行人民战争，实行人民战争。在作战原则上，必须是把

正规战和游击战相结合，以正规战为主；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以运动战为主；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略持久战中

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毛泽东认为持久战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

业”。《论持久战》是中共提出的领导抗日战争的纲要性文件。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认识、主张有基本一致的一面，都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都主张国内各种力量团结；军事

战略上，都主张持久战，反对速胜论，亡国论。国共两党主张不一致的一面，则是国民党强调政府抗战，不敢不愿发动人民抗战。蒋介石

在抗战开始后曾提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国民党正式文件上规定要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但这些只是停留在

纸面上的东西，事实上是夺制人民起来抗战。对于国内的团结，国民党拒绝在法律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也不承认其他党派法律上的合

法性，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上的改变。军事上的“持久消耗”战略，把“以空间换时间”作为核心口号，缺乏正确的作战方针作为

基本内容，本质上是一种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共产党的主张核心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所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也

就是说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又是人民战争。国共两党对如何夺取抗战胜利的不同的主张，实际上是对于抗日战争主体的不同认识，以

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各自摆在怎样的地位的不同认识的反映。随着战争的发展，两种主张和认识的不一致，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两种

抗战路线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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