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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 1911 至 1941 年間的中德合作 

慈幼英文學校 中三級（初級組） 利家駿 

 

當大家觀看有關淞滬會戰的電影或電視劇，也會看到頭戴 35 式頭盔和手持

德製 1924 年式標準型毛瑟步槍的國軍德械師。但大家都可能會問，為什麼在影

片畫面會中有德械師的出現呢？那是因為德械師是中德合作最珍貴的結晶品。大

家可能又會問中德合作是甚麼？本文將會簡略論述中德合作的原因、形式及對中

國抗戰所產生的影響，使讀者得以從另一角度了解有關抗戰的歷史。 

中德合作是指 1911 至 1941 年間，中國和德國之間的多方面合作。但為什麼

中國有英、美、法等國不合作，偏要和德國合作？以下四個原因將會解答你的疑

問。 

首先，德國與英法不同，德國並沒有積極地表現出對中國具有帝國主義野心，

因此中國視德國為幫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發展的夥伴。1880 年代晚期，克虜伯公

司（Krupp）作為中國的合同商，負責修築旅順港和大沽砲台附近的一系列防禦

工事。北洋水師向德國訂購了近代化主力艦——定遠級鐵甲艦，以及經遠號、來

遠號裝甲巡洋艦。此外，德國軍事教官幫助張之洞（1837-1909）建立了“自強軍”，

並協助袁世凱（1859-1916）培訓了“新建陸軍”，反映出德國對中國起初是希望

以輸出軍事技術，開拓中國軍備市場的商機。 

其次，德國一直視中國為遠東最重要的盟友。繼 1902 年英日訂立同盟，1907

年英、法、俄三國簽訂協約後，德國打算在 1907 年籌備德、中、美三國同盟，

但這項建議始終無法成事。1912 年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德國給予民國臨時政府

600 萬馬克的貸款，並表示可以向中國歸還山東的鐵路權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歐洲爆發時，德國在遠東並不能採取主動並進行有意義的行動，因為它深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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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戰場。德國曾經試圖將膠州灣歸還中國，以避免落入日本手上，但是日本威

脅中國不得接受這一返還。1930 至 1932 年間，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 3.475 億

帝國馬克。以上種種跡象顯示出德國是想進一步成為中國軍事經濟的戰略夥伴。 

再者，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原材料供應地，而中國則迫切需要德國幫助，以

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被免在列強中被淘汰。同時，由於日本的步步蠶

食，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以抵抗日本侵略，刺激

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所以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中德合

作是有必要性的。 

然後，蔣介石（1887-1975）於 1926 年上半年著手開始棄用全面親蘇戰略。

鑑於德國沒有在華的任何政治利益，所以考慮用德國軍事專家替換蘇聯顧問；而

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和所屬納粹黨則視共產主義為最大敵人。加上

後來蔣介石與共產黨全面決裂，兩國便有了共同敵人。及後，中德兩國正式在

30 年代初展開全面合作。德國共派了 5 位軍事顧問來華，其中以前德國國防軍

司令漢斯‧馮‧塞克特將軍（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 1866-1936）

和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 

1878-1966）對中國影響最大。塞克特將軍以總顧問和顧問團長身份，確定了中

國軍隊減員精兵的政策，且對蔣介石的建軍思想影響深遠，主要體驗在以下幾點：

1. 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2. 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3. 軍隊之作戰潛能在

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他的口號也為國民黨軍隊中的少壯派所摹仿。他積極參與

長江防線的戰略規劃，為國民黨軍官團制定具體教程並親自參與講解；他又參與

中德的各類貿易和經濟合作，數次前往華南、江西、廣東等地區考察重要戰略資

源鎢、鑷、錫等礦產的生產，並主導中國向德國所下的軍事採購計劃。德國賣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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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武器裝備雖然價高但質地優良，在抗戰初期的戰役尤其在八一三淞滬會戰

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見，中德合作德方起主導地位。 

另外，法肯豪森將軍為人正直，也深得蔣介石的器重，他可以說是對中國抗

日戰爭初期貢獻最大的外國人。他親自參與了整體長江防線的建設，並為中國抗

日戰爭作出戰略規劃和建議，明確提出了持久戰和加速整軍的規劃。在中德貿易

間盡量使雙方互惠互利，公平合理，各持所需。他極力因應中國實際情況列定產

品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以致於克虜伯公司駐華代表氣

惱地罵他是不是德國人。他積極為中國政府籌備軍工體系，使中國軍隊在

1937-1938 年間基本做到子彈自給。他同時安排相應的德系軍工企業向雲貴地區

撤退。他還根據戰鬥實際情況，為中國軍需預先安排採購。抗戰期間法肯豪森親

赴上海、徐州等地前線。他的身體力行，各德械師顧問也一直堅持與國軍共同進

退。因此報界曾將這稱為一場德式作戰，使得日本軍方對盟友極端不滿。另外，

中國進行過德式整編的軍隊，幾乎全部參加了淞滬會戰重創日軍。由於中國軍隊

的優異表現，倫敦海外通訊社讚嘆“十週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

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此等決策對於中國抗戰初期的作用尤為突出。 

總而言之，雖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一段短時間，並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

抗戰中損失殆盡，但是這段合作仍對現今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持續的影響，特別

是對當今的中德關係起了承上啟下的幫助，所以中德合作也是中國現代化成功其

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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