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1十一 .軍事小組／十二 .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
 國軍之基本方案

整編中國軍隊及有關問題舉行了商談。軍事小組的首次正式

會議於 1946 年 2 月 14 日召開。

十二 .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
基本方案

1946 年 2 月 14 日軍事小組首次正式會議之後，該小組

的會議幾乎每天都在繼續進行，直到協定達成和體現協定的

正式文件簽字為止，這個檔案名為「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

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於 1946 年 2 月 25 日由軍事小組國

民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共代表周恩來和作為顧問的我簽字。

協議的條款是在同日的一項新聞稿中公開宣布的，新聞稿稱：

茲由政府代表張治中及中共代表周恩來將軍，並由馬歇

爾將軍作為顧問所組成之軍事小組，經授權宣布：雙方已就

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獲致協議。

新聞稿解釋說，協定的目的在於促進中國經濟的復興，

同時提供一個足以保衛國家安全的精銳軍隊的基礎，並包括

若干辦法，保障人民權利不受軍隊干涉。新聞稿還指出，軍

事小組正在擬具實施協議條款的詳細辦法，北平軍調部將成

為負責向各戰地軍隊傳達命令並監督這些命令執行的機構。

新聞稿進而聲明，這些辦法將根據協議在十八個月內實施完

成。

體現協議的文件共分八條，其標題為：統帥權、職責與

許可權、編制、復員、統編與配置、保安部隊、特別規定、

一般規定。內容表示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的一般

原則的協議條款，設想在十二個月終了時國民政府軍隊裁減

至九十個師，同一時期中共軍隊裁減至十八個師。十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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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次六個月終了時，規定國民政府軍隊為五十個師，中

共軍隊為十個師，總共六十個師，每師不超過一萬四千人，

共編成二十個軍。統編的過程起初規定為，在第七個月編成

一個集團軍。包括國民政府一個軍，中共軍一個軍，每軍三

個師。這一過程將繼續下去，直到頭十二個月期間四個此種

集團軍編成為止。

根據協定，這些集團軍的參謀機構由國民政府和中共所

佔數額大致相等的參謀人員所組成。為了防止因復員而產生

的困難與不法情勢，根據協定，要求國民政府和中共各自準

備其復員人員的補給，並處理其運送和就業等問題，國民政

府應盡速負擔起一切復員人員的上述事宜。協議還規定全國

設立八個補給區，補給區主任對國防部（或軍事委員會）負

責，在各該區內擔任以下職責：補給、營舍、發餉、貯存與

修理裝備，分發武器、處理復員人員與新兵，以及初步訓練

新兵。但又特別規定，補給區主任無軍事指揮權，禁止干涉

或影響民政民事。對這些補給區主任以此進行核查：各軍在

其補給區內的補給區總部派駐代表，每兩月開會一次，會

議由補給區主任主持，駐在各該區的軍的代表和一位國防部

（或軍事委員會）代表參加，會上傳達國防部指示，討論補

給情形及類似事宜。

為了統編和配置，根據協定，中國分為東北、西北、華

北、華中、華南（包括臺灣）五個區。各區規定了十二個月

期限終了，及在整個十八個月期限終了時特定的軍之數額。

為了鎮壓省內員警無法應付的騷亂，根據協定，允許各省維

持一支保安部隊，人數不得超過一萬五千人，只以輕武器進

行裝備。協定還規定，協定生效後，政府和任何政黨、團體，

都不容許保持或以任何方式支援秘密的或獨立的武裝力量。

又規定，盡速解除武裝並遣散一切偽軍和非正規軍，履行該

協議的詳細計畫應限定明確期限，完成此種辦法。協議最後



063十三 .達成「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 
 之基本方案」協定的會談

決定，復員應於最早日期開始，補給區應逐漸建立，在最近

的過渡期內，國民政府和中共均應負責維持其軍隊的良好秩

序與補給。

十三 . 達成「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 
 國軍之基本方案」協定的會談

在我與軍事小組中國委員分別舉行的商談中，以及在該

小組的正式會議上，我都努力盡可能強烈地強調，中國必須

遵循西方軍事傳統，建立一支國家的、不干預政治的軍隊，

用以作為一支民主的軍隊，而不是爭實權的工具。所達成的

協定就建立在軍隊與政治分離這個總原則的基礎上，而且這

種思想在協定中雖未公開陳述，但各種條款都堅持這一總的

方案。這一原則在中國極為重要，現在的中國，政權歸根到

底依賴於擁有軍隊，軍事長官經常干涉民政，或者他們自己

就合法地控制著民政，在邊遠的省份還存在著一些軍閥主義

時期的遺跡。

這一原則在協定中的應用，見於下列條款：（1）補給

區主任與軍隊指揮權的分離，禁止補給區主任干涉民事，通

過每兩月與軍的和國防部（或軍事委員會）的代表所舉行的

會議，對補給區主任進行核查；（2）禁止政府或任何組織、

團體擁有或支援秘密的或獨立的軍隊；（3）只有員警無法

應付局勢時，各省才組織保安部隊用來鎮壓騷亂；（4）禁

止任何省份使用國軍鎮壓國內騷亂，除非該省政府主席確認

員警和保安部隊無法處理此種騷亂，國民政府主席為此以最

高統帥資格經由國府委員會同意，方能使用國軍；（5）建

立適當的人事制度，政治偏見在其中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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