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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权的崛起与全面侵华战争
!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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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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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历史证明!拥有海权则国家强#缺失海权则国家弱$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海军得

到迅速发展#经过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海军实力迈入了世界一流行列#从而成为亚洲海

权强国$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海军利用其制海权和制空权#击败中国海军#为日本陆军的

登陆作战提供了前提和保证$当日本陆军深入中国腹地之后#日本海军对中国沿海地区

实施全面封锁#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关键词!海权%日本%侵华战争

海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海上力量的

羸弱%

"/0-

年#日本被美国海军舰队叩关被迫开国#海上力量的羸弱也同样是一个重要原

因$这两个事件给日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日本从上至下都认识到!没有海权就没有国家

安全$因此#明治维新后#发展海军"建立海权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主要内容$经过两次

军备扩充#日本海军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建立起了一支初具

规模的现代海军$而后经过
"/#0

年打败中国北洋水师和
"#*0

年打败俄国#日本海军实力

跃居世界前列$一战期间+八八舰队,

!的组成标志着日本海军已迈入世界一流行列$日本

在
"#-.

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中采取陆军为主"海军为辅的进攻战略#尽管海军并非日本

作战主力#但由于中国海军力量微弱#日本海军仍给中国抗战制造了极大困难$

一"日本海军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急先锋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的海军作战是一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两国海上力

量对比存在巨大的差距$

日俄战争后#日本海军已成为东方一霸$日本要同美国争夺亚太地区霸权主要靠海

军#为此
"#-,

年日本退出国联后大力发展国防#扩充海军力量$)伦敦条约*期满失效后#

"#-0

年
"

月
"0

日#日本宣布退出军备限制会议#至此#日本终于摆脱了华盛顿会议后实

施了
"-

年的军备限制#进入了海军力量扩展无国际限制时代#加快发展陆海军力量#为发

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做准备"

$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已经通过了两次海军军备扩

充计划!

"#-,

年新造舰
-#

艘#其中
!

艘为航空母舰%

"#-.

年新造舰
.*

艘#其中
!

艘为航

空母舰$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新造舰共
-"-

艘#尚在服役期的舰艇
!*.

艘#总吨位达
""*

!

"

按#+八八舰队,是指必须以舰龄不超过
/

年的战列舰
/

艘"装甲巡洋舰
/

艘作为最低限度的主力并配备巡洋舰以

下级别的各种舰艇作为辅助舰的第一线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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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吨#拥有舰载和陆基飞机
"***

余架!

#建立起了七支远洋作战部队"

$

反观中国#自甲午战争后海权和海军名存实亡#虽有孙中山等先进人士疾呼恢复海权#但连年混战

下国家财力根本无法支撑海军建设$到+七七,事变前#中国有中央海军&国民政府行政院海军部所辖#

负责长江"东海方面("东北海军&晋察冀政务委员会和青岛市管辖#主要负责青岛"渤海方面(和广东海

军&广东省政府管辖#主要负责广东省沿海和珠江方面(等三支海军#但与日本海军相比#中国海军装备

极其落后&见表
"

(#作战能力较差$可以说#此时日本已是海权强国#其海军实力不仅在亚洲是最强的#

即便与欧美大国相比#已属一流强国$

表
#

!

七七事变发生时中日海军力量对比#

日本 中国

主力舰
! *

航空母舰
/ *

巡洋舰
,+ #

水上机母航
- *

潜水母舰
- *

敷设舰
. *

海防舰
, *

炮舰
"" 0*

炮艇
* !!

驱逐舰
"0* !

潜水舰
#" *

水雷舰
"! /

扫海舰
"/ *

工作舰
" *

运送舰
- +

测量舰
" +

敷设艇
"" *

驱潜艇
!- *

除积极扩充军备外#日本还在华广布舰艇$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以租借方式#在中国沿海"沿江广

布舰艇#占领中国重港湾#企图连点成线#在中国沿海地区构筑封锁网#精心准备侵华战争$+七七,事变

前#日本海军共有第一舰队"第二舰队"第三舰队等三个舰队$其中#第一"第二舰队组成联合舰队#主要

用于防范美国#也用于中国沿海地区作战$第三舰队主要用于对华作战#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和长

江中下游地区为其战略重点$

$+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海军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

及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

日本海军是积极推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急先锋$

"#-+

年
/

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

令部制订的)

"#-.

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指出#日本陆海军协同作战#进攻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

其中#海军对华作战任务是!+海军与陆军相配合攻占青岛#与陆军相配合占领在长江流域作战所需的重

要地域#根据情况#与陆军相配合占领华南沿海地区的一部分$,

%计划出台后#日本海军军令部"海军省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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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部队中第三舰队在+七七,事变时担当对华作战主力#随着战争局势进一步扩大#

"#-.

年
"*

月#日本海军成立了对华作战的

第四舰队#

!*

日#将第三舰队和第四舰队一并合成为中国方面舰队&

1GV

(#该舰队司令部为中国方面海军作战的统一指挥部#长

谷川清为第一任司令$

"#-/

年
!

月
"

日#又成立了专门负责中国南方海域军事战斗的第五舰队#也归
1GV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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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召第八战队"第三和第二十二驱逐队速回航上海待命$同年
""

月#日本海军举行大演习#对兵力配备

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侵华作战准备全面完成$

"#-.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

月
"!

日#日本海军军令部秘密制定了对华作战方案!第一阶段作战#

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会战%第二阶段作战#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进而将战争扩大到华中和华南!

$

.

月
"+

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向海军军令部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

意见*$他认为#+要想以武力打开日中的现状#只有惩罚中国#使中国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屈服$,他力主

派出
0

个师团的兵力进行上海和南京会战#因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和南京最为重要,

"

$

/

月
/

日#长谷川下令第三舰队做好对华开战准备$

在日本海军的推动下#以+七七,事变为导火线#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迅速从华北扩大到华东"华中"华

南地区$

二"日本海军的对华军事作战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用兵方针是以陆军为主#海军为辅#即陆主海从$但是#日本海军以其独特的作

战方式掌握了中国近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控制了中国沿海"沿江的绝大部分区域#并协助日本陆军大

规模登陆作战$日本海军在华作战主要有四种方式!

第一是要港作战$要港作战是指对重要港口的作战$中国海岸线漫长#不可能全部占领$因此#日

本海军选择攻占中国若干个最重要的港口#达到控制中国海洋进出口命脉#切断国民政府与外界联系的

海洋通道#使国民政府陷入孤立#以便迅速击溃中国的作战目标$日本海军对华最重要的要港作战是上

海作战$上海和日本本土隔海相望#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防卫中国首都南京的东

部屏障#占领上海既有利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也有利于日本建立进攻南京的基地$

"#-.

年
.

月#为

攻占上海#日本海军设置了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由海军第三舰队指挥$

/

月
"!

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

司令长谷川清依据大海令第
"*

号"第
"!

号向部队下达了机密命令#分别于上海的闸北"江湾"吴淞等地

配备专门舰艇进行警戒#

"-

日至
".

日依次在上海的北部"东部展开战斗$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日本海军前线陷入危机$

/

月
"0

日#长谷川清向海军中央部申请增兵#海军中央部发布大海令第
!*

号#宣布调动联合舰队第二舰队&原驻横须贺二支海军(特别陆战队前往上海增援#

$

/

月
-*

日#日本又

急调佐世保镇守府的海军特别路战队和航空队到上海增援$

#

月和
"*

月#日本海军在上海附近"黄浦

江沿岸"苏州河沿岸"浦东地区进行扫海作战#配合陆军完成了对上海的占领$此外#日本海军对华的要

港作战还有厦门作战"广东作战"青岛作战"汕头作战和海南岛作战$

第二是溯江作战$这是日本海军对华作战的另一战略$所谓溯江作战#是指日本海军沿长江入海口

溯江而上#深入中国大陆腹地#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和华中重镇武汉#控制华东"华中地区#将日本南北占领

区连成一片#进而威胁中国四川和西南"西北地区$就长江而言#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日军既能通过长江

运送庞大的陆军部队#又能运送众多的军需物资#是最重要的战略河道$日本海军于
"#-/

年发动了+长江

溯江作战,计划#相继攻占了长江沿岸的安庆"九江"汉口"岳州等重要城市$日本海军在长江攻略中摧毁

了力量弱小的中国海军#同时#还起到了开通航路"摧毁长江沿岸中国军队的炮台#设置日军炮台"支援陆

军作战"承担日本陆军大兵团兵站所需的人员"物资往返运输的作用$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日

本海军的全力配合下#日本陆军沿长江两岸接连攻占南京"武汉#控制了华东"华中地区$

第三是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日本海军对华作战的第三个方面是海军航空兵为陆军作战扫清障碍$

据统计#战时服役的日航母舰载机约
-.*

架#海岸基地航空作战飞机约
-+*

架#共
"-

个航空队$

$海军

航空兵是日本海军侵华战争中最活跃的兵种#包括航空母舰舰载机和以海岸为基地的航空机$面对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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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弱小的空军力量#日本海军航空兵主要的作战方式是以地毯式轰炸战略配合陆军作战$

"#-.

年
.

月

"!

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制订对华作战方案$该方案规定!陆海军配合占领青岛"上海#并以此为作战基

地#摧毁华中中国空军力量#封锁长江下游"浙江沿岸及其它日军兵力所在地附近地区!

$

.

月
!-

日#日

本海军第一"第二航空战队为掩护陆军第三"十一师团登陆上海#分别对登陆地点正面的中国军队实施

轰炸$

"#-/

年
"

月#日本海军航空兵在南京集结#编成联合空袭部队#在长江上游和京汉铁路沿线进行

航空作战$在整个溯江作战中#日海军航空兵对武汉"徐州"安庆"九江"南昌"衡阳等地进行了大规模轰

炸$在中国南方地区#日本海军航空兵以高雄作为航空基地#对福州"丽水"漳州"沙头等地及广东大部

分区域进行空袭#摧毁了中国南方地区大部分机场"铁路等交通运输设施$据统计#日本对华作战每次

均出动战机
"**

至
"#*

架#

"#-/

年共在中国动用飞机
00,

架"

#攻击范围北部集中在山东半岛#中部集中

在武汉"徐州"安庆"南昌"衡阳#南部集中在广州"汕头"厦门"昆明"柳州"南宁#基本上覆盖了日本对华作

战的所有区域$日本海军航空兵在实施轰炸的过程中#摧毁了中国的主要机场"炮台"军事设施和大量的

城市#炸死炸伤了无数平民$

第四是扫海作战$扫海作战#顾名思义#是指扫清海面障碍的作战$为防止日本海军的长驱直入#

中国海军在战争初期所采取的是沉船堵塞战略#以废弃船舰主体及其它障碍物沉入主要海域"河流入

口#以阻挡日本海军舰队的前进$在日本侵华战争前期#日本海军扫海作战的主要任务是清除中国海军

放置的沉堵物$为了排除这些沉堵物#日本海军专门设置了扫海舰艇#负责排除障碍物#疏通水路$中

国海军的沉船堵塞战略主要用于战争初期阻止日本军队抢占海岸边登陆口岸#随着日本军队登陆作战

的完成#中国海军的节节败退#到南京失陷后#日本海军沿长江溯江而上#中国海军堵塞战略失效#便改

为布放水雷$日本海军扫海舰队的主要任务也随之改变成为排除水雷$

"#-/

年以后#日本当局为巩固

已取得的战果#下令其海军在中国沿海及长江流域实行封锁的同时#对已攻占要地附近水域进行扫荡#

清除已占领海域的障碍物#并驱赶中国海军残余力量$

"#-/

年以后#日本海军大规模的扫海作战共有

三次$第一次是在日军攻占武汉后#主要扫海区域为江苏"山东沿海地区#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长江

流域#广东的珠江流域及海南岛$第二次是在
"#,*

年初期#主要区域为山东半岛的鲁东地区沿海和湖

北宜昌段的长江流域$第三次是在
"#,"

年苏德开战后#日本海军对山东"上海"厦门"海南岛等海域和

长江流域进行扫海$

日本海军各种形式的对华作战#给中国的抗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

大的损失$

三"日本海军的对华封锁作战

对中国海域实行封锁#是日本海军对华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它贯穿于战争的始终$

"#-.

年
/

月

上海战役爆发后#日海军立即宣布封锁中国的海岸#正如重光葵所言#+这时的海军已不再是陆军进攻中

国的旁观者#而是一个主力军,

#

$日本实施战略封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外援物资"武器进入中国和中

国国内物资的输出$

"#-/

年
.

月
-"

日#日本大本营制定)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领*规定称!

+广东作战的目的#是切断蒋介石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并挫败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

$

日本封锁中国沿海海域分为两个阶段#即
"#-.

年的+交通阻断,阶段和
"#-/

年以后的+交通封锁,

阶段$

在交通阻断阶段#日本海军在中国海域对中国船舶的进出"航行实行封锁#对试图抵抗的中国船舶

进行临检"逮捕"拘留$在此阶段#日本不干涉第三国船只前往中国进行贸易通商$

"#-.

年#日本海军

一共实施了四次交通阻断$第一次是在
"#-.

年
/

月
!,

日#日本大本营海军部给日本第三舰队下达)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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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

茜!日本海权的崛起与全面侵华战争

海令第
!0

号*命令!+在长江以南的中国海湾对中国船舶进行封锁$,

!同年
#

月
-

日#日本大本营海军

部给日本第三舰队下达)大海令第
-!

号*命令!+封锁海州湾以北的中国沿海$,

"经过日本海军的两次

封锁之后#中国船只能够自由出入的就只剩下英属香港"葡属澳门以及法国的租借地广州湾$

""

月#日

本大本营开始实行+帝国海军战时编制,#成立日本+中国方面舰队,#长谷川清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对中

国沿岸的封锁战$

""

月
!*

日#长谷川第三次下令对中国全部海岸实行全面封锁$

"!

月#由于青岛人民

反日情势高涨#纺织厂工人放火"爆破#积极开展工人运动#长谷川清便于
"!

月
!+

日下达了针对青岛的

第四次+交通阻断,命令$通过实施四次+交通阻断,#日本控制了除香港"澳门"广州湾以外的长达
!/0*

海里的中国海岸线#极大地增加了中国获取外援的难度$

在交通封锁阶段#日军主要是切断中国主要的海上交通线#而交通封锁的目标有四!一是攻占可以作

为日军基地的地区#二是攻占国民政府作为补给基地的主要港口#三是封闭上述港口和地区#四是禁止在

特定港湾的进出&包括第三国船只($根据以上目标#日海军接连攻占了厦门"连云港&江苏唯一良港("汕

头&著名的华侨之乡#也是援蒋物资进出活跃的港口之一("广东珠江沿岸&中国政府和海外联络"从港澳获

取援华物资的重要地区(

#

$

"#-#

年
0

月
!+

日#日本海军发言人宣布封锁中国大陆海域#并称!日方要求

有权在中国沿海地区勒令任何船只停止行驶$

$同年#又将海域封锁范围扩大到南宁"海南岛$日本实施

海域封锁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对外贸易方面#随着封锁强度加大#中国船舶躲入港湾或者第三

国的属港香港等地#无法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渔业作业$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到
"#-.

年
#

月

末#中国停运船只约为
!,*

艘计
-0

万吨%

-0

个港口外国贸易船只的进出量比战争爆发前的
+

月则足足

减少了
00Q

#广州"上海"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口岸受影响最大$从开战到
"#-.

年
"*

月#日本焚烧及

击沉中国渔船
!**

余艘#致停泊香港海面不能出海渔船达到
+***

余艘%

$对外贸易的锐减造成了中国

工业衰退#全国盐酸"制酸业损失
/*Q

#染织业损失
/*Q

#机器翻砂业损失
.*Q

#橡胶业损失
.*Q

#造纸

业损失
+,Q

#火柴业损失
0-Q

#面粉业损失
0*Q

以上#烟草业损失
,/Q

以上&

$中国国内物资贫乏"物

价飙涨#衣物"粮食"海盐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和工业用材料等都非常缺乏#物价比战前高出
"*

倍左右%同

时#农产品"矿产等也无法出口#生产和生活受到直接的威胁$海域封锁使得国民政府陷入财政窘境$

据统计#仅
"#-.

年
#

月#中国海关收入比战争爆发前减少了
!*Q

左右#占全国海关总收入一半以上的

上海海关的收入更是一度减少了
!0Q

#而占财政收入
!

成左右的盐业收入减少了
.0Q

$封锁导致中国

政府贸易萎缩#收入锐减#战争物资面临极度匮乏的局面'

$

纵观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海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关系$日本

在侵华战争中能迅速地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与其拥有东亚海权是分不开的$日本凭借强大的海军打败

了中国海军#对中国实行海域封锁#从而获得了制海权#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反观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

中的表现#由于力量弱小而处于被动挨打状态#不仅任由日本海军在中国近海进退#就连重要海港都无

法保卫#可以说海军在抗战中所起作用微乎其微#致使海疆不仅没成为国家安全的屏障#反而成为侵略

者最方便的通道$可见#海权的强大与否与国家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拥有海权则国家强#缺失海权则

国家弱#这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当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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