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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飞机问世之前的18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些国家在交战的过程中，首先开始使用气球载爆炸物对敌
方进行侦察和轰炸，稍后便是使用气艇。20世纪初，飞机发明后，其军事取向越来越突出。意大利最
早将飞机用于战场，并被其他国家所效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被大规模地投入使用，其间交
战双方利用飞机执行侦察、轰炸等各项任务，空战水平不断升级，因此，如何防御来自空中的轰炸便
成了一个新的国防问题，交战双方都意识到了防空的重要，于是便着手构建防空体系。与此同时，随
着空战逐渐扩及到非军事目标和非武装人员，国际法学界也开始探讨对空战和空中轰炸的限制，但多
年的努力并未获致实质性的结果，相反，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军事学家杜黑的“制空权”理论问世后
，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该理论为以后各国空战的不断升级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日两国发展航空都始于对欧美国家的仿效，但发展差距却不断扩大。中国在晚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
年里，数批派人到欧洲和美国学习飞机制造技术，同一时期的革命党人也在海外组织人员制造飞机，
中国的航空历程由此起步。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了“航空救国”理论，并在广东建立起航空队和
航空管理机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派地方势力也纷纷购买飞机组建航空队，甚至将其投入到割据
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航空基础非常薄弱，其航空力量一是源于北伐时期的几支航空队，
二是对北洋政府航空机构的承继，整体上不成规模。反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由于确立了对外侵略扩
张的国策，其航空从一开始就具有很明确的军事取向，日本不但很早就建立起了官营与民营竞存的飞
机制造企业，也组建了分属于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航空兵力投入战
场，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发展航空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事航空力量快速崛起，陆海军航空
兵不断扩充，成为亚洲劲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关东军指挥下的陆军飞行队开始在东北的锦州等地投入实战,并开启
了对华无差别轰炸序幕。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海军航空队又在上海及周边苏州、杭州
等地在配合地面作战的同时，与国民政府空军数次交战，还对包括租界在内的民用设施和平民实施了
大范围的无差别轰炸。国际社会对日军航空作战中的无差别轰炸事件虽有所谴责，但强度有限，前后
有别，不足以对日本形成制约。日本陆海军对华航空初战经历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发展军事航空的欲望
，“一·二八”事变后，其陆海军航空兵力得到进一步扩充，为发动对华全面空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

“一·二八”事变前后，鉴于中国面临来自日本日趋严重的国防威胁，国民政府军方开始致力于制定
未来的对日防空计划与战略，期望在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接近日本的军事航空水平。这些防空计划
随着此后局势的变化被不断地加以调整，其中有些得到了真正的实施，有些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只
是停留在纸面上。不过总体来讲，国民政府在1932年以后的五年左右时间里，基于这些防空计划，逐
步扩大了航空兵力，新建了地面防空部队，初步形成了积极防空的力量；通过成立航空学校，快速地
培养出了一批急需的航空人才；此外还与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飞机制造公司合作建立飞机制
造厂，这些举措对于推进中国的积极防空具有一定战略意义。

国民政府在开始积极防空建设的同时也开展了防空体系的构建，首先是制定了首都南京防空的各项计
划，并在南京开始了中国首次都市防空演习，此后将防空演习逐渐由东南部地区扩及中部部分地区；
在防空的组织机构方面，在中央层面上成立了专司防空的防空处（后称防空委员会），在各省相继成
立了防空学会等政府组织，并逐渐组建起了防护团、防空监视哨及防空情报网。这一时期还成立了近
代中国的第一所防空学校，培养专门防空人才，举办了各类防空展览，开始对民众进行防空教育，此
外也开始了防空避难设施的建设。这些措施在战争爆发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整个抗战时期的消
极防空奠定了基础。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其陆军航空队部署于华北，重点配合陆军地面作战。其海军航空队主要
目标则指向华东，以消灭国民政府空军和摧毁中国空军基地为主。国民政府空军在战前主要布防于江
、浙、赣、皖等东南地区，战争初期未能及时到华北助战，因此中日空战便主要集中到沪、京、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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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日本海军航空队拟在数日内一举消灭国民政府空军，但差不多用了两个月才完全掌握了华东一带
的制空权。在此过程中，由于双方的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空军一开始主动出击，后来步步被动，
到10月间基本上失去了作战能力。京沪杭一带沦陷后，主战场转到了武汉，中国空军由于得到苏联空
军志愿人员的支援，仍有若干空战的胜利。不过从总体上来讲，中国空军由于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损
失巨大，补充不济，此后渐趋沉寂。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新组建的地面防空部队随着战局的变化，被先
后布置于各战略要地，对日军造成了一定威胁。尽管如此，由于中日空中力量的过份悬殊，日本陆海
军航空兵在中国各地实施了无差别轰炸，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可资利用的航空基地越来越多，其对华航空作战的范围更为广阔，在作
战战略上，也由战争初期的“战略轰炸”转为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略轰炸”，以重庆为中心的西
南地区和其它各地普遍遭受了来自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的持续空袭。而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空军根本不
成规模，且多处于修整状态，难以应对日本的进攻，地面防空部队也由于战线的延长、防空武器的短
缺难以得到充分的配置，国民政府各级防空部门虽也实施了多种防空举措，并起到一些作用，但整体
而言，中国的防空局面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

在整个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各地普遍都采取了空袭的作战手段，因此中国的防空范围也就差不
多遍及全国各地。大体来讲，在抗战初期，东部地区是防空的重点区域，随着日军的西进以及在武汉
地区的作战，中部地区成为重点。武汉、广州沦陷后，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则成了重点防空区。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大量美国空军移驻中国，并分别从西南、东南地区实施对日空战和对日本本土
的袭击，因此西南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再度成为防空的重点。在战争的不同时期，各地采取的消极防空
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战争灾难的减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美、中对日本正式宣战，中美结为同盟，开始了军事上的密切合作。美国一
方面直接派空军来华对日作战，同时也加大了对华军事航空设备的援助和人员培训，这为中国制空权
的获得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将在华航空兵力较多地转移到西南太平洋战场，客观上也
有利于中美空军联合作战以获得制空权。作为同盟的中美两国尽管国力相差悬殊，但双方的军事合作
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援助与被援助关系，更有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和各自优势的彼此照应，体现了互
为战略支持的合作关系，中美相互的战略支持不仅对中国战场而且对整个太平洋战场也具有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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