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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全国航空会议及其影响

!谭备战

在 !" 世纪 (" 年代初期，因国际航空事业的迅猛发展与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国内各界人士纷纷要求

南京国民政府加强航空建设以挽救祖国危亡。因此，&’(& 年 ) 月 !" * !+ 日，全国航空会议在南京召开。与会

代表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提案多达 !&" 件，如航空行政统一、航空建设与发展、人才培养、航空

工业等重要的提案，为民国时期的航空事业发展绘就了蓝图，亦为南京国民政府实现航空行政的统一提供了

机遇，甚至为六年后的全国抗战储备了一定数量的航空人才和奠定了部分空军基础。此次会议在中国现代

航空事业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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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备战（&’/’—），男，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江苏南

京 !&""’(）

!" 世纪 (" 年代，面对世界各大强国均在

全力发展航空事业的局面，中国却举步维艰。为

加快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于

&’(& 年 ) 月 !" * !+ 日召开了全国航空会议。在

“航空救国”的号召下，国民政府各级官员与航

空学者济济一堂，共商航空发展大计。这次会议

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

国现代航空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然而学术界

对于这次会议研究者甚少，本文拟对其背景、内

容及影响作一分析，从而探讨该会议对民国时

期航空事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在现代航空事业发

展史上的地位。

一、全国航空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 年召开的全国航空会议并非偶然，它

是当时国内外形势下的产物。随着南京国民政

府形式上的统一，必须在政治、经济及军事等方

面亦求得统一。故政权甫建，即召开各种全国性

会议，如：&’!% 年 / 月的全国经济会议、# 月的

全国金融会议、&" 月的全国建设会议、&’!’ 年

春的全国军队编遣会议等，而 &’(& 年 ) 月的全

国航空会议也为其中一例。

自齐柏林等飞行先驱对飞行器具的研究开

发后，世界各国均对航空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加之经历了“一战”的洗礼，更加认识到空军

在未来战争中的优势。特别是以海军称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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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国在遭受德国强大的空军打击后，!"!# 年

$ 月单独成立空军部，以加强空军建设。其它大

国自然也不甘示弱，据当时国民政府航空署长

张惠长调查，英、美、法、德等国飞机均有近 $ 千

架。这些大国不但竭力发展空军，而且对民用航

空事业因其在战时可立即转为军用亦锐意发

展。

$% 世纪 &% 年代初期，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

本，其航空事业的发展也令中国望尘莫及。据史

料记载，当时日本空军有 ’& 个中队，! 千余架

飞机，有规模宏大的帝国航空研究所 “研究航空

及与航空有关系之学科，以谋实用之改良”。航

空工业也较发达，“军用飞机，多属自造。陆海军

各兵工厂，均有大规模之制造，不足则嘱民间大

工厂承造。”随之兴起的军队与民用航空教育机

构亦纷纷出现，“除海军所属霞浦航空队及下志

津、所泽、明野三陆军航空学校外，民间尚有十

六处以教练飞行与学科等”( ! ) * +" ,，可见日本航空

事业的发达。

当时中国航空建设情况如何呢？虽然当时

南京国民政府拥有的航空队伍从刚成立时的 $
个大队发展到 - 个大队 （每大队 & 个分队，每分

队 & 架飞机）的规模着实不易，但多为旧式飞

机，且制式不一、修理困难。而当时的航空工业

仅有 !"$. 年冬建立的上海航空工厂、武汉南湖

飞机修理厂（仅能修理简单的飞机故障）及 !"&%
年 . 月始创的首都航空修理厂。后者是将南京

明故宫飞机场新建的厂棚中划拨一间作为厂

房，一半作该厂工场，一半作材料储库，条件极

为简陋。

面对航空发展的如此窘境，时任航空署长

张惠长感叹中国航空事业在国际上的形势：“中

国 （航空）自创办以来，已十余载，言军用，则军

用飞机数十架，言民用，则仅中国航空公司所办

之一二航线。比之列强，不啻霄壤。”( $ ) * +$ ,

在航空会议召开前，国民政府与民间团体

均对航空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广泛宣传，有一定

的宣传基础。!"&% 年，航空署创办了 《航空杂

志》，中华航空协进会中枢执委会创办了 《航空

周报》，广州执委会创办了 《航空月刊》，这一系

列航空刊物的面世，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航空杂志》每期封面上都印有其创办宗旨：“本

刊以研究航空学术，交换航空知识，扩大宣传，

促进发展为宗旨。”

最具有宣传效果的当属 !"$# 年 !! / !$ 月

广东航空处组织的“广州号”与 “珠江号”两架飞

机的环国水陆飞行。因广东航空事业一直处于

全国前列，为宣传孙中山 “航空救国”思想，广东

航空处组织了这次飞行，分两次出航，水陆并

进。第一机组人员由张惠长率领杨官宇等人，驾

驶“广州号”于 !"$# 年 !! 月 !! 日从广州大沙头

机场起航，途中降落武昌、南京、北平、奉天、天

津、上海、南昌，翌月 !# 日回航广州，前后历时

&# 天，飞越粤、湘、鄂、赣、皖、苏、鲁、冀、奉、浙、

闽等 !! 省，空中航程合计 0，-%% 余公里。第二

组由陈庆云率领黄光锐等人，驾驶 “珠江号”于

同年 !$ 月 # 日从广州起航，沿粤、闽、浙海岸线

北飞，经汕头、福州、杭州、宁波等地而至上海，

与 “广州号”会合后，续飞汉口、长沙、桂林、梧

州，于是月 &% 日回抵广州，历时 $& 天，空中航程

&，0-% 余公里。这两次飞行，其目的如 !$ 月 ’ 日

张惠长在上海航空工厂欢迎大会上所言：“现在

全国统一，训政开始，深望各同志一致提倡航空

事业，使其发展，这就是兄弟此次飞行之唯一希

望”，因为 “航空事业既不属于个人，又不属于政

府，实为全国四万万同胞共有事业”( & ) * +’ ,。爱国

之心，溢于言表。

当时召开该会议亦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在

!"$# 年 # 月之前全国已有三个较大的航空组

织，即南京中国航空同志会、广东航空救国同志

会及开封西北航空协进会。三个组织除注意军

用航空之外也致力于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为

“集合全国力量，统一组织，以图发展整个民航

事业之必要”( ’ ) * +& ,。!"$# 年 # 月 $ 日三方代表于

!"&! 年的全国航空会议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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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召开全国民用航空联席会议，出席会议者

有中国航空同志会的曹贵清、凌鄂荪、钱昌祚，

广东航空救国同志会的马挹云、陈际熙，西北航

空协进会的赵守钰、史啻等。此会议决定将各地

的航空协会改名为 “中华航空协进会”，设立三

级组织，即中枢、特别区分会、分会 & ’ (，并根据会

议决议，在上海组织中华航空协进会中枢执行

委员会为全国最高航空领导机关，内分组织、宣

传、航务三部及秘书处。组织部除整理旧有分会

之外，并努力指导各地成立分会；宣传部定期出

版刊物，如 《航空周报》、《航空画报》等；航务部

筹建沪汉线民航事务。并改南京、广州、开封的

航空组织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特别区分会。

翌年 ) 月 *% + ,* 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华航空协

进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就组织、会期等进行讨

论，选出协进会执行委员蒋介石、张惠长等 *)
人，并确定该协会组织目的为：“以集合并领导

全国民众协助政府发展中国航空事业，努力实

现总理‘航空救国’遗训。”& - ( . /%* 0

在国际航空事业纷纷发展的大气候下，由

于国内已经具有召开全国航空会议的宣传与组

织基础，此时蒋介石已基本控制中国政局，也要

求加快航空统一的进程，但因 “事体重大，全国

允宜有整个计划，使中央与各省合力进行，以求

发展，非群策群力，协谋统筹，难期周密，觉有迅

速召集全国航空会议之必要”& # (，因此航空署定

于 *),* 年 1 月 !" + !’ 日召开全国航空会议，以

谋求中国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

二、全国航空会议的召开及其提案

航空署为召开全国航空会议，由行政院拨

款成立了以曹宝清为首的航空会议筹备委员会

（后改为秘书处），参加会议的有国民政府有关

部门、各省市政府机关的官员，以及沈德燮、聂

开一、钱昌祚等十名全国知名的航空专家。

会议于*),*年1月!" + !’日在南京召开，全

国各省市除贵州、广西、云南、新疆、青海、北平

外，均派了代表参加。1月!"日上午*"时在航空

署礼堂举行开幕式，参加者有各航空机关、军政

部、航空署、蒙藏等单位代表和航空专家共%*
人。由军政部常务次长曹浩森主持并报告筹备

经过，希望通过该会“得以确立建设全国航空之

整个方案，树立全国航空之百年大计”& % (。行政院

长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至会演讲：“希望在航空

会议里，集合全国航空人才，共同讨论，得到一

个通盘计划。对于国防、交通、经济、政治、教育、

文化等都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使我们中国得

到一个真正的进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 (

次日，由各航空机关报告工作情况，并设立

’ 个小组审查委员会对 !*" 个提案进行审查讨

论。大会第三、四、五天的主要议程即对提案进

行逐项讨论。该会的重要提案有以下四个方面

的内容：

第一，关于统一航空行政。代表性的提案是

航空署所提“创设航空部统一航空行政案”。针对

当时各地军阀拥机自保对抗中央的分裂状态，航

空署认为航空不统一，则会产生“人才之应用、财

产之管理、航空站与航线之使用、飞行安全之维

持”等方面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如在战时则“临时

全国动员，行动极慢，不易集中势力”& *" (。为此提

出将航空署扩大为航空部，机构设置除总务厅外，

应设空军司、商业司、民用司分掌这三类业务。该

提案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航空管理混乱、各自为

政的局面。

其实早在 *)!) 年 ) 月 !1 日，南京国民政府

已明令统一航空行政。因为从国防方面而言，

“现有空军，各省因受军事影响，大都各自为政，

编制歧异，系统支离，补充训练，既感烦难，调谴

指挥，尤生滞碍，⋯⋯倘不预为统一，则空军力

量更感薄弱。”从航空管理方面而论，航空“倘若

漫无统属，非独分歧凌乱，运调不灵，即全国之

航空器械数量，且难悉其详，而全国之航空力

量，更未由统筹发展”& ** ( . /*- + *# 0。与会者意识到：

“航空行政之机关与事权，如不确定，航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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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如不颁行，则领导奖励，无所依凭，遑言发

展？”! "# $ 因此，代表们均认为航空有统一行政的

必要。

第二，关于航空建设与发展。这类提案共有

%& 件，占所有提案的七分之一，足见国人对发展

航空的迫切愿望。其中以东北航空机关代表王

立序等人所提 “厘订航空奖励规则以提倡航空

事业案”最具代表性。提案认为，在当前各国对

陆、海军均加限制的形势下，“惟对航空，则竞相

扩充，除军用及国营航空事业外，对于民间航空

事业，极力提倡。”又通过比较海空军耗费的多

寡，认识到发展空军较之发展海军对于中国而

言，更具可行性，因“制造一艘战舰，至少非千万

元不办，而飞机每架最贵也不过十万元左右，与

一般战舰相比，价钱几廉至百倍。以办一队战舰

的经费，可办几十队的飞机”。再从地理上言，则

更有发展空军的必要，“东濒大海，有野心勃勃

的日本，西南为英属地，近复竭力建筑大飞行

场，作其海军之根据地”! "% $ ’ () *，发展航空事业自

不待言。

由上述可知，中国唯有发展空军才是最佳

选择。而南京国民政府对航空事业的投入则令

人担忧，因为据航空署长张惠长所言：“航空经

费，总共每月不过 "# 万元，不及陆军一师经费，

数目既甚末微，支领亦非容易。”! # $ ’ (% * 看来经费

问题是制约航空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关于创办航空工业。针对航空工业十

分薄弱的情况，代表们提出了 “创办航空工业”

的提案，这类提案共有 %# 个，占七分之一稍

多。以参谋本部所提的“筹设全金属飞机制造工

厂为我国航空母厂案”最有代表性。该提案以国

防为出发点，指出航空工业发展的关键在于飞

机制造。因为我国飞机购自外国，为免除受制于

人，提议筹设飞机制造厂，实施办法则是在三年

内建成飞机制造厂一所，在全国各地设立 + 所

分厂。该计划分四个时期，每期装配与制造飞机

的能力应达到 "& , "+ 架。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共

需经费 %-& 万银元 ! ") $。可见规模之庞大，以当时

国力似乎无法付诸实施。再者航空工业技术引

进颇为困难，尤以日本最为明显，“日人量小，好

守秘密，华人要求参观，屡招谢绝。”! " $ ’ (- *因此代

表均认为 “非能制造大量之优秀的航空器，非能

自供给充分之航空用汽油及一切必需材料，则

不足以充国防之用”! "+ $，说明人们已经充分意识

到航空工业建设应走独立发展之路。

第四，关于培养航空人才。因人才缺乏，使航

空工业缺少智力支持，在此次会议上，关于培育航

空人才的提案多达%.个，在所有的提案中为数最

多，说明当时已注意到航空人才缺乏问题的紧迫

性。最具代表性与可操作性的提案，乃航空专家聂

开一所提“呈请政府于国内著名各大学设立航空

专科案”。提案认为，航空人才是航空事业发展的

先决条件，故“培植设计人材，以为自制器材之准

备，实近日刻不容缓之举也”! "" $，根据外国经验，

除单独设立航空大学或专门学校外，对于航空学

理的研究，多附设在著名大学内。由于中国财力、

设备及航空人才的缺乏，无法自行在短期内办成

一个较高水平的航空学校。但我国各著名大学，

“如中央、中山、交通之类，对于理工两科之设备，

已渐臻完密，倘附设航空设计专科，则所费无多，

而可收培植航空人才之实效。”由于该案切实可

行，一致通过，在当时国力衰落的情况下，代表们

深切认识到“目下所能准备者，且须准备者，人才

之养成是也”! "/ $。对民间所办的航空学校、航空工

厂、航空公司等，政府亦均“应为之订立各种保障

奖励及补助诸规章，明令公布，以资策励”!# $ ’(%*。

上述即为航空会议的四个方面的重要提

案，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航空事业发展的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 日，军政部次长陈仪主持闭幕式，航空署

长张惠长总结发言，认为：“一、关于航空行政方

面，此次大会决议统一航空行政，真于中国航空

前途得益非浅；二、关于航空经费方面，中央对

各省各处航空机关，能确定经费。”! "/ $ 其实这两

"-%" 年的全国航空会议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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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当时航空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前者更

是这次会议召开的重要目的。

大会闭幕后，发表了 “全国航空会议宣言”，

指出当时航空事业发展的不足，揭示了航空发

展应注意的九个问题：扩充空军；配置防空设

备；航空行政统一；培育人才；发展航空工业；完

善地面设备；扩充民用航空；航空保障安全；增

加经费。& ’# (会议秘书处为提高会员及民众兴趣，

该日上午会议闭幕后，又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

飞行表演，参观者达数万人，可见国人对航空事

业极为关注。

三、全国航空会议的影响

’)*’ 年召开的全国航空会议，使国人对航

空事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憧憬，“中国航空之在

今日，实已由朦胧时期而趋于黎明时期矣。”此

次会议，“中央行政各部代表有之，各省市政府

代表有之，各航空机关代表有之，各航空专家有

之，人才济济，策划周详，则此后对于航空行政、

经济当有统一之办法，而军用、民用之航空建

设，亦必有整个发展，尤其关于宣传使民众了解

与促进其注意，俾可共同努力，定有力之方案，

跻中国航空于世界之列。”& ’% ( + ,! -可见，民众对此

次会议寄予厚望。

全国航空会议的召开，对中国现代航空事

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航空会议的召开使南京国民政府加

快了对航空行政与航空机构的统一管理。

全国航空会议召开半年后，在’)*’年’’月国

民党四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国家建设初期方案”

中，提出了加快航空事业建设的计划，“空军应于

四年内扩充飞机由一千架至一千五百架，尤应于

航空机制造及飞行人才之训练，充分注意，并尽力

提倡民营航空事业。”&’) ( +,’.! -’)*!年“一二八事变”

爆发后，因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举国上下，咸知

空军之重要，为充实国防计，实应积极扩充空军。”

因此军委会“乃将军政部航空署之行政、教育、经理

等事项，收归直辖”&!" ( +,.%.*-，并任葛敬恩、徐培根为

正、副航空署长，加强了对航空行政的管理。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加强了对一些航

空机构的管理。如对中国航空协会和航空建设会

的控制即为明显的例子。为响应政府号召，’)**
年元旦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航空救国会（后改名为

中国航空协会），选出理事王晓籁、史量才、王正

廷、杜月笙、虞洽卿等!’人，中国航空协会的成立

极大地推动了民航事业的发展。翌年’!月国民政

府又聘陈庆云、沈德燮、聂开一等人为理事，蒋介

石为名誉理事，政府遂加强了对该会的控制。除

对民间航空机构的控制之外，南京国民政府也开

始建立自己的航空机构，遵照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决议，在’)**年.月于南京成立全国航空建设

会，由中央指定宋子文、朱培德等为常委，葛敬恩

兼任秘书长。’’月该会又直隶军委会，蒋介石兼

任委员长，黄秉衡、张惠长为委员。南京国民政府

通过如此方式，加强了航空行政的统一。

其次，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南京国民政府更

加重视航空科研、航空学校与航空工业的发展，

从而加快了航空事业的发展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快航空人才的培养，不

但在杭州笕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由蒋介石亲

自担任校长；’)*. 年后又在洛阳、广州创办分

校；而且在兵工署增设了航空兵器研究科以加

强航空工业技术的研究力量。其它一些著名大

学亦根据政府要求纷纷创办航空工程学科，并

聘请外国专家来华任教，如 ’)*. 年春清华大学

聘请美国空气动力学专家、加州理工大学航空

实验室主任慕耳（/0012）博士至校任教。除在高

校设立航空学科外，为加快推动航空工程技术

的研究，一些航空的学术团体也开始出现。如

’)*3 年 . 月在杭州成立了中国航空工程学会，

选航空署技术处处长钱昌祚为会长，中国航空

公司机航组副主任聂开一为副会长。

为获得国外航空技术的先进资料，加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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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强国的技术交流。!"#$ 年 !% 月，航空委员

会与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在杭州合办中央飞机制

造厂；!"#& 年又与意大利合办南昌中央飞机制

造厂；!"#’ 年又与德国合办萍乡中国航空器有

限公司。至抗战前，国民政府创办的航空工厂约

有南京第一厂、第二厂、洛阳第三厂、重庆第四

厂、广州第五厂、杭州中央航空学校工厂及重庆

临时修理所等七处。虽然大多数工厂的技术力

量十分薄弱，但已有了明显的进步。

再次，全国航空会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爱

国意识。

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航空事业的发展

上，“斯会之后，（航空）定能有新的发展，吾人自

国防观点上，尤希望此会之圆满成功”( !& )。对海

陆空军皆弱小的中国而言，发展航空更为适合

国情，“我国海陆军虽远不如欧美列强，然而当

此航空尚在幼稚时代，我国倘能亟起直追，发展

航空，奖励空军，将来不难与欧美列强并驾齐

驱，是以国防必能充实而可告无虞”( *! ) + ,** -，足见

国人对航空在国防上所寄的厚望。特别在 !"#*
年 “一二八事变”后，“航空救国”的口号开始为

国人所接受。为加快航空工业的发展，以补助政

府无力购机之不足，!"## 年 ! 月 *# 日，国民党

中央以纪念 “一二八事变”为名，是日起至 *.
日，举办 “航空救国”宣传周，南京、上海等各大

城市均召开大会，号召捐款购机。*/ 日，国民党

又通过 “中央政治会议关于举办救国飞机捐款

之决议”，要求 “全国所有党政军警机关人员，应

以实发薪额若干成，捐助政府代为购置飞机之

用”( *% ) + ,/.$$ -。随着公职人员的捐款购机，民间自

发的捐款购机活动也随之兴起，首先响应的是

海外华侨。是年 # 月 *$ 日，“美洲华侨航空救国

义勇团代表李玉聘到南京，将美洲华侨所购飞

机 !* 架，捐助国民政府抗日”( ** ) + ,/* -。中国声势

浩大的“航空救国”运动，引起了日本的注意，日

本认为 “中国自满洲、上海两事变以来，获得极

大之教训与困苦之经验，航空救国之声，遍传遐

迩”( *# ) + ,$ -，说明国人已经认识到航空发展对民族

复兴的重大意义，从而也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爱

国情操和民族意识。

四、结语

!"#!年召开的全国航空会议，是在欧美强

国的航空迅速发展及日本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召

开的，既反映了政府与广大人民要求发展航空

以救国的强烈愿望，也为六年后的抗战准备了

空军战斗力量。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及各界民众

的共同努力，至抗战前中国军用及民用航空，已

“拥有各式飞机&%%余架，飞行员约三千人，机场

*&*处。其中直属航空委员会之场站，计有空军

总站!%处，航空处!%处，飞机场!!%处”( *$ ) + ,!** -。其

成就与航空会议召开前相比，增长近#%倍，足见

发展之快。虽然与其他航空强国相比有很大差

距，但毕竟全国航空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制约中

国航空事业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并且提出了

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为以后航空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南京国民政府不但加

快了航空行政统一的步伐，为军用和民用航空

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成立了一些航空

组织，此后的航空事业和以前的一盘散沙局面

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因此它在中国现代航空

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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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荐语：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 &’!# 年 ( &’)# 年间所进行的建设事业，史学界目前均给予积极的评价，研究领域

也越来越宽阔。谭备战同学的论文《&’)& 年的全国航空会议及其影响》，以一次会议为研究对象，论述当时

国民政府所关注的航空事业建设，开拓了研究的视野。阅读该文，有以下印象：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所从

事的航空建设，学术界鲜有系统的论述，以往对 &’)& 年的全国航空会议，更没有专门的论文探讨。该文以

此为契机，实际上涉及到对国民政府航空建设的背景、措施与影响诸方面，可以说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

足。二、在史料上，该文搜集到较丰富的相关史料，为立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三、该文并不长，结构简洁合

理，从背景、会议内容、影响三个方面切入，比较流畅。此外，谭备战同学这几年努力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

建设方面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史料，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也与此相关，故他对当时国家建设的总体状况有

较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其对论文主题的把握及立论的准确。有鉴于以上理由，作为他的导师，本人愿意向

贵刊推荐他的文章，深望能在贵刊登载，以鼓励后学。专此推荐，并铭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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