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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池 著

中華民國海軍赴美接艦（1942～1949）



提    要

1942 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軍事委員會決定利用盟國資源，重建在戰爭初期遭到毀滅

的中國海軍。至戰爭結束前，中國兩次向英美兩國派遣人員，分別被國府命名為「赴英美參戰

見習暨造船案」及「赴英美接艦案」，這些人員成為戰後海軍重建的骨幹。由於戰後英國國力的

衰落，致使美國成為中華民國重建海軍的主要援助國，因此本文便以赴美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

「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由軍事委員會主導，旨在召集分散各地的海軍人才，選出一百

名軍官往英、美兩國接受訓練。透過該案，軍委會成功建立派遣海軍人員出國的程序。「赴美接

艦案」便是在「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建立的程序與標準下進行。1943 年軍委會向美國提

出「借艦參戰」的構想，在經過交涉後，儘管雙方對接艦案想法有所落差，仍達成由美國借艦

中國的共識。1944 年軍委會成立海軍選派委員會，利用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建立的標準，挑選出

70 名軍官與 1000 名士兵，前往美國接艦。赴美人員的特殊性在於有近半人員係知識青年，這

些知識青年來自全國各地，有著不同的出身與參軍動機，透過他們留下的紀錄，可以窺見基層

士兵如何看待戰爭、及他們在美國的訓練與生活。赴美人員在美國完成訓練，並贏得美國人的

好感，隨著戰爭的結束，美國決定將借給中國的「八艦」正式轉讓給中國，而赴美人員的第一

個任務，便是駕駛八艦宣慰美洲的僑胞，重建中國的形象與國際地位。

當人員回到中國時，由於國府要求知識青年終身參軍，加上內戰的爆發，致使一部分人逃

離軍隊。留在軍隊的人員，少部分進入海軍官校，並不幸被捲入海軍白色恐怖；其餘人員則分

散在各部隊。透過美國贈予的八艦，中華民國海軍得以完成南海的探勘，為今日的南海局勢奠

立基礎。隨著國府在內戰中的潰敗，八艦之一的太康艦護衛蔣介石來台，此後兩岸分治，中國

海軍史進入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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