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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套装共5册）》是为了适应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
研究与教学需要，就馆藏历史档案中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资料编辑而成的一套综合性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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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战时国民政府军事制度(一)军事行政机关组织一、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参军处1．国防最
高委员会通告组织成立代电(1939年2月21日)2．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检发本会组织大纲等公函(1939
年2月21日)3．军事委员会奉发国防最高委员会取代国防最高会议职权训令(1939年3月24日)4．军令部
奉发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训令(1939年12月s日)5．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参军处组织法训
令(1942年4月27日)二、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1)军事委员会1．参谋本部奉发军事委员会组织系统
表密令(1937年11月s日)2．军事委员会颁布军事参议官服务大纲训令(1937年11月8日)3．军事委员会颁
布最高幕僚会议规则训令（1939年1月12日）4.军事委员会抄发西安桂林办公厅组织规程等密令（1940
年s月11日）5.军事委员会抄发修正组织大纲及系统表密令（1940年6月26日）6.军政部兵役署关于设立
军委会直辖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部代电（1941年12月18日）7.军政部兵役署抄发驻滇参谋团编制表密令
（1941年12月22日）8.军事委员会颁发中央军事机关现任各级人事管理人员考核委员会组织规则代电
（1942年6月15日）9.军政部兵役署奉发重庆卫戍区指挥系统表代电（1942年7月1日）10.军事委员会检
发修正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组织暂行条例训令（1943年3月3日）11.军事委员会颁发印信规则（1943年3
月16日）12.军事委员会公布本会办公厅组织条例训令（1944年11月27日）13.军事委员会颁发办事通则
训令（1945年7月7日）（2）行营（辕）、战区长官部及主任公署1.参谋本部总务厅第一处抄送重庆等
行营组织大纲公函（1937年7月13日）2.军事委员会颁发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公署组织条例及系统编制表
训令（1938年7月28日）3.军事委员会颁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制表及其组织大纲（1939年1月）4.军
事委员会颁布西昌行辕组织大纲等训令（1939年2月24日）5.军事委员会公布成都行辕组织大纲等密令
（1939年3月22日）6.军事委员会抄发天水行营组织大纲修改草案等代电（1939年7月21日）7.军事委员
会核定派驻云南桂林各机关归并统一办法训令（1943年6月14日）8.军事机关部队设置驻渝办事处规则
（1945年1月25日）（3）各部局署组织系统1.国民政府公布军政部组织法（1937年9月6日）2.军事委员
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检送其组织条例等致军令部公函（1939年3月15日）3.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奉发军事运
输总监部组织条例等训令（1939年7月3日）4.军事委员会奉发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组织条例训令
（1940年1月26日）5.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检送其暂行组织条例致军令部代电（1940年4月5日）6.军事
委员会修正后方勤务部组织条侧（1940年5月9日）7.军事委员会修正海军总司令部组织法（1941年1月
）8.军事委员会修正军法执行总监部组织条例（1941年）9.军事委员会修正军令部组织法及服务规程指
令（1942年3月6日）10.国民政府修正军政部组织法训令（1942年4月18日）11.军政部拟订之处务规程
（1942年4月18日）12.后方勤务部奉发军事委员会核定该部与军令军政两部业务联系办法及职权划分之
训令（1942年12月）13.军事委员会调整军法执行总监部新编制表训令（1943年3月19日）14.军事委员会
核准军政部军医署组织条例 （1943年7月23日）15.军事委员会核准军法执行总监都各战区军法执行监
部组织规程（1943年11月11日）16.军事委员会修正军训部组织法（1944年9月15日）17.军事委员会核准
外事局组织条例（1944年11月16日）18.军事委员会颁布政治部组织条例（1944年12月6日）⋯⋯［二］
对日作战方针、计划与部署［三］正面战场作战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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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军队区分及其位置任务甲、右地区队指挥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
六十七军之一师位置于同居、大王庄（皎河口与马厂之间）附近。
二十九军之一师位置于东湾头（小站与马厂间）附近。
二十九军之其余部队位置于静海、王家口附近。
五十三军之一师位置于霸县附近。
五十三军之其余部队位置于雄县附近。
九十一师位置于固安附近。
河北保安队（兵力须等于一师）位置于任邱、河间附近。
以上各部队以各对当面之敌，确实占领坚强之防御阵地，绝对拒止敌人之前进为主要任务。
六十七军之其余部队位置于马厂附近，取疏散配置之态势，敌军进攻时，以由侧面策应该当正面友军
之作战为主。
乙、左地区队指挥官。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
二十六路军之一师及一旅位置于琉璃河镇、涿县、高碑店附近。
十七师位置于保定附近。
以上各部队各对当面之敌，确实占领坚强之防御阵地，绝对拒止敌人之前进，为其主要任务。
二十六路军之其余部队位置于房山、张坊附近。
第三军位置于涞水、易水附近。
第二师位置于徐水附近。
二十五师位置于满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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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套装共5册)》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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