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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邮就军”：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军邮述论

黄　 鹏，朱奎泽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

　 　 摘　 要：军邮是军事邮递的简称。 中国近代军邮在扬弃传统邮驿、借鉴西

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抗战实际进行筹设，逐步完善。 以抗战时期国

民政府军邮为考察范围，通过分析发现，国民政府军邮的创办具有因军而兴的

特点；在管理结构设置与网络建构方面带有以军筹设的特征；在业务开展方面

体现出为军服务的特性。 同时，军邮在协助作战、鼓舞士气、安定民心、军地沟

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具有以邮就军的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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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胜利已逾 ７０ 年，抗战史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

鲜为学者关注，军事邮递（简称军邮）就是其中之一。 军邮是在备战或作战时期，为适应

战地环境、便利军事单位和官兵使用、供应作战需要而特予组织的邮递服务［１］４３１。 军邮

不仅保障了作战必需的通信联络，还维持了军事区域同后方的联系。 它是辅助抗战的

重要手段，其功能的发挥对战役保障、战争指挥有直接影响，是战争成败的重要决定因

素之一。
学界对军邮的研究整体较为薄弱，有对苏区军邮的研究，有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



邮的考察，有人侧重考察云南、湖南的军邮运作，还有人重点阐释军邮体系与职能。① 此

外，对军邮的研究在中国邮政史方面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② 已有研究与军邮的历史地

位及重要影响极不相称，对军邮的组织结构、军邮的业务特征、军邮与抗战之间的关系

等鲜有论及。 本研究主要关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邮事业，拟运用所发掘的军

邮相关档案资料，考察中国近代军邮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业务开展，揭示军邮在抗战

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期丰富抗日战争史和

中国邮政史的研究。

一、中国军邮溯源沿革

中国军邮的原始形态与传统驿传制度一脉相承，它是为适应国家军事与行政的需

要而设立的，是战争与统治权的产物。 中国传统驿政虽无军邮之名，却有军邮之实［２］，

负有近代军邮的使命［３］３１－３２。 旧式驿政只传公文，不传私信。 近代军邮的主要任务是为

前线官兵服务［４］１８４－１８５，它不仅是战时的通讯网，也是安定军心，旺盛士气的精神武器［５］。

驿站有固定处所，采取接力传递的方式，而近代军邮则随军行动。

中国军邮的设置因袭着传统邮驿的特点，同时借鉴了西方军邮的经验。 近代军邮

组织创始于德国，因其军邮组织完备与管理方法妥善，战区邮件寄递绝少贻误［６］２７－２８，为

各国树立典范。 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不断开办军邮，军行所至，军邮随之［３］３５－３６。 中

国近代军邮制度主要仿自欧日，结合中国实际，逐步补充、修订，渐趋完善。

中国近代军邮发轫较晚，始创于民国初期。 １９１３ 年，蒙疆不靖，是时政府派兵镇压，

为便利军讯，“交通部”与“参谋本部”商订《军事邮递章程》，其中包括《军事邮递所办

法》及《普通邮局办理邮务办法》，共计 ３６ 条。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事件平定，军队撤回［１］。 此

次军邮开办虽规模较小、作用甚微，但实际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军邮的先河，成为中华邮

政试办军邮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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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军邮萌芽于 １９３２ 年一·二八事变，当时日军炮轰上海附近各地，大场、真
茹、南翔一带邮政业务被迫停顿，上海邮工得到了当局的许可，主动参加服务，组建了

“战地邮局” ［７］。 此后，国民政府为应对中国被迫抗战的局势，积极充实国防，开始扩建

军事交通，筹划军邮，并派遣军事交通考察团赴欧美考查，搜集军邮资料。 鉴于军邮的

重要性，“交通部”部长俞飞鹏赴欧考查后，遂着手筹备，积极储训人员、购置器材、拟订

规章。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南京军事交通研究所创立，设置邮政系［３］４４，用以培植军邮干部。 学

员毕业后进入江西星子海会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交通队继续受训。 学员在受

训期间，工作实习重于理论检讨，因此能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 １９３５ 年冬，国
民政府军队在京杭国道举行为期一周的操练，演习攻防、检讨武力，并借此机会演习军

邮，于东西两军配设军邮局所，时称“临时邮局”，负责办理相关部队邮递业务，随军移

动，以附近普通邮局为承转局。 此次演练向军队宣传了军邮的概念，开启了近代军邮组

织先声。 １９３６ 年春，军事委员会与邮政总局洽商拟订《军邮规则》，并再度进行为期 ３ 个

月的演习。 两广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湘汉一带驻军众多，调动频繁，为试验新规及

增加工作人员经验起见，同时为避免发生误会，遂以“临时邮务”名义代替军邮机构，乘
机演习。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组织临时邮务督察处，负责指挥监督；７ 月将人员集中至长沙、南
昌两地开始工作；８ 月设临时邮局，随军推进广东，并以每师配一临时邮局为原则；９ 月

中旬事定，“临时邮局”亦告结束［５］。
为更好地筹备与推动军邮工作的开展，国民政府制定多种军邮规章，详细规定了军

邮人员的培训、军事机密的保守、军邮所需交通工具的提供、军邮人员的待遇及纪律等，
以保障军邮有效运行。 １９３６ 年春，军事委员会警卫执行部第二组主持筹备军邮事宜，拟
定多种规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后方勤务部先修订《军邮暂行规则》，嗣后增订《军邮视

察规程》及《处理公用军事邮件暂行办法》。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下旬，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召开后

方勤务会议，颁行《军邮免费汇兑处理办法》。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底，第二届军邮会议在汉口召

开，将原有军邮规章详加修正。 第三届军邮会议于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中旬在重庆召开，决定

将“军邮业务局”改称“军邮局”，“军邮业务员”改为“军邮员”，“军邮传递员”改称为

“军邮联络员” ［８］１６２，陆续增订规章数种，以适应业务需要。 截至 １９４１ 年年底，军邮规章

计有《军邮规程》《军邮联络员处理邮件汇兑办法》《军邮视察规则》《军邮员办事规则》
《军邮免费汇兑规则》《空军免费汇款规则》 《前方与军事机关及部队官兵集团汇款办

法》《军事通讯储蓄规则》《前方各军事机关及部队请发特种代表信箱办法》《军邮档案

处理办法》《军邮派出所规则》《军邮联络站规则》《各部队军邮官佐训练办法》《抗战时

期前线作战官兵交寄家书优待办法》《各军事机关及部队交通运输工具免费汇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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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１５ 种［９］。 以上各项规则、办法均是依据《军邮章程》 ［１０］的相关规定订定，对各军邮机

构及人员的职责及运行规范详加界定。 比如《各部队军邮官佐训练办法》按照《军邮章

程》的相关准则，要求各部队军邮官佐为娴习军邮工作，需在各军邮总视察段驻地进行

为期两周的训练，每处调训官佐以 ２０ ～ ３０ 名为限，其训练科目及时间分配为：邮政概

论、军邮概论、邮政法规、军邮法规、部队军邮官佐处理邮件汇兑办法分别为 １０ 小时，
邮局及军邮局实习 ２２ 小时［１１］ 。 军邮人员受训内容的 ７０％为专业训练，３０％为思想训

练，目的在于使军邮人员与部队人员一元化［１２］ 。 至此，军邮组织已成为作战部队的固

定机构。
军邮事务归军事委员会办理，分由“交通部”邮政总局及“后方勤务部”经办及督察，

选调原储训军邮人员，分调各战区，配设军邮局所及联络站等随军工作。 军邮人员遂参

加各军事机关实际工作。 之后战局逆转，日军深入，政府西迁，战争持久，战区扩大，军
邮设施迭经调整，规模广大，功效卓著。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抗战胜利后，军邮机构陆续撤销，办
理军邮人员则予复员。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管理机构与网络建构

（一）军邮管理机构

军邮管理机构是专门负责管理军邮行政事务，但并不直接处理业务的组织，分为最

高管理机构与分支管理机构。 前者综管全国军邮事务，后者为各战区军邮管理局，负责

推动区域性军邮设施建设。 抗战期间，邮政总局主管军邮，各军邮派出所及军邮联络站

归属军邮局管理，各军邮局隶属军邮视察分段管理，各分段归军邮总视察段管理，各总

段及各军邮收集所归隶属的主管邮区邮政管理局管理。 邮政总局指挥各邮区管理局总

段，以及总段内各兼办军邮局所、军事邮件直封局和军邮汇兑储备局，军邮业务视情况

分归相关军邮总段或视察分段管理，若战事情形特殊，可以越级请示或由临区管辖。 在

军邮监督方面，各军邮局派出所、联络站受配设部队主官的监督节制，军邮总段、分段及

收集所受相关战区司令长官或其次级军事长官的监督节制，全国军邮业务受“军政部”
（后为“国防部”）及“后方勤务部”（后为“后方勤务及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督察。 当

时，在“后方勤务部”下设有军邮督察处，处长由邮政总局视察长兼副处长，全体人员亦

由总局视察室人员兼任。 １９４４ 年冬，该处缩编为一科，全科人员仍由军邮总视察室调

用。 军邮局实际上属于纯技术业务部门，军方并未对其有主动或实质上的监督与

指挥［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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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邮网络建构

抗战期间军邮区域极为广阔，且随战事演变不断调整。 全面抗战之初，先是按照各

战区交通状况及军事需要，指定前方若干邮区办理军邮事务，划分军邮总视察段，简称

总段。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中旬开设 １０ 个总段，分为 ５ 大干线：一是平绥及同蒲线，设有万全、
阳曲 ２ 个总视察段，辖北平邮区及山西邮区各一部分，归山西邮政管理局管辖；二是平汉

线，设有清苑、石家庄 ２ 个总视察段，辖北平邮区的大部分，归山西邮政管理局管辖；三是

津浦线，分设沧县、济南、铜山 ３ 个总视察段，包括河北、山东及江苏等邮区，沧县、济南段

归山东邮政管理局管辖，铜山段归江苏邮政管理局管辖；四是京沪、京杭线，包括上海、
江苏及浙江 ３ 个邮区辖地，设有吴县及杭县 ２ 个总视察段，分属江苏、浙江管理局管辖；
五是陇海线，设有郑县总视察段，在河南邮区辖境内，归河南管理局管辖［８］１６３。 其后随军

事局势演变，历经调整。 万全总段于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底并入阳曲总段。 清苑及石家庄总段

分别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下旬及 １０ 月中旬撤销，合组为开封总段，１１ 月下旬复并入郑县总

段。 沧县总段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下旬并入济南总段。 吴县总段因京沪线沦陷，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初撤销，所有人员撤入皖南、赣北。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初，另组赣皖总段，杭县总段在杭州

失陷后，改称浙江东段。 徐州会战前，济南总段人员因战事撤入豫东，济南总段于 １９３８
年改组为豫东总段，郑县总段同时改称豫西总段。 阳曲总段人员撤入陕西，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改组为晋陕总段，并在安徽长江以北地区另组安徽总段。 武汉会战前，安徽总段一部分

人员于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转移至湖北，改组鄂皖总段，湖北长江以南另组鄂南总段。 武汉会战

后，豫东、鄂东、鄂南总段撤销，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底在湘鄂边境开设湘鄂总段。 铜山总段

人员则绕道上海、香港入粤组建广东总段。 豫西总段因并豫东总段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中

断，称河南总段。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于粤西及桂南另组桂粤总段。 截至 １９３８ 年年底，全国

共有浙江、河南、晋陕、皖赣、鄂皖、湘鄂、广东、桂粤等 ８ 个总视察段。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黔川

境内开辟黔川总段，主管黔、川两省各公路沿线汽车邮运督遵事宜，又将车巡范围扩至

黔桂、湘黔、黔滇、川陕、滇缅各路。 因作战部队进入敌人后方鲁、苏、皖、冀等省，游击战

规模扩大，遂抽调军邮人员随军深入鲁苏、鄂皖边区，原有鄂皖总段改称湖北总段。 至

此，全国共有 １２ 个军邮总段［９］。
军邮督察处于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成立，军邮总视察段由原依地名命名改为依数序命名，称

为第 １ 至第 １２ 军邮总视察段［１４］６８８－６８９。 其中，第 １０ 军邮总视察段因环境特殊无法开展

工作，于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撤销，该总段工作由第 １１ 军邮总视察段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接手。
由于越南形势吃紧，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在黔、滇两省公路以南地区成立第 １３ 军邮总视察段。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远征军进入缅甸，随军的军邮局推进至缅甸，归第 １３ 总段指挥。 １９４２ 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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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军邮局随军进入印度，成立直属驻印军邮总视察段；１９４４ 年 ９ 月，改升为印缅军邮总

视察段，旋改称第 ２０ 军邮总视察段；１９４５ 年 ９ 月，该段因远征军回国而撤销［４］１９６。 １９４２

年至抗战胜利各军邮总视察段相关概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邮政总局现曾办军邮人员详情表及各军邮总视察段驻地一览表（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年）

番号 主管人员 驻地 备注

第 １ 军邮总视察段 凌鸿钧 歙县

第 ２ 军邮总视察段 王成樑 洛阳

第 ３ 军邮总视察段 劳杰明 西京

第 ４ 军邮总视察段 王赓荃 云南

第 ５ 军邮总视察段 林维钦 老河口

第 ６ 军邮总视察段 张锡扬 长沙

第 ７ 军邮总视察段 陈虚舟 曲江

第 ８ 军邮总视察段 康雍 柳州

第 ９ 军邮总视察段 徐陟青 重庆

第 １１ 军邮总视察段 郑钟煌 立煌

第 １２ 军邮总视察段 彭敬森 建始

第 １３ 军邮总视察段 郑廷杰 昆明

直属驻印军邮视察办公处 李梦华 印度中国军邮第三三三局转 概用航空交寄

　 注：资料来源于《邮政总局现曾办军邮人员详情表及各军邮总视察段驻地一览表（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邮政系统档案，档号 １３７－５－３００８

总之，抗战期间军邮网络逐步构建，覆盖区域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苏、浙、皖、赣、豫、

陕、晋、冀、绥、闽、鄂、湘、粤、桂、黔、滇、川 １７ 个省份及印度、缅甸、越南 ３ 个国家。 此外，

在每个总段内又按驻军及交通情形划分军邮视察分段，以便指挥查视军邮事务，至抗战

胜利时共有 ９０ 段［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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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业务开展及特征

（一）军邮业务的开展

军邮业务或工作机构，指直接配设于各级部队或设在交通要卫处理军邮相关业务

的机构，可分为收投、承转、收集及辅助机构四类。 军邮收投机构设于战地，是最主要的

军邮业务机构之一。 前方师以上的部队配设军邮局，以便各部队军邮局联络，或供附近

及往来当地各军事单位使用。 随军行动的，称为行动或随军军邮局；不随军行动的，则
称为从地或驻地军邮局。 无论随军与非随军，均须依战地情形随时转移其驻地。 军邮

承转由指定地点的普通邮局负责。 军邮收集机构专司往来前、后方军事邮件的收集批

转。 由于部队调动频繁，流动性较大，为保证机密，军事邮件多不书写番号及地址，只书

写代号或信箱号码等，普通邮局无法知悉。 军邮收集所负责搜集此项资料，并据以批转

前、后方来往邮件，便利递送。 军邮辅助机构由相关军事单位自行派遣人员组设，具有

代办性质，负责汇收本部队官兵交寄的邮件，转送军邮局，并从军邮局领取寄交本部队

官兵的邮件，携回分发。 按照国民政府军邮规定，营本部及其以上单位应各指派官佐 １
人充任军邮联络员，办理汇转工作，也可于其部队内设置军邮联络站，以军邮联络员充

任站长［８］１６２。 此外，还设有军邮档案保管处，该处既非指挥机构，亦非执行机构，而仅可

称为军邮辅助机构，主要职责是集中保管上述各级军邮机关所有档案，使其不至散失，
便于检查［２］１８１。

（二）军邮的业务特征

国民政府办理军邮的主旨是便利前方作战部队的通讯。 军邮是邮政的一支，但其

服务对象是部队官兵。 “盖军、普两邮，无须辨明其关系。 毋使以军邮涉入普邮，致荒本

务，毋使普邮貌袭军邮，有损军邮之实，且毋使军邮勉循普邮，以减军邮效用。” ［１５］军邮虽

然在业务种类、办事手续以及所用规章等方面与普通邮政相同，但是因其服务对象的特

殊性，具有以下特征［１６］。
第一，军邮的军事服务性。 军邮既传递公用军事文件，也供战士私用，主要目的在

于维系将士社会关系，使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与后方社会交往并未完全断绝，以纾其

念”；慰劳将士辛勤，“后方赍寄慰劳物品，以至前线，使将士奋兴” ［１５］；传递书报，供给将

士精神食粮；汇寄饷款，赡给将士家室。 因军邮具有明显的军事服务性，故将士用军邮

寄发邮件，可特别享受减费或完全免费的待遇。 如抗战部队设有军邮局的，每一官兵每

月可领军邮邮票一枚，专门用于寄发平信家书，其价值约等于原应贴付平信邮资的

１０％。 军邮小额汇款免收汇费，大额汇款统一采取低费率，规定同一邮区内收 １％，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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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２％，并拟定官兵集团汇款办法，对于兑付军汇予以手续上及期限上的便利。 公用军

事邮件，仅纳单挂号邮资，而按快递寄递称为“军快”邮件。 私用军事邮件，贴用军邮优

待邮票，官兵家书加盖“征书”戳记后，即便没有邮路也予设法投递；军人家书经相关部

队证实加盖“军人家书”戳记后，可以享受免费航寄。 收寄官兵零星个人包裹，以 ５ 公斤

为限，一律按小包寄递，收费则照小包资例折半优待。
第二，军邮处务与业务的特殊性。 一是军邮处务具有军事优先权。 军事邮件可比

普通邮件提前封发、运递。 二是军邮业务在办理时间上具有周期性与集中性。 由于军

队起、息、操、课均有规定时间，受此影响，军邮业务办理具有周期性。 如军队在每月的

指定日期发放薪饷，故军邮开放汇票业务一般在部队发饷后的一周以内。 又如，为促成

官兵养成节俭风气，军邮业务局以通讯方式办理军邮存款。 再如，士兵唯有在周日休息

时才能写家信，故当日及次日收寄信件比平时要多。 三是军邮业务办理内容具有独特

性。 军邮所办业务按规定与普通邮政所办业务无异，但因战地环境所限，以及为优待官

兵起见，军邮未开办保险邮件、储金寿险以及保价保值邮件等业务，主营业务即为办理

官兵通信及汇兑事务。
第三，军邮局所的可移动性。 军邮局是战时的邮递组织，以军队为服务对象，须“以

邮就军”，随军移动，使部队官兵随时随地可以用邮，故军邮业务局设备简单且便于

移动。
此外，军邮与普邮在业务上联系密切，因此军邮组织须与普通邮政保持密切的联

络。 军邮的职能一方面是便利战争区域军事邮件的寄递，另一方面是办理战争区域与后

方往来邮件的接转。 为保证此两项职能的顺利执行，均须依赖于普通邮政的协助［６］４４。
因此，军邮以便利前方作战部队通讯为设立主旨，服务对象是部队官兵，在特殊环

境中开展工作，具有以邮就军的特性。 军邮业务局须适应环境、认清对象、发挥特效，给
予部队官兵通讯的便利。

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作用评析

军邮是为满足作战部队的通信需要，维持军事区域内及军事区域与后方各地间的

邮递通信联络。 此种联络，关系军事甚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强有力地保障抗战胜利。
中国军邮于 １９３７ 年下半年草创，翌年渐见规模。 １９４０ 年业务扩展，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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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降，军邮即予结束。 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计有会战 ２１ 次，重要战斗 １ １１７ 次，
小战斗 ３８ ９３１ 次。 中国军邮局所配设于所有陆军作战部队，军邮局所必须随军参与所

有战斗［１７］１。
中国军邮机构于 １９３７ 年创办，当年支出 ２５ ０００ 元，未有收入。 自 １９３８ 至 １９４５ 年，

中国军邮机构整体收入 １５３ ０３０ ３８９ 元，支出 ８５０ １７６ ７９０ 元，整体亏损 ６９７ １４６ ４０１
元［１７］３３７。 但自全面抗战以来随军的军邮处所设立甚多，专为军队服务，功效尤著。 历次

会战以后，各地军邮总视察段及军邮局所随战局的开展普遍增设，每师部以上单位皆配

设军邮局及军邮派出所，每团部以下单位配设军邮联络站，设置军邮机构 ５０８ 所，兼办军

邮的邮政局所还有近 ２ ０００ 个［１８］３０７。 军邮人员亦呈增长态势，至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抗战胜利，
调派军邮人员共 ２ ０５２ 人。 在抗战动乱的环境中，１９３８—１９４４ 年军事邮件的平均投寄率

在 ８０％以上［１３］，足以说明军邮对维系战时通讯的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军邮是部队官兵与亲人联系的纽带。 正所谓“邮电事业为传达消息之主要工

具，对于军事及国防方面关系尤为严重” ［１９］５。 抗战时期，战争前线消息传递的灵通对各

部队步伐的调整，以及后方与前线的沟通均至关重要。 消息稍有隔阂，谣诼繁兴，既影

响前方将士士气，也扰乱后方民众人心，对战事进展极为不利。 将士在前方作战生死未

卜，后方家中“幼子娇妻，倚门悬望”。 前方将士一旦不能得悉家中状况，难免朝朝在念，
暮暮追思，势必影响其作战勇气与决心［６］２５。 军邮不仅缩短了家庭与战场的距离，“为军

寄命，以旅作家” ［１２］，给予将士精神上莫大的慰藉，而且是在心理上操持战争胜负的枢

纽，直接关系战事的成败。
第二，展现了中国军邮人员的热血风采。
所有军邮人员均为邮政事业中的中坚基层干部，且均为三十岁以内的青壮年。 他

们大部分离妻别子、放弃安适生活，活跃在各战区，投入军邮事业，与前线作战官兵同甘

共苦，抱着满腔的抗日热情，置生死于度外。 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他们还能帮助军

队做一些军事上的布施。 军邮业务人员身赴抗战最前线，记录战况消息；利用职务便

利，运送政工宣传品；发挥侦探和尖兵的作用，获得军事情报。 一般军事谍报员的教育

水准较低，由于后方汉奸的充斥，军邮业务员最适宜充任情报任务［２０］。 与谍报员相比，
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丰富的地理常识，对各地风俗较为熟悉，由于工作的特

殊性，不易引起后方奸细的注意，便于施行反间谍的工作。 战时传递信息较平时风险更

大，由于陆路运输遭到战争的破坏，多数邮运均依靠步班邮路完成，广大邮工奔走于前、
后方之间，肩挑背负、来往传递、风雨无阻，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任务。 据统计，抗战期间

交通部门因公伤亡人数人员中，邮政部门伤亡仅次于铁路、公路部门，死亡 １６５ 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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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 人，共伤亡 ３２０ 人［２１］１０９。 若没有广大邮政员工的努力工作，军令、政令的畅达便无从

谈起，也必将直接影响抗战后方的稳定。

中国近代军邮的筹设，既传承了传统邮驿的特点，又借鉴了德日等国的先进经验，

并结合中国抗战实际，不断进行调整，日趋完善。 通过对军邮发展沿革、管理机制、业务

特性、网络建构、传递作用等方面的考察，发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因军而兴、以军

筹设、为军服务等以邮就军的特性。 不容否认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系统依然存

在诸多局限，如国民政府在财力、物力、人力、军队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军邮系

统难以高效地适应抗战局势的复杂变化，制约军邮作用的全面施展。 但从整体上看，全

面抗战期间，军邮除维持军事通信，还努力抢运邮件、组织秘密邮路、沟通与后方游击区

间的邮运，各项业务粲然可观，对于便利军讯、鼓励士气、安定民心、协助作战均功不可

没，为整个抗战史上的光荣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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