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3 年新竹空袭，由于种种原因，在

海峡两岸的抗日战争研究史上着墨

不多，却是二战期间中美空军并肩作战在太

平洋战场重创日军的一个极辉煌战例。2013

年 11 月 23 日在台北举行的新竹空袭七十周

年纪念会，及延续到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中

美混合团成立 70 周年纪念特展，使民众有机

会加深了解这场对日完胜空袭战的深远意义。

 1937 年日军制造芦沟桥事变而引发中

日全面战争。八年对日抗战初期，中国空军

处于劣势，作战飞机数量远远不够，而且来

源繁杂，很难在空战中协调作战。与此同时，

日本不断投入新式战机，全面掌控了制空权，

凸显出中国空中作战资源的落后和匮乏，形

势愈加艰困。所幸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美苏

等国的支持。美国国会于 1941 年通过了“租

借法案”，各种军援物资得以陆续进入中国，

时任中国航委会顾问的美国退休空军上校陈

纳德建议以志愿队的方式召募飞行员来华助

战，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志愿大队”或“飞

虎队”的开始 。1 飞虎队自 1941 年 8 月成立，

由百名美国退职飞行员组成，他们在缅甸经

过短暂训练后，便驾驶新近自美购进的 P-40

战机迎战日本侵略者。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飞虎队屡创辉煌战绩，共击落或击伤 370 多

架日机，挽救中国军民生命财产无数。日本

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

立刻宣战，正式成为中国的同盟，一起对日

抗战。美国志愿大队遂于 1942 年 7 月在完

成阶段性任务后被解编，美国指派其第十航

空军来华负责中印缅战区的空战，并在其旗

下成立“驻华航空特遣队”，仍由陈纳德担任

指挥官。此后，美国空军部队正式驻华参战。

为了进一步在中国投入更大的空军助战力量，

美国于 1943 年 3 月于昆明成立第十四航空

军，继续由陈纳德指挥，旗下包括战斗、轰炸、

侦察等作战单位，作战范围几乎涵盖了大半

个中国。由于中国自 1941 年开始选送空军人

员赴美接受训练，至 1943 年已有完训人员返

国参加战事。可是中国当时飞机数量少，物

资缺，但人力充裕 ；而美军正好相反。所以

陈纳德于当年 5 月参加华盛顿一项会议时，

提出了以中国和美国空军组成伙伴作战单位

的构想，这个建议获通过后，中美混合联队

（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 or CACW）

于是诞生成形。2

中美混合联队于当年 10 月正式在印度

（现巴基斯坦）的马里尔（Malir）成立，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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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航空军指挥体系，由美方人员担任司

令，副司令则由中方指派。联队部下辖三个

作战大队，由中美双方共同提供空地勤人员

加入，其中第一大队为轰炸机大队，下辖第一、

二、三、四共四个中队，第三和第五大队均

为战斗机大队，每个大队拥有四个中队，每

个中队配备 16 架战机，每个大队则有 64 架，

各单位的成员由中美双方混合担任，出任务

时也由双方平均派遣为原则。例如两机任务

时，中美各提供一架出勤，如此两者互补长短，

互相效力，互蒙其利。3 中美混合联队的主

要任务为夺取并保持盟军在中国战区的空中

优势，从而为地面部队提供对日作战胜利的

契机。整体而言，中美混合联队所参与的各

次战役和战斗，兼具战略和战术上的考量和

意义。

为了从日本手中夺回制空权，陈纳德将

军认为日本在台湾岛上的各处空军基地是首

要目标之一，原因是日本从南洋运往日本的

各项物资必须经过台湾海峡，所以日本在台

湾岛上驻扎了大量的陆空部队，以保障这条

海上生命线的安全。同时日本战机经常从台

湾起飞支援太平洋战事，对盟军一直是重大

威胁。因此，在中美混合联队成立后不久，

中美双方开始策划对台湾的日军空军基地实

施空袭。当时选定的目标区有三个 ：高雄港、

台南空军基地，以及新竹空军基地。其中高

雄港为日本在台军事的主要补给港，但寿山

附近的防空炮火密集，台南基地则有大量的

日本零式战机驻防，轰炸恐会导致己方重大

损失。相较而言，新竹基地的防空炮火和制

空战力均较薄弱，遂被锁定为攻击目标。

新竹是日本在台湾的重要基地，1937 年

8 月偷袭中国空军的木更津航空队的轰炸机

即来自该基地。此时的新竹基地还驻有日本

陆军第九师团、新竹海军航空队，以及燃料

场等设施。美军的侦照显示了新竹基地驻有

88 架左右的日本 96 式轰炸机。又鉴于新竹

为从台湾距离大陆最近的基地，未来对中美

在大陆的军事设施威胁严重。

空袭新竹的前进基地选在江西省的逐川

机场，1943 年 8 月才完工的这个机场开始为

这次行动储存燃料和弹药。跨海之役的总指

挥为陈纳德，参加空袭的中美空军单位则选

择了第十四航空军的第二十三大队第七十六

中 队 的 8 架 P-51A“ 野 马 ” 战 斗 机、 第

四四九中队的 8 架 P-38“闪电”战斗机、第

十一轰炸中队的 8 架 B-25D“米契尔”中型

轰炸机，以及中美混合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

队的 6 架 B-25 轰炸机。第十四航空军的第

二十三大队队长希尔上校（David “Tex” Hill）

担任领队，中美混合联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

李学炎任副领队，中国方面的参战空勤组员

有二十多人。

由于天候因素，跨海空袭行动一延再延，

直到 11 月 25 日才展开。是日正好是美国的

感恩节，许多美方组员在前一天就享用了感

恩节大餐，以壮行色，准备在感恩节突袭中

一去不归。当天上午全部 30 架战机依序升空

后，其中一架 P-51A 因为故障而折返，因此

只有 29 架扑向台湾执行奔袭。为了掩人耳目，

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一批 P-40 战机还于

任务开始前到台湾以北部佯攻欺敌。

整个机群先以低空几乎贴近海面方式越

过台湾海峡，以避开日本雷达的侦侧。当机

队突然出现在台湾新竹基地上空时，日本驻

军措手不及，几乎无法反应。攻击开始前，

盟军飞机在天空中发现了多架正在进行飞行

训练的日本飞机，一场空战下来，空中威胁

顺利解除。接着便直接进行地面攻击，首先

由八架 P-38 向地面扫射，为轰炸行动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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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 14 架 B-25 轰炸机进场投弹，一时火光

闪闪，几乎整个基地都被淹没在爆炸声中，

除了少数地面防空反击外，其余如入无人之

境，最后由 P-51A 殿后，俯冲攻击以掩护 P-38

撤离战场。整个突袭只持续了几分钟，速战

速决，干净利落。攻击行动中，精准的投弹

均集中于基地，新竹市区和周边均未受到波

及。中美盟军的突击队伍，除了几架飞机身

上有日军地面炮火的弹痕外，所有飞机和中

美空军健儿均全身而退，没有人员牺牲或飞

机损毁。而日方则有 42 架飞机在空中或地面

被击毁，另有一些被击伤，日军人员亦有重

大伤亡。是役，战果为 0:42。4 更重要的是，

这场奇袭重创了日本控制下的新竹基地，其

新竹海军航空队也从此被裁撤走入历史，此

外，为了防止中美空军再次对台湾的攻击，

日本还自伪满洲国调来其他飞机保护台湾。

回顾七十年前中美空军携手空袭日台新

竹基地的这段历史，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

这不但是二战期间中美两国首度联合攻击日

本在台湾的基地，造成了日本空军损失最惨

重的一役，而且是自 1942 年杜立德突袭东京

以来，日本所谓的“绝对国防圈”首次遭到

了攻击，成为日后盟军轰炸日本在台军事设

施一系列行动的先声。5 其次，盟军争夺中

印缅战区制空权的努力经此一役备受鼓舞，

也刺激日本不得不抽调重大力量争夺中国东

部（豫湘桂会战），包括中美空军在此地区的

几处前进基地。最重要的是，正当中美空袭

日本在台新竹基地的同一期间（11 月 23-27

日），远在八千多公里外的埃及首都开罗，中

美英三国领袖正在举行会议，为战后形势作

了重要规划和决定，其中特别决定日本在战

后必须将包括台湾在内的窃占领土归属还中

国。新竹空袭和开罗会议，开启了从军事和

外交两个战场解决台湾未来前途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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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飞虎队”原指仅仅存在一年（1942-1943）的美国志愿大队，但在后来的几次改编行动中，包括陈纳德在内的许

多原飞虎队人马均继续留下加入新的作战单位协助中国抗战，尤其是“飞虎”的勇敢善战的团队精神和队风，继
续传承光大。时至今日，“飞虎队”已成为泛指二战期间来华助战的所有美国空军作战单位。

2.  陈纳德系于 1943 年 5 月在第三次华盛顿会议（Trident Conference）中向美英两国领袖提出这种“中美混合团”的
构想，“中美混合团”这个中文译名一直沿用到 2007 年才在一次在台湾举行的“二战空军退役人员协会”会议中
被更改为“中美混合联队”。

3.  李学炎，蓝天飞虎、九十回忆，Pequod, Princeton, NJ, pp80-81.

4.  新竹空袭的战果，官方和坊间的统计版本很多，也略有出入。本文是根据 2013 年台湾在纪念新竹空袭七十周年活
动中所公布的数据。

5.  “绝对国防圈”是二次大战后期，处于守势的日本为了本土防卫及继续战争需要而设定绝对必须确保的重要地域，
其中包括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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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中美盟军突袭轰炸日本驻新竹航空基地七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