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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軍來台後復員問題

一、青年軍的緣起與發展l

1944 年，中國對日抗戰適入第七年之際，國土已泰半淪陷敵手，國民

政府只能扼守西南一隅，靜待局勢的改變。此時在太平洋戰場上，日本海

軍實力，卻逐漸為美軍所擊潰，失去太平洋上的制海權，其南洋資源的運

補路線只能仰賴陸路;為打通陸路補給線，日軍將目光放到中國南部，動

用數十萬大軍，企圖將中國南北交通線完全打通。面對日軍節節進逼，國

軍雖勉強擋住日軍攻勢，軍隊主力卻損失慘重，民心士氣也為之重挫。

.有關青年軍研究的最新著作，為國防部史改編譯局於 2001 年 12 月出版的《國民

革命軍青年軍軍史)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2001) 。核書是以黃慶秋先生

於 1970 年編暮之〈青年遠征軍第二零一師〉至〈青年遠征軍第二零九師) (台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70) 為藍本，進一步依據{團軍檔察) ，補充有關青年軍
復員、再招訓暨戲曲L戰事。{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編.1-峙，學者通服役於國

防部史政編譯為，擔任少尉史政官，受命參與該書編撰工作。該書共分上下兩冊，

上冊(有關青年軍之成立、組織遞爐、復員、再招會rj)與下冊結論部份由筆者負

責編摸。本文寫作動機，主要是想補充核書未竟之處， /!p ;有關青年軍來台後的復

員問題。

l 此節內容，主要整理自〈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冊，第五篇「結論:一、時

代意 lJ '頁 l∞0-1∞7 (1玄文為筆者服從於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時撰寫) ，並輔以
相關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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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喊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
萬青年十萬軍」口號， 2呼籲知識青年踴躍從軍，報效國家;其目的，在希

望以教育水準齊一、素質優良的知識青年兵，裝配美式裝備，組成新軍，
因應日軍發動的新一渡攻勢。

「 國民政府號召知識青年從軍的號令一出 r擻傳所至，遐適響應 J
各地志士聞風興起，時不逾月，投筆從或者十餘萬人 J ' 3開啟中國現代

史上第三次知識青年從軍運動。 4國民政府特於軍事委員會下成立專責機
構一青年遠征軍編練總監部，負責青年軍各師編組與訓練。 1945 年起，青

年遠征軍第 20] 師、第 202 師、第 203 師、第 204 師、第 205 師、第 206
師、第 207 師、第 208 師、第 209 師等 9 個師於各地陸續編成。 5此即青年
軍的由來。

2 據于長治中(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幹事會書記長)
回憶，抗戰末期，將主席依某人建議，下「手條」給吳鐵城、張治中，命其發動
已黨(中國國民黨)、團(三民主教育年團)員十萬人從軍 j 後經吳、張等人
與黨部、軍事委員會相關方面商主義 r認為不如改為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由黨、
團椎動的好 j 0 Rf主席同意其建議。見張治中， (張治中回憶錄) (北京:文史
資料出版社 '1985) ，頁 373 0 

) r 青年軍陸軍第 202 師第 l 旅~ 1 團團史現狀報告書 j' 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昌在) , 

‘ {團軍檔案} , r 陸軍師沿革史( 202 師) j ，檔號: 153 .43/742 1.2 。
為中正稱清末革命為知識青年第 l 次結合、黃埔軍校從軍運動為第 2 次，抗戰時
期則為第 3 次。見蔣中正 r號召全國青年第三次大結合 j , 1943 年 4 月 ]2 日，
收錄在張其昀(編) , (總統將公全集)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 1984) , 
第二樂，頁 1685 • 

5 國民政府因期許青年軍各師能如同陸軍第 200 師一樣戰功彪炳'故將青年遠征軍
香號，自 201 師編匙，以迄 209 帥。陸軍第 2∞師為中國抗日作戰期間最早建立
的機械化部隊，曾受命赴 Ep綺戰場協助盟軍反攻，戰績優異，日軍譽為「支那虎
師」。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字(戴) , (團軍檔案) , r 陸軍師沿革史 (200 師) j 

檔號: 153.43/7421.2 ;將永敬教授口述，總引自陳曼玲 r抗戰與知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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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軍編訓尚未完成，日本即宣告投降，青年軍各師無用武之地。國

民政府規劃將青年軍與預備幹部制度結合 6透過青年軍復員前施行的預備

幹部教育，使青年軍成員在復員後，擔負起建國工作。

政府編練青年軍，自始即期以雙重任務，一為抗戰，一為建

圓。抗戰任務，隨日軍投降而完成，建國任務，卻隨抗戰結

束而開始。 7

青年軍的「雙重任務 J →是對日作戰，二是戰後復員，負責國家基

層建設工作。對日作戰因日本投降而結束 r建國」任務則尚待開展。依

據原先規劃'戰後青年軍各師將作為預備幹部訓練機構，負責訓練全國輪

流徵調來的在學高中男學生，除施以基礎軍事幹部訓練外，尚授以建國工

作、地方自治所需之基本知識，使全國知識青年在戰時可以隨時入伍操戈

作戰，平時則在鄉擔任地方自治的基層幹部工作。 8青年軍復員前預備幹部

教育的施行，與之後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處、國防部

預備幹部局的成立 9均是為指導青年軍「建國」任務而設計的。然而， r 隨

青年從軍運動 j 收錄在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 , (青年軍軍史) (台北:青

年軍聯誼會總會， 1986) ，頁 621 。

6 r 陸軍預備幹都會11 線，自 35 年度( 1946) 開始實施，以青年遠征軍之各師為基礎，
改為陸軍幹會11師，辦理高中畢業學生入伍及陸軍預備幹部教育 j 國民政府軍校

字第 297 號代電， 1946 年 1 月 17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 (國軍檔業) , 

「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處工作報告(35 年) (一) j ，檔號: 109.3/ω15.5 • 

7 國軍政工史稱給草委員會， (團軍政工史稱)(台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 '1960)'

頁 1337 • 
a 國防部史正主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 ，下冊，頁 l∞6-1∞7 • 

9 青年軍復員管理處隸屬軍事委員會，成立於 1946 年 3 月 l 日，由陳誠兼任處長，
Æf經國、彭位仁與鄧文儀三位任å'J處長，負責青年軍復員、聯繁、輔導就學、就
'tt-相關工作。同年 6 月，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 9 月，青年軍復員管理處
改組為預備幹部管會11處，改隸屬於國防部之下，除負責前青年軍復員管理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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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國、共內戰爆發，緩靖、戲亂戰事擴大 J 青年軍與預備幹部制度結合

的規劃也為之破滅 。 「建國工作尚未展開，新一技戰事叉起，青年軍擔負

的時代任務也隨之改變 J 0 10於是有以「緩靖、戳亂」 為任務的二期青年

軍出現 。 1946 年底，為收訓各地失學、流亡知識青年，以免「誤入歧途」

為中共所用 11並應付各地緩靖任務，甫完成復員工作的青年軍各師，隨

即招訓第二期青年軍 。 12 1947 年，內戰擴大，國民政府宣布動員戲亂。青
年軍各師被迫轉戰全國各地，參與戳亂戰事 。 1949 年戰事失利，大陸淪陷，
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部分青年軍師也隨之撤退來台。

外，尚接管已撤銷之「軍事委員會軍訓部」軍當時業務。 1947 年 4 月，又改組為預
備幹部局，蔣經國任局長，賈亦斌任副局長。預備幹部局直接指導單位有各地青

年中學、青年職業訓練班、青年軍通訊處、以及青年軍各師，其業務執掌，原先
吉十畫通過青年軍各幹訓飾，招會11知識青年，統籌建立全國預備幹部制度，之後因

絡靖、甚UL戰事擴大，預幹局任務遂串串為招會11 失學、失業青年，補充青年軍各師
缺頓，參與甚UL作戰為主。見國防部史政績譯室(戴) , (團軍檔家) , (國防
部預備幹部局沿革表(一) ) ，檔號: 153.41/6015 .1 2; r 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三十
六年度工作報告書:前言、一般業務 J '國防部史改編譯室(藏) • (團軍檔業) • 

(預備幹部局工作報告(三十六年) ) .檔號: 109.311128 • 

1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 .下冊，頁 l∞7 。

11 r 為收2年救濟匪區流亡及失業失學青年，俾免流離失所『誤入歧途 J 計特由整
編之青年軍各師予以收容，授以適當之軍事政治教育，堅定其對三民主義之信

念，養成其戰門技能，俾蔚為國用。」見「匪區流亡及失學失業青年招 1111辦法 1
第一條 r 國防部代電 J '1946 年 12 月 25 日. (35) 預管(1) (招) 6346 號: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昌在) • (團軍檔案) • r 青年軍招會11 計畫案(一) J .檔號:
4∞.1/5022 • 

12 為因~日趨據大的國共作戰，國民政府主席為中正下令( r 主席 (35) 9 月 21 目
也密(甲)字第 9900 號手令 J )制崎二期青年軍。此為第二期青年軍之始。見

l 國防部預備幹部局簽呈 J • 1947 年 11 月 24 日. (36) 序展字 0349 號，收錄在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招會11計畫案(四) ) .檔號:
400. 1/5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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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員問題肇始

抗戰勝利後，政府開始規劃青年軍復員工作， 1946 年 3 月，政府「為

辦理第一期青年軍之復員及就學、就業，特於軍事委員會下設立青年軍復

員管理處 J 主持青年軍各項復員工作。 13 1 946 年 5 月，青年軍各師預備

幹部教育順利完成，成績合格者授與預備軍(士)官適任證書，共 71 ，944

人 。 146 月，在青年軍復員管理處統籌安排下，正式開始進行復員工作，輔

導青年軍士兵就學、就業、回籍等 。

第一期青年軍復員工作相當完善，復員前，先施以預備幹部教育，俾

其復員後返鄉從事建國工作，使青年軍復員工作與預幹制度相結合 。 在就

學、就業或回籍的安排上，亦事先規劃，妥籌相關辦法。政府相當以青年

軍復員工作的完善自豪。但第二期以後的青年軍復員工作，卻無法達致一

樣水平。隨著緩靖、戳亂戰事的日趨擴大，青年軍兵源需求增加，政府因

忙於戰事，既無心也無力考慮、復員工作 15於是復員事宜遲遲無法依原先

預定的，從軍一至兩年後，以優待條件輔導就學、就業。

13 r 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三十六年度工作報告書:前言 J .國防部史改編譯室(藏) • 

{國軍檔案} • (預備幹部局工作報告(三十六年) ) .檔號: 1的.311128 。

l' r.對青年軍之建議 J 預備幹部局簽呈， 1948 年 7 月，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純譯室
(昌在) • (團軍檔案) • (巴大絡將軍對青年軍問題建議案) .檔號: 570.217771 • 

Il 1948 年 9 月，為中正曾下手令命「各軍事學校應先在青年軍中招收新生，如不足
名額，再在外招桶，絲電各青年軍師知照 J 目的顯然在安撫無法復員的青年軍

士兵，企圖透過軍事學校招生，提供其升遷機會。「國防預備幹部局工作日記表 J • 

1948 年 10 月 14 日，國防部史改編譯室(戴) • (團軍檔案) • (國防預備幹部

局工作日記(37 年) (二) )﹒檔號: 159/601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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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青年兵復員後，青年軍由原先的 9 個師，縮編為 6 個師。 16政

府原先規劃利用縮編後的青年軍 6 個整編師 r作為預備幹部訓練機構，

辦理高中畢業生集訓事宜」 。但不久因經靖、戳亂戰事擴大，預幹制度尚

未落實，青年軍各師即叉忙於 「招收叛亂匪區流亡(青年)及各地失學失

業青年 J 目的在「與匪爭取青年， 一面收容救濟、 一面編組運用，作為

政治鬥士 J 0 17此後，以迄大陸淪陷，政府為安置各地流亡失學、失業知

識青年，落實爭取青年方策，以免為中共所用，陸陸續續招訓的知識青年，

均為第二期青年軍 。

1947 年 6 月前後，首批入伍的第二期青年軍(指 1946 年 9 、 10 月入

伍者) ，已經服役近 10 個月，距離原先預定的二年役期，只剩一年有餘，

但政府相關復員辦法卻遲遲尚未宣布，以致第二期青年兵軍心浮動:

第二期知識青年招訓以來，時逾十月，目前於對復員時間與

以後出路均極關懷，甚感皇皇(惶惶)不安。送據各師呈請

早日宣布，現各師或為平定匪亂、馳騁疆場，或為鎮攝奸究、

警備後方，亟應早為明示復員辦法。 18

1 6 第一期青年兵役員後，因兵員缺頓嚴重，青年軍原 3 軍 9 師編制(第 6 、 9 、 31

軍下轄 201 至 209 師)奉令縮綺為 6 個整編帥，分別為 202 、 203 、 205 、 206 、 207 、

208 師。各師志願留營之青年軍士官兵，約 3 千餘人。見「對青年軍之建議 J

預備幹部局簽呈， 1948 年 7 月，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綺譯室(昌在) , (國軍檔家) , 
(巴大維將軍對青年軍問題建議眾) ，檔號: 570.2/7771 。

17 r 對青年軍之建議 J 預備幹部局接呈， 1948 年 7 月，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綺擇室

(戴) , (國軍檔案) , <巴大維將軍對青年軍問題建議察) ，檔號: 570.217771 0 

18 r 國防部預備幹部局接呈 J '1947 年 6 月 26 日， (36) 序展自 0141 號，收錄在
國防部史政崎譯室(昌在) , (團軍檔索) , <青年軍招1}11計畫家(四) ) ，檔號:
4∞.1/5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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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由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出面，邀集各有關單位妥籌辦法，擬定「第

二期知識青年志願兵復員辦法草案 J 依入伍時間先後分期辦理第二期青

年軍復員事宜，並預定於 1948 年 7 月讓首批青年軍復員。 1947 年 10 月，

預備幹部局叉積極草按第一期留營志願兵及第二期從軍知識青年之復員」

工作計畫，將「服役期滿者予以復員，以入營之早遲，分批施行之 J 預

定於 1948 年 6 月「請核准公布復員辦法 J ， 12 月按各青年兵「志願予以

升學、就業、回籍、留營 J 但仍須「視國內戰事情況再定復員期間 J 0 19 

1948 年，戲亂戰事急轉直下，團軍作戰連連失利，第二期青年軍的復

員也就遙遙無期 。 3 月，蔣主席決定「青年軍...即在戲亂期內，延役兩年 J ' 

著國防部草擬命令， 4 月，正式以蔣主席名義，向青年軍各師發佈青年兵

延役兩年命令。 20青年軍復員之事就此拖住，無法落實。

三、青年軍來台後復員問題

戳亂失利，政府播遷來台，第二期青年軍復員工作遂一拖再拖，形成

兩難的問題:

保持國軍戰力，不能讓其退伍，限於國家員額，不能讓其晉

升。 2 1

19 r 中拳民國 37 年度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工作計畫(行政部分) J '見國防部史政

編譯室(昌在) , (團軍檔家) , <預備幹~~局工作計畫(37 年) ) ，檔號: 060.22/1128 。

詢 見「國民政府代電」﹒ 1948 年 3 月 17 日，侍地字第 10857 號 r 將主席令青年
軍各師代電 J • (37)總辛賽字第 10 號代電， 1948 年 4 月 6 日，均收錄於國防

部史政編譯室(~)， (團軍檔案) , <青年軍招訓計畫察(二) ) ，檔號: 400.1 /5022 0 

21 r 特種第二黨都第卅一支黨都反應特殊問題報告 J r 剝光漢致景彪同志(國防

部 ;第一廠廠長毛景彪)函」抄件， 1957 年 12 月 27 日， (46) 尚策字第 404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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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原先與復員相結合的預備幹部制度，已經變質。預備幹部制度，

原先目的在為國家培育基礎幹部，以為建國之用，立意十分良善，但隨局

勢驟變，大陸淪陷，政府退守台灣，預幹制度已名存實亡，成為政府「羈

朦」 第二期青年軍繼續「安心」 服役的手段:

查第二期青年兵係卅五、六年入伍，因服役延期，為使該批

青年安心服務，擬先發給預備軍官適任證書，但在未遞補軍

官缺額前，應繼續充服兵役。 22

政府對於長年服役之青年兵，於 1950 、 1951 年間嘗舉辦三次 「第二期
在營青年兵預備幹部甄別考試 J ， 23依據學歷與考試成績，核頒預備軍官

與預備軍士證明，不及格者不發證書:

1.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以及專科學校以上學生，受陸軍預

備幹部教育，經參加甄別考試，其成績在六十分以上者，

均發給陸軍預備軍官適任證書。如成績在六十分以下不及

格者，則發給陸軍預備軍士證書。

2. 初中程度之學生，其甄別考試成績總分數在七十分以上
者，發給預備軍官適任證書，六十分至六十九分者，發給
預備軍士證書。

3. 高小畢業，其考試總分數在七十分以上者，發給預備軍士

證書，七十分以下者，不發證書。 24

第二期青年軍預備幹部甄選與發給適任證書標準，與第一期青年軍明

顯不同，有漸趨嚴格認證的趨勢(詳見下表)

期別

學塵區分

第一期

無 高中程度以上者

第二期

初中程度 高小程度

無
控|預備
雲|軍官|甄試成績的以上|甄試成績州以上|甄試成擴呦以上

格

與
條
{牛

預備

i甄試成績 60 分以下|甄試成績 60 分以下|甄試成績 60-69 分|甄試成績 70 分以上
軍士

不授

與
無 無 甄試成績 60 分以下|甄試成績 70 分以下

備

考

指 1944 年為因應對|指 1946 、 47 、 48 年為經靖、戰績L任務招訓的知識青年兵。
日作戰而徵募的知

識青年兵

由上表可以清楚發現'第一期與第二期青年軍預備幹部適任資格甄選

辦法的差異所在。第一期青年軍，不分學歷高低，一律參加甄別考試， 60 

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品在)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家(二) ) • 
檔號: 0362.4/5022 • 

22 r 周(至柔)總長七月十四日堅壘 381 號簽呈 J '1950 年 7 月 14 日，校錄在國
防部史政給譯室(藏) • (總統府檔案) , (頒發來台智識青年士兵考試及格預
備軍(士)官證書(一) ) .檔號:“∞/8128 • 

23 r 林秀樂(動員局)致劉光;其函 j • 1958 年 7 月 2 日. (47) ~書磅局 1213 號，
收錄在國防部史改編譯室(~) • (國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家(二) ) • 
檔號: 0362.4/5022 。

24 r .第二期招 1111 青年兵發給設書辦法 j r 周(至柔)總長七月十四日堅壘 381 號

簽呈」附件. 1950 年 7 月 14 日，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綺誇室(戴) • (總統府檔
家〉﹒(頒發來台智織青年士兵考試及格預備軍(士)官援書(一) ) .檔號:

“∞/8128 。

n 根據「軍事委員會青年軍復員辦法」第二條 r凡青年軍(指第一期)志願兵受
預備幹部教育期滿，經參加結業考試及格考 (ω 分以上)授予陸軍兵科或業科少

尉預備軍官，其考試成績不及格考(59 分以下)則梭于陸軍預備軍士」。見「軍

事委員會青年軍復員辦法 j 國防部預備管訓處絡會j 國防年鐘資料附件，收錄在

國防部史正主編譯室(昌在) • (團軍檔家) • (青年軍招 1111 計畫察(一) ) .檔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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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格者授與預備軍官適任證書，不及格者授與預備軍士證書。第二期則

詳加規範，依學歷高低，區分為三種甄別方法。高中程度以上者，比照原

先第一期青年軍甄別方式， 60 分以上及格者，授與預備軍官， 60 分以下不

及格者，授與預備軍士。初中程度者，則提高甄選門檻，需 70 分以上者方

授與預備軍官資格， 60-69 分授與預備軍士， 60 分以下者不發證書。高小

程度者，甄選門檻更高， 70 分以上僅授與預備軍士資格， 70 分以下者完全

不授與。此處可以發現政府授與預備幹部辦法已漸趨嚴格，以學歷為門檻，

降低合格比率。這種現象反映出政府來台初期，軍官、士官員額超編情況，

必須控制合格晉任人選，以免超編情形日益嚴重。

之後因「顧及部分青年兵因病、或因防務分佈情形複雜 J 復於 1953

年舉行補考甄試，考選對象限「民鈞、 36 、 37 年入伍之青年兵，現仍在營
服役，經服務單位證實其身份並登記有案」者。 26

民國 1954 年 8 月，政府叉公布新兵役法，其中規定第二期青年軍由該

法令公布生效之日起，服役滿 5 年，可獲退役。 27同年政府叉推行「候補

400. 1/5022 。又接「總統府駐國防部連絡室呈 J '1950 年 7 月 20 曰 r 查第一期
青年軍士兵復員峙，曾予以考試，其成績滿六十分者，任為預備軍官，不滿六十
分者，任海預備軍士，並無以過去學歷規定為預備軍官或軍士之棵準這呈 l 。

第二期青年軍資料則見「第二期細情年兵甄別考試辦法」、「第二期細峙年
兵發給證書辦法 J r 周(豆葉)總長七月十四日堅壘 381 號簽呈」附件， 1950 
年 7 月 14 日。見國防部史改編譯室(藏) , (總統府檔案) , (頒發來台智識青
年士兵考試及格預備軍(士)官證書(一) ) ，檔號: 060α8128 。

26 r;林秀樂(動員局)致剝光;美函 J '1958 年 7 月 2 日， C 47) 學磅局 1213 號，
校錄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C ii，)，(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二)) , 
檔號: 0362.4/5022 。

27 r 劉重毅等十四人致立法院張公(立法院院長張道通)暨拷委員函 J '1957 年
II 月，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
案(二) ) ，檔號: 0362 .4/5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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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制度 J 藉由考選送訓方式，使預備軍官成為候補軍官，優先取得晉

任常備軍官資格。

不過並非第二期在營青年軍均希望在軍中晉升，有些只想、復員、就業。

一群於 1946 年參加知識青年從軍的青年軍，於 1957 年投書立法院陳情，

不但指責蔣總統對「音日的號召、諾言 J r等閒視之 J 復抨擊政府「以

升官為餌，企做無限期之羈留 J 表明其「唯一的願望，不是升官發財，

只是期求政府實踐十一年前的諾言，讓我們復員，讓我們就業 J 0 28 

四、青年軍士兵對復員問題的反彈

復員問題無法解決，第二期青年軍的反彈動作也開始出現。據服役於

201 師的羅邦柱回憶:

古寧頭戰役結束，民國 39 年(1950) 201 師調回台灣，仍

回鳳山衛武營，卻發生「兵潮」。部分兵員由於種種因素(或

想就業、或想升學、或升官不進) ，心生不滿，離開高雄擬

北上請願'最後受阻於嘉義，但所幸無人因此事受罰。"

由此可知復員問題的嚴重性. 。到了 1957 年，第二期青年軍己服役約 8

年，雖曾屢次向政府反應，希望調整職務或辦理復員，卻仍遲遲未有回應，

28 r 劉重義等十四人致立法院張公(立法院院長張道通)暨諸委員函 J '1957 年
Il月，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戴)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

家(二) ) ，檔號: 0362.4/5022 。

2') (羅邦柱先生訪問記錄) ，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 , (戲曲L時期從軍知

識青年訪問記錄訪問記錄) C 台北:國防部史改編譯局， 200 1) .頁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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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發生青年軍預備軍官威脅發動叛變事件。是年 9 月、 10 月間，國民黨
黨部接獲「青年軍預備軍官...函 19 封，請求政府合理調整其級職，言論偏

激，內容反動 J 0 30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周至柔呈給參謀總長王叔銘

的簽呈中，概述這些「反動」信函的大致內容:

1.署名「第二期青年軍者」函稱:

我們由學生而士兵、由少尉預備軍官而變為准尉候補軍

官。此與共匪之否定律有何差別?請建議政府以兵役法及

青年軍服役法，為處理預備軍官的藍本，否則你一定會看

到在雙十節的時候，會發生些什麼事情?現在僅給你一個
暴風雨前的警告。

2. 署名「可能是你的敵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二期青年軍」
者函稱:

我們為國流血流汗，苦挨了八年，卻比不上受一年軍訓的
學生，這能說是平等嗎?破壞兵役法及青年軍服役法，就

等於你們自打自己的嘴巴。若在一個月政府仍無動於衷，
我們就會自動舉起了反抗的旗幟與你狗奴才拼命。

3
0

• 署名「預備軍官 ，你的敵人」者函稱:

我們要打倒無能的政府，解決預備軍官前途問題。

到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呈 j • 1957 年 10 月 1 日. (46) 安徒字第 3254 號 r 為青
年預備軍官函述如不合理調整其職務，擬發動叛變，恭請鑒核由 j 收錄在國防
部史政編譯室(昌在) • (國軍檔家)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一) ) .檔號:
0362.4/5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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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署名「你忠實的敵人 J 者函稱:

我們從軍以後徐(除)不再為你賣命外，相反的，我們要

變成你想像不到的敵人了。現在我們想通了，唯有走這條

路，才是我們成功之本。

5. 署名「你的忠實同志、革命黨員、被騙的預備軍官，也是

你們目前最痛恨的敵人」者函稱:

預備軍官就叫你們拖拉算了嗎? ••• ...只有我們團結起

來，打倒政府，才是我們唯一的願望和目的。 31

由上述五封信函，可以略窺第二期青年軍的不滿所在。

此外根據 1957 年 12 月，陸軍第 51 師師黨部的「特殊問題報告」中，

反映有關青年軍預備軍官、候補軍官的處理問題。在該師工兵連召開的黨

員大會上( 1957 年 11 月 16 日) ，黨員預備軍官們成認為「目前預備軍官

升遷，既受國家軍官員額限制，我們希望退伍J '並決定在向大會報備後，

自行擬定文字內容「越級呈報中央」。工兵連中，屬於二期青年軍者，有

54 員，居該連半數以上， r因受外界影響，部分人數多對現實不滿 J ' r 說

政府開空頭支票，國家騙他們 J 0 
3251 師師黨部檢討問題原因，認為陸軍

31 r 台灣省係安司令部呈 j '1957 年 10 月 1 日. (46) 安徒字第 3254 號 r 為青
年預備軍官函述如不合理調整其職務，擬發動叛變，恭請鑒核由 j 收錄在國防

部史政編譯室(品在) , (國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一) ) ，檔號:

0362.4/5022 。

32 r 特種第二黨部第卅一支黨都反應特殊問題報告 j r 剝光;美Ji景彪同志( 國防

部第一處處長毛景彪)函」抄件， 1957 年 12 月 27 日， (46) 尚策字第 40483 號，
收錄在國防部史改編譯室(戴 ) •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家(二)) .

檔號: 0362.4/5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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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師乃由前青年軍第 201 師、第 206 師改編，預備軍官、候補軍官人數

特多 r但分配晉升軍官原額甚少，形成人才擁擠、粥少僧多 J 加以青

年軍多為知識分子，在升遷無望、年歲日大的情況下，自易產生問題。 33師
黨部並表明:

該案以利害相同，且屬切身問題，無形中因志道相同意見夥

合。而亟相激盪之餘，情感衝動極易出言偏激。此一情勢，

現正繼續瞳釀，為防範波及其他，應注意發展。

為防範情勢惡化，師黨部採行恩威並濟、多管其下之法。一方面重申
戒嚴令告誡該部，派政工人員宣導、函告青年軍聯誼會停止活動、將首要

份子調離，並「積極注意布置保防細胞」嚴密監控;另一方面召見二期青

?予以慰勉，同時請有關單位「爭取候補軍官晉升、預備軍官升學機會」。

)) r 特種第二黨部第卅一支黨部反應特殊問題報告 J r劉光漢致景彪同志(國防
部 ;第一處處長毛景彪)函」抄件， 1957 年 12 月 27 日， (46) 尚策字第 40483 號，
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二)) , 
檔號: 0362.4/5022 。

~ r 特種第二黨部第卅一支黨部反應特殊問題報告 J r劉光漢致景彪同志(國防
部第一處處長毛景彪)函」抄件， 1957 年 12 月 27 日， (46) 尚策字第 40483 號，
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給當事室(戴) , (團軍檔察)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二) ) , 
檔號: 0362.4/5022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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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補救措施

由以上分析，青年軍(預備軍官、候補軍官、士兵)企求的，不外乎

「升官與退伍」兩途，即依其志願晉升軍官，或辦理復員退伍，由政府輔

導就業。但考量國家當時，情景 r升官與退伍」均無法實行。就「退伍」

而言，士官、士兵是國家作戰兵力主體，以士官、士兵居多的二期青年兵，

多歷經戰陣，富有戰鬥經驗，加以知識水準較高，學習與適應能力強，在

國家危難關頭，是不可或缺的兵力來源，現實上很難依其所願，准其復員

退伍。

就「升官」而言，青年軍當中，不少擁有「預備軍官適任證書 J 並

取得「候補軍官」資格，真備晉升正式(常備)軍官的條件，但仍服士宮、

士兵役，並未晉任軍官。此肇因於政府「候補軍官」制度不健全所致。 1954

年起，政府推行「候補軍官」考選制度，預備軍官要晉任常備軍官，除投

考軍校外，也可藉由報考「候補軍官 J 經受訓完畢後，取得候補軍官資

格，可優先晉任軍官。但是這套「候補軍官」制度卻施行不善。自 1954

年至 1957 年， 4 年間，經由「候補軍官」考選制度，順利晉任常備軍官的

預備軍官人數有 3 千餘人，但是「尚有考取未訓，及己訓未升者 4 千餘人 J'

換言之，至少有 4 千餘位預備軍官已考取候補軍官，但卻未獲准晉升軍官。

35關於「候補軍官」考選制度，根據 1957 年美國顧問團與各部隊反映意見，

有四大缺失:

)5 r 研究候補軍官甄遺訓練晉升辦法會議記錄 J '1957 年 8 月 15 日，收錄在國防

告~ .史政編譯室 Cit)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一) ) ，檔號:

0362.4/5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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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考選了，沒有訓練，訓練了，沒有任用，既不經濟，又影
響士氣

2. 考選時擇優錄取，運用時員額按單位均分，晉升機會不
均，怨言百出。

六、青年軍士兵第二波反彈聲浪

3. 錄取兵、業科(後勤官科)人數，與實際需求不能配合，
以致兵科晉任機會多，業科晉任機會少。

4. 考選、招自'1 、晉升無一定時期，使一般士官(兵)傍徨無
依。 36

復員、晉升問題既無法解決，第二期青年軍後續也有種種動作，依據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調查， 1959 年 7 月份光是桃園地區就有 59 位陳情者、

137 件陳情函件、陳情對象有 12 處(包合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謀總長彭孟

緝、監察院長于右任、立法院長張道藩、國民黨副秘書長蔣經國、總政治

部主任蔣堅忍、陸軍總司令羅列、周主任、郝師長、蔣夫人、人事服務處、

王師凱先生) ，內容均「呼籲政府履行青年軍招生諾言 ，予以復員，並要

求與大專預備軍官享有同等待遇 J 0 137 件陳情函中，立法院院長張道藩

收到最多，共 53 件、郝柏村師長次之有 27 件、周主任再次之有 25 件。(詳

細內容見附表一)這些陳情函件「內容共有二種，係出於同一稿底，分繕

寫出者 J 0 37同年 8 月份，台灣警備總部叉「檢獲 J r青年軍反應函件」

62 件 r文稿內容一致，仍係出自同一原稿，而分別繕寫投寄者 J , 389 

月份續「檢獲 J r在營青年軍第二期人員，呼籲復員反應函件 J 16 件。"可
見青年軍中有人在串連造勢，寄望形成輿論壓力，促使政府重視青年軍復

員問題 。 (反應函件詳細資料，見附表三 ) 。

!!|| 

由以上缺失，可知政府在常備軍官員額的分配，以及「候補軍官J 的

選、前卜用上，並無一套有效的管理辦法，以致形成「考取未訓」或「已
訓未升」 的現象，使在營士官兵無所適從 。

總而言之，海峽兩岸敵視、對峙的惡劣環境，使政府無法輕言讓二期

青年軍退伍;晉任軍官之途，文因政府軍宮員額分配失調、候補軍宮制度

施行不善，而無法有效推行 。 如此，青年軍預備軍官，遂陷於兩難局面，

無法復員、也不能晉任軍官，無怪乎長久服役的二期青年軍成員們，會心

懷怨恨 。 是以，政府推出的各種方案，雖大量消化軍中仍服士官、士兵役
的預備軍官(國軍各單位以及陸軍處理預備軍官成效分見附表一 、附表

二 ) ，但受限於候補軍官制度未確切落實，以及役法制度未符合社會公平
原則，成效大打折扣 。

31 r 台灣警備總司令呈 J '1959 年 8 月 4 日， (48) 軒轉字第 0224 號，收錄在國
防部史政編譯室(品在) , (國軍檔案) , (青年軍處理案(一) ) ，檔號: 1611/5022 。

) 8 r 台灣警備總司令呈 J '1959 年 8 月 19 日， (48) 軒串串字第 0274 號，收錄在國
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 (國軍檔家) , (青年軍處理索(一) ) ，檔號: 1611/5022 。

)~ r 台灣警備總司令呈 J '1959 年 9 月 29 日， (48) 軒轉字第 0386 號，收錄在國
防部史政編譯室(且在)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處理家(一) ) ，檔號: 1611/5022 0 

站 「研究候補軍官甄選訓練晉升辦法會議記錄 J '1957 年 8 月 15 日，收錄在國防
部史政編譯室(昌在)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一) ) ，檔號:
0362.4巧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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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推行木蘭計畫

二期青年軍多半孤身隨政府來台，無依無靠，長年服役軍中，如政府

能妥善解決其升遷問題，多數仍傾向在軍中繼續發展。如若不然，他們寧

願選擇退伍自求生活，也不願續留軍中。政府最後只能讓步，遂藉由推動

「木蘭計畫 J 大幅放寬晉任軍官員額，化解青年軍多年升官不遂的鬱悶
之氣，使大多數青年軍士官兵均能繼續「安心服役」。

根據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的資料， 1959 年在營服「士官、士兵役」
的預備軍官與候補軍官共計 4，056 人。自實施「木蘭計畫 J r放寬晉升

員額後J 至 1960 年 l 月底，己獲晉升者共有 3250 人，約佔總人數 80.13
%'其餘尚待處理者共 806 人 (19.87% )。尚待處理者 806 人中，屬陸軍
者 343 人、中央單位者 331 人、其他者 132 人。 40

同時根據陸軍總部門60 年 2 月的調查數據，陸軍各單位「不合(不願)

晉升」軍官的「在營服士官役之預備軍官及候補軍官 J 343 員中 r堅決

要求退伍者」有 230 人，古總人數 67% ;志願留營 「繼續服士官役」者有

55 人佔 16% ，其他者(包含住院病患、希望調整職務等暫未表示去留人員)
58 人約佔 17% 0 41 

相「 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簽呈 J '1960 年 3 月 9 日，越館呈第 419 號，收錄在國
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處理家(一) > '檔號 : 161115022 0 

.1 r 陸軍總司令部呈 J '1960 年 2 月 2 日， (49) 愈政字第 023 號，收錄在國防部
史政編譯室(昌在)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處理案(一) > '檔號 : 161115022 。

一一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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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數據，可見二期青年軍中，擁有預備軍官或候補軍官資格者，

八成以上 (80.13%) 希望能晉任軍官。若無法晉任，傾向退伍復員的人數

則居多數 (67%) 。

對於那些未能於木蘭計畫中順利升遷而求去之人，政府也不再慰留，

「因此等人員早已不能安心服務、牢騷滿腹，極易影響他人服務情緒 J

「迄今未獲晉升者，其學識、能力與發展潛力，不無疑問 J r其去志已

堅，強留似非所宜 J 0 42政府於是擬定辦法，處理至今仍服士官、士兵役

的預備軍官與候補軍官:

1.合於晉升或送訓者，由各總部(中央單位)統一檢討，優

先予以晉升或送訓。

2. 不合晉升而志願繼續服士官、士兵役者，准于繼續留營服

役。

3. 不合晉升而服役成績不良者，報由本部核于退伍(依額甄

退)。“

喧騰已久的二期青年軍復員、升遷問題，至此告一段落。

42 r 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簽呈 J '1960 年 3 月 9 日，越館呈第 419 號，收錄在國
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 (國軍檔察) , (青年軍處理素(一) ) ，檔號 : 161115022 。

4J r 國防部令 J '1960 年 3 月 12 日， (49) 越超字第 0075 號，收錄在國防部史政

編譯室(品在) , (國軍檔案) , ( 青年軍處理業(一) ) ，檔號: 1611/5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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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析與討論

(一)復員問題的癥結所在

第二期青年軍的不滿，究因於青年軍復員之法，迴異於當時公布施行
的兵役制度，形成一國之內有兩種兵役制度的現象。

首先，政府當初招考二期青年軍，明白規定入伍一年半或二年後復員，
桐因大陸淪陷，情勢突變，而無法施行。同時青年軍文為政府預備幹部制
度施行對象，經過考試，分別授以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適任證書。依據「兵
役法第六條規定 J r軍官役分為常備軍官與預備軍官役兩種J 但政府
卻無視青年兵「以(預備)軍官無限期地充當士兵」情況，遲遲不授其軍
官之位。「如此作法，不僅有聰法典、破壞預官制度，而給予整個預備軍
官有不良影響，直接減損及政府之威信J 0 44 

其次，就預備軍官而言，依「兵役施行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J ' r 已
修得相當於預備軍官之軍職專長者，核為預備軍官轉服預備軍官役 l 。台

灣大專預備軍官(指在台灣應徵召入伍服役之大專青年)得補充古隊已
少尉軍官之缺額 J 且只需服役一年(陸軍) ，期滿即可退伍。反觀多數
二期青年貫士官兵，雖已取得「預備軍官適任證書J 復於軍中服役七、
八年之久，卻仍然無法充任候補軍官，也不能辦裡退役轉業。是以「同為

.. r 易傑、郭 ;貫主申呈立法院暨立法委員請願書 J • 1957 年 8 月 27 日，故錄在國防
~~史政且為譯室(~)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二) ) .檔號:
0362.4/5022 0 另一份內容大致相同的請願書，由易傑兵名呈給監察院，見「陸軍
第五十七師第一七零團預借軍官代表易傑謹呈院長暨監察委員執事請公 J '1957 

:iZJfi)?TF謊話去。( 藏)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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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之國民 ，在其一個政府領導之下，同一法令制度實行之前 ，不能獲得

同等的保障，竟有兩種作法及看待」。“

再者，就士兵役而言，依當時「兵役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J r 陸

軍為期兩年、海空軍三年，期滿退伍」。青年軍士兵多服役超過七、八年，

早應復員退役。 1954 年 8 月新公布之兵役法第四條文規定 r以兵役法及

本法公布之日，為其志願役起算之日 J 換言之，青年軍 1954 年以前為國

犧牲奉獻的服役年限，均告「一筆勾消」。新兵役法第四十九條叉規定，

「左列人員(包含青年軍士兵) ，得依其志願，在營服役，但服士兵役者，

其期間至多以五年為限」。既是「志願」服役，當然有留營、退役之自由，

但政府政策卻不及於此，不准青年軍退役 r不但與四十九條儼然違背，

即連政府之聲譽，及立法之目的、法的作用，立法的正真精神，一併由是

而抹滅」。“

最後，是對政府以「非常時期」、「視國防需要」等藉口，無限期拖

延青年軍復員時間，但台灣大專預備軍官不受此限制，得退役、就學、就

業。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J 卻是不公平的分配責任。 47

刊「 易{梁、軍F震坤呈立法院暨立法委員請願書 J '1957 年 8 月 27 日，收錄在國防
告r 史政編譯室(藏)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二) ) ，檔號:

0362.4/5022 。

46 r 易傑、郭震坤呈立法院暨立法委員請願書 J '1957 年 8 月 27 日，收錄在國防
都史改編譯室(藏)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二) ) .檔號:

0362.4/5022 0 

.7 r 易傑、軍F震坤呈立法院暨立法委員請願書 J • 1957 年 8 月 27 日，收錄在國防
都史正主編譯室(品在) • (團軍檔家)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二) ) .檔號:

0362.4/5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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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青年軍)各師日就消耗﹒其將變質、變形，不獲奉行
原來使命。 52

這種轉折，凸顯出國民政府雖有心規劃戰後中國藍圖，但卻不幸失敗
的過程 。 國民政府利用抗戰期間，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輿情，透過民氣，
鼓動起知識青年運動;抗戰勝利後，艾，細心妥籌復員工作，善盡政府輔導
就業、就學、回籍之責，為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劃上完美句點，藉此樹立
出知識青年從軍的良好「典範J 目的在逐步將全民服役制度納入常軌，
使學生從軍連動不再只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反常現象，而是一種行之久遠的
制度 。 換言之，國民政府藉優遇青年軍，營造有利知識青年從軍的條件，
以利全民徵兵制度與預備幹部制度的推行。但日趨不利的戰局，卻挫敗國
民政府的企圖 。 知識青年從軍，也從原先的預幹訓練制度，一變為戰鬥兵
力;而原先承諾的復員制度，也無由實現 。 國民政府費盡心力，才形塑出
第一期青年軍的「典範 J 卻在第二期青年軍的緩靖、甚是亂任務中，首善
破滅 。 復員制度的無法實現，與青年軍來台後復員問題的發生，即體現出
青年軍 「典範」破滅的歷程 。

l2 r 青年軍再建議之建議 J ' 1948 年 5 月 22 日，收錄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復員計畫業(四) ) ，檔號: 38 1. 115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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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在營Di士官(兵)役之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成果統計表"
接 入專科學校者 短

5五且巳 期 軍

大晉升 候 軍 合計
單 原有

少尉
補

官
官
專

退 其
消化

尚餘
備考

位 人數
軍 兵政通運軍 學 學 伍 他 人數軍官 官 工工信輸法

自iI
校 校 人數

教 練

育 班

陸
4,503 1,167 785 18 54 1 1211 46 100 2,174 2,329 

片、分配晉升員領 900 員

軍 戶、缺陸供部及第十軍

海
188 8 151 3 5 168 20 

一、分配晉升員額的員

軍 二、缺海軍陸戰隊

一、分配晉升員額的員

空
戶、末消化人員 91 員預

軍 131 40 40 91 定於 (47)、 (48)

年度接受機校軍官

教育

聯

15 12 
動 12 3 分配晉升員額 20 員

中

央
254 16 7 2 26 228 分配晉升員領 35 員

單

位

總
5,091 1,243 793 18 55 

計
1 12 1 I 151 49 107 2,420 2,671 

附 一、表統計時間係自 1958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記 二、初級軍官晉升員額分配係棋據 (47) 鍾鏡字第 101 號規定

l3 r 國防部人事次長室第五處簽呈」附件 1 ' 1958 年 12 月 6 日，收錄在國防部史政
給譯室(戴) , (團軍檔案)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家(二) ) ，檔號: 0362.4/5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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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體軍總部所屬各單位在費服士會(兵}役之預備軍官處理成果統計費

(1958 年 11 月 22 日製戶

消化情形

月 原有
晉升 接受候 入專科學校者

入軍 入大 尚餘
備考份 人數 少尉 補軍官 官學 專學 退 其

iEh司h至~t 人數兵政通運軍
伍 他軍官 教育者

工工信校法 校者 校者

4 4,503 555 330 2 10 2 7 25 932 3,571 
5 3,571 58 104 7 5 10 185 3,386 
6 3,386 109 101 2 7 7 12 238 3,148 
7 3,148 9 132 5 13 12 18 189 2,959 
8 2,959 141 57 3 7 9 13 230 2,729 
9 2,729 295 61 5 10 6 22 400 2,329 
總計 1,167 785 18 54 2 46 100 2, 174 

5. r 陸軍總司令部呈」附件， 1958 年 11 月 26 日， (47) 萬潤 398 號，收錄在國防
t~ 史改編譯室(藏) • {團軍檔家} • (青年軍預備軍官處理案(二) ) .檔說:
0362.4/5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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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36 年入營青年軍士官兵對退役(伍)反應資料彙報表55

軟件人姓名
壘，借時

青皆 ~ 子 5農 哥哥 哥等 自陸 周• 哥等 人 主獨
壘，件人 發件筍，自 都 曲， 院 院 躍j 主 總 主 師 失 司E 師

舍It
. 內容擒獲

1959 f是 長 直是 長 秘 ff E電 任 .. 人 服 凱 件.

年 • 令 a 先. 
f要 a !t 

望政府能早日

7.18 高飛 桃園下湖 7602 信箱 2 
實施青年軍招

生諾言於我復

員機會﹒

7.20 林旭夫 桃園下湖 7602-1 信箱 111 111 111 111 111 10 同上

7.18 陳慶明 同上 111 111 4 同上

7.22 萬英傑 同上 111 111 4 同上

7.22 王政 桃園下湖 7602-6 信箱 111 2 同上

7.22 都汝沐 桃園下湖 7602-14 信箱 111 3 同上

7.22 李振興 同上 同上

7.22 張儀理 桃園下湖 7602-15 信箱 向上

7.22 郝國榮 桃園下湖 7602-17 信箱 3 同上

7.22 馬俊卿 桃園下湖 7419 倩箱 111 3 同上

7.22 張治民 同上 111 3 同上

7.18 王世印 同上 111 3 同上

7.18 葛中書 桃園下湖 7419-1 信箱 3 同上

7.26 陳敏謙 快圍下湖 7419-2 信箱 向上

7.26 王連玉 桃園下湖 7419-4信箱 3 向上

7.26 賓彪 同上 3 同上

7.20 朱慎之 桃園下湖 7419-5 信箱 同上

55 r 台灣警備總司令呈 J • 1959 年 8 月 4 日. (48) 軒轉字第 0224 號，收錄在國
防部史政編譯室(戴) , {團軍檔索} • (青年軍處理碧空.(-)) .檔號: 1611150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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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資聚會 同上
2 同上

7.20 高基 同上
2 同上

7.14 魏建中 向上
2 同上

7.16 楊立名 同上 2 向上

7.18 盧長泉 同上 同上

7.20 張吾吾 同上
2 同上

7.17 朱三元 同上 2 同上

7.17 于洞口 桃園下湖 7419-8 信箱 2 同上
7.15 王總山 桃圈下湖 7419-21 信箱 同上

7.20 蕭宗義 桃園下湖 7419-9 信箱 7.22 
同上

王家臣 同上 111 3 同上

7.20 齊眉賓 桃園下湖 7419-9 信箱 2 向上
7.20 殷艾英 挑團下湖 7419-22 信箱 2 同上

7.17 劉福成 桃園下湖 7419-10 信箱 2 同上

7.18 許世輝 同上
2 向上

7.16 臉夠九 桃園下湖 7419-16 信箱
同上(油印)

7.13 祁有龍 桃園下湖 7419-14 信箱
同上

7.22 孫慶林 跳圍下湖 7419-17 信箱
同上

張茂擎
同上 111 3 同上7.22 

主京生

7.22 王立生 同上 向上

7.20 王尚忠 桃園苦撐林 7466-24信箱 111 3 同上(油印)

7.20 張雲閣 向上 4 同上

7.20 霍景春 同上 111 111 111 11111 9 同上(油印)

同為一囡囡

民，同具相同資
7.16 j1Jt曾順 桃團苦等林 7468-24信箱 2 同上

7.18 趙敬軒 同上
2 

格，而法律上不

能享受平等待

遇﹒不平的事太

7.18 主璟順 同上 3 同上

7.10 石景厚 同上 2 同上

多y. 7.14 王鐘值 同上 11111 5 同上(油印)

7.18 韓'事忠 桃園下湖 7419-18 信箱
同上 7.20 社英山 桃園苦撐林 7468-1 信箱 向上

7.20 韓瑋 桃園下湖 7419-19 信箱
同上(油印) 7.20 傅翔 同上 同上

7.22 張口有 向上
2 向上(油印) 7.14 王世網 桃園苦等林 7468-3 信箱 同上

假如真是志顧 7.15 鐘希仁 桃閣下湖 7468-3 億箱 111 3 向上

7. 15 董克儉 桃園下湖 7419-20 信箱 2 服役，必須五

年，就是一百年 7.22 袁順臣 同上 111 3 同上

也會心厭。

7.18 劉啟星 同上
同上

總計 共 59 員 跳闊地區 514 4153 314 2125 27 41511 137 

建言護政府實踐

諾言，比照第一
7.16 高德明 同上

2 期青年軍復員

辦法，予復員機
會 ﹒

7. 14 主春亭 同上
2 向上

7.18 馬樹蒲 向上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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