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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张群主川时期县长选用制度的
调整（１９３９—１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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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３５年２月川政统一后，川省政治充斥着各方政治势力的冲突与较量，这些冲突与较量影响着

县长人事的整顿。川康实力派刘湘为有效控制地方，培养了以县训学员为主体的骨干力量，其时县长及其他

基层行政人员的主要来源为县训学员。随着１９３８年刘湘去世、蒋介石与张群先后主持川政，县长选用制度发

生了变化。甄审合格人员取代县训学员成为县长的主要来源。另外，张群时期对中央特交人员及县长考试

及格人员的任用，也给予相当重视。蒋、张时期县长选用制度的调整与中央力图削弱川康实力派、将四川地

方纳入中央轨道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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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８年１月，川康实力派刘湘去世，５月王缵

绪接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１９３９年９月因川康

实力派反对，王氏不得不辞职出征抗战，省主席由

蒋介石亲自兼任。１９４０年１１月，蒋介石辞去四川

省主席之职而由张群兼理。［１］１８５张群主川长达六年

多，至１９４７年５月正式辞职，“任期之长，在民国时

代实属仅见”。［２］四川省主席的变更，亦意味着川省

府用人倾向发生变化。时人吕寒潭曾评说道：１９３５
年中央势力入川，虽政权统一，但在治权方面，中

央力量与地方力量“相持着”，这种相持，“在行政

上，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都市上，在乡村里无地

不表现”。［３］县长人事权对基层行政走向影响极大，

县长如何选用向为中央与地方权力斗争的焦点之

一，因而随着刘湘去世，蒋、张先后主川，县长选用

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问题进行考察，可进

一步加深对民国川省政治的认识，同时可为民国

时期全国县长人事状况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目前学术界对蒋介石、张群主川时期四川省

县长人事状况并未有专门、详细的研究，只有少数

论著简单提及此时期四川县长甄审制度的某些方

面。①鉴于此，本文依据地方档案和报刊资料，考察

蒋、张时期川省当局关于县长选用的思考及运作，

借此进一步了解民国川省政治的独特历程。



　　一、甄 审 合 格 人 员 成 为 县 长 主 要

来源

　　 刘湘主川时期，先后开办各种训练班（所），统
称“七训”，“七训”人员“遍布全川”，是刘湘“控制基

层政权的有力工具”。① 县长及其他基层行政人员

主要来源为县政人员训练所毕业学员（以下简称

县训学员），县训学员成为刘湘控制地方的重要的

“骨干力量”，因而与刘湘形成一种“密切关系”。［４］

但此种局面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及刘湘的去世

逐渐发生实质性的变化。１９３８年５月王缵绪出任

省主席后，县训学员任职资格不仅不被国民政 府

所承认，且出任县职的县训学员也大大减少。［５］据

统计，刘湘时期第一、二期县训毕业出任县长职务

的有４４名，王缵绪任省政府主席前，４４名县长仍

有２０名在职，而１９３８年６月到年底先后有１１人

调省、３人离职或被撤（免）职，仅余６名县训毕业

者任县长。［６］黄白殊曾回忆，王缵绪任省府主席后，
“对县训人员大事分化”，“县训人员逐渐转入工商

界、新闻界、文化教育界、金融等业，或 任 省、县 两

级参议员。各寻出路，不限于干行政工作了”。［７］

由此看来，王缵绪上台后，县长来源将转向其

他途径，而非县训学员。但在王缵绪时，县长选用

未形成明确制度。期间任职民政厅长的胡次威回

忆，王氏任用县长“非常混乱”，大量任用私人，“有
时还硬性指定必须派为某县县长”。而胡次威调

往四川任民政厅长，经过汉口时蒋介石曾对胡 交

待，四川情形复杂，王又是军人，因而在“用人行政

方面多加迁就”王缵绪。［８］２１９

但身为主管人事的民政厅长，胡次威并未完

全迁就王缵绪。胡次威曾回忆，其出任民政厅长

前，张群认为其同王缵绪最容易起争执的“就是任

用县长”，因而建议胡氏“假传命令”，说蒋介石要

其办理县长甄审，以示“用人一秉大公”。［８］２１９因而

胡氏出任民政厅长后不久藉人事改革而使县长任

用权发生转移。１９３８年１２月，胡次威宣布从１９３９
年起川省各级公务人员须经甄选、训练后方可任

用，以期“量材器使，任贤与能”。［９］胡氏发言意味着

川省将出台新的县长选用 制 度。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３
日，四川省政府颁布《四川省县政人员甄审委员会

组织规程及甄审办法》（以下简称《甄审办法》）。［１０］

１９３９年９月，蒋介石兼理川政，同年１２月，蒋
介石手订《四川省施政纲要》，规定吏治方面“切实

执行 甄 审、训 练、实 习、任 用、考 核 暨 奖 惩 等 办

法”。［１１］８５１９４０年底张群代理省主席。作为蒋介石

的亲信，在 县 长 任 用 上，张 氏 仍 倾 力 推 进 甄 审 制

度。因而从蒋氏兼理川政始，甄审制度成为选用

县长的主要制度。

蒋、张试图通过甄审制度 控制四川地 方县长

人事权以消除地方势力的影响，从《甄审办法》内

容可窥一二。《甄审办法》规定“合于修正县长任

用法第一条各款资格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县长甄

审。《修正县长任用法》于１９３３年６月经国民政府

公布施行，其规定资格共有八项，内容上皆无省籍

之限制。［１２］据 铨 叙 部 解 释，虽 为 四 川 县 政 人 员 甄

审，但“其他省籍之具有法定资格者，当然均可参

加甄审”；“外省人员之参加甄审合格者，自应视为

四川县政人员”。［１３］２０２－２０３这使得四川 县 长 甄 审 被

甄人员不仅来源于四川，而扩大了被甄人员的选

择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甄 审 办 法》规 定：“曾 在

内政部备案之四川省县政训练机关毕业，依法具

有县长资格者”亦可参加甄审。［１２］在王缵绪时，县

训学员任职不再有可靠保障，而大量失业，此种情

形曾引起县训学员强烈不满。为此王缵绪曾召集

县训学员百余人训话，说明县训学员“失业”原因，

并表示省府定会关心县训学员任用。［１４］蒋介石时

开始的县长甄审，允许县训学员参加，也算是给失

业的县训学员一种出路，从而安抚县训学员的不

满情绪。第一次甄审合格２４名县长，其中１１人原

为县训 学 员。［１０］但 县 训 学 员 还 须“具 有 县 长 资 格

后”方可参加甄审，在资格审查、体格检验及口试、

笔试合格后才有资格出任县职。而在刘湘时期，

县训本 身 就 已 是 出 任 县 职 的 一 种 资 格。由 此 可

见，随着国民政府对川省控制力度加强，刘湘时期

以县训学员为主体的控制地方的“骨干力量”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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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县长之选用亦将逐渐纳于中央化轨道。

对于甄审合格人员之任用，中央铨叙部规定，

甄审合格人员“除将来任用时，或具有优先之权利

外，与具有其他合法资格人员固无不同之处”。如

此看来，除甄审合格者外，还有其他资格合格者也

可以出任县职；另外，虽然在选任县长时，甄审合

格者 有“优 先”之 权 利，但 其 只 是“取 得 候 任 资

格”。［１３］２０２但蒋介石与张群主持下的四川省政府在

具体操作过程中，甄审合格一般为出任县职的 条

件，即如川省府昭示“为任用而甄审，必甄审而任

用”。［１５］６０５蒋介石兼理川政时，省政府秘书长贺国

光曾对甄审含义作了详细说明，其中谈到：“甄审

办法，系对于依法取得资格者，经审查试验后予以

任用”。［１０］经此解释，甄审合格为出任县职条件，而
一旦甄审合格必经任用。

贺国光及张群对甄审之解释及操作之所以会

与铨叙部规定出现差异，原因与此前胡次威推 行

甄审制度原因如出一辙，即掌握县长任用权，尤其

要避免四川地方势力对县长任用的干扰。据胡次

威回忆，贺国光任川省府秘书长时，“为避免地方

军人的请托，不愿轻易更动县长”；张群出任川省

府主席时，亦为避免ＣＣ、复兴社和地方军人请托，
“仍维持县长甄审办法”，“一律以必须经过甄审作

为挡箭牌”。［８］２２０１９４４年３月，建设厅长胡子昂推荐

其属员李鸣鹤等四人，“请委以县长或县田联赋管

理处副处长职务”。对此省府答复为：“查本省县

长之任用例应甄审合格”，李鸣鹤四人非甄审合格

者，因而并不具备出任县职资格。［１６］

蒋、张主川时共兴办六次县长甄审。１９４０年

２月、７月举行第一、二次县长甄审；［１１］９２，１１３１９４１年

３月、６月、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９４３年１０月 举 办 第 三、

四、五、六 次 县 长 甄 审。六 次 甄 审 共 计 甄 审 合 格

２２８人。［１５］６３７甄审合格人员为川省府选用县长时优

先考虑对象，因而此时期县长主要来源为甄审 合

格人员。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四川省民政厅拟具历届县

长甄审合格人员名单并分析其任用情形：六次县

长甄审合格２２８人，“现仍任本省县市长者七十三

名，现已死亡者十名，资格有疑问者一名外，计历

未以县长任用者五十七名，业经以县长任用现已

去职者七十一名，业经以县长任用现已因案撤 职

者十六名”。［１７］４０－５３据此分析，２２８名甄审合格人员

中，先后共有１７１人获任县长职务，占７５％。可见

县长主要出身为甄审合格人员。一份四川省甄审

合格县长联谊会呈文曾谈及甄审合格县长任职情

况：在蒋介石与张群主持时，省内县长大都为甄审

及格人员，先后出任县政者１０４人。［１５］６０６

当然并非所有甄审合格人员皆能出任县长或

尽快出任县长，不能出任县职之甄审合 格人员省

府尽量安排其他事务。１９４０年８月，四川省征工

委员会因公路机场工程甚多，且国防工事“均奉令

限期完成”，工程专任督导员“不敷分配”，而“设置

调用督导员二十人”，请省府就第二次甄审合格县

长中调用十人。［１８］１９４１年４月张群条谕民政厅：省
府视察员如有缺额，“应尽先以甄审合格及特保县

长暨甄审合格县佐治人员补充”。［１９］甄审合格者即

使不能出任县职，省府亦尽量安排其他工作，足见

省府对甄审合格者之优待。

蒋、张时期，不仅在县长选用制度上，以甄 审

合格者代替刘湘时期的县训毕业者，且从思想上

加强对各级县政人员的控制。从１９４０年初开始，

蒋介石调训全川各行政督察区长官、县长及以下

各级行政人员，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四川

“尤在于使 刘 湘 原 来 训 练 过 的 人 员 重 受 一 次‘洗

礼’，使他们思想上树立‘拥护中央、拥护蒋委员长’

的牢固信念”。［１］１８８曾担任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训练 班 的 教 务 科 长 米 庆 云 回 忆，集 训 时，主 要

“灌输蒋介石的《总裁言行》、《力行哲学》”等教材。

另外，在集训中，“凡还未参加国民党的受训人员，

都要普遍被拉入国民党”。因而调训川省各级行

政人员，不仅使四川进一步“中央化”，同时“清洗”

控制四川多年的“刘湘一系势力”的影响。［２０］

　　二、非甄审出身人员任县职情况

　　 甄审制度成为蒋介石、张群主川时选拔县长

的主要方式。但时人认为仅凭此选拔县长，未必

能选出“高尚奇瑰之士”，“甄审一途以言取才，实壅

进贤之 路”，建 议 于 甄 审 之 外 增 加 延 揽 与 保 荐 两

途。［２１］如１９４０年川省参议员曾用修提出“正直有

为之士”因“资格所限考试所拘”未必愿意参加甄

审，还需推行举荐制度。对于上述舆论压力，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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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道：省府将于“甄审之外，另立举荐一格”，即
“凡中 央 特 交 及 铨 叙 考 试 人 员，合 于 法 定 县 长 资

格”，且“过去服务卓著成绩”，不用参加甄审也可

提委县长。［２２］

自１９４０年以后，保荐（包括中央与各方保荐）

成为川省县长的又一来源，但其在县政人事中并

非重要。中央保荐人员为数不多，主要包括高等

考试县长挑取分发川省候用者与中央甄选合格县

长分发川省候用者。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３日，考试院就

高等考试初试录取训练合格人员中，举行县长挑

选，即“择其曾任地方行政工作，具有经验与能力

者”作为县长备用。此次挑选２３员，交铨叙部分发

四川省以县长任用。［１１］１２０２３人包括尹效忠、叶青、

王一麐、吕秉仁、朱刚、钟德兴、萧家璧、郑方叔、赵
学铭、谭金荣、孙尧□、王少峰、龙德渊、荘尚楷、沈

□泰、来元义等１６人（其它七人因资料有限，未能

查到），尹效忠等１６人中有８人出任县长职务。［２３］

１９４４年３月，考试院再次进行高等考试及格人员

县长挑选，挑取５４名，经县政训练后分发各省，“依
法尽先以县长任用”。其中分发四川８人：夏奠山、

朱焕北、萧邦承、张洪炳、傅乾钊、胡昭华、宁伯晋、王
槐。［１１］２３０８人中只有宁伯晋未出任县长，出任县长比

例为８７．５％。从上述资料来看，张群主川时，对两

次中央分发川省的挑选合格县长之任用较为积极。

１９４６年１０日，四川省民政厅对此前分发川省

而尚未任用之中央甄选合格县长进行统计。根据

此次统计，以往分发川省仍候用者仅有４人（此四

人为文曾皙、白 昭 义、张 忠 桓、许 敬 六），１９４７年２
月文 氏 出 任 屏 山 县 长；６月 白 昭 义 出 任 石 柱 县

长。［１７］９９

由上述可知，中央特交四川任用人员人数不

多，但从任用比例看，此类人员出任县职者较多。

相较之下地方各方保荐人员任职并非理想。依照

四川省政府委员会议决议，各方特保人员之任用

为省主席特权，系根据主席指示任用。［１７］９７１９４６年

６月至１９４７年２月，民政厅统计各方保荐人员有

５７人，实际出任县长者仅１４人，约占２５％，而在张

群时出任县 职 者 更 少，仅９人。［１７］１００－１０２任 职 情 况

与中央推荐或分发的人员相差较大。

各方所保人员不能分派任用不免对省府及民

政厅产生怨言。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民政厅长胡次威谈

到：一般候用人员“莫不期于指顾之间即可获得任

用”，一旦任用延迟，便“发为怨讟，集矢于职”，即使

“往昔素交，亦实而为仇雠”。针对候用人员之怨

言，胡氏解释其用人苦衷：“惟以县缺有限，调整机

会无多”，“致奉交案件日益积累，而发派任用极感

不易”。［１７］９７－９８胡次威虽有如是解释，但其对各方保

荐人员不能任用，也有有意为之的成分。因为在

此之前，胡次威就曾与张群“私下说定”，ＣＣ、复兴

社、地方军人等向省府保荐县 长，“一律以必须经

过县长甄审作为挡箭牌”。对于各方所保荐人员，

省府以“甄审”为由一般给予拒绝，但有时对于某

些地方实力派所保人员，出于政治原因仍予以任

用。据米庆云回忆，张群主川期间，为得潘 文 华、

邓锡侯、刘 文 辉 等 支 持，不 得 不 对 他 们 所 保 荐 的

“省以下行政、财政人员也尽量给予照顾”。另外，

时任民政厅长胡次威为陈立夫、陈果夫“方面派来

的人”，因而ＣＣ主持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人员，

胡也“积极予以安插”。［１］１８６

１９４６年２月，四川省按照中央指示举行县长

考试，这是川政统一后川省举行的第二次 县长考

试。此次县长考试共取录１４名，此１４名取录人员

的任用基本得到保障，参见下表：［１５］５３１－５３２

１９４６年四川省县长考试及格人员情况表

姓名 任职情况

第１名：陈雅初 １９４６年４月任万源县长

第２名：陈景文 １９４６年４月任开江县长

第３名：杨忠俊 １９４６年６月任平武县长

第４名：雷家勋
１９４６年４月任巫溪县长，但因事辞

不赴任

第５名：沈永祥 １９４６年５月任巫溪县长，

第６名：赵海金 １９４６年９月任彭水县长

第７名：刘景源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任开县县长

第８名：许进
放弃出任县职，１９４８年任三台法院

推事

第９名：范明儒 １９４７年３月任古宋县长

第１０名：张洪湖 １９４７年５月任高县县长

第１１名：吴仲熙 １９４７年７月任长宁县长

第１２名：宋世怀 未出任县职

第１３名：王增榖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任云阳县长

第１４名：刘啟煌 １９４７年１月任名山县长

１３１　第６期 蒋介石、张群主川时期县长选用制度的调整（１９３９—１９４７）



　　１９３５年刘湘在蒋介石的帮助下统一川政，中

央势力随之入川。自此在民国川政中存在着中央

势力与地方势力的较量，这种较量在县政人事 中

表现得格外突出。刘湘先后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

骨干人员，以控制基层政权、巩固自己势力，其中

县长及其他基层行政人员主要来源于刘湘主持下

的县政人员训练所。刘湘重用县训学员成为中央

与地方权力之争的一个缩影。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中央力量

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与控制也逐渐加强。蒋介石为

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深感必须打破刘湘的各

级人事体制”，［１］１８８因而县长人事制度随着刘湘的

去世及王缵绪、蒋介石、张群迭掌川政而不可避免

发生变化。一方面，县训出身获任县长者逐渐被

更换。另一方面甄审成为新的县长选用制度。从

蒋介石兼理川政到张群主持川政，甄审合格人员

逐渐成为县长的主要来源。由此看来，甄审制度

从出台到实施，为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又一 缩

影。另外，张群时期对中央特交人员及按照中央

指示举办的县长考试而及格人员的任用，也给予

相当重视，这与蒋、张试图将四川地方纳入中央轨

道的一贯思路是一致的。米庆云回忆道，张群时

期，“逐渐以中央考试院县长考试、高等文官考试

和普通文官考试各类及格人员，以及由省政府举

办县长甄审考试和县佐治人员考试及格者来代替

刘湘时代‘七训’出身的人员”。［１］１８９

总而言之，至蒋、张主川时期，为加强中央对

四川控制，省府当局对县长人事制度做了较大 调

整，县训 学 员 为 县 长 主 要 来 源 之 局 面 不 复 存 在。

经过蒋、张，尤其张群的“经营”，“全川已基本上实

现中央化”，而“达到了蒋介石预期的目的”。［１］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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