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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社科院“十五”期间的重大科研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规模的中国
近代史著作，也是唯一一部完整地叙述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历史进程的学术专著。
该书改变过去单纯政治史的传统模式，以革命范式为主，以现代化范式的补充，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转型的历程。
该书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其中许多重要史料是近年来新发现并首次披露），吸
收港、台及国际研究的新成果编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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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田一克莱琪协定”签订之后，英日继续在天津就治安问题和经济问题进行具体谈判。
英国在治安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意交出四名嫌疑人，并在租界取缔抗日分子。
但在禁止法币于英租界流通及将中国政府的存银交给日本等经济问题上，英国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因
为中国法币正发生危机，如果英国禁止法币在英租界流通，将会加重法币危机，并有可能导致中国货
币的崩溃；关于把中国政府的存银交给日本，此事必然会大大伤害中国政府，从而产生严重影响，英
国政府一时也不愿就此向日本作出让步。
这样，英日在经济问题上的谈判陷入僵局。
8月20日，英日谈判宣告中断。
　　（二）美国对日妥协　　这一时期，美国的对日妥协主要表现在继续对日输出大量军事物资上。
日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它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依赖于进口。
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在日本的外贸总量中就已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日间并未正式宣战，在法律上美国未确认中日处于战争状态，当然也未确认日本
在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因此，美国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对日贸易。
　　中国政府曾积极展开活动，以求促成美国对部分物资，尤其是军事物资实行禁运。
然而，由于缺少前述的法律基础，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法立国且孤立主义情绪甚为浓厚的国家，要想以
法律手段来确定对日本的禁运，事实证明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政府也逐渐明白了这一点，便退而求其次，希望以非法律形式，即政府劝阻的方式来达到限制对
日输出军火的目的。
1938年10月12日，中国外交部在给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报中指示道：“倘美国政府仍不能以法律形
式单独禁运军火于（予）日，我方切望美国政府再以切实劝告态度，令各商家停止以军用物品接济日
本，尤以钢铁与煤油最关重要，勿令直接或间接输运日本。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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