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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是研究1920年代大革命背景下商民运动的史学专著。
作者从国民党与民众运动的大背景，考察商民运动发端的原因，并分析商民运动在初期滞后于工人、
农民、学生运动的缘由。
其次，选取广东、湖南、湖北、上海四个地区，对商民运动的起步、扩展、兴盛、余波以及结束的各
个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再次，对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以及店员总会、商民协会、商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商民运动时期的劳资关系，国民党相关政策的变化与影响，也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
作者注重与国内外已有成果进行学术对话，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
尽量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到客观求实，不预设立场与结论，完全以史料为立论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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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英，1956年10月生于湖北武汉。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及所长、兼任湖北省
文史馆馆员、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史学会理事。
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珠海书院任客座教授和客座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辛亥革命史，已出版学术专著8部，在《中国社会科学》、《
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其中包括教育部第二、三、四、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三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
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

书籍目录

绪论商民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 忽略商民运动研究造成的缺陷
二 近年来商民运动研究评介
三 商民运动研究的进一步扩展
四 本书的篇章结构及内容
第一章 国民党与民众运动
一 对民众运动的新认识
二 民众运动的初步开展
第二章 商民运动兴起的滞后
一 商民运动兴起滞后的原因
二 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重视
第三章 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
一 对待不同商人的策略
二 对待商人团体的策略
三 其他相关策略
四 《商民协会章程》的实施
第四章 商民运动的起步：以广东为例
一 中央商民部的设立与商民运动的起步
二 广东省商民部的设立与商民运动的初期发展
三 广东商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 商民运动的扩展：以湖南为例
一 国民党湖南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二 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扩展
第六章 商民运动的发展：以湖北为例
一 湖北地区商民协会的建立
二 武汉地区商民运动的兴盛
三 国共纷争之下的武汉商民运动
第七章 商民运动的余波：以上海为例
一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
二 新局势下的上海商民运动
第八章 商民运动期间的商民协会与商会
一 商民协会与商会冲突的原因及表现
二 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合作
三 国民党中央对待商会政策的变化
第九章 商民运动期间的商民协会与店员工会
一 长沙市商民协会会所被毁案
二 武汉店员运动与商民协会的应对
三 上海商民运动中店员工商界限之争
第十章 商民运动的终结
一 上海商民协会的统一商人团体要求
二 国民党三全大会期间的商会存废之争
三 上海总商会“闭门”风潮
四 商民协会的取消与商民运动的结束
结语
一 商民运动的成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

二 商民运动的缺陷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