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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主要选取馆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关开发西北的档案资料编
辑而成，尤详于经济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孙科、杨虎城、吴鼎昌、刘守中、张继、马步芳
等中央的地方官员对西北行政建设、工赈救灾、实业建设、农林水利建设、移民与垦殖、交通建设、
邮政建设等方面的计划方案、资金预算、建设成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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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说明第一章 开发西北综合提案1.马保成呈送“开创西北巩固国防条陈”（1932年6月1日）2.行政院
秘书处抄送刘昭晓《条陈开发西北之意见书》致内政部等函（1932年12月）3.刘守中、张继等拟《开
发西北提案》（1932年12月）4.国民政府关于邵力子、杨虎城等提议开发西北问题饬行政院令所属机
关遵办训令（1933年2月11日）5.马步芳关于开发西北应在青海边地设立工厂、学校等问题的提案
（1933年11月）6.行政院关于王超凡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拟请组织健全机关集中人力财力积极
开发西北以裕民生而固国本案》致财政部令（1935年12月）7.行政院关于邵力子请将北平四所大学迁
移一所进陕致教育部笺函（1936年1月）8.行政院关于邵力子提议将国立北洋工学院西移事致教育部笺
函（1936年1月3日）9.李鸿文、董必武、沈钧儒等《请速筹西北经济建设机关发展西北利源以增强抗
战建国力量案》（1939年1月）10.汪元报告经济部等筹设西北经济建设机关会议情况致财政部呈文
（1939年1月28日）11.行政院关于缓设西北经济建设机关致财政部指令（1939年2月25日）12.孔祥熙关
于会同经济、交通两部议复筹设西北经济建设机关等事致行政院呈文（1939年5月15日）13.行政院秘书
处抄送林虎《康省府关于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等方面拟向中央请求各事项应如何建设案》
致经济部函（1940年6月1日）14.柳民均拟《开发西北刍议》及《开发西北之计划大纲》（1942年12
月19日）第二章 西北工业建设1.行政院秘书处关于推广金融发展西北实业计划致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
处笺函稿（1933年8月）2.国民政府关于抄发杨虎城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西北经济建设案》训令
（1935年12月31日）3.蒋介石、汪精卫等对杨虎城等《西北经济建设案》中有关项目的意见4.何应钦关
于杨虎城等《西北经济建设案》中应先兴建利于国防的军需工业致行政院呈（1936年1月）5.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关于杨虎城等《西北经济建设案》中煤炭、石油、钢铁计划部分的审核意见
（1936年2月3日）6.刘瑞恒对杨虎城等《西北经济建设案》中有关建立制药厂的意见（1936年3月）7.
吴鼎昌关于杨虎城等《西北经济建设案》中兴办实业问题致行政院呈（1936年11月19日）8.贾业修拟《
河西一线调查情况及其开发意见》文（1943年）9.尹文敬审阅贾业修开发西北计划致孔祥熙签呈（1943
年2月25日）10.吴承洛拟介绍西北工业经济状况之《西北问题》第三章 西北工赈救灾1.国民政府文官
处为在陕西救灾实行以工代赈问题致行政院函（1932年12月21日）2.邵力子请宋子文主持进行西北工赈
电（1932年12月25日）3.行政院致铁道、交通二部关于在附加项下拨款办理西北工赈笺函（1933年1
月11日）4.邵力子请中央速定设立西北工赈委员会办法并请宋子文担当其事电（1933年1月15日）5.于
右任等转报杨虎城《开发西北应先救济陕西请确定设施方案》的提案（1933年2月）6.行政院为转发蒋
介石设立西北工赈建设委员会电致中政会秘书处公函（1933年6月19日）7.国民党中政会议决由行政院
筹设西北工赈委员会函（1933年6月23日）8.汪精卫为筹设西北工赈委员会事致蒋介石密电（1933年6
月27日）9.蒋介石与汪精卫关于设立西北工赈委员会办理情形往来密电（1933年8月）10.邵力子请设立
西北工赈委员会及展筑陇海铁路问题与汪精卫往来电稿（1933年9-10月）11.行政院关于设立西北工赈
委员会事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往来函（1933年10月11-14日）第四章 西北农林水利1.沈百先为赴陕甘一带
考察水利建设事致行政院呈文（1941年5月27日）2.薛笃弼核议沈百先考察西北水利报告致行政院秘书
处函（1941年11月8日）3.王绶、李秉权拟《农业建教合一计划大纲》（1942年10月）4.水利委员会核议
龚德柏《黄河上流应导向蒙古沙漠》一文致行政院秘书处函（1942年10月27日）5.蒋德麒陪同美籍顾问
罗德民考察西北水土保持状况报告（1944年1月）第五章 移民西北与垦殖1.龙骧呈报《中国裁兵就垦移
殖边疆有必要注意三点建议书》（1928年10月18日）⋯⋯第六章 西北交通建设第七章 西北邮政通讯建
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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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呈为建议事。
窃步芳此次来京展觐，益知中央充实国力、注重国防为既定政策，宏谋远虑，钦仰奚似。
步芳蒙党国倚畀之殷，忝兼政军职务，无所建白，愧对国人，兹就青海边区所急切需要为开发西北，
轻而易举，立见成效者①。
然为本省人力财力两俱缺乏，碍难经营，势必须仰赖中央提倡补助，方可收经济原理，所谓以最小之
努力得最大之效果者也。
(一)蒙藏学校请设青海边地(理由)青海蒙藏回族各方杂处，知识落后，各种事业自无发达之理，甚且
因不受教育之故，语言不同，感情隔阂，每于各种族间不免误会。
为化除此种界域，冶各族于文明之炉，似宜多设蒙藏学校，尤其注重教育之普及。
青海回教俱进会成立中等学校一处，初级小学两千余所，汉蒙回藏各族子弟兼收并蓄，不分界域，近
且日有成绩。
由此观之，若藉中央补助之力，因地制宜，因人教育，化獠狂为文明，其效最宏。
吾人顾名思义，蒙藏学校者，教育蒙藏子弟也。
蒙藏子弟远来东南有志求学者，恐千不得一，冒籍充数，大失原有之意义，且教育普及为本党党纲，
一二人得受教育致大多数抱向隅之憾，亦美中不足。
况蒙藏气候、语言均与内地不同，远来求学隔阂甚多，内地人材远赴蒙藏，饮食起居诸多不便，似莫
若因人就地施以教育之为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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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代史资料》专刊历来是《近代史资料》编辑部史料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在近代史研究
所1954年设立资料编辑组之始就存在的一个传统项目。
当时资料编辑组的工作实际上是分为几个系列的：一是双月刊的《近代史资料》，主要刊登短篇资料
；一项是参与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
和团》及《辛亥革命》等的编辑；对于字数稍多，《近代史资料》双月刊无法容纳，而又未便列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专题史料，则另辟一《近代史资料》专刊。
从1957年到1986年，共出版了22种约1，000万字的《近代史资料》专刊。
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补充，交相辉映，为推动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史学危机”的到来，《近代史资料》专刊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虽然也有过满意的稿子，或很好的选题，但受经济等条件的制约，编辑部几度“负隅顽抗”，均铩羽
而归。
在2005年中国史学会与宁夏大学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国际研讨会”上，得知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编辑了一部《民国名人与西北开发》的资料集。
编辑部同仁认为，民国时期的西部开发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系统的史料发掘
极少。
该资料集在梳理相关档案史料的基础上，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档案文献，颇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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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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