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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抗日战争与第2次世界大战统计》通过介绍中国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华
侨支援抗战资料统计，日本二战史料汇集、欧洲战场、苏德战场、亚洲太平洋战场、北非南欧大西洋
战场、两次世界大战综合性资料汇集等十部分内容向读者介绍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所不为
人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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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庭华，江西省南康市人，1949年4月生，1968年2月入伍，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和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
军事科学院原军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大校军衔，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老子道学文化研究
会常务理事和书法家协会会员。
获第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论文一等奖和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奖，2000年
起指导博士生教学，立三等功2次。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等。
专著：《九一八事变研究》、《中国局部抗战史略》、《中国抗日战争论纲》、《毛泽东军事思想史
纵论》和《将帅的隐秘世界》、《谋略通鉴》、《新三十六计》和《希特勒谋略》；《弱者之道—老
子思想纵横谈》、《老子之道—为人处世的智慧与方法》等。
合著：《中外登陆作战经验教训》、《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5卷本）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卷）等。
独创性地提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应从“九一八”算起、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三个理论来源和老子之
道是弱者之道等。
史学观：彰善贬恶述往事，扬上善若水之道德：秉笔直书为良史，持抱朴守拙兮品格。
人生观：学问首推马克思，做人当如周树人（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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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纲 一、日本侵华战略方针的历史演变 二、“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三、中国抗日战争的
历史分期、阶段划分和伟大历史意义 四、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 五、论敌后战场的历史功
绩 六、南京大屠杀绝非“虚构” 七、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 八、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及历史教训 
九、东京审判的历史功绩与缺陷 十、 1871—2005：日本对台湾关系百年史论 十一、日本右翼势力日趋
猖獗的历史渊源 十二、侵华日军用化学细菌武器杀害中国军民述略 统计 一、中国战场 1.1931—1937年
日军在中国东北兵力概况表 2.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投资一览表 3.1932—1939年日本在中国东
北的投资 4.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 5.辽宁、吉林两省重要城镇失陷时间统计表 6.九一八事
变后国民党东北军投降日本一览表 7.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东北十一种工业的产量及其指数 8.关东
军第二师团的编成及驻地概表 9.国民党军张学良部驻东北各地一览表 10.驻辽宁省部队一览表 11.驻吉
林省部队一览表 12.驻黑龙江省部队一览表 13.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日两国国力比较 14.1937年七七事变
前中日两国军事力量比较 15.七七事变前中日陆军师兵力、兵器比较 16.中国战场八年全国抗战抗击日
本陆军兵力数 17.中国战场歼灭日军兵力数 18.中国军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财产损失统计表 19.1937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战绩、伤亡、损失统计表 20.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军民统计
21.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细菌武器杀害中国军民统计 22.日军在中国建立的细菌战部队及杀害中国人数
统计 23.国民党政府接收投降日军武器统计 24.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举借外债若干统计 25.日军中国
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所辖投降兵力统计表 26.1945年9月国民政府陆军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
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 27.毙命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将领名录
28.被判刑处决、畏罪自杀或病死在监狱的侵华日军战犯名录 29.1941—1945年远东苏军的战斗编成
30.1941—1945年远东苏军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数量统计表 31.1937—1945年中国向苏联出口的矿产品
32.1937—1942年中国向苏联出口的农牧产品 33.1943—1945年中国向苏联出口的农牧产品 34.1938年3月
苏联对中国第一期贷款军品数（第一笔合同） 35.1938年3月苏联对中国第一期贷款军品数（第二笔合
同） 36.1938年3月苏联对中国第一期贷款军品数（第三笔合同） 37.1938年6月苏联对中国第二期贷款军
品数（第四笔合同） 38.1938年6月苏联对中国第二期贷款军品数（第五笔合同） 39.1939年6月苏联对中
国第三期贷款军品数（第六笔合同） 40.1939年下半年苏联对中国第三期贷款军品数（第七笔合同） 41
.1940年11月苏联对中国第三期贷款军品数（第八笔合同） 42.1940年11月苏联对中国第三期贷款军品数
（第九笔合同） 二、国民党正面战场 1.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中日双方使用兵力、伤亡人数和大小战
斗统计表 2.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伤亡统计表 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主要战绩和损失统计表 4.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官兵伤亡人数统计表 5.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飞机补充数量统计表 6.1937—1941
年中国海军沉毁日军舰艇统计表 7.1937—1941年中国海军沉毁日军舰艇类别与数量统计表 8.1937—1945
年国民党政府军务费实支数及其占总支出实际收入的百分比 9.“国统区”十二种工业的生产量
10.1941-1945年美国援助所有盟国及中国的租借物资数量比较表 11.国民党高级将领投降日军一览表 12.
正面战场主要战役一览表 三、共产党敌后战场 1.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兵力逐年增长统计
表 2.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抗击日军兵力比较表 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人
民军队与国民党军抗击伪军兵力比较表 4.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战绩统计表 5.中共领
导的人民军队在全面反攻期间收复县城及其以上城市统计表 6.解放区面积和人口统计表 7.1945年8月各
解放区战场人口面积一览表 8.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主要战绩统计 9.八路军、新四军
、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统计 10.平型关战役战绩统计表 11.百团大战主要战绩统计表 12.八路军
第120师暨晋绥军区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战绩分类统计 13.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抗日战争主要战绩分类
统计 14.八路军第115师暨山东军区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战绩 15.八路军第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
时期主要战绩 16.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战绩 17.东江纵队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战绩 18.琼崖纵队抗日战
争时期主要战绩 四、华侨支援抗战资料统计 1.抗日战争时期世界各地华侨人口统计表 2.抗日战争时期
世界各地华侨团体统计 3.1937年7月至1938年底新加坡马来亚各地华侨购债和捐款统计表 4.抗日战争时
期历年华侨捐款数统计表 五、日本二战史料汇集 1.1931—1945年日本陆军兵力分布情况表 2.1931
—1945年日本军事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3.1931—1945年日本主要战略物资产量 4.1931—1945年日本主要战
略物资进口变化表 5.1931—194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军费统计表 6.1931—1945年日本人口构成及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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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力比例 7.1937—1945年日本对基本原料输入递减统计表 8.1937—1945年日本对主要农副产品输入
统计表 9.1937—1945年日本现役、后备役人员比例 10.1937—194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及军费统计
11.1937—1945年日本公债发行增长额 12.1937—1945年日本舰艇、飞机、火炮、坦克和陆军兵器产量
13.1937—1945年日本坦克产量 14.1937—1945年日本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 15.1937—1945年日本银行券发
行增长表 16.1937—1945年日本批发物价指数增长表 17.1937—1945年日本主要经济指数 18.1937—1945年
日军兵力统计 19.1937年日本主要战略物资的对外依赖程度及进口地 20.1937—1945年日本陆军兵器生产
量 21.1937—1945年日本军界首脑变更表 22.1937—1945年日本内阁更迭一览表 23.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
间陆海军比例 24.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的船舶制造和损失 25.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本土遭受空袭破
坏情况 26.1944年6—12月日本运输船只损失数量统计表 27.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军事人员战死伤失踪统计
28.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后方人口死伤统计表 29.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有关人员死伤统计表 30.太平洋战
争中日本海军有关人员阵亡者一览表 31.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舰艇及飞机损失金额统计表 32.日本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海军舰艇损失统计表 33.日本国富项目损失总额统计表 34.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口
伤亡数统计 35.日本投降时陆海军兵力区分概况表 六、欧洲战场 1 .1937年英德经济实力对比表 2.1939年
德国空军实力 3.1939年8月法国武装力量统计 4.1939年9月—1945年8月英国主要武器装备的生产情况
5.1939年9月—1945年9月英国和其他盟国及中立国商船损失表 6.1939年9月德国海军舰艇、人员统计表
7.1939年9月盟国和德国海军力量对比 8.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时主要国家兵力对比 9.1939年9月英国武装
力量统计表 10.1940年6月10日地中海双方舰队的力量对比 11.1941年意大利武装力量统计 12.1939年9月
前英国武装力量统计 13.诺曼底登陆战役开始时双方兵力兵器对比 七、苏德战场 1.苏德战争爆发前两
国实力比较 2.1939年9月前苏联的武器和弹药生产情况统计 3.1940年苏联生产力统计表 4.1937—1939年
苏联陆军历年数量统计表 5.1941—1942年苏联武器和技术兵器的生产情况统计 6.苏德战争前6个月德国
陆军人员和武器装备损失统计 7.1939—1944年德国的战争实力 8.1939—1944年德国人力资源情况统计表
9.1939年末德国的战略物资储备 10.1939—1945年战时德国主要武器装备的生产情况 11.1933—1939年德
国空军部队数量增长统计表 12.1933—1939年德国陆军部队数量增长统计表 13.1939年8月德国动员后的
空军实力 14.1939年9月—1940年5月德军人员损失统计表 15.1939年9月德国与波兰武装力量比较 16.1939
年底至1940年初德国炮兵的人员构成 17.1940-1941年德国生产力统计表 18.1940—1942年德国主要武器和
技术兵器生产状况 19.1940—1944年德国生产坦克、飞机的数量统计 20.1940年7—12月死伤于德国空袭
的英国居民人数统计 21.1941年6月德国武装力量的数量和战斗编成 22.1941年6月德国用于侵略苏联的武
装力量的数量和战斗编成 23.1941年德国战争经济潜力的主要指标 24.1941年底德国和被其吞并的领土
和人口统计表 25.德国的欧洲盟国用于侵略苏联的兵力统计 26.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向苏联提供的物
资数量 八、亚洲、太平洋战场 1.1934—1940年美国输往日本的钢铁铜锡铅等统计 2.1937—1941年美国
向日本出口军用油料概况 3.1939—1945年美国国家财政支出和军费增长表 4.1939年9月美国武装力量统
计 5.1941年12月—1943年8月太平洋战场美日双方舰队编成变化情况 6.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双方在太
平洋战区的兵力对比 7.1942—1945年7月美军空袭日本本土概况 8.1943年秋太平洋战场美日的兵力对比
9.菲律宾海战开始前美日舰队兵力对比 1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兵力动员情况 11.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美国劳动力分配情况 1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情况 1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14.太平洋战场几次大规模海上交战的兵力编成 15.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八大
战役中日军与盟军伤亡统计 16.马里亚纳群岛海战开始时美日海军的兵力对比 17.1941年下半年到1942
年上半年美国武器和技术兵器生产状况 18.美国租借法案援助英、苏、法、中四国总值比较表 九、北
非、南欧、大西洋战场 1.阿拉曼战役双方兵力兵器对比及其损失统计 2.1944年1月大西洋战区作战双方
的海军兵力编成 3.1944年6月大西洋战区双方海军兵力编成 4.1944年6—12月德国运输船只在地中海的损
失 5.1944年6月意大利战场交战双方兵力兵器对比 6.1943年4月大西洋战区英、美、德三国海军的编成
7.1945年4月初意大利战场上兵力和兵器的对比 十、两次世界大战综合性资料汇集 1.两次世界大战有关
资料比较（苏联观点） 2.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概况 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名单（中国观点
之一） 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军人死亡人数（苏联观点） 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死亡人数（德国
观点） 6.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军人、平民人口损失表（美国与中国观点之一） 7.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各国死亡人数（苏联观点） 8.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军人和平民死亡人数比例 9.两次世界大战军费比较
（中国观点之一） 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主要交战国直接军费统计表（日本观点） 11.两次世界大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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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参战国的武器生产量比较（中国观点之一） 12.1939—1945年美苏英同盟国与德日意轴心国飞机产量
13.1939年9月1日世界主要国家舰艇数量 14.1939年9月世界主要国家潜艇数量 15.1941—1942年意大利、
日本武器和兵器的生产比较 16.1941年底法西斯侵略集团中主要国家武装力量的人数和技术装备
17.1941年底反法西斯同盟主要国家武装力量的人数和技术装备 18.1944年苏、美、英与德、日五国主要
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统计 19.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时德日意、英美法实力对比表 20.第二次世界大战各
主要交战国直接军费统计 2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向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数量表（
法国观点） 2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美、英主要战斗机性能 2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海军的损失
2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商船的损失 25.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主要交战国死亡人数统计表（中国观点之
一） 26.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军事人员死伤表 27.17世纪至20世纪欧洲较大战争中死亡的人数（1914
年前）（参考） 附录： 一、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1943年12月1日） 二、雅尔塔协定（1945年2
月11日） 三、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 四、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 
五、日本投降书（1945年9月2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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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抗日战争极大地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海外华侨同祖国的血肉联系，这既是中华
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标志，也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大家庭，几千年来的民族融合使各民族都为大一统的中国感到自豪，这
种根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民族认同意识，总是随着国家的安危、民族存亡，升华为强烈的爱国责任感
。
无论是局部抗战，还是全国抗战，各地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道，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踊跃参军参战，
以实际行动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
广大海外华侨虽然生活在异国他乡，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祖国的兴亡盛衰息
息相关。
因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祖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关头时，华侨埋藏在心中的爱
国主义精神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
宁可为祖国死，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
他们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传统，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纷纷组建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活
动，以各种方式，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
 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20世纪30至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这样，民族觉醒如此
深刻，民众动员程度如此广泛，群众发动规模如此浩大，战斗意志如此顽强，抗击时间如此绵长。
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蕴藏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她在维护祖
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她不仅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永恒动力，特别值得中华民
族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建立、巩固和发展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战
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不可分离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
它给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两支最为重要的力量。
20世纪20年代初，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国共第一次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信仰和追求不同，并且在十年内战中势不两立，但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能够
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把抗日救国作为两党共同的最高目标。
 历史表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在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可以发挥扭转乾
坤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有力号召者和坚强组织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面对的既不是甲午战争时腐朽的清政府，也不是签订“二十一条”的北洋军阀政
权，而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中特别是已经有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深
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国家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迅速调整自己的斗争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的努力，逐步调整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
为“逼蒋抗日”，从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达成了“联蒋抗日
”，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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