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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研究(1937～1945)》通过考察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的形成、演变全过程，总结出战
时中国对日政策具有立足于抗战，一切为了抗战，是抗战的对日政策；包含了国共两党的战时对日政
策；争取国际援助，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联手制日；坚持持久抗战等四大特点，并指出这四大特
点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物，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定历
史环境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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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德坤，1946年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7～2007年任武汉大学副校长。
曾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
会长等职。
曾在日本京都大学、创价大学做访问学者。
先后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合著）、《中日战争史（1931～1945）》、《七七事变》、《第二
次世界大战史纲》（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主编）、《中国抗战与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合著）等著作和教材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担任马克思主义工程《世界现代史》教材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十余项。

　　彭敦文，1962年生，湖南浏阳人。
199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出版专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特权论》（合著）等及译
著多部。
发表《蒋介石奉化故里演讲考析》、《抗战时期国民党体制变化与组织状况》、《简论国民政府依赖
国联政策的形成》、《不抵抗命令与不抵抗政策》、《30年代蒋介石对日思维》等20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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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一 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的形成是世界历史发展到现代的产物　二 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的特
点　三 战时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战争进程　四 战时中国对日政策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章 从七七
事变到淞沪会战时期的中国对日政策　一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二 七七事变
的爆发与中国的应对　三 从和到战——中国抗战体制的建立　四 立足抵抗，争取外援——淞沪会战
时期的中国对日政策第三章 从南京会战到武汉会战时期的中国对日政策　一 从南京会战到武汉会战
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二 国民政府的积极抗日政策　三 持久抗战的对日作战方针　四 求援外交中的
对日政策第四章 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　一 进入相持阶段的日本对华政策　二 国
民政府持久抗日政策及实施　三 积极推动盟国援华和对日作战的外交政策第五章 相持阶段中共的对
日政策　一 “斩草除根”——日本对中共的政策　二 中共的全面抗日方针　三 中共的对日持久抗战
方针　四 中共敌后游击战战略　五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六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中国对
日政策　一 日本南进与对华政策的调整　二 美英苏对日、对华政策　三 国民政府由“苦撑待变”到
对日宣战的政策转变　四 世界大战战局转换时期的中国对日政策第七章 开罗会议前后的中国对日政
策　一 1943年的日本对华政策　二 围绕对日作战问题的中美英三角关系　三 开罗会议与国民政府对
日政策第八章 抗战后期的中国对日政策　　一 抗战后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二 反攻时期的盟国对华、
对日政策　三 国民政府的对外战略与对日政策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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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5日，在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指使下，从朝鲜调到天津的日本第二十师团一部，非法占领了北平至
天津的廊坊车站，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制造了廊坊事件。
26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部乘坐26辆汽车，来到北平广安门，企图进入北平，与中国守军发生冲
突，制造了广安门事件。
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一发生，日本中国驻屯军立即以此为借口，向陆军中央报告：“对于在廊坊附
近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我军为了自卫而动用了兵力，给该地中国军队以惩罚。
以此为转折，不得已事态可能扩大，为此，恳乞批准可随时使用武力。
”日本陆军中央接报后欣喜不已，一致认为行使武力的时机已经到来，参谋本部立即同意日本中国驻
屯军“可以行使武力。
”①27日晨，日本陆军中央决定迅速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到华北，得到内阁和天皇的同意。
同日，参谋本部命令日本中国驻屯军向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二十九军发动攻击。
28日，香月清司指挥日军向平津地区发动全面攻击，当晚，控制了平津地区。
8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形势判断》中指出，中日两国已处于全面战争状态，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国
内师团到达华北后，尽快发动华北会战，“迅速对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的空军，给予沉重打击，使
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服，并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
”②日本参谋本部的意图很清楚，以华北会战给中国军队以打击，即速战速决，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
，以尽早结束中日战争，标志着以七七事变这一中日局部冲突，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精心策划下，急剧
向全面战争扩展、升级。
　　当日本陆军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侵略华北的战争之时，日本海军也在积极推动出兵上海，将侵华
战争扩大到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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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研究（1937～1945）》战时中国对日政策是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是中国与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联手抗日的政策，是立足于抗战、一切为了抗战的对日政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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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