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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浙江史研究系列：民国史论丛（第4辑）》是杭州师范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编的系列出版
物“民国浙江史研究系列”（第四辑），为浙江抗战善后问题专辑。
收录五篇论文分别考察抗日战争结束后浙江地区善后问题的特殊政治背景，在浙江地区发生的日军与
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国民政府对日伪财产的接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浙江开展的有关善后救
济工作，透过这些研究，旨在对抗战结束后的历史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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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共武装力量从浙江的撤离与国民党在浙江统治的恢复  1．抗战时期中共武装力量在浙江的重新积聚 
2．战后中共“向北发展”的全国战略及其军事力量从浙江北撤  3．国民党政权在浙江统治的恢复战后
浙江地区日侨与日俘的集中管理与遣返  1．浙江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  2．侵浙日军的投降与缴械 
3．日俘管理所对日俘的管理及遣返  小结战后国民政府在浙江的经济接收  l. 战后国民党党政机构在浙
江的工业接收  2．接收后形成的所有制结构及对接收的评价  3．对战后国民党接收体制的考察  小结抗
战胜利后浙江省的“善后救济”    1．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建立及运行机制  2．浙江灾情与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浙江分署的建立  3．以浙江分署为中心的浙江省“善后救济”    4．浙江省善后救
济绩效评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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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所的正式职员大都从事多年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或者担任学校教职。
如第二组长沈之善之前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教授，第三组长张印通担任过“联师”校长、省立嘉中校长
等职务，更重要的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管理所“半数以上为留日学生，其余均受高等教育者”。
　　杭州日侨集中管理所成立之初的首要工作是动员并强制日侨入营。
按照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制定的《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凡散处于中国境内（东三省在外）之
各地日侨，应均由各该地区中国陆军受降主管指定区域集中，凡于限期内，不遵令集中之日侨，应由
各地中国陆军受降主管，会同地方政府详细调查，强迫执行。
　　1945年10月12日，第三战区司令部在《杭字第十七号命令》中明确规定：“杭州地区日本侨民于
本（十）月十五日前移驻拱宸桥”。
杭州日侨集中管理所依据该项训令，通过日军第133师团“涉外联络部”“饬令集中”在杭州的日侨。
　　强制日侨入营的进展比较顺利。
杭州日侨集中管理所在当地驻军的配合下，动用了军方的人力与交通工具协助日侨迁入管理所。
而多数日本侨民出于自身安全因素的考虑，也愿意在寻求一个庇护所。
所以截至10月15日，共有1281名侨民搬人日侨管理所开始集中生活。
其具体的分布情况是：在拱宸桥集中营1086人、昭庆寺59人、华铁村和西湖村136人。
此外市区慈幼路泗水新村的韩国民团56人。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史论丛（第四辑）>>

编辑推荐

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编著的《民国史论丛》从四篇论文分别考察战争结束后浙江地区善后问题
的特殊政治背景，在浙江地区发生的日军与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国民政府对日伪财产的接收，联
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浙江开展的有关善后救济工作，这些虽然还不能说是战争善后问题的全部内容，
但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透过这些研究，旨在对抗战结束后的历史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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