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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形成的途径  朱荫贵  

内容提要  股份制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的组织形式。在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中，由于资本性质、来源、产生时期以及构成方式的不同，其类型并
非完全一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国家资本形式出现的股份制企业构成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重要类型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股份制
企业主要通过强行参股、原生和减持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途径形成。由于目的、方式及时期的不同，这些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发挥的作用也并非一致。 
关键词  近代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 

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  張瑞德  

內容提要  蔣介石的手令制度具有以下幾項特色：第一，蔣的大量頒佈手令，僅為戰爭時期的權宜措施，1950年以後所頒佈的手令即大為減少；
即使在1950年以前，蔣也再三督促所屬儘量不以手令形式頒佈命令，因此實難謂蔣無尊重體制之心。其次，蔣所頒佈手令的內容包括極廣，越級
指揮者並不多見，少數越級指揮且出現弊端較為嚴重者，僅為有關作戰方面的手令。第三，军事將領喜好越級指揮作戰，乃是在長期指揮小兵團
的環境中所養成的習慣，加以缺乏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訓練與經驗所致，因此好越級指揮作戰者，絕非僅限於蔣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現象。更有進
者，如將蔣的大量頒佈手令放在戰時中國艱困的物質環境下觀察，可以發現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关键词  蔣介石|手令|國民政府  

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   金以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  阎锡山从1911年到1949年，前后统治山西近40年。这在民国时期地方实力派中是绝无仅有的。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曾被迫下
野，一时仿佛销声匿迹，难以再起。但不到一年，他又公然返回山西，重新控制原有实力，再次在国内政坛上扮演纵横捭阖的角色。宁粤和谈期
间，阎锡山一面积极参与逼蒋下野，同时又将矛头对准因受九一八事变而内外交困的张学良，秘密联合北方韩复榘和粤方汪精卫等积极倒张。阎
锡山的这些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利用这一机会，恢复了原有势力。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活动大多很少涉及。[1]笔
者利用台湾保存的阎锡山档案，力图揭示这一历史谜底，并以阎锡山的再度复出这一个案，进一步回答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相
互妥协和权力重组的内在因素。  
关键词  阎锡山|宁粤对峙|蒋介石|张学良 

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  杜丽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  1930年代，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混乱，问题丛生。粪夫被冠以“粪阀”之名，其勒索霸道行径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双方关
系恶劣。此外，简陋的粪具导致污秽淋漓、臭气四溢，严重影响到市容。为解决上述问题，卫生部门最初采取了若干措施整顿污物处理，但效果
不彰。为彻底解决问题，市政当局又拟将之收归市办，由于事关行业的经济利益及相当数量粪夫的生计，受到粪商及粪工的联合抵制，计划未能
实施。此后，政府改变策略，实行官商合办，历时2年9个月勉力完成粪道登记和粪具更换，改革初见成效。 

关键词   粪业|粪夫|粪道|污物管理|改革 

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   朱  浒  

内容提要  通过较为完整地勾勒晚清义赈的兴起状况，可以看出义赈兴起的基本行动态势是从江南到华北，即江南社会自发动员起来并深入华北
灾区开展社会救助，同时其行动意识则保持了对江南地方性的高度认同。这种行动态势和意识表达了一种“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逻辑，从而对
通常地方史路径的空间观提出了挑战。那就是，要改变以往地方史研究缺乏整合的状况，一个重要着手点就是改变将地方空间作为孤立实体的做
法，而应更加重视不同空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灾荒|赈济|义赈|地方史 

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 臧运祜  

内容提要 中国学者关于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不但受制于本国的资料，也受制于日本的资料，而后者的制约可能会更大。1945年8月15日投降
前后，日本政府与军部为了销毁战争罪证、逃避战争责任，分别命令下属烧毁了大量的文书，主要是最为重要的机密文书“外务省记录”和“陆
海军文书”，由此造成了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战后美国接收了一些免遭烧毁的资料，部分地制作成缩微胶卷，使得战前日本的机
密文书，得以公开于世。美国后来将大部分资料归还了日本，但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主要资料，数量与质
量均已非常有限。日方史料的这种状况，值得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
的资料。  
关键词 现代中日关系（1912—1945）|日本史料| 外务省记录|陆海军文书  

“拜上帝会”说辨正 夏春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冯  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多元形象与多元视角：孙中山研究之新进展——“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摘要  侯杰  高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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