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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法律地位的扭曲 

──英国有关政策的演变及与美国的分歧（1949—1951） 

 
王建朗 

 
内容提要 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归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英美政府对台湾地位的变更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随着中国共

产党取胜的前景越来越明朗，英美对台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防止中共占领台湾，英美都提出了在对日和约缔结之前，台湾在法律上还

是日本领土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美态度一度出现转变，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准备接受中共占领台湾的现实可

能。朝战爆发后，美国对台政策再次发生转变。英国尽管仍表示要遵守开罗宣言的承诺，将台湾交还中国，但最终不得不把它与朝鲜问题

挂钩，而暂时回避了履行开罗宣言的责任。在缔结对日和约的过程中，英国曾坚持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并在和约中规定日

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但在美国的反对下，英国最终退让，英美达成国共双方均不参与和约签署、和约只言日本放弃台湾主权而不明文交给

中国的妥协。50年代初英美围绕台湾地位的讨论充分表明，台湾地位问题的提出是冷战背景下人为的产物。  
关键词 英国 台湾地位 政策演变 与美国的分歧 

 

 

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 

 
鹿锡俊 

 
内容提要 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

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则并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

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

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

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关键词 外交 日本观 苏联观 国民政府 对苏复交 中日关系 中苏关系 日苏关系 

 

 
张謇与江苏谘议局 

 
耿云志 

 

内容提要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在清末即为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声望甚隆。他参与创立预备立宪公会，集中了江

浙一带乃至全国有志于改革的绅商及知识界的一批代表人物。张氏积极参与了江苏谘议局的筹备工作，谘议局成立后，被选为议长。张謇

领导江苏谘议局为建设立宪政治的地方基础做了许多工作，并与思想顽旧的两江总督张人骏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

政治影响。张謇以江苏谘议局为依托，还展开了联合各省谘议局进行国会请愿以及要求改革财政等活动。  
张謇始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办实业、办教育是如此，参加立宪运动、领导江苏谘议局也是如此。张謇也是一位稳健的改革

家，他抱定和平改革的宗旨，秉持“尽其在我”，“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方针，不激不随，努力做去。  
关键词 张謇 江苏谘议局 预备立宪 

 

 
从“杨月楼案”看晚清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动 

 
李长莉 



 

内容提要 1873年上海租界发生了一起良贱为婚案件，此案引起民间人士在《申报》上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争论反映出当时人们

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中，关于良贱等级身份观念、乡党关系与宗族观念以及法律公正观念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平等观念、家庭独立观念

及依律执法观念等近代趋向的社会伦理观念的演生轨迹。生活方式的变动是这些观念演生的社会基础，非正统的民间伦理是其内在源流，

而把西方作为富强榜样，则使这种观念变动与学习西方的近代社会变革相联系，反映了与西方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相汇合的趋向。 

关键词 社会伦理 近代观念 上海 身份 宗族 法律 

 

 
战后上海美国电影市场研究 

 
汪朝光 

 
内容提要 美国电影一向垄断中国进口影片市场，战后美国电影在一度销声匿迹后卷土重来，利用种种有利条件，重又占据了上海

电影市场的垄断地位。然而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产电影业的复苏，上海电影市场的情况也在逐渐变化，尤其是在当时特定

的经济环境下，美国电影原本赖以扩张的基石──拆账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并成为阻碍其发行的因素。因此，1947年以后，美国对

上海的电影输出数量急剧减少，其在上海电影放映市场所占份额也逐渐下降。这一趋势与战后美国对中国全方位的渗透与控制有所背离，

于此可见历史的复杂性与多视角观察的重要性。  
关键词 美国电影 上海电影市场 拆账制 

 

 
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 

 
龚 关 

 
内容提要 清末到民国前期是华北集市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表现为集市数量大幅度增加，集市网络层级结构更加分明，其功能也

有重大变化。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华北地区集镇的勃兴时期。集市的发展和集镇的勃兴同步进行，集镇的勃兴并没有使集市黯然失色，

集市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既是华北地区在近代尤其是清末到民国前期商品化快速发展的一个侧面反映，也是华北区域市场发展迥异

于江南地区的一个特点。  
关键词 近代 华北地区 集市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 

 
黄正林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颁布了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税收、交通等一系

列经济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经济法规体系。这些经济法规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领导经

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因此，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抗战时期边区经济法规的颁布

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规范了社会经济秩序，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保护了各种经济成

分的合法权益；并为新中国经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经济立法 政策内容 

 

 

1999年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概述 

 
张海鹏 

 

  一、晚清政治史研究没有热点 

在对与晚清政治史有关的近200篇文章作了检索之后，一个总的感觉是1999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没有明显的研究热点。比较而言，下

面几个方面的研究值得重视。 

戊戌变法100周年过后，戊戌维新运动继续成为本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据不完全的统计，本年度发表的与戊戌维新运

动相关的论文不下80篇，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个领域。 

 

 
“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黄春生 

 



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于2000年9月7至9日在北京怡生园国际

会议中心隆重召开“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波兰、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

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及内地的150多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向会议提供论文100多篇，围绕近代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

的众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杨奎松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

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

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这方面

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 

 

 
近代中国博览业的先驱陈琪及其著述 

 
蔡克骄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和1999年第4期分别刊载了梁碧莹教授的《民初我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

万国博览会》和马敏教授的《有关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几点补充》两篇文章。文章依据国内报刊资料和国外英文档案资料，

对中国参与此次盛会的情况作了较细致的评述，但对中国赴美赛会监督兼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陈琪其人以及陈琪与中国近代博览业

的关系着墨不多，对陈琪所撰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一书也未曾提及。笔者拟在此作一补充介绍，以期说明陈琪在中国

近代博览会史上的地位，以及陈琪著述的史料价值。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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