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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革命史 

  
2007年革命史研究主要成果继续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上，特别表现在

件的社会基础等方面的研究上。 

    关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徐进考察了1928—
北省中共组织的艰难生存状态，指出其主要表现是：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发展重心转移至
员来源由以学生为主变为更加多样化；大多数支部有名无实，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经费
下级间信息传递迟缓。革命工作也遇到极大困难，基层革命斗争往往异化，阶级革命与地
因素相互纠缠，党组织与地域社会双方渗透互动。①李月军对这一时期东北中共组织生态
也指出了类似的状况，并分析其原因既有主观上的，也有白色恐怖这一重要的客观因素。
此，党的工作仍然取得了许多成绩。② 

    农村社会变化和土地改革仍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农村变化问题，刘玲研究了1949
共开展农村革命中农民的心态变化，指出在中共向农村社会渗透时，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获
活力，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心理和新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相互激荡，成为革命农民的新的主流心
态。在抗战初期，对根据地新政权和新制度的不信任主导着大部分农民的行为，表现得胆
之后，随着党政权力实践与农业生产之间联系的建立，广大民众的心态呈现出积极向上的
何友良考察了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试图以此寻找中国革命的本土源泉，指出革命的起因不
仅是贫困，而且与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密不可分。这一群体主要由当地出身于地主富
革命知识分子组成，促成他们走向革命的是先进理论、政治理想、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
人生活条件。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奇特作用，成为中共领导革命的重要特征
的研究者更应关注的问题。④ 

关于土改问题，李里峰研究了土改中的诉苦活动，认为其所以能有效地动员民众，主要是巧妙地
运用了各种微观策略。如：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这是
量；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农民群众的种种顾虑，这是组织的力量；通过苦主选择
布置，营造苦大仇深的氛围，激发农民的愤怒与仇恨，这是情感的力量；通过诉苦与分配
算账相结合，打破可能出现的僵局，这是理性的力量；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的苦
宣泄的对象，这是逻辑的力量。⑤作者还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
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认为基层政治精英凭借其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位置
家权力进行博弈，本有可能争取更有利的结果。然而，乡村民众的介入彻底改变了博弈中的力量
比；加之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从而进一
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⑥黄道炫考察了土改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整改运动
共发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土改所带来的对自己领导力和控制力的新挑战，整改所体
主建政愿望、群众意志、反贪廉政诉求、阶级站队等做法，鲜明指示出中共建立一个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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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求。其过程和结果，既集中反映出中共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又提示出作为正向执政道路
的政治力量，其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都尚在积累，对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将会是一个

__________________ 
①徐进：《党、革命动员和地域社会——论中共河北党组织(1928—1934)》，《史学月刊

年第12期。 

②李月军：《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1927—1933年)组织生态分析》，《党的文献》2007
期。 

③刘玲：《建国前土地改革中乡村社会农民心态态势探究》，《求索》2007年第11期。
    ④何友良：《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

⑤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
期。 

⑥李里峰：《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
  

过程。①作者又另文考察了1946年老区土改中的中农的命运，认为中共在理论原则上一直把中
为团结对象，但土改的实际进程却使中农常常处于被打击的境地。中农在土改中起伏不定的命
既和土改的目标、方向及中共的阶级立场、阶级判断有关，也缘于老区农村实际的社会状况
化的农村土改方案和实际的农村社会状况的距离，使得中农处于被挤压的尴尬境地。②杨
了中共在战后实行土地赎买政策的和平土改的可能性，认为虽有政策策略上灵活掌握的发
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土改”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和平赎买政策的反复，可以很清
各地中央局的相关报告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策的倾向性影响至深，中央在决策时不能不考
迁就地方的特殊需要。③ 

关于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及其影响，路文娟认为，从1945年9月至1946年春，由于苏联
响，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部署出现了三次变化，即：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到“让开大路
厢”，再到“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尽管如此，中共得到苏联的支持多于阻挠，在苏方的配合下
占据了南满的旅大地区、整个北满和东满、西满的一部分，从而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
重要基础。苏联撤兵东北后，继续从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援助中共，使中共军队在随
民党军队作战中取得胜利。④ 

___________________ 
    ①黄道炫：《洗脸——1946—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

②黄遗炫：《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南京大学学报》2007
期。 

③杨奎松：《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
④路文娟：《苏联因素对中共夺取东北战略方针演变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2007

期。 

六、中外关系史 

  
    1．整体状况。李兆祥从外交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外交体制，指出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在接受
清外交遗产的同时，通过外交立法，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全面界定和建立了外交最高
配模式和制衡机制，构建起以外交部和外交总长为中枢的外交运作机制和以培养、选拔为
交官养成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民国外交新形象。⑤杨天宏分析了关税会议的事实
指出北洋外交家借助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成功地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并说服与会
了未被华盛顿会议列为讨论范围的关税自主议案，突破了华府条约二五征税的税率规定，
取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设定的外交目标。⑥ 

2．中英关系。吴义雄考察了鸦片战争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在华活动，认为1834
卑事件是中英双方争夺交往原则制定权力的一次较量，体现了中英各自的对外交往体制。
义律为打破僵局，擅自向清政府和广东地方让步，实现了以英国官员身份驻省的计划，既
华关系的主张，更体现其巩固和扩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权力的企图。⑦张俊义利用英美
察了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截取海关结余事件中英国政府内部所做出的反应及冲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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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为避免南方政府反英，希望在承认北洋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强
压迫北洋政府就关余问题与南方达成某种妥协，但因其本国驻华使领和其他列强的反对，
成功。⑧ 

___________________ 
⑤李兆祥：《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8)的外交立法述论》，《民国档案》2007年第2
⑥杨天宏：《北洋外交与华府会议条约规定的突破——关税会议的事实梳理与问题分析

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⑦吴义雄：《权利与体制：义律与1834—1839年的中英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
⑧张俊义：《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历史研究》2007

期。 

  
    关于香港和边界问题，曹英研究了中英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之争，认为
望香港能够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1886年签订的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
确认了香港的外国口岸地位，既体现了英国侵华的强权性质，也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
济发展意识的缺乏。①张子建一反学界否定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中
界划分的观点，认为薛福成在谈判中全力维界，应给与客观评价。②张志勇考察了赫德参
案交涉的活动，认为赫德除了要维护英国利益与清政府统治之外，还有维护自己利益独立性的考
量，所以趁机提出一些扩大海关权利的方案强迫中国接受，亦由此导致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
歧，表现出欲独立处理滇案的倾向。后来在中英“加第士”趸船案、“台湾”号虚假货单案的交
德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③ 

3．中美关系。有关研究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阮家新叙
在华部署及其变化，并评析了美军援华的作用及战略考虑。洪小夏描述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
过程与组织机构，认为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培训敌后游击干部，并组建中美联合游击队，
共。至于其战后被国民党用于内战，与其建立的初衷并无直接关系。④张值荣、渠怀重利用美英
案，考察了国民政府与美英在西藏问题上的交涉，认为英美在西藏问题上存在冲突和差异
然并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主张维持西藏的现状；美国则避免因西藏问题而触怒中
英两国都与西藏分裂势力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在战后都有插手西藏的企图，美国更为积

关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于化民论述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及其谋求中共与美国合作的
为美国为了对日反攻作战，谋求与中共合作。但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由
导的亲美国家，用以对抗苏联在远东的扩张企图。因此，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以对
作。⑥刘中刚、孟俭红描述了中共在1942—1945年间争取美援的过程，认为其所以失败，
个原因，即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利益的逐渐丧失、蒋介石的阻挠。但是通过此举，中共也有所收
获，即向美国和世界展示了敌后抗日的业绩，逐渐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积累了对
验，并吸引了一些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⑦ 

4．中苏关系。唐启华对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放弃在华旧约特权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前的见
苏联政府并非自愿放弃在华特权。1924年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所谓放弃在华
权，只有在“中俄会议”之后才有可能，但“会议”未能获任何具体结果，苏联政府的承诺也化
但北洋政府采取诸多措施，迫使苏联政府同意召开“中俄会议”，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北洋外交的
面。⑧高艳萍、杨红林则认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有其鲜明的特色，它的签订与当
识界的影响有相当关系，特别是在北京，由大学教授、学生、学者、报人等组成的强大舆论
对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曹英：《两难的抉择：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近代史

2007年第4期。 

    ②张子建：《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北段界的划分》，《云南民族大
报》2007年第1期。 

    ③张志勇：《赫德与中英滇案交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讨论
(200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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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阮家新：《抗战时期驻华美军部署及作战概况——兼谈中国战区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地
位》、洪小夏：《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 

⑤张值荣、渠怀重：《抗战前后中美英西藏问题的交涉》，《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
⑥于化民：《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
⑦刘中刚、孟俭红：《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⑧唐启华：《1924—1927年中俄会议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北京政府的外交家形成了巨大压力。①栾景河认为，1937年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期间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开始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历史时期。虽然该
双方还缺乏完全互信的基础上签订的，但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资保障，也为苏联缓
东的日本军事压力。② 

    关于中苏关系对中国的影响，敖光旭研究了1920年代内蒙古问题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交涉过程中，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并终于促使该问题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及思想
学术领域，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独特影响。这反映了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知识
术的变化。③栾景河阐述了十月革命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强调在“以俄为师
中，僵化的“苏联模式”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
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经验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5．中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琉球问题及其引发的日本侵台事件研究。戴东阳认为
臣黎庶昌受命重议球案，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的意旨，最初将球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
待。甲申事变后，随着朝鲜通商开港政策陷入困境，他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
交换”论。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声有色，后期则只是提出书面策略，这与日本立场渐趋
相当的关系。⑤李理、赵国辉认为，1874年日本以琉球难船事件为由出兵“征台”，拉开了日本侵略中
国的序幕。而受雇于日本政府的美国人李仙得实为其中的关键人物，他唆使日本政府接受台
为无主之地的主张，并帮助副岛种臣骗得出兵台湾的口实，又雇船雇人协助日本出兵“征台
    6．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韩(朝)关系。张静、吴振清论述了黄遵宪对
放的促进作用，认为黄著《朝鲜策略》建议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主
国建交，联合拒俄。此策引起朝鲜举国震动，使朝鲜政府决议开放、改革，并经由李鸿章撮合
朝美缔约。⑦王元周认为，近代中国人的对韩认识往往面临情感和思想的困境，体现了近代中
者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相关性，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⑧杨天石论
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各个时期中韩爱国志士之间的革命联系，显见近代中韩友好关系之由
久。⑨郭海燕通过通讯权之争分析了中朝宗属模式的变化，认为中国在与日本争夺朝鲜通
不仅击败了日本，而且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新宗属关系，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
新东亚宗属关系，也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
转变的重要趋势。⑩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高艳萍、杨红林：《北京知识界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19—1924)》，《廊坊

报》2007年第2期。 

    ②栾景河：《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的艰难转变》，2006年1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
第6版。 

③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究》2007年第4期。 

④栾景河：《十月革命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
⑤戴东阳：《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⑥李理、赵国辉：《李仙得与日本第一次侵台》，《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⑦张静、吴振清：《黄遵宪“朝鲜策略”与近代朝鲜的开放》，《南开学报》2007年第2
⑧王元周：《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
⑨杨天石：《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 

⑩郭海燕：《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文史哲》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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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启雄论述了清末民初中暹因争夺华侨而引发的建交谈判。在谈判中，暹方强求中方

罗国王“King”译为暹罗皇帝“Emperor”，为中国所拒，谈判因之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暹罗
属藩，在接受国际法后，开始废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国家定位上改采主权对等、国籍上改采
地主义的国际法。因追求中暹平等地位，以致造成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尤以“名分秩序
化价值冲突为甚。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张启雄：《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历史
2007年第1期。 

  

七、近代经济史 

  
    1．财政金融体制的演化。在财政方面，李爱丽利用粤海关档案，描述了1894年和1905
地方政府两次发行地方公债的过程及不同，认为其结果虽遭失败，但体现并促进了国人公
更新。②潘国旗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认为所发行的公债有一定的
果，在财政手段和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
张东刚比较、分析了近代中国与日本的政府消费支出变动，认为两国均从较低水平基础出
了一种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因两国在支出总量和结构变动上的显著差异，以致
府对各自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尽相同。④ 

    在金融方面，刘克祥对1927—1937年全国中资银行的数量、资本状况、地区分布、资
及规模结构、银行内部业务分工与结构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考察、统计和分析，修正了以往通
用的不少统计数据和看法。⑤朱荫贵探讨了近代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现象，认为这在
后成为企业商号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由于这种现象对银行业利益造成冲击，政府在
年曾颁布禁令，但仍继续存在，这表明中国社会中资金的运行方式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传统
点。⑥刘建生和燕红忠分别对山西票号业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资本与盈利
资力进行了估算。⑦ 

在货币方面，吴景平等人探讨了1930年代初中国建立海关金本位制度的意义，认为这是南京
政府成立初期在财政金融领域内的重要改革之一，从制度层面有效地制止了金贵银贱风潮
税收入所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维持政府的内外债务信用，也为后来的废两改元与法币制度的推行作
了重要的准备。⑧吴敏超论述了1934—1935年关于白银问题的论争，认为当时国内经济学
合经济形势的发展，就美国提高银价的原因和后果、白银外流的防治办法、中国货币改革方案等
题进行的探讨与证明，为后来的法币改革提供了学术资源。⑨陈昭引进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国近代货币供给内生型的逻辑建立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函数，并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
据此指出，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主要受到收入和价格的影响，是一个内生变量，政府没有能力控制
货币供给，且价格因素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程度超过收入因素的影响程度。⑩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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