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综述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 年 7 月 6 日，省社科联联合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省历史

学会、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省中共党史学会、省新四军研究会、省

周恩来研究会、省世界史学会、省钱币学会在南京共同举办“铭记历

史警示未来，矢志复兴捍卫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

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由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陈飞部长主持。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省人大原副主任、

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柏苏宁，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崔连杰，

原 28 军副政委、新四军老战士李剑锋，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刘德海，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省委宣传部理论处

处长李扬，省历史学会会长周新国等领导出席大会开幕式。崔连杰、

刘德海、周新国分别在开幕式致辞，来自全省各地的论文作者近 100

人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学者从不同的领域、以多维的视角深刻剖析了抗日战

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诸多问题，总结反思了其中所

蕴含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启迪，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更加广阔的视野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抗日战

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便与当时整个国际

大局势联系在一起。抗战初期，正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妥协

才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者敢于孤注一掷，发动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

在战争爆发前后在一直努力争取西方各国对这场战争的干预，然而收

效甚微。反倒是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中国抗

战早期对日空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前人的著述堪称汗牛充栋，但在本次会议上仍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

研究成果。如南京大学陈仲丹教授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太平

洋战场的中国战区》，将中国抗战放到整个世界的大格局下进行研究，

指出：中国抗战在整个二战战场中延续时间最长，抗击最为勇烈，极

大地影响了严太地区以至整个二战战场局势。南京政治学院军史系白

纯教授的文章《东京审判对战后日本的影响分析》，则以东京审判为

枢纽，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了战后日本几十年的变化。南京大学历史系

王睿恒的论文《正在崛起的抗日英雄：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

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从美国官方宣传的角度来探究抗战时“中国形

象”的塑造，对深入了解抗战时期中美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南

京政治学院杜人淮教授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融合发展军事经济的历史

考察》



抗日根据地对敌伪货币斗争的政策及其演变。

二是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进行反复探讨、深入挖掘。抗日战争

史的研究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在很多年前就已卓然自立。很多

一流的学者在此园地默默耕耘，更结出了累累硕果。尤其是与江苏抗

战相关的几个重要课题，如南京大屠杀，南京保卫战，新四军茅山抗

日根据地等研究成果，皆堪称丰硕。但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整理及新理

论、新视角的转换，每一代学人都有责任对历史做出新的考察，得出

新的认识。江苏省社科院的孙宅巍研究员，多年前就曾对南京保卫战

做过精密考证，而此次会议上提交的《论南京保卫战的历史地位与影

响》，史料、观点仍能让人耳目一新。新四军抗战史研究的专家、南

京大学马洪武教授，则在此次会议上重新阐发了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

期的历史贡献，意义非凡。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历史

系教授经盛鸿先生联系历史与现实，提交了《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设立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对我们理解南京大屠杀

及今日对南京大屠杀的隆重纪念有了更多的帮助。此外，抗战时期中

日的空战在学术界也是广泛关注的问题，作为当事人的陈纳德等人也

曾经写过许多重要回忆录。而高萍萍提交的论文《抗日战中日首次空

战述评》，独辟蹊径，避开 1937 年 8 月空军的首次大捷，转而探讨

1932 年在淞沪抗战中日空军的首次交锋。毛泽东曾在抗战时期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无疑是党史军史专家数十年

来关注的焦点。这个著名论断也牵引着我们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贡献

作出客观公允的认识。南京大学王德宝教授在题为《中共在抗日战争



中独立自主的全面创新》的文章中，总结了中共军队抗战独立自主、

全民抗战等诸多历史特征，推进了我们对中共抗战及中共军队发展的

认识。何立波副教授的论文《抗战文化与文化抗战：论毛泽东对抗日

战争的“文化书写”》则以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文化工作的论述为中

心，考察了边区政府的文化建设，认为“在毛泽东抗战文化思想的指

导下，边区和我军抗战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壮大了抗战力量，

宣传了党的主张，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多样性的文化

局面”。

三是对抗战时期存在的两个战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抗日战争

中并存着两个战场和两条抗战路线，都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

贡献，今天已成为各界共识。2005 年，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曾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

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

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

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

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

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

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

灭了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主战场。”社科院近代史所张海鹏会长也曾说过：“抗日战争是一

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认识下实现对



日作战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际上存在两个领导中心，

国民党是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中心。”这些论断对我

们理解抗战时期的两个战场都有指导性的意义。在本次研讨会上，李

峻教授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江苏的合作与摩擦》，具体

探讨了在江苏省内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进而指出：“国共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在江苏境内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配

合，有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也有限制与反限制、摩擦与反摩擦的斗

争。”汪玉明在《试论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围绕江苏接收问题的博

弈》则更多侧重于抗战后期两个战场的矛盾与冲突。也有与会学者针

对关于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言论进行反驳，从总体上认识

两个战场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国共两党、两个

战场对抗战作出努力及彼此相反相成的关联。

四是以更加强烈的现实关怀介入历史研究。当今社会时刻都处

于激烈变动之中，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历史经验似已不足为我们将

来的生产生活提供全面指导，但它毕竟仍是人们面对未知与未来的重

要思想资源。宋儒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名言，“反求诸己”

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回向我们自身的历史去寻找问题之源，进而提出解

决方案。当代的历史研究，固然不必时时讲求经世致用，但无论何种

历史观，似都不能否认当下现实始终是学术研究的基点。重视历史、

研究历史，注重从历史的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悠

久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早在延安时期，



主席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特别是党史国史军史的极端重要性，并作出一

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将引导我们更加慎重的对待历史留给我们的

重要资源，发掘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中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本次会议

上也表现的非常突出。穆永民教授在论文中主要探讨“抗日战争胜利

对我们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启示”，将历史、现实与未来冶为一炉。

王茂华先生的论文从当前军队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发，谈到弘扬

和传承新四军“铁军精神”的重要性，并提出“从抓教育入手，实现

资政育人”的办法。经盛鸿教授从近代日本侵华的历史中去探寻“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提醒当前我

们日本右翼势力的潜滋暗长。刘鹏的论文虽然只谈抗战时期中共军队

反腐倡廉建设的诸多面相，有心的读者当能了解此文背后浓厚的现实

关切。此外，还有诸多与会者谈到抗战时期文化工作对当代军队文化

建设的启示，海军抗战对今日中国海军建设的意义等等，不能一一详

述。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饱含着现实关怀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

坚实的史料研究基础上的，并没有太多空泛的议论。考证详明，结论

观点自有说服力。这个踏实的学风也为此次所有参会论文所共通，在

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本次学术会议较高的学术水准，这正是一种实事求

是的科学研究的态度。

（南京政治学院 李雷波 整理）



新常态下促进江苏经济转型升级的创新思路与举措

——“经济发展新常态与经济转型升级”学术沙龙综述

2015 年 7 月 16 日，由省社科联主办、省经济学会承办的江苏经

济社会热点观察系列学术沙龙 2015 年第 2 期在省社科院举行。省经

济学会会长、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刘志彪，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

席刘德海，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省委研究室副主任陈向阳，省政

府研究室副主任刘惟蓝，省社科联院副院长吴先满等领导和专家学者

20 余人，围绕“江苏经济发展新常态与经济转型升级”这一主题进

行深入交流和研讨。现将与会领导和专家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江苏要在“十三五”时期引领新常态、经济“上台阶”，转型升

级是关键所在。近年来，江苏紧扣转方式、调结构这个关键，深入实

施转型升级工程和科技创新工程，在新旧动力有序衔接中实现稳健增

长，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区域创新能力、装备制造竞争力稳居全国

前列。但转型升级是一项长期工程，越往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面临

的竞争对手就会越强，竞争压力就会越大。新常态下，全国各地都面

临提升区域创新力、产业迈向中高端的任务，但采取何种路径推进产

业升级则需要因地制宜。江苏有自己特殊省情，需要把握转型升级实

质，找准转型升级“痛点”，精准施策，以新思路、新举措实现转型

升级的新突破。

一、坚持以制造业为核心推动转型升级，围绕提升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发展服务业

转型升级的本质内涵，不是经济结构升级，而是产业升级。前者

是外在表象，后者是内在动因。因此，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



主要不在三次产业占比，而在产业竞争力，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对

比分析表明，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13个国家（地区）均重

视制造业的发展，他们的制造业比重在战后持续上升，直到进入中等

收入 20年之后才开始下降，但即使是到 30年之后，其制造业比重也

没有低于 25%；相反的情形是，那些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地区），更多因为过早地发生去工业化，制造业没有在世界上建立

起竞争优势。因此，江苏制造业优势只能强化，不能削弱，要把制造

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

第一，围绕提高制造业产品核心竞争力来发展服务业。相对于

制造业而言，服务业的生产效率较低。“十三五”时期，江苏要构建

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必然面临一个增速选择问题。但服务

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制造业的萎缩，也不必然带来生产率的下降。相

对于传统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的生产率更高，也

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较高的服务业比

重，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达到的，是更高生产率的表现。因

此，“十三五”时期，江苏在服务业发展中，要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

新兴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功能。第二，以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

造进行转型升级。这是推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重塑和进行产业升

级的一把金钥匙，也是一种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比较容易操作的方

法。第三，利用全球智慧，锻造江苏制造国际竞争优势。江苏要积

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利用全球“大脑”，即全球智慧和资

源的能力，进而培育江苏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二、强化市场淘汰机制，以“盘活存量”实现优质资产向优质企

业集中，消除长期制约转型升级的产业结构病灶



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至少已经出现过六次以上较大

规模的收购兼并浪潮，它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偏差的自动清除机制，

是优质资产向优质企业集中的主要途径，也是技术更新和酝酿新的发

展动力的起点。江苏和全国一样，尚未发生过一次大规模兼并收购高

潮，导致投资活动所累积的误差越来越大，偏向的产业结构成为干扰

发展方式向集约化转型的主要力量。这个问题不能有效突破，产业结

构的病灶无法清除，即使是大量投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量”

资源和货币，也注定会沿袭旧道、增添新乱。

当前，我省苏南地区的发展水平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

韩国大致相当，有条件借鉴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进行结构性改革实

现“减速治理”的成功经验，抓住当前经济增速调整的机会窗口，利

用“减速”重建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增长机制，让减速成为一个清理

“僵尸”企业、“盘活存量”的窗口期。以“盘活存量”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要注意的问题是：一是存量优化的着力点在制造业和基础设

施。第三产业的主要任务是引入新的发展要素，培育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等产业增量。二是要通过存量调整，激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对基础设施的存量投资，以增强资金流动性，鼓励其把盘活的存量

资源重新投入到民生发展上。“盘活存量”的具体做法是，通过较少的

增量投入，带动和盘活庞大的存量资产，激活沉淀资金的流动性，依

靠市场化原则实现资产、产能、人才等流向优势企业。

三、实施民生驱动战略，以激活需求端推动供给端创新，赋予转

型升级新价值、新动力

转型升级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需要从经济与民生相统

一的角度确立转型升级的目标方向和发展思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宅基地明确予以保留;六是探索农村集体土地有序进入城乡一体化土

地市场的可行性与路径。

（省经济学会吕永刚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