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从 1938年 1月到 1945年 3月,仅国民政府经济部受理并核准的技

术专利就有 442件。钨砂、精锡、纯锑等出口矿产品的成色,皆能达到国际标准。

第九,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工矿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人才, 增强了中国的科技力量, 有

利于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抗战期间, 后方企业一方面委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培训了一批专业

人才, 一方面选派数以千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美国等国家实习或短期考察,培养了一批

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工业化是国力强盛的基础,也是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

完成工业革命,使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经

过落后挨打的屡屡惨重教训而铭刻在心的认识。八年抗战的惨痛教训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没有

强大的经济实力,尤其是重工业基础,就不能有效地抵御外敌的侵略。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其基本

条件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有一定规模的国内市场。而抗战期间中国兵连祸结,人民

生活日益贫困,社会长期动荡, 则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工业的顺利发展。历史已经证明, 中国要实

现工业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的反动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

立,建立民主、自由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作者薛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书 讯

臧运祜著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 ,己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09年 2月出版。

全书 36万字,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报告之修改稿。本书以

!十五年战争时期 ∀ ( 1931# 1945)为中心, 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的第一手档案资料,系统论

述了近代日本从大陆政策到 !大东亚共荣圈∀的亚太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作者认为: 明

治时期是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基本形成时期,大正 # 昭和初年 ( 1912# 1930)为近代日本

亚太政策的初步实施时期, 而十五年战争时期则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时期。

作者还从政策内容的构成与实质、政策实施的程序与手段以及政策目标的追求上,深入考

察了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历史特征。本书对于认识战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对外政策, 也

具有历史借鉴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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