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成立中国抗战大后方

研究中心并启动相关研究项目

2009年 4月 26日,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授牌仪式暨重庆市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

重大招标课题 抗战大后方研究  系列项目开题报告在西南大学举行。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代表重庆市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向西南大学正式

授牌建立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既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

是重庆历史文化资源中历史价值最重要、发展现状最薄弱、抢救保护最紧迫的资源,是塑造重庆城

市精神、创造重庆新文化的重要文化遗产。中共重庆市委为传承优势文化资源、建设西部人文高

地,决定实施重庆中国大后方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文物抢救保护、

文献资料建设、档案整理出版、文艺精品创作、文化设施建设、对外交流合作、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等八大建设任务。

为整合研究资源,凝聚研究队伍,市委决定在西南大学建立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

以课题为纽带,深化对抗战大后方史的研究,逐步形成学科交叉、特色鲜明、优势明显, 具有前沿学

科研究领域、优秀学术研究团队和一流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基地。

在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第二批重大项目申报中,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获准委托项目 1项,招标

项目 5项。在授牌仪式后, 举行了重庆市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 抗战大后方研究 系
列项目的开题报告,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的凌承伟教授、徐辉教授、张守广副教授、刘志英教授和潘

洵教授分别就主持的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抗战大后

方金融研究和中国大后方全民抗战研究 5个项目作了报告,抗战史研究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

史所!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荣维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 复

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廷湘分别对 5个项目的开题进行了指导

和咨询,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对重庆整合资源,强化特色,开展抗战大后方研究

给予了充分肯定。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的成立和重庆市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 抗战大后

方研究  系列项目的开题,标志着 重庆中国大后方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  中学术研究和

学科建设工程的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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