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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利用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档案馆以及南
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山西省、天津市图书馆所藏的地方文献档案与日文资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
治安强化运动”的起因、日本侵华政策结构性调整后的态势，基本理清以往较少阐述的“治安强化运
动”的来龙去脉，较为清楚地分述了“治强运动”期间日伪政权在“军事战”、“政治战”、“经济
战”、“思想战”诸方面的作为，对以往较少涉及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敌我双方的心态变化也做
出了尝试性的评述，还对日伪政权统治政策调整后在华北实施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在江南地区展开
的“清乡”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以观照“治安强化运动”在华北乃至整个中日战争态势中的地位及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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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 沛 男，1964年6月生，天津市人。
1989年在南开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1993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社会兼职有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会员暨高等院校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
事、天津市李大钊研究会理事等。
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和当代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几年来，为本科生、硕士生开设有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专题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
史专题研究、“文化大革命”史专题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专题等课程。
1991年被评为南开大学优秀教师，1998年被评为南开大学优秀青年教师。
在科研上，著有国内第一本全面评述红卫兵运动史的学术专著《红卫兵狂飙》，合著、主编的学术著
作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民国史纪
事本末》第三卷等六部，另有三部即将出版。
在《近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日本《中国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
篇。
其中，合著《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一书，获天津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比一等奖(1993年)和首
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比历史类二等奖(1995年)；合著《百年风云》获天津市图书奖(1994年)和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5年)；《试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的社会变迁》一文获天津市中共党史学
会评比一等奖(1995年)；《南京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一文获天津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评比青年佳作奖(1996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一书，获第二届高等院
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历史评比三等奖(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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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言第一章 研究的前提一、课题界定二、学术史整理三、研究思路与重点第二章 日本对华战略的调
整一、“长期战”下的华北政略二、华北“治安”对策与实施三、汉奸势力重组四、拉启“治运”帷
幕第三章 “治运”过程概述一、第一次：1941年3月30日～4月3日二、第二次：1941年7月7日～9月7日
三、第三次：1941年11月1日～12月25日四、第四次：1942年3月30日～6月中旬五、第五次：1942年10
月8日～12月10日第四章 “军事战”：扩大“治安区”一、“烬灭作战”二、“集家并村”三、“囚
笼政策”四、苦难人流五、暴行记忆第五章 “政治战”：巩固“治安区”一、枪刺下的“自治”二、
扩充训练自卫团第六章 “经济战”：掠夺与封锁一、物资封锁二、掠夺性建设三、劳工输出四、合作
社运作体系五、民众生活实态第七章 “思想战”：文化与教育的奴化一、“大东亚共荣圈”的喧嚣二
、伪新民会的变异三、日伪舆论的兴起四、奴化教育的实施第八章 “治运”与“清乡”比较一、政策
比较二、特征异同三、作用异同第九章诸种心态的观照一、日军：残暴与异化二、伪职人员：迷乱与
苟安三、平民：恐惧与仇恨四、抗战人员：不屈与希望结语 “治运”与中日战争态势一、华北抗战态
势恶化二、中日双方压力变化三、竭泽而渔必然失败附录一 日伪“治安强化运动”大事记附录二 参
考文献举要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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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伪“治安强化运动 ”研究》利用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档案馆以及南
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山西省、天津市图书馆所藏的地方文献档案与日文资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
治安强化运动”的起因、日本侵华政策结构性调整后的态势，基本理清以往较少阐述的“治安强化运
动”的来龙去脉，较为清楚地分述了“治强运动”期间日伪政权在“军事战”、“政治战”、“经济
战”、“思想战”诸方面的作为，对以往较少涉及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敌我双方的心态变化也做
出了尝试性的评述，还对日伪政权统治政策调整后在华北实施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在江南地区展开
的“清乡”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以观照“治安强化运动”在华北乃至整个中日战争态势中的地位及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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