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姓名 论文标题

1 北京大学 张艺维 盐务、吏治与鸦片战争后之困局——以1848—1849年两任晋抚遣戍案为中心

2 北京大学 黄宝撰 “最危险的时候”——华北“自治”运动前期史（1931~1935）

3 北京师范大学 张弘毅 《中日关税协定》签订后中日煤炭输出附加税交涉（1930年5月-6月）

4 复旦大学 陈岭 咸同之际江南政治变动与市镇权力更迭——以吴江盛泽镇为中心

5 复旦大学 丁乙 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沪苏教育界的革命实践——以“打倒学阀”为中心的考察

6 华东师范大学 阎高阳 派系政争与外交——论1919年巴黎和会“铁路统一案”始末

7 华中师范大学 叶宇涛 从书写死亡到死亡书写——张之洞死事三题

8 暨南大学 鄢海亮 两种国民：战后收复区的社会文化生态——以“上海人”与“重庆人”为中心的考察

9 南京大学 白敬文 “文化民族主义”的界限——抗战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文物清理索偿工作的理想与困局

10 南京大学 常国栋 巩洛区国防工事的构筑（1935-1937）

11 南京大学 龚向东 1949年前后英国发布“香港英属”声明的决策与影响

12 南京大学 何鑫 “巨石掀起大波浪”引发的风潮及其反思——“忠王不忠”的学术史

13 南京大学 句国栋 石达开部川西行域民族关系与陈兵细情考论——兼补岭光电《倮情述论》材料一则

14 南京大学 刘永广 殖民耻辱与文化戏谑——“红头阿三”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15 南京大学 肖晓飞 1942—1943年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的历史考察——兼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美军事合作

16 南京大学 杨莉 金陵大学学生来源与毕业走向研究（1928-1937）

17 南京大学 杨向昆、李婕 水陆联运与连云港的经济变迁（1928-1937）

18 南京大学 朱时宇 电波中的权势转移：“二二八”事件中的广播与政争——以台北广播电台为中心

19 清华大学 许存健 地方督抚与庚子赔款的议定和筹措

20 山东大学 王博 浅议抗战胜利后回民参政的身份选项

21 上海交通大学 曹鲁晓 助汪敌康：张之洞在《时务报》之争中的参与

22 上海师范大学 齐超儒 权力、秩序与民众——清末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研究

23 四川大学 李哲 易代之际四川在县知识人的交游与处世（1911-1921）

24 四川师范大学 贾红霞 抗战时期金毓黻史学思想的延续与流变

25 西北师范大学 耿东旭 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扶贫

26 中国人民大学 陈佳奇 战时中共在汪伪沦陷区的抗战动员与绩效评估——以美国驻华领事馆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27 中山大学 胡锐颖 抗战前国民党CC系对学生的控制——以南京学生生活社为中心的考察

28 中山大学 梁倩影 枢臣刚毅南下与己亥政局

29 中山大学 庄帆 章太炎的“正名”观念与《新方言》学理旨趣的关系

30 中央民族大学 李双 政府权威、利益补偿与政区调整——民国时期粤北瑶区设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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