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站已经全面改版，信息正在更新中，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bingsanxu@yahoo.com.cn

-- 研研研研究人究人究人究人员员员员    --

研究人员

【基地【基地【基地【基地档档档档案室】案室】案室】案室】

基地档案室

【基地沙【基地沙【基地沙【基地沙龙龙龙龙】】】】

基地论坛 基地刊物

【基地人才培【基地人才培【基地人才培【基地人才培养养养养】】】】

考研信息港 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论坛 研究生文章

请输入关键字

-- 研研研研究人究人究人究人员员员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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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55年6月生，四川雅安人。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近

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担任华中师范大

学校长，主要社会兼职还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教育

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评审组成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委

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经济史学会副

会长等。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多次应邀赴美

国、日本、香港、台湾出席学术会议和讲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科研成果获湖北省青年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成果奖、教育

部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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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2000年版。 

14．《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审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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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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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论论论  文文文文 

1．《我国第一部正式商法》，《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2．《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 

3．《清末江苏裁厘认捐活动述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 

4．《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英文版1987年第4期。 

5．《论孙中山的伟人品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6．《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7．《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合撰。 

8．《清末苏州商会组织系统试论》，《江海学刊》1988年第6期。 

9．《过渡特征与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0．《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辛亥革命史丛刊》（第9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 

11．《艰难的蜕变——解放前后的华中大学与韦卓民》，章开沅等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

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2．《甲午战前李鸿章对局势的判断论析》，《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期。 

13．《韦卓民先生宗教文化观述论》，《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 

14．《中国与日本的“士商”》，《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5．《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历史研究》1996年第1 期；《中国社

会科学》（英文版）1997年第3期。 

16．《抗战期间教会大学的西迁──以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6年第2期。 

17．《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8．《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与现代化》，《中国研究》（日本），1996年第7期。 



 

19．《中国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华中大学个案分析》，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

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0．《抗战期间高等院校内迁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专辑。 

21．《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22．《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3．《有关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的几点补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4．《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25．《试论晚清苏州的“市民社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版。 

26．《晚清绅商阶层与辛亥革命》，《华中师大学报》1991年专辑；《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

国——1990-1999年辛亥革命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7．《抓住机遇，再现传统学科风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28．《日本高校历史学科教学课程情况及其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2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论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日）2000年第11

期。 

30．《商战：中国近代思潮的一个侧面》，《人文论丛》2000年第11期。 

31．《绅商名辩及其社会内涵》，《学人》第15期（2000年）。 

32．《建构民国时期（1912－1949）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几点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第1期。 

33．《“绅商”词义极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4．《论孙中山的现代国家建设思想及其特征》，《郧阳师专学报》2001年4期。 

35．《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36．《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第5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 

37．《晚清形成中的“市民社会”——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牛津大学

出版社2001年版。 

38．《基督教会与近代湖北的教育卫生事业》，台北中原大学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论文

集》，宇宙出版社2001年版。 

39．《略论辛亥前后商人司法意识的变迁》，《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2年版。 

40．《重视研究生德育工作创新》，《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3年第2期。 

41．《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2．《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3．《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44．《荆楚文化与近代湖北工商业的发展》，《光明日报》2004年6月22日，合撰。 

45．《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理论月刊》2004年第6期。 

46．《语法书：马希曼是否抄袭马礼逊》，《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 

47．《西部大开发研究的历史意识》，《中国21》第19卷，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2004年版，

合撰。 

48．《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周国新编：《中国近代化先驱：状元实业家张謇》，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4年版。 

49．《建立现代大学体制的观察与思考——美国高等教育的启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

报》，2005年第1期。 



50．《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合撰。 

51．《加强领导者能力建设 促进大学跨越式发展——华中师范大学的探索与实践》，《国家教

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1 期。 

52．《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中国商会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53．《政府职能转变与商会组织的作用》，《中国商会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54．《营造一个和谐发展的地方社会——张謇经营南通的启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

第2期。 

55．《以评促建 抓好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各个环节》，《中国高等教育》2006年第2期。 

56．《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统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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