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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朱英，男，湖北武汉人。1956年10月出生。1975年7月高中毕业后成为下乡“知青”，1978年2

月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原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1982年2月本科毕业，考取同校中国近现代史

专业硕士研究生，1984年12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名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研究所所长，曾

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另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教育

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湖北省文史馆馆员等职。曾任台湾政治大学

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珠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

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并多次赴法国、日本、韩国以及港、澳、台出席学术研讨会并

讲学。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辛亥革命史研究。科研成果曾获得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教育部第二、三、四、五届中国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并被评为教育部

跨世纪优秀人才、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

津贴。 

 

二、著作目二、著作目二、著作目二、著作目录录录录： 

1、《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独著。 

2、《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独著。 

3、《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独著。 

4、《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版，独



著。 

5、《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独著。 

6、《商界旧综》，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独著。 

7、《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版，独著。 

8、《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独著。 

9、《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独著。 

10、《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与马敏合著。 

11、《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合著。 

12、《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合著。 

13、《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合著。 

14、《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合著。 

15、《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合著。 

16、《中国经济通史》第8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合著。 

17、《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合著兼主编。 

16、《话说汉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版，合著。 

17、《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合著兼主编。 

18、《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合编。 

19、《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合编。 

20、《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合编。 

21、《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合编。 

22、《商会与近代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合编。 

23、《苏州商团档案汇编》，巴蜀书社2008年版，合编。 

24、《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合著兼主编。 

 

三、三、三、三、论论论论文目文目文目文目录录录录： 

1、《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2、《关于共爱会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 

3、《立宪派阶级基础新论》，《江汉论坛》1986年第5期。 

4、《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5、《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资产阶级》，《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6、《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第8期。 

7、《清末苏州商会述论》，《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4期。 

8、《清末商会“官督商办”的性质与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9、《端方与南洋劝业会》，《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10、《19世纪中日两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家政权作用之比较》，《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11、《清末直隶农会述论略》，《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 

12、《清末商会与辛亥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13、《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与马敏合

撰。 

14、《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5、《关于对比研究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意见》，《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 

16、《清末“官商联盟”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晚清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8、《论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 

19、《清末苏州商会的历史特点》，《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清末广东农会述论》，《学术研究》1990年第4期。 

21、《清末商会的成立与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22、《预备立宪公会拟订商法活动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23、《近代中外商会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24、《关于开拓近代中国商人文化研究的构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25、《清末全国农务联合会述略》，《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 

26、《清末袁世凯经济思想及其影响述评》，《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27、《晚清商人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 

28、《清末新兴商人与民间社会》，《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第3期。 

29、《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拟订商法活动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专辑。 

30、《论清末商会的性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 

31、《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立宪派的关系》，《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32、《论辛亥革命前的农会》，《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33、《近世中国商人的发展与困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5期。 

34、《商人与辛亥革命》，《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1993年第7辑。 

35、《清末苏州商会受理商事纠纷活动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36、《甲午“息借商款”述略》，《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37、《晚清商人尚武思想的萌发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 

38、《近世中国商人的发展与困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 

39、《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40、《论晚清的“昭信股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 

41、《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42、《论晚清的商务局、农工商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43、《近世中国商人发展历程的新探索》，《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44、《清末“新政”性质新探》，《湖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45、《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国书评》（香港）1994年11月总第2期。 

46、《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

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47、《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论甲午战前清政府的矿业政策》，《史学月刊》1995年第3期。 

49、《晚清地方势力的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对策》，《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期。 

50、《晚清史研究的新趋向》，《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1、《公民舆论：清末民初商会报刊的作用与影响》，《东方》1996年第2期。 

52、《晚清商人近代思想意识的萌发及其影响》，《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版。 

53、《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农业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专辑。 

54、《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5、《张謇何时辞去农商总长职务》，《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6、《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及其兴学活动》，《长白学刊》1996年第5期。 

57、《清末苏州商会与反帝爱国运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9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 



 

58、《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59、《张謇与民初的商会法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0、《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1、《试论近代市民社会产生的模式》，《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 

62、《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63、《论民元临时工商会议》，《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4、《论民初商会调和党争》，《江汉论坛》1998年第6期。 

65、《论近代上海商人文化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5期。 

66、《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5

期。 

67、《清末民初国家对社会的扶植、限制及其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68、《梁启超民元临时工商会议演说词平议》，《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69、《论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70、《论清末民初社会对国家的回应与制衡》，《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71、《清末“新政”与社会动员》，《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72、《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73、《清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缺陷及其产生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74、《京师大学堂并非变法失败后的唯一幸存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75、《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中国21》（日）第5卷，1999年3月。 

76、《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77、《中国商人诚信观的发展演变》，《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78、《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79、《晚清商人群体意识与时代使命感》，《历史月刊》（台湾）1999年第11期。 

80、《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

第4期。 

81、《论民初商会对新公文程式的抵制》，《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82、《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83、《清末武汉劝业奖进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4、《近代中国广告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5、《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变革》，《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86、《“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87、《从抗争商会法看民初商会的发展》，《近代中国》第10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年版。 

88、《评清末民初有关政治改良与商业发展关系的论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 

89、《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11期。 

90、《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风尚习俗变迁》，《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1、《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开放时代》2000年第6期。 

92、《商会的崛起及其社会功能》，《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3、《经元善与晚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94、《近代中国商人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理论月刊》2001年第5期。 

95、《重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96、《近代上海商业的兴盛与海派文化的形成及发展》，《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97、《辛亥革命与商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江汉论坛》2001年第10期。 



98、《清政府与辛亥革命前的地方自治运动》，《近代中国》（台湾）2001年总第145期。 

99、《民初孙中山发展实业的思想及活动》，《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100、《中国商人走向国际舞台的新步幅――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的历程及影响》，《近代史

学刊》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1、《论发展商会与行业协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02、《西方商风东渐与近代上海商业文化的产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03、《再论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与改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04、《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05、《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传统特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06、《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 

107、《行业习惯与国家法令――以1930年行规讨论案为中心的分析》，《历史研究》2004年第

6期，与魏文享合撰。 

108、《论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理论月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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