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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領域  

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中國近現

代博覽會史、中國近代教會大學史、辛亥革命

史等研究 

 

學  歷 

1985-1987 華中師範大學 歷史學 博士學位 

1981-1984 華中師範大學 歷史學 碩士學位 

1977-1981 華中師範大學 歷史學 學士學位 

  

教學經歷  

1989 年 7 月至 1992 年 1 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訪

問學者。1997 年 4 月至 10 月在英國牛津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2011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擔任華中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兼任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首任院長、華中師範大學副校長、校長。現任教育

部首屆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教材編寫組主要專家，

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社科基金（歷史）評審組成員，中國歷史學

會副會長，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理事，

 

 

 

 

 

照片 



 

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湖北省學位委員會委員。 

 

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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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著作 

1. 《微言希聲——馬敏談史論學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2. 《基督教與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3. 《商人精神的嬗變：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商人觀念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4. 《督教在華傳播及其文化教育事業》，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類關懷機構 2006

年版；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 年增訂版。 

5. 《拓展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6. 《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初版，華中師範大

學出版社 2004 年修訂版，韓國新書園 2006 年韓文版、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 

7. 《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精神觀念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版。 

8. 《馬敏自選集》，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版。 

9. 《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合著，巴蜀書社 1993 年版。 



 

10. 《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 

主編 

1. 《中國近代商會通史》（四卷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 年，主編、合著。 

2. 《博覽會與近代中國論文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年，主編。 

3. 《包鷺賓學術論著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主編。 

4.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二、三、四、五、六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

主編。 

5. 《中國文化教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主編。 

6. 《中國經濟通史（晚清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合著。 

7. 《東方文化與現代文明》，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合著。 

8. 《中國文化概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主編。 

9. 《韋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漢語基督教研究所 2000 年版，主編。 

10. 《中國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研究：1860-1919》，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 

 

社會任職 

1. 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 

2. 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 

3. 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 

4. 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理事 

 

學術獎項 

1. 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跨世紀優秀人才” 

2. 教育部“全國優秀教師”稱號 

3. 人事部“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人選” 

4. 留學回國人員成就獎 



 

5.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