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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_副教授】杜小军 

发布者：  时间：2014-08-26  阅读次数：  

   

   

  杜小军，1970年生，山西省太谷县人。199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1997年7月获得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历史学硕士学位,入山西大学
历史系任教。2003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日本研究中心,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研究室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山西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化及中日近代化比较、日本经济史。   

  主要科研成果 

  专著 

  《日本战后海运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2006年获第四届山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论文 

  1、《近代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干预—以海运造船业为例》，《晋阳学刊》2000年第5期； 

  2、《近代中日对东亚的重新认识浅析》，《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3、《日本战后初期的海运造船与经济复兴》，《日本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4、《近代日本的海权意识》，《日本研究论集·2002》，南开大学出版社； 

  5、《日本模式对我国产业政策运营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02年第6期； 

  6、《浅析转型期日本海运业的发展趋势》，《现代日本经济》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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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本公共科研机构改革及其对我国基地建设的启示》，《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6期； 

  8、《战后日本海运税制初探》，《中国水运》2007年第4期； 

  9、《试论日本航运技术创新中的官民协作》，《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0、《从学界观点看日本经济平成萧条的成因》，《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18期； 

  11、《长崎传习与日本近代海军的初建》，《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12、《也析德国榜样与明治宪政改革》，《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 

  承担项目 

  1、日本的海权问题研究，山西大学校级科研项目 

  2、海运业的制度变迁与日本近现代化，高等学校校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3、山西文化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研究，省、市自治区研究 

  4、明治宪政改革研究，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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