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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办公地点
金花校区

1-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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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 1991．9-1994．7，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工作经历
1986——1991，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搞教学；

1997——，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搞教学。

学术成就简要

介绍；研究生培

养情况介绍；

曹敏，西安工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

室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学科带头人，西安工程大学师德先进个

人。1994 年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其硕士毕业论文《抗战时期的陕西近代工

业》首次提出了抗战时期陕西近代工业发展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近代工业发展的

特点和规律，被认为是“填补了陕西工业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在长期的学习工作中，曹敏教授孜孜以求，不断创新，1994 年至今，主要从

事西北、陕西等区域近现代经济发展史、陕西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史、

陕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陕甘宁边区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

究成果，学术成就丰富，获到该领域学界的普遍认可。在上述研究领域，先后负

责主持和参与了教育部、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教育工委、西安市

等多项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负责主持完成了陕西地方企事业单位的多

项重大项目研究工作；先后在《抗日战争研究》、《人文杂志》、《西北大学学报》、

《纺织学报》、《理论导刊》、《理论探索》、《西安工程大学学报》、《唐都学刊》等

重要期刊、CSSCI、核心期刊、优秀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40 篇；出版了《陕西

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专著 1部；主编和参与编写了《毛泽东思想概论》、《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教材 2部，参与《民国西安词典》、《中国抗日战争大

典》的撰写工作。先后获得陕西省党史委、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教育工委、宝

鸡市政府等多项优秀科研成果奖励。

2012 年以来，开始关注和跟进陕西区域城市发展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

动态，以求在该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为加强陕西区域社会建设提供咨询依

据和借鉴。

在教学研究领域，先后主持和参加陕西省教育工委、西安工程大学等多项教

学科研项目，2010 年，其负责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



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自 2007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招生以来，先后

承担了研究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专题》、《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专题》、《社

会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文

化》等主讲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思想政治

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先后指导研究生 17 名，其中多名研究生毕业论文

被评为优秀等级，并被评为优秀研究生。

学校/部门/系

室职务、荣誉称

号、学术兼职、

社会兼职等；

1.陕西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会理事；

2.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

3.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专业学科带头人；

4.西安工程大学师德先进个人

主要研究方向

1. 中国近现代史；

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3. 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科研项目

1. 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2004 年，主要参加人；

2. 陕西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研究，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

年，负责人；

3. 西安调整产业结构研究，西安市社会科研究项目，现实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负责人，2012 年；

4. 陕西省商品贸易出口发展趋势研究，校企联合项目，负责人，2012 年；

5. 榆林市工业园区建设前期投资论证，校企联合项目，负责人，2011 年；

6. 陕西恒星果汁饮料有限公司新建项目与投资合作咨询，校企联合项目，负责

人， 2008 年；

7. 宝鸡市宝运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改制方案论证，校企联合项目，负责人，2005

年。

学术及科研成果

一、重要期刊、CSSCI、核心期刊等发表学术论文：

1.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CSSCI 核

心期刊)；

2. 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抗日战争研究》，2003 年第 9 期，(CSSCI

核心期刊)；

3.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述论，《人文杂志》2001 年第 4期，(CSSCI

核心期刊)；

4. 抗战时期企业迁陕概况及对陕西经济发展的作用，《西北大学学报》1994 第 4

期，(CSSCI 核心期刊)；

5.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近代纺织工业，《纺织学报》，2006 年第 9期，(CSSCI

核心期刊)；

6. 抗战时期西北近代工的发展及启示，《理论探索》2007 年第 3 期，(CSSCI 核

心期刊)；

7. 论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导刊》，2009 年第 5期，（核心期刊）；

8. 抗战时期陕西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原因探析，《理论导刊》，2001 年第 5 期，

（核心期刊）

9. 20 世纪新中国经济重心西移与西北工业发展，《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9 年

6 期，（核心期刊）；

10.抗战后期陕西民营工业兴衰的原因及启示，《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9&CurRec=132&recid=&FileName=KANG200303002&DbName=CJFD0305&DbCode=CJFQ&pr=


期，（核心期刊）；

11.陕西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核心期刊）；

12.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经济建设，《唐都学刊》，2008 年第 1期（核心期

刊）；

13.抗战时期的陕西近代纺织工业，《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核

心期刊）。

二、优秀期刊、公开发行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生产力研究》、《价值工程》、《陕西经贸学院学报》、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邮电学院学报》、《西安文理学院学报》、《宝鸡文理学院

学报》、《安康学院学报》、《西安联合大学学报》、《宝鸡社会科学》等优秀期刊和

公开发行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30 篇。

三、专著、教材、词典等

1.《陕西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专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2.《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主编，西北大学出版 2002 年出版；

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参编，西北大学学报 2003 年出版。

4.《民国西安词典》词典，参编，2012 年出版；

5.《中国抗日战争大典》，词典，参编，1995 年出版。

四、社会反响：

1. 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抗日战争研究》，2003 年第 9期，2003

年《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述论，《人文杂志》2001 年第 4 期，《人大复

印资料》索引；

3.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化斗争述评,《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
第 3期，《人大复印资料》索引。

五、科研成果奖：

1.《陕西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专著，2007 年获中共宝鸡市委、宝鸡市人民

政府一等奖；

2.《国家两次经济布局西移与西北工业化特点》，论文，获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

究会二等奖；

3. 西部开发与陕西经济发展，2000 年获陕西省教育工委三等奖；

4. 西部开发的动力系统与经济结构研究，论文，2005 年获陕西省教育厅三等奖；

5. 主题性教育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探索，2012 年陕西省人民政

府二等奖，第二完成人；

6.《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多媒体课件，2012 年获全国多媒体课件优秀奖，

第 2完成人。

附件 2：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9&CurRec=132&recid=&FileName=KANG200303002&DbName=CJFD0305&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2&CurRec=119&DbCode=CJFQ&dbname=CJFD9902&filename=XALH200103017&urlid=&yx=


各培养单位导师信息采集联系人

学院代码 学院 姓名 移动电话 E-mail

001 纺织学院 吴 钦 13991335817 xawq67@163.com

002 机电学院 马 林 13609297077 12053658@qq.com

003 服装学院 周 芸 15829787737 183870663@qq.com

004 电信学院 孟昭亮 13772021004 522126127@qq.com

005 管理学院 张克英 13572115025 keerbin@163.com

006 环化学院 丁 涛 13571967776 672074077@qq.com

007 计算机学院 郝筱松 13891960216 64434319@qq.com

008 理学院 贠 玲 13119194727 yunling0800@aliyun.com

009 人文学院 魏 庆 13572953120 wqjason@163.com

010 思政部 郭 松 13991287127 125268907@qq.com

011 艺工学院 朱海涛 13572460682 1402441945@.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