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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静，山东淄博人，历史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先后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农史》《史学月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有多篇被人大复
印资料全文转载和索引，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参加省部级横向课题十余项，参与编写著作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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