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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莫桑比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田泽勤主任为中心研究生作讲座

6月 22日下午，中国莫桑比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田泽勤主任应

邀做客人文大讲堂，为上海师范大学非洲中心研究生作了题为“中国

农业合作的实践与思考：来自莫桑比克的经验”的讲座。

田主任为与会学生介绍了中国援助莫桑比克的主要情况。2007

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在莫桑比克援建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启

中莫农业合作新道路。中心建成后，两国政府又签订技术合作协议，

中方派农技专家帮助莫方开展示范中心各项工作。从 2012年 4月中

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正式进入技术合作以来，农业专家们进行了水稻、

棉花、蔬菜的种植试验和畜禽的养殖试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经常接待来自莫桑比克全国的农业专业的师

生、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农业工作者，每年培训人员 500人以上。经

过三年探索，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已经走上了正轨，按照之前中莫

之间签署的协议，技术合作的三年期限在 2015年 5月已经结束。5

月后，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由中国政府无偿援助改为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所有盈利用于示范中心的发展。田主任强调，从 2012年中莫农

业技术示范中心正式运营至今，为试验、示范和推广农业种植技术、

培养莫方农业技术人才、解决莫桑比克粮食安全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2.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大伟访问中心

2017年 6月 29日，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大伟

（David H. Shinn），在美国德州大学马佳士(Joshua Eisenman)博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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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下，访问了非洲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与来访者进行了

座谈，就中非关系交流了各自的看法。中心成员刘伟才副教授、杨廷

智博士和陈志禄老师会谈时在座。

史大伟毕业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曾担任美国

国务院东非事务司司长、美国驻布基纳法索、驻埃塞俄比亚大使。现

在美国高校智库从事美国对非关系、非洲发展问题等问题的研究，著

有《中国与非洲：一个世纪的接触》（2012年）。2016年 5月，史

大伟曾访问本中心。

3. 张忠祥教授等参加“从帝国主义、世界历史及发展的视角看中非

关系”研讨会

9月 14日，“从帝国主义、世界历史及发展的视角看中非关系”

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该校非洲研究所主办，来自复旦

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上

海中医药大学、辅仁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以及东道主华东师范

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 30余人参加了研讨。上海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与会，做了《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关

系的新定位》的发言。非洲研究中心刘伟才副教授做了《从“理想主

义实干”到“空谈”：非洲发展的自造困境》的发言。

4. 舒运国教授的论文再次荣登《新华文摘》封面

非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教授的论文《非洲人口史研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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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 18期转载，并且成为该刊封面文章。

舒教授对非洲人口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早在 1996年就出版专著《非

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2014年舒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多卷本非洲经济史”以来，继续关注非洲人口史研究的最新

动态。

其实，舒教授的论文不止一次荣登《新华文摘》封面。舒教授的

论文《中国对非援助：历史、理论和特点》，成为《新华文摘》2012

年第 24期封面文章。

5. 厦门大学黄梅波教授访问中心

9月 25日下午，厦门大学黄梅波教授访问了非洲研究中心。中

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向客人介绍了中心的概况，并就非洲经济和中非经

贸研究、研究生教学和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探讨，达成了初步的合作

意向。

黄梅波教授，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厦门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联合国贸发会议“负责任的主权借贷行为”专家组成员，中

国商务部国际投资专家委员会特邀专家。近年来，黄教授研究中国对

非援助，著《中国对非援助及投资效应研究》等。

6.张忠祥教授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发表论文

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在《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 3期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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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尼雷尔非洲统一观析论》。该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

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的阶段成果。

7. 张忠祥教授当选为第十届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

10月 20-22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2017年换届大会暨“一带一路

与非洲发展”学术会议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会议由中国非洲史研究

会主办，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我校人

文与传播学院非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主任张忠祥、副主任刘

伟才和成员王南、杨廷智出席会议并分别做了会议发言，中心博士研

究生杨敬、石海龙、彭炫棋等也参加了会议。换届大会由舒运国教授

主持，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会和领导机构，舒运

国教授被聘为研究会顾问，张忠祥教授当选为研究会副会长，刘伟才

副教授当选为研究会理事。

会议还以“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为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分别

由“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发展的前景、“一带一路”与非洲国别研

究、“一带一路”与非洲政治安全、“一带一路”与中非人文交流四

个分主题会场和一个青年论坛组成，其中青年论坛是中国非洲史研究

会首次设立。张忠祥教授担任了“一带一路”与中非人文交流分会场

的主持人，王南研究员做了“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发展前景分会场

的主持人，刘伟才副教授担任了青年论坛的主持人。

会议期间，四位老师分别在大会主会场和所属分会场进行了发言。

舒运国教授做了《关于非洲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的大会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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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祥教授做了《从非洲内部视角探索非洲史学——评<非洲史学实

践：非洲史学史>》的发言，刘伟才副教授做了《19世纪欧洲人非洲

行记得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初探》的发言，杨廷智讲师做了《解析索马

里兰的混合型政治制度》的发言。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成立于 1980年，是中国研究非洲历史的群众

性学术团体，会址设在北京大学，现任会长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安山。

研究会成立 37年来，已经历了 10届理事会，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30余次，就非洲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中非关系等内容进行学

术研讨，产生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为国内非洲研究领域的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8. 舒展大使为中心的研究生做讲座

2017年 10月 26日下午，我国前任驻卢旺达大使、中国非洲史

研究会副会长舒展先生，在学院 708会议室，为我校人文学院非洲研

究中心的研究生做了一场题为“当代中非关系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

学术讲座。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

舒大使的讲座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自己学习工作的体会，中非

关系发展的历史，研究非洲历史的一些方法。首先，舒大使结合自己

当时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认为研究历史是十分重要的。其次，在谈到

非洲历史的研究时，舒大使强调要重视档案资料的运用。这是因为：

第一，人的记忆力总会有遗漏；第二，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

我们必须重视档案资料。同时也要重视口述史，并且利用档案和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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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对口述史的材料进行印证。对非洲历史进行研究时，我们必须要

结合各方面的材料，借助多方面的档案材料，要尽可能客观地对非洲

历史进行还原。舒大使也告诫同学们要心存敬畏精神，我们的知识是

有限的，研究时要考虑各种因素，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最后，与同学

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互动交流，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详细地

解答。

舒展大使在非洲工作三十多年，先后担任过我国驻纳米比亚共和

国大使馆参赞、驻南非共和国大使馆参赞、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驻卢

旺达大使等职务，现在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9. 张忠祥教授出席“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学术研讨

2017年 12月 1日至 3日，“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学

术研讨会在浙江丽水市召开，会议由丽水学院民族学院主办，来自国

内从事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 30余人与会，就“世界

近现代史进程中民族和民族建构”、“移民融入与政策研究”、“欧

美国家少数民族政策与历史现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全球传播”

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与会，做了《非

洲国家民族建构的特点——以坦桑尼亚、卢旺达和肯尼亚三国为例》

的发言，并担任一个时段的评论人。人文与传播学院的陆伟芳教授也

出席了会议，做了《全球城市伦敦的未来：人口统计中的民族多元密

码》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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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杨洁勉研究员莅临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12月 7日下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国

际关系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杨洁勉研究员来到我中心，为大家带来

了一场题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彩报告。此次讲座由非

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忠祥教授主持。

杨教授为我们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他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但

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非常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

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

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等。

而就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与风险，杨教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强调，中国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所以我国必须要有一个具

有自身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杨洁勉教授为我们回顾了过去五年我国

在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说，过去五年我们所面临的外部挑战远

比预料的严峻，但是我们取得的成绩也远比预想的要大。最后，杨教

授向我们展望了今后五年我国外交前景。他认为，未来五年我国外交

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心研究人员、在读硕博士生以及其他专业方向的老师和同学也

到场聆听讲座。

11. 中心推出《非洲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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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非洲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由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出版，这是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推出的第四份《非洲经

济发展报告》。自 2014年开始，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为了保

持和深化非洲经济研究的特色，发挥教育部基地的智库功能，编辑出

版《非洲经济发展报告》，每年推出一期，每期有所侧重，本期侧重

“南部非洲工业化和中国与南部非洲产能合作”。

本报告得到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外交部“中

非智库 10+10合作伙伴计划”、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发展

报告项目以及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世界史建设项目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