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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就王毅赴南非出席 G20 外长会，接受《中国青年报》采

访 

2 月 20 日至 21 日，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应

G20 主席国南非外长拉莫拉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

席此次 G20 外长会。这是王毅自今年 1 月访问非洲 4 国后，再次踏上非洲大陆。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

访时表示，王毅时隔 1 个月再度访非，参加 G20 外长会，表明了中国对多边主

义的倡导，旨在加强中非之间的合作，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中方支持南非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一事，张忠祥教授

认为，支持非洲联盟加入 G20，体现了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倚重和相互支

持，中非是彼此信赖的真朋友，也是命运共同体。 

 

2.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上海总部国际业务部负责人沈忠浩一行访问我中心 

2025 年 4 月 15 日，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上海总部国际业务部负责人沈忠

浩一行三人，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我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与客人

进行了座谈。张忠祥教授向客人介绍了中心的研究领域及特色，并回应了客人

提出的问题，并就今后加强双方的合作达成初步意向。 

 

3.中心主编《非洲经济评论》（2023-2024）出版 

《非洲经济评论》是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连续出版物，

于 2012 年正式创刊，本辑是第十一本，标志着第二个十本的新篇章即将开启。 

《非洲经济评论（2023-2024）》由张忠祥、汤诚主编，汤诚为执行主编，

由上海三联书店于 2025 年 4 月正式出版。本辑主要设有两大主题：泛非主义与

非洲一体化文献与非洲经济研究。前一个主题主要收录了现任非洲联盟驻华代

表处常驻代表拉赫曼塔拉·默罕默德·奥斯曼（Rahamtalla M. Osman）在中国

非洲研究院十二届大使讲坛上所发表的演讲，以及非洲政要的演讲精选，后一

个主题则主要聚焦于非洲大陆的最新的经济问题，就非洲数字经济、西非法郎

改革、南非开拓中国客源市场、“一带一路”下的中刚合作、尼日利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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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主题进行阐释。同时，本辑延续了之前的传统，附录了最新的非洲经济

相关数据。 

 

4.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译著《非洲现代经济史：十九世纪》出版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译著《非洲现代经济史：十九世纪》于 2025 年 4 月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非洲现代经济史：十九世纪》一书以 19 世纪作为主要历史背景，深入剖

析了非洲经济的复杂脉络，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多元、动态且具有内在动力的非

洲经济全景。作者从非洲本土学者的视角，详细讨论了殖民主义进入非洲后给

非洲大陆各区域带来的巨大变化，涵盖环境和人口变化、农业生产、矿业和制

造业、国内贸易和区域贸易、国际贸易和帝国主义等诸多内容，在史料和史观

上，至今仍对非洲历史和非洲经济领域有着深入影响力。 

  作为目前非洲经济史研究领域仅有的几本权威著作之一，《非洲现代经济

史》在出版第二年便获得非洲图书界至高荣誉“诺马奖”。评委会颁奖词写道：

“该书体量宏大，史料丰富，构思巧妙，是深入研究 19 世纪非洲经济史的一部

力作。这一开创性的著作将非洲经济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5.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出版研究生教材《非洲史十五讲》 

当前，文明交流互鉴日趋成为时代大势，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日益受

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在中非合作日益紧密的今天，想要真正理解作

为发展伙伴的非洲，就需要加强对非洲的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知晓、了

解非洲漫长的发展历史。而张忠祥教授所撰写的《非洲史十五讲》一书事实上

也就顺应了这一时代需求。该著作由上海三联书店 2025 年 4 月出版。 

  作为一部非洲史领域的研究生教材，张忠祥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积累，

选择在《非洲史十五讲》中以专题而非通史的形式向读者展现出非洲大陆发展

进程当中诸多重要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突破历史发展的线性束缚，通过多角

度、多问题切入来展现非洲历史发展的多元动力机制，以利于研究生了解学术

前沿，进一步锻炼学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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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容上看，《非洲史十五讲》共设十五讲，基本涵盖了古代非洲黑人文

明、传统非洲社会、殖民主义、非洲独立后发展、泛非主义与非洲一体化、新

南非的政治经济与外交，以及非洲复兴等当下学界较为关注的议题。同时，在

导言中，张忠祥教授还对非洲史的资料问题、国内学界的研究态势等关键问题

做了解答。这不仅能够为新生提供非洲史相关的入门内容，同时也能为高年级

研究生提供选题与资料查找方面的参考。   

  作为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不仅注重学术研究，同时还十分强调要增强非洲史的教学与培养。中心荣誉主

任舒运国教授就曾编纂《非洲史研究入门》一书，以为非洲历史与文明的学习

者提供一部全面、实用的工具性指南。此次《非洲史十五讲》一书的出版，是

非洲研究中心在非洲史教学方面所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6.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新著《南部非洲水史》出版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的新著《南部非洲水史》于 2025 年 4 月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 

水，是南部非洲的史诗作者，也是沉默的历史证人。本书以千年时空为经

纬，以水为镜，穿透非洲“水危机”的迷思，还原这片土地上河流、湖泊与地

下水的真实叙事。 

  从铁器时代班图人的梯田灌溉智慧，到大津巴布韦石头城的水道密码；从

殖民者以水电站重构的权力版图，到开普敦“零水日”危机中的全民觉醒……

本书揭开南部非洲被遗忘的水记忆，还原一部“水与权力”的隐秘编年史。通

过“共享、掌控、发现、构建分享”五重历史变奏，揭示水如何成为族群迁徙

的推手、帝国博弈的筹码与现代性困局的缩影。书中既有洛兹族祈雨仪式的文

化基因，也有卡里巴大坝撕裂的传统社会；既有种族隔离水法的制度暴力，也

有莱索托高地计划的国际角力。每一滴水，都在诉说非洲的伤痕与韧性。 

水问题一直是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的关注点，此书

的出版标志着中心对南部非洲地区水问题研究的再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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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心两位博士生和两位硕士生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5 月 25 日下午，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两位博士生赵文杰、梁凯宁顺

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们的指导教师为张忠祥教授。答辩委员会成员包

括舒运国教授、沐涛教授、林广教授、王冰教授和洪庆明教授，其中舒运国教

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 

赵文杰的论文题目为《尼日利亚北部酋长制度研究（1897-1979）》。论文在

尼日利亚北部酋长制度三大阶段的历史回顾基础上，分别探讨了该地区酋长制

度在王位继承制度、税收制度和教育发展三方面的具体情况和表现特征，并得

出相应结论，比如：酋长制度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具有妥协能力；酋长在

基层经济参与和地方政治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酋长制度成为地区文化的象

征，体现出下沉过程中的向“下”扎根能力；西式教育和传统教育一道成为酋

长进行自我扩张的重要保障。此外，当外部力量纷纷控制或利用酋长制度时，

酋长也在反向利用这些力量以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发展要求。酋长制度的成

功保留与其具备的调整、创新、适应、融合等能力相关，这些能力有助于其嵌

入现代发展进程，从而不断延续其现代生命力。 

梁凯宁的论文题目是《20 世纪南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首先，论文在

收集、翻译和整理运用大量的原始外文文献的基础之上，阐释了南非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代表性人物，并对其特征、学术成就和和社会

贡献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其次，论文使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第一章、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对 20 世纪南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研究，包括

对其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进行了较大篇幅的分析和阐释。在第三章、第四章主

要聚焦于对这一史学的代表性人物“三大先驱”“四大金刚”的个案研究，包括

对他们的学术人生与历史书写、史学观点以及代表性史学作品等分别进行了具

体阐释；最后，论文重视史学刊物和史家的史学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较好地勾

画了南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谱系，这为推动非洲史学和全球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答辩结束后，经答辩委员会表决，一致同意以上 2 位博士生通过论文答辩，

并建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予他们博士学位。当日上午，中心硕士生段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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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张忠祥教授）、伍岳峰（指导教师：张瑾副教授）也顺利通过硕士

学位论文答辩。 

 

8、舒运国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非洲经济史》”结项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下发通知，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非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非洲经

济史》”正式结项，并获“良好”评级。 

“多卷本《非洲经济史》”是中国非洲史研究中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攻关项目。项目立项后，首席专家舒运国教授组织国内从事非洲史研究尤其

是非洲经济史研究领域有积累的专家，围绕非洲经济史的理论、资料、分期、

发展逻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定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性等重大问题展

开资料搜集和整理、书稿撰写和修改、赴非实地调查、会议研讨等工作，共同

协调推进，经约十年，完成了五部共计约 130 万字的书稿。其间，课题组还发

表论文 46 篇、出版著译作 7 部、编辑出版连续出版物《非洲经济评论》7 辑和

《非洲经济发展报告》3 辑、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3 次。 

 

9、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参加第四届中非经贸合作岳麓论坛暨第二届非洲

区域经济与中非经济合作论坛并作大会主旨演讲 

2025 年 6 月 14 日，第四届中非经贸合作岳麓论坛暨第二届非洲区域经济与

中非经济合作论坛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会议由湖南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

亚非洲所联合举办，由湖南大学非洲研究院承办。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参

加本次论坛，并在大会主旨演讲环节做了题为“非洲经济转型新特点与中非经

贸合作新趋势”的发言。 

 

10、中心邓哲远博士赴塞内加尔达喀尔参加“第三届非洲-亚洲：知识新轴心会

议节”并作口头报告 

 2025 年 6 月 9 日至 15 日，中心特聘副教授邓哲远博士前往西非国家塞内

加尔首都达喀尔，参加由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等机

构联合主办的“第三届非洲-亚洲：知识新轴心会议节”。会议吸引了全球各地

数百名学者和艺术家的参与，共同探讨亚洲与非洲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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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邓哲远博士在先前调研的基础上，做了题为《达喀尔“唐人街”

中的中国穆斯林与宗教相遇》的口头报告，讨论了在达喀尔经商的中国穆斯林

这一尚未有相关研究的群体。会议之余，邓哲远博士还走访了达喀尔当地的中

国穆斯林群体，为论文的后续修改收集了更多资料。 

 

11、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青年教师做讲座 

2025 年 6 月 26 日上午，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为北京

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青年教师做了题为《区域国别研究背景下的国家社科基金

申报》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副教授王婷主持。 

 

12、中心博士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的 2025 年非洲热点问题论坛（国际） 

2025 年 6 月 26 日-27 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非洲学院、非洲研究中心

与乌干达发展观察中心联合举办的 2025 年非洲热点问题论坛（国际）——全球

秩序变革与非洲发展在北京与乌干达坎帕拉同时举行。我中心博士陶陶与中心

博士研究生王康旭参加了此次会议。陶陶的发言题目是《莫迪博·凯塔货币独

立的探索-马里法郎》；王康旭的发言题目是《从“西方本位”到“非洲中心”--

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洲黑人文明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