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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学术视野中的“彩虹之

国”》

我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07 月 14 日版发表文

章，题为《学术视野中的“彩虹之国”》。本文为张忠祥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非国大与新南非国家治理研究”（21BSS057）阶段性成果。展现出我中

心在相关研究方面的较高水平。

2. 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在《中国与非洲》发表纪念非盟成 20 周年评论文章

《中国与非盟密切合作促进非洲发展——纪念非盟成立 20 周年》（英、法文）

2002 年 7 月，非洲联盟取代非统组织，成为非洲大陆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组

织。20 年来，非盟在推进非洲一体化，维护非洲和平安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倡导多边主义，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一直重视与非盟的合作，并把非盟

看做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之一。本文主要从中国与非盟密切合作推

动非洲发展的视角，对中国与非盟的关系进行回顾与展望。文章着眼于“一带

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 年议程》对接，促进非洲互联互通；中国支持非洲联

合自强、加快推进一体化这两部分，引用详实数据佐证“一带一路”倡议同非

盟《2063 年议程》对接的积极成果。此外，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到

对非盟及其“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建设等合作

框架中来，并积极给予非洲朋友支持与帮助，将中方发展经验、适用技术和资

金与非洲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结合，为深化中非合作不断注入新活力。

3.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受邀为云南大学孔子学院做国别系列讲座

    2022 年 7 月 28 日，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受邀为云南大学孔子学院做国别系

列讲座，就 “一个大洲的外貌、第一面：贝宁、一场歌舞、一顿早饭、一次邂

逅、一个猎狮少年的选择、一个最熟悉的陌生国度” ，分享了她在非洲的经历

和思考。她鼓励云大孔子学院的师生，在了解非洲的基础上，做好准备，充满

信心地与不同文明进行互鉴互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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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中心举办“非洲环境史专题讲座”：《中非环境产业领域合作的历史与潜

力分析》

2022 年 9 月 22 日上午 10 点，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办的非洲资

源史系列专题讲座：中非环境产业领域合作历史及潜力分析在线上举行，本次

讲座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非洲科学院

院士李风亭教授主讲，我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主持。

本次讲座中，李风亭教授通过近一百年来中非合作的历史，回顾更为悠久

的中非文明交流史，继而溯及新中国成立后，中非医疗、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中的“水”要素和非洲发展的关系。李教授结合他在同济大学的工作经验，

介绍了该校开展的非洲城市规划等研讨班进展，认为当前非洲面临水安全问题、

热带病，流行病问题、工业化滞后问题、人口增长问题、城市化和贫民窟问题

等挑战，但李教授相信，通过加强中非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这些问题都可以得

到解决，中非未来合作前景广阔。

5. 我中心举办“非洲环境史专题讲座”：《水历史的缘起和维度》

2022 年 9 月 23 日早 10 点，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办的“非洲资

源史系列专题讲座：水历史的缘起与维度——基于南北非洲一些考察实例的思

考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郑晓云主讲，我中

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中，郑教授衔接国际水历史最新学术成果，结合我国社科研究实

际，讲述了水历史的内涵，演进和意义。他认为：水历史包含水的文明史、水

的技术史、水的环境史、水利工程史等。对于我国水历史的研究现状，郑教授

指出：我国水历史研究目前暂时落后于国际前沿，主要表现为水历史研究集中

于水利工程行业内，缺乏社科人文方面的研究，综合性大学内水历史研究和教

育较少等。随着国内社会科学学者的重视和世界水历史研究的演进，我国水历

史研究正在不断进步。随后，郑教授通过自身在非洲考察时的实际经历，提出

了非洲水历史分为三个层次：本土层次、殖民构建层次、现代层次。通过尼罗

河在不同时期的开发史，古代埃及文明和周边文明水文化和水利技术的相互影

响，坎儿井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运用等实例，说明三个层次中水利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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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最终得出水资源对非洲有重大影响，水历史是认

识非洲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的结论。

郑教授提出的发展中国水历史研究、通过研究水历史来研究非洲人文和社

会文化的观点，受到与会师生的一致同意和热烈欢迎，本次讲座在和谐愉快的

气氛中结束。

6. 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教授应邀做“‘世界’的思想史系列讲座”

 2022 年 9 月 22 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亚非学会

顾问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顾问舒运国教授作了题为“非洲文明的特点与遭遇—

—兼谈非洲文明如何进入世界”的讲座。该讲座为“‘世界’的思想史系列讲

座·发现世界文明”的第七讲，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

教授主持。

 首先，舒运国教授介绍了非洲的自然环境与居民。 其次，舒运国教授点明

了非洲传统文明的特点。然后，舒运国教授叙述了非洲文明的历史演进。最后

舒运国教授对本次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对非洲文明破旧立新，在现代

化道路上的发展表达期待。

在讲座内容结束后，舒运国教授与线上参会的听众们就非洲社会主义、中

非关系、非洲文字、非洲史研究入门、非洲当地部落和中非经济合作等问题进

行了互动交流。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7. 我中心举办“非洲环境史专题讲座”：《南非环境种族主义：历史与研究》

2022 年 10 月 6 日早 10 点，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办的非洲资源

史系列专题讲座《南非环境种族主义：历史与研究》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包茂红主讲，我中心名誉主任教授舒运国主持。

本次讲座从介绍种族主义概念开始，包教授分别就种族主义的概念界定以

及南非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展开论述。在厘清了种族主义发展史及其不同

认识之后，包教授通过解析环境种族主义概念及其学术史来关照南非环境种族

主义史。从这一概念出发，包教授具体分析了南非城市和工农业以及环境保护

中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最后，通过回溯南非环境史研究的学术史，包教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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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南非环境史研究中的两种思路（就南非本身研究南非环境史和把南非置于

世界环境史中进行比较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南非环境种族主义史研究。

包教授的讲座激起与会师生的热烈讨论。舒运国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点

评，张忠祥教授和几位研究生就新南非史学的发展、南非生态女性主义史、南

非国家公园史等进行了提问和交流。包教授不但解答了大家的提问，还对如何

进一步研究南非史和南非环境史做出启发性的指导。讲座在与会师生的热烈掌

声中圆满结束。

8.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应邀为商务部非洲智库研究班做讲座

2022 年 10 月 18 日，我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应邀为商务部非洲智库研究班

做《中非商贸合作》的主题讲座，并与来自非洲的 16 位研修班学员对中国对非

洲的机遇和价值，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以及中国粮食自给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9. 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参加教育部中南人文交流专家工作会议

2022 年 10 月 26 日，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召开中南人文交流专家工作

会议，听取专家学者关于中南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意见和建议，会议由夏娟

副主任主持，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和中外人文交流中心的相关领导，以及

国内非洲研究机构的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采取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

我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参会，并在会议上做了发言，主要就促进中南

人文交流提出了建议。

10. 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连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

2022 年 11 月 12 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召开换届大会暨“国际秩序变动中的

非洲与中非关系”学术会议，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承办，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非洲研究专家学者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与会。经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员无

记名投票，华东师大沐涛教授担任学会会长，我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连任学会

副会长，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教授继续担任学会顾问，中心副主任张瑾副教授

连任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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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下午，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非洲历史、非洲当代问题、中非关系史与中非

关系等主题展开分组学术讨论。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了第二分论坛第一时

段的学会研讨，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教授主持了第一分论坛第二时段的学术研

讨，中心副主任张瑾副教授在第三分论坛作了题为“‘绿色’非洲的界定和未来”

的发言。

11.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应邀为商务部援外基地上海官员中心做讲座

2022 年 11 月 14 日，我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应邀为商务部援外基地上海官

员中心做《中非经贸合作的历史背景和经验分享》的主题讲座，并与来自非洲

的 28 位在职官员对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进行了讨论。

12.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参加“中国—环印度洋地区智库论坛”并做主题发言

2022 年 11 月 20 日，我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参与了“共谋区域合作，共享发

展成果”为主题的中国—环印度洋地区智库论坛，并以中非合作作为案例做主题

发言。

    本次论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云南省人民政

府是以“守望相助，促进区域共同发展”为主题的第 3 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之

后的论坛，旨在以此加强中国与环印度洋等地区国家的交流合作。

13.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参加“2022 年区域国别视域下非洲热点议题青年研讨

会”

2022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非洲研究中心主办的“2022

年区域国别视域下非洲热点议题青年研讨会”在线举行，我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

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以《“绿色”定义演进和中非“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思考》

为主题，就中非“一带一路”合作中的绿色发展问题，在“非洲经济发展”专场进

行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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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为“中非自贸合作交流研修班”的非洲学员作讲座

2022 年 11 月 15 日，我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为“中非自贸合作交流研修

班”的非洲学员作了题为“中非合作论坛对中非经贸的推动作用”的讲座。该班由

中国商务部主办，上海商学院承办，来自尼日利亚、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博茨瓦纳等非洲国家的 30 余名学员通过线上参与的形式听了讲座并进行互

动交流。

15. 我中心与《西亚非洲》编辑部联合召开《非洲通史》现代卷启动会

2022 年 11 月 27 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西亚非洲》编辑部联

合召开区域国别视角下非洲研究的重大基础性问题——《非洲通史（多卷本）》

现代卷启动会，《非洲通史（多卷本）》项目首席专家、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

长李新烽研究员出席，20 余名国内非洲历史研究专家线上与会。《非洲通史

（多卷本）》现代卷系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通史（多卷本）》

子课题，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担任该子课题负责人，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教授

和中心副主任张瑾副教授分别担任现代卷第六章和第十一章负责人。

会议伊始，首席专家李新烽研究员对《非洲通史》的编写工作谈了几点感

想。李院长表示，《非洲通史》的研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应该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研究非洲历史，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力作。

此次会议共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由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云南

大学的张春研究员和王涛教授、西亚非洲所的张宏明研究员和安春英研究员、

浙江师范大学的蒋俊副研究员和赵俊副研究员以及上海师范大学的舒运国教授、

张忠祥教授和刘伟才副教授分别对各章节的框架结构、研究难点等问题就行了

介绍与交流。第二时段由《西亚非洲》编辑部主任詹世明副研究员主持。北京

大学的李安山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张瑾副教授、西亚非洲所的李文刚副研究

员、刘中伟副研究员和徐国庆副研究员、湘潭大学的洪永红教授、湖州师范学

院的牛长松教授以及浙江师范大学的黄玉沛副教授分别对各自负责章节的研究

设想和重点问题进行了介绍与交流。最后，与会专家就各章的时间结点以及内

容协调等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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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通史（多卷本）》项目系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由中

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烽研究员担任首席专家，课题组由国内非洲历史研

究资深专家领衔各卷主编，该课题组立足中国视野，面向未来，借鉴中外学术

成果，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非洲研究学科”。

16.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参加中国水利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2 日，我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参加了中国水利学会水利

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 2022 年学术年会，暨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做“雨

女王莫嘉吉：非洲历史的独特产物”主题发言。

17. 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在《中国非洲学刊》上发表《非洲水治理的研究视角

和特点》一文。

我中心副主任张瑾老师在《中国非洲学刊》2022 年第 1 期上发表《非洲水

治理的研究视角和特点》一文。

文章摘要如下：与其说非洲是一个“干涸大陆”，不如更确切地说，非洲缺

水的主要原因在于水资源开发不足，供水率、利用率等水治理能力低下。为了

更好地改善非洲水治理，研究者们不断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推

出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水治理的各级主体也在管理和规划上做出了各自努力。

在国际、洲际、国家等多层面，国际组织和非洲各国都进行了水治理探索，呈

现出多领域、多参与者共同介入治理等特点，但是由于数据和传统风俗等客观

条件的限制，目前非洲水治理仍有较高的不可预测性，是未来非洲可持续发展

需要重视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