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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8 年，是国内成立较早的非洲研究机构。

中心现为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养）基地”、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

合作单位、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合作单位。

中心由国内著名非洲研究专家舒运国教授领衔，现有专职研究成员 3名，特聘研究员 3

名（含非洲学者 1名），兼职研究员 6名，荣誉教授 1名。

中心主办出版《非洲经济评论》。

中心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涉非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工作。通

过发挥成员各自研究优势，并整合国内国际非洲研究力量，致力于提升非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完善非洲学学科建设；通过教学和宣传途径等持续传播非洲和非洲学知识，扩大了解非洲的

人群，培养非洲研究人才；通过承担课题、撰写内参和研究报告、提供咨询等扩大涉非政策

咨询和社会服务的范围，提高服务效能；通过加强国际交流，走出去，请进来，提升自身实力，

扩大国际影响。

在各级部门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支持下，中心联合国内外非洲研究力量共同努力，取得了

一定成果，获得了广泛的认可。随着中非关系的继续发展，中心将继续致力于非洲学术研究

以及非洲研究和涉非工作人才培养，继续为中非关系献计献策。

领导为“区域和国别研究（培养）基地”非洲研究中心揭牌

中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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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职。       

舒运国教授长期从事非洲研究工作，在非洲历史、非洲人口问题、非洲经济史以及当

代非洲经济发展等领域极具影响。著有《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失败的改革——

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结构调整评述》、《非洲史研究入门》、《20世纪非洲经济

史》、《南非现代化研究》等多部著作及论文多篇。

中心成员

中心由国内著名非洲研究专家舒运国教授领衔，现有专职研究成员3名，特聘研究员3名（含非洲学者1名），

兼职研究员 6名，荣誉教授 1名，另有国内外合作研究人员多名。中心根据发展需要、非洲研究特点以及当前中

非关系发展形势，在成员队伍上注重年龄和学术方向搭配，力求国内非洲研究人员与国际非洲研究人员相结合、学

术研究员与涉非工作人员相结合。

舒运国

刘伟才

高德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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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秘

书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等职。主要从事中非关系、非洲

历史等研究，著有《列国志·马里》、《中非合作论坛研究》等多部著作及论文多篇。

博茨瓦纳人，博茨瓦纳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南部非洲史、博茨瓦纳史研究，著

有Missionaries and western education in the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1859-

1904 : the case of the Bangwato；Building a nation : a history of Botswana from 

1800 to 1910；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to 1965等。

中心研究人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兼任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理事、中国亚非

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南部非洲史、非洲一体化、中非关系等研究，发表论文多篇。

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驻莱索托王国大使，

主要从事南部非洲、中非

关系问题研究。

曾任驻利比亚外交

官、驻纳米比亚大使，主

要从事中非关系研究。

张忠祥

唐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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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中心长期致力于非洲历史、非洲经济、非洲一体化以及中非关系等研究，研究成果丰富，

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多部，承担各级各类项目多个。

中心主办出版《非洲经济评论》，力争使其成为中国非洲研究特别是非洲经济研究的主要

学术阵地之一。

1、舒运国：《重视和加强对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

2、舒运国：《中国对非援助：历史、理论和特点》；

3、舒运国：《北非动荡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走向》；

4、舒运国：《非洲经济一体化五十年》；

5、张忠祥：《中非经贸合作区：中非经贸关系新的增长点》；

6、张忠祥：《中国在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7、张忠祥：《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

8、刘伟才：《非洲一体化组织与冲突解决：“前线国家”的历史经验》

1、舒运国：《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2、舒运国：《失败的改革——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

3、张忠祥：《中非合作论坛研究》；

4、舒运国：《非洲史研究入门》；

5、舒运国、刘伟才：《20世纪非洲经济史》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非现代化研究”、“泛非主义史研究”；

2、教育部项目：“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

3、上海哲社项目：“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

4、上海市教委项目：“20世纪非洲经济史”；

5、 外交部项目：“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发展状况及西方有关政策、做法和影响”、 “当今非洲社会思潮

对中非关系的影响及我对策研究”、“非洲知识阶层对中非关系的看法及影响”

一、近年主要论文

二、主要专著

三、主要承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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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中心依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非洲的过去与现在》、《非洲历

史专题研究》、《非洲经济史》、《中非关系史》、《非洲文明史》、《南部非洲史》、《非

洲黑人文化》等课程，扩大了解非洲的人群，培养非洲研究和涉非工作人才，这对当前中非

关系大发展的形势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中心现已毕业博士 8人，硕士 20余人，其中不少人

已经成为我国非洲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

中心招收培养非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生围绕非洲历史、

非洲发展、非洲一体化、中非关系等问题展开学习和研究。一方面，中心安排学生通过国家

留学基金、“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等资助途径前往非洲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另

一方面，中心也邀请国外非洲研究学者前来讲学和授课。通过这种双向互动，中心研究生有

效提升了对非洲和非洲研究的认识，大都撰写了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这在当前我国非洲研究

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

博茨瓦纳大学教授 Part   Mgadla 为中心研究生授课

中心研究生在博茨瓦纳国家档案馆

舒运国与中心部分研究生在世博会合影

中心研究生在博茨瓦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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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非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

中心通过发挥自身专业特色，积极为中非合作和地方外事献言献策。通过为有关部门撰写

内参、承担外交部课题和国家开发银行课题，中心就中国对非实际工作开展、中非关系良性

持续发展、中非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贡献自己的智慧。

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和其他中心成员多次参加中非教育部长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中非智库论坛等重大涉非活动，并多次受教育部和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之邀参加访非代表团。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舒运国教授作为非洲馆主题沟通专家参与了大量工作，并

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录制节目，受到世博会组织方面的好评和嘉奖，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

和中心研究人员刘伟才也参与了世博会的大量工作。

②尼日利亚驻华
贸易专员 Jemine 
Memuduaghan
参加中心举办的
学术会议并发言

①张忠祥撰写的
内参《迈向新的
十年：中非合作
论坛可持续发展
研究》

③ 中 心 承 担 外 交
部项目《非政府组
织 在 非 洲 发 展 状
况 及 西 方 有 关 政
策、做法和影响》

⑤舒运国与津巴布
韦总统穆加贝合影

④舒运国与纳米比亚
开国总统努乔马合影

⑥舒运国参与世博工作荣誉纪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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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中心因应当前中非各级各类交流蓬勃发展的大背景和当前教育和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大趋

势，针对非洲研究注重实地调查的特点，非常注重国际交流。

中心通过举办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派遣人员赴非、邀请国外非洲研究学者来华讲学或授

课等方式，不断扩展学术研究视野和领域，不断提升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对非洲和非洲研究的

理解和认识。

中心主要研究成员均多次赴非，中心多名研究生也在国家留学基金、教育部和外交部等各

种来源的资助下赴非进行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访问和学习。

目前，中心已与博茨瓦纳大学、内罗毕大学、赞比亚大学以及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

津巴布韦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学术和人员交往，并与英、法、美等国家的非洲研究学

者保持联系。

北欧非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Fantu Cheru 在中心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言 

中心博士生在中国驻赞比亚使馆参加活动

舒运国教授、张忠祥教授
出席中国南非建交十周年研讨会

中心举办“城市化进程与
中非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心研究生在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 中心成员张忠祥（左三）、祝鸣（右二）访问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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