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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暨南大学中国史学科创办于 1928 年国立暨南大学设立历史社会学系时期。

中国史一级学科分设中国古代史与历史文献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专门史和中

国历史地理学 4个重点发展的二级学科。1984 年开始获得博士授权资格，1996

年列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12 年获批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2015

年中国史列入学校统筹专项高水平学科建设。近年来，中国史学科在重大重点科

研项目、创新论文、重大奖项以及平台建设等方面成绩显著。

（一）目标与标准

1．中国史学位授权点培养目标

中国史学科博士生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具备中国历史的基础理论、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熟练阅读所研究时段史料的能力，并具备在高等院校

或科研院所从事中国史科学研究、教学、学科管理和宣传服务的能力。中国史专

业培养的硕士生应熟悉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中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

方法，熟悉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在具体问题上有独到的研究，毕业后具备在

教育、出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等单位从事科研、教学或管理工作。

2．学位标准

博士生学制为 3年，最长不得超过 7年；硕士生学制为 3年，最长不得超过

5年。博硕士研究生除了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修满相应学分和撰写学

位论文，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之外，还应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或获得一定的

与学术相关的荣誉才可申请相应学位。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与科学研究

（1）中国古代史与历史文献学

中国古代史学科现以刘正刚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以陈广恩、陈文源、赵灿

鹏、叶农等教授为骨干，重点发展宋元史、明清史、港澳历史文化、历史文献学

等研究方向。

（2）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由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珠江学者”刘

增合教授引领前行。现以夏泉、曾光光、吴青等教授为骨干，主要从事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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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近代中国文化和宗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

（3）中国专门史

专门史学科现以马建春教授为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有刘永连、张小贵、郭

渊等教授。

（4）中国历史地理学

以吴宏岐教授为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有熊增珑等教授，构建岭南区域

历史地理、历史城市与文化地理研究方向。

（二）师资队伍

（1）师资规模和结构

本学位点目前有专任教师 42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11 人，讲师 13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6 人，硕士生导师 22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41

人，占 97.6%；其中获得外单位博士学位者 35 人，占 85.4%。

（2）师资水平

本学位点目前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广东省“千

百十人才工程”省级人选、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入选者、广东省高校青年珠江学者等各类人才。

（三）硬件设施及科研平台

本学科设有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以及文物展示与考古技术实验室。近三

年，本学科的两个实验室共累计投入近百万支持实验室的设备更新及环境改造，

文物展示厅和文物修复室的实施场地和硬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科研平台主要有

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澳门研究院等。

（四）服务贡献

1.创办专业学术刊物与举办高端学术会议

所创办集刊《暨南史学》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在

学术界影响凸显；已经出版 26 辑的《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则以文献学和传统

文化研究为主题，在文献学领域有一定影响。

2.2023 年度，本学科与福建宁德市文旅局联合主办的“闽粤侨乡文化研讨

会暨《闽东家族文书》新书发布会”，以及二级学科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献学主

办了“纪念陈乐素教授诞辰 120 周年暨全国高校古委会第四届青年会员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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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和“异代同音——岭南古史青年学者工作坊”，专门史举办“中华文化

传播与影响高端论坛”会议和“方法·语言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会议，中国近现

代史教研室主办的“文献与阐释学术研讨会》相继进行，这些活动吸引了来国内

外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扩大了在学术界的影响，并经过媒体报

导，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影响。

3.国际交流与合作

本学科师生非常重视国际交流，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耶鲁大学以及台湾

文化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建立了合作

关系。

三、本年度科研成果

1.科研项目

2023 年本学位点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2 项，一般和

青年后期资助项目共 3项，国家自科青年项目 1项，其它项目 15 项，成绩喜人。

2.发表论文

2023 年本学位点师生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在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 40 多篇，其中 A类权威 9篇，数量与质量皆有保障。

3.学术著作

2023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导师们共出版学术著作 10 余部，还有多部书稿正在

筹划当中。

4.奖励与荣誉

在广东省第十届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过程当中，本学科获得了 7

项奖励，其中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此外，在第六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等评选活动当中获得了 5项荣誉。

四、研究生培养

（一）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学科立足于暨南大学作为侨校在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使命，将本学

科系列课程打造为融专业知识、文化素养与核心价值观为一体的课程思政教育模



4

式。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教工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结对共建制度、每学期

结对支部可围绕专业课程至少开展一次主题明确、形式新颖的结对共建活动。加

强辅导员能力培养，努力培养辅导员成为能够长期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

力量和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本学科遴选的导师要求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具有丰

富的人才培养经验，无违反师德师风、违纪违法等行为。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

专业学位课及专业非学位课三种类型。所有学生必须修满规定学分，通过开题报

告后，方能进行学位论文撰写。学生所获资助丰厚，常规的国家助学金、学业奖

学金可以覆盖全部学生。本学科积极支持学生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2023

年，硕博学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 30 余人次。

（三）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在人才培养上，本学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教育部新时代新文科的创新理念，立足暨南大学侨校使命，积极探索内、外

招生联合培养的新模式。2023 年，朱文亮副教授的《中国近代政治史专题讲义》

入选学校研究生教材类资助项目。

（四）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本学科采取灵活的质量督导机制，坚持以结果为导向，对学位论文开题、预

答辩、评阅、答辩等环节实施全程监管。在历年的教育部学位论文抽检中，本学

科毕业生论文合格率达到 100%，从未出现学术不端的问题论文。

五、改进措施

1.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扩大优秀导师队伍。

2.发挥团队优势与个人特长，提高在 A类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及质量。

3.举办数次规模不等的学术研讨会，邀扩大本学科学术影响。

4.积极开展与社会机构的业务合作，服务地方社会。

5.加强与国外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合作和交流，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