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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报告是在学位授权点完成自我评估后，根据自我评估结果和专家评议

意见，对学位授权点的全面总结，分为三个部分：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自我评

估工作开展情况和持续改进计划。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总结报告。 

三、封面中单位代码按照《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管理信息标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2004年 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教育部《高

等学校代码》（包括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填写；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

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

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

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

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

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各项内容须是本学位点合格评估自评阶段 5 年内的情况，统计

时间以自评阶段第 5年 12月底为截止时间。 

六、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专职人员和

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

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八、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九、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纸张限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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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培养目标与学位标准 

1978 年 12 月，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前身——复旦大学分校成立，成为以文科

应用型为主的学校。1983 年 6 月，复旦大学分校正式更名为上海大学文学院，

建有中文、历史、社会学、涉外经济法、影视、广告、行政管理、信息、档案学

9 个系，共 15 个本科专业。历史系随着文学院整体并入新组建的上海大学，成

为以人文与社科并重的综合型学院中的重要一环。1994 年 5 月，四校合并组建

为新的上海大学，历史学科随文学院一起并入新的上海大学。2006 年获得上海

市教委重点学科资助。2007 年上海大学中国史近代史方向获得博士点，中国史

学科被上海市教委列为上海市第五期（2007-2012 年）重点建设学科。2011 年获

批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2012 年获批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15 年

入选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2020 年上海大学历史学入选“双万计划”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经过近年的努力建设，本学位点引进了中国史领域各个时段和方向的多位教

师，形成了梯队完整、年龄搭配合理、方向较为齐全、重点突出、能够结合国内

学术传统并且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打造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高素质

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高层次决策咨询的基地，力争成为国际知名、国内

有影响力、特色方向鲜明的中国史学科。 

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充分利用本地本校的学术资源，采取错位发展的策略，

聚焦中国古代文明及近现代社会变迁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本学科师资力

量雄厚，学术梯队完整。拥有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 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 1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名、上海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1

名、上海曙光学者 2 名。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历史研究》《中国史研

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China Quarterly、Modern China、Pacific Affairs、

China Inform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History: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Association、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等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主持各类科研项目数十项。近五年来荣获国家级一流课程 1 门、上海市重

点课程 1 门，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教育部高校优秀成果奖 2 项、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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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科研奖励 8 项。目前本学科本学位拥有国家与省部级平台 5 个：国际博物馆协

会国际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国家文物局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

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上海大学国家文物局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上海红色

文化研究院；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1 个：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校级平台 2 个：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CSSCI 集刊 1 种：《近代中国》。 

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致力于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学

科点。本学位点培养的学生要求具有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能够创

造性地对中国史进行多角度的学术研究。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上海大学授予学位工作细则》和《上海大学研究生学位

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授予学位。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是：掌握系统、全面的

专业基础，提高理论水平、训练理论思维能力，挖掘创新能力，塑造良好的学人

修养和扎实严谨的学风，使学生在学术研究或专业工作中取得创造性成果，能够

独立从事专业文史研究和教学工作。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通过专业训练，培养具有自觉的

史学意识、理性的科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学术操守，以“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为学术追求，遵纪守法，身心健康，品德良好，有较强的理论

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的专门人才。研究生应了解国内外本学科研究的历史、现状

以及发展趋势，掌握外国语言工具，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好的科研潜力，能

够独立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具体要求和目标包括： 

1.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

正，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和健康体魄，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进取心、

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自觉树立为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服务的信念，竭诚为国家和

人民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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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

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能力、理论创新能力和出色完成博

士学位论文的能力。系统地掌握和有效地运用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从

事中国史教学和研究的高级人才。 

3.具有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知识结构完

整，系统全面地掌握中国史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了解

国内外有关中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问题，能独立地创造性地对中国史进行

多角度的学术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论题方面达到较高水平，力争取得较大的突破

和创新。 

4.熟练掌握一至两门外语工具，尤其是与本研究方向相关的外语。能够熟练

运用相关外语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并有较强的外语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的能力。 

1.2 学位标准 

本学科博士学位要求包括：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2．中国史各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应系统掌握本方向的专业知识，并对人文社

会科学的相关领域有较深入的了解； 

3．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4. 具有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在相关研究方向上能提出并解决具有前沿性

的重要学术问题，具备一定的学术创新能力； 

5．具有较强的学术交流能力，能够采用适当的形式在各种媒介、学术会议

上介绍相关的学术项目，完整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 

6．具有独立承担科学研究的学术能力； 

7．满足学校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要求，在求学期间从事与学科培养

目标相应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一定的创新性成果，成果形式与要求按人文与语言

学科学位评定分会规定文件执行。  

本学位点根据《上海大学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监督与管理办法》考核研究生

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考核及学位论文预答辩和答辩等环节，对各环



 

4 

 

节未达到要求的研究生给予学业警告、延期、分流淘汰或淘汰等处理。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科下设 5 个主要培养方向，分别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

代史、专门史和历史文献学。具体简介如下： 

中国古代史  侧重于先秦、汉、唐、元、明、清等历史时段，重视结合经典

文献和出土文献，从政治制度、历史地理、边疆民族、华裔结构、社会性别等不

同角度探讨古代中国的重要问题。 

中国近代史  以晚清民国的人物研究、纺织史、上海史、中国大学史、中外

关系史等领域为特色，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具有鲜明的显示度和重要的学术声誉。 

中国现代史  主要围绕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当代台湾史研究展开，在一些

分支如小三线建设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 

专门史  主要包括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等子方向。

佛教史研究涉及梵、藏、蒙、汉等不同地域的佛教流派。基督教史研究涵盖从唐

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明清天主教到晚清民国新教等不同派别。 

历史文献学  以先秦至两汉简帛文献、敦煌和吐鲁番文献、少数民族文献、

明清民间文书和宗教历史文献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学术团队重视传世文献和出土

文献的辨异和互证，重视考古发掘、图像资料、田野调查和不同语种文献的有机

结合。 

2.2 支撑条件 

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积淀深厚，拥有多个国家级、校级科研创新平台，入选

多种层次的学科建设培育支持，并有多门课程被列入国家级、上海市级一流课程。 

表 1  本学位点 2024 年前获批的教学、科研支撑条件 

类型 名称 负责人 

科研平台 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 安来顺 

科研平台 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 一大纪念馆·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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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负责人 

教学科研平台 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 刘昌胜（法人） 

科研平台 上海大学国家文物局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 段勇 

教学科研平台 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 张黎明 

学科建设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资助（2006） 陶飞亚 

学科建设 上海市第五期重点建设学科（2007-2012） 陶飞亚 

学科建设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2015） 宁镇疆 

科研平台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宁镇疆 

科研平台 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王皓 

课程建设 国学与国学前沿（国家级一流课程） 宁镇疆 

课程建设 中华家训与处事之道（上海市重点课程） 舒健 

学术刊物 《近代中国》（CSSCI 集刊） 廖大伟 

2.3 师资队伍 

中国史一级学科现有在编专任教师 31 人，其中教授 16 人，副教授 9 人，讲

师 6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28 人，外籍教师 1 人。45 岁以下专任教师 12 人，占

现有专任教师 40%。师资队伍学历层次高，年龄分布合理，学科分布均衡。（详

见表 1）本学科设有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现有 5 位在站博士后。2020 年起陆续

引入林威杰（中共党史）、顾玥（明清妇女/性别史）、叶鹏（历史人文地理）、孙

毓斐（中国近代财政史）等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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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学位点师资队伍情况一览表  

学科培

养方向 
姓名 

出生

年份 
学位 职称 最高学位授予单位 

博/硕

导 
学术兼职 

中国 

古代史 

宁镇疆

★* 
1972 博士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博导 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秘书长 

段勇 1967 博士 教授 北京大学 博导 

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管委会副主席、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工信部“国家工业遗

产”评审专家组召集人、文旅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会长 

徐坚 1972 博士 教授 北京大学 博导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张安福 1972 博士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 博导 
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

秘书长、中外文化交流会副会长 

郭红 1973 博士 教授 复旦大学 博导 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 

舒健 1977 博士 副教授 南京大学 硕导 

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兼中日

关系史学会秘书长、上海朝鲜半岛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

长 

中国 

近代史 

廖大伟

* 
1961 硕士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博导 

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上海文史馆员、《近代中

国》（CSSCI 集刊）主编 



 

7 

 

学科培

养方向 
姓名 

出生

年份 
学位 职称 最高学位授予单位 

博/硕

导 
学术兼职 

张黎明 1957 学士 教授 空军政治学院 博导 中共一大纪念馆原馆长、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敏 1968 博士 教授 复旦大学 博导 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 

夏昀

（YUN 

XIA） 

1982 博士 教授 

University of 

Oregon 

（俄勒冈大学） 

博导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国际学者咨询委员会顾问、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w & History （中国法

律与历史国际协会）国际会议部委员 

韩戍 1986 博士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硕导  

侯庆斌 1986 博士 副教授 
里昂高等师范学

院、华东师范大学 
硕导  

孙毓斐 1993 博士 讲师 复旦大学 硕导  

中国 

现代史 

严泉 

* 
1973 博士 教授 上海大学 博导 

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海峡两岸关系法

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海

峡两岸关系研究会理事 

刘长林 1960 博士 教授 上海大学 博导 

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

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中国

现代史学会理事、上海新四军研究会理事 

徐有威 1964 学士 教授 复旦大学 博导  

陈德军 1974 博士 副教授 复旦大学 硕导  

吴静 1980 博士 副教授 厦门大学 硕导 上海市小刀会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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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培

养方向 
姓名 

出生

年份 
学位 职称 最高学位授予单位 

博/硕

导 
学术兼职 

林威杰 1987 博士 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 硕导  

专门史 

程恭让 1967 博士 研究员 北京大学 博导 
台湾佛光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佛光学报》编委、

《人间佛教》艺文编委 

杨卫华 1982 博士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博导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理事长 

成庆 1977 博士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硕导  

王皓 1988 博士 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 硕导  

杨奇霖 1991 博士 讲师 复旦大学 硕导  

历史 

文献学 

陈菊霞

* 
1972 博士 研究馆员 兰州大学 博导 

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敦煌

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 

潘守永 1966 博士 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 博导 
人民网城市战略研究院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宣部、

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专家组专家 

朱继平 1978 博士 副教授 北京大学 硕导  

胡宁 1978 博士 副教授 北京大学 硕导  

把梦阳 1989 博士 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 硕导  

顾玥 1995 博士 讲师 香港大学 硕导  

叶鹏 1995 博士 讲师 复旦大学 硕导  

说明：带★标注者为学科带头人；带*标注者为方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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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学研究 

2020 年至 2024 年期间，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在学术论文发表方面成果丰硕。

依托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本学科积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

教育部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大量高质量学术论文。五年来，学科团队

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

等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300 篇。同时，举办各类讲座、学术会议 100

余场次。 

近五年来，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在科研课题的申报、立项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各类科研项目达 60 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研 5 项、滚动 2 项、新

获 2 项，重点项目（含后期资助）6 项、一般项目（含后期资助）21 项；教育部

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1 项、青年项目 3 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一般项目 6 项、统战专项 1 项、“党的诞生地史料挖掘与建党精神研究”

专项课题 1 项、青年项目 5 项。纵向科研经费到账约 870 万元、横向科研经费到

账约 880 万元。出版各类学术专著近 50 种。获奖方面，忻平教授获得上海市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突出贡献奖”，并有多位专职教师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等荣誉。 

表 3  2020-2024 年课题经费到账情况 

年份 纵向经费到账情况（万元） 横向经费到账情况（万元） 

2020 180.4 322.28 

2021 287.8 463.84 

2022 245.5 39.5 

2023 155.8 56.4 

2024 86（批准额度） —— 

合计 955.5（含批准额度） 882.02 

表 4  2020-2024 年科研获奖情况 

获奖人 奖项名称 年度 

忻平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突出贡献奖” 2020 

王敏 第十六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023 

胡宁 第十六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23 

张安福 第十六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23 

刘长林 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工作优秀编纂工作者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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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0-2024 年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承担重要课题一览 

基金类别 项目类别 课题名 负责人 经费 编号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 吕建昌 80 17ZDA207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滚动） 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 廖大伟 120 19ZDA213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 程恭让 80 19ZDA239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滚动） 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 宁镇疆 120 19ZDA250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民族大调查的学术回顾、文献整理和当代价值研究 潘守永 80 19ZDA174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研究 张安福 80 （公示中）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重大项目 伟大建党精神研究 忻平 80 21ZD10280003 

上海市教委科创计划 “冷门绝学”项目 明代卫所地图集 郭红 50 2023LMJX2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当代台湾学界与媒体有关“一个中国”原则文献整理与研究 严泉 35 17AZD024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中国化视角下的佛典汉译与诠释研究 程恭让 35 18AZJ002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苏报案”前的《苏报》辑佚与研究 王敏 35 19AZS008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思想变迁与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段勇 35 21AZD098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中古时期天山廊道族群流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研究 张安福 35 22AZS002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后期） 春秋用诗与贵族政治研究 胡宁 35 20FZSA007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晚清天主教徒李问渔著作的整理与研究 肖清和 20 17BZJ056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高丽涉元史料的编目、整理与研究 舒健 20 17BZS047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自杀问题防范与处理的中国经验研究 刘长林 20 15BSH017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出土古本与今本《老子》形成研究 宁镇疆 20 16BZS006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基于 GIS 的明代卫所时空地理研究 郭红 20 19BZS151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唐宋敦煌石窟图像与洞窑宗教功能研究 陈菊霞 20 19BZJ015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纪检监察思想变迁及重要历史文献评析 段勇 20 21FTQB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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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类别 项目类别 课题名 负责人 经费 编号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山东临淄西周墓葬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 魏峭巍 20 21BKG022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晚清民国政府对基督教的调查统计与治理研究 杨卫华 20 22BZS086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西周铜器铭文所见地名群组研究 朱继平 20 22BZS007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脑科学视域下的道德直觉研究 陈海 20 22BZX094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明清基督教核心概念与思想研究 肖清和 20 23BZJ053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西学东渐视野下中国气象学转型研究 王皓 20 23BZS096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留守大学研究（1937-1945） 韩戍 20 24BZS099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后期） 政治变迁下的私立大学——光华大学研究（1925-1951） 韩戍 25 19FZSB021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后期） 晚清时期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研究 侯庆斌 25 20FZSB086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后期） 上海大学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 刘长林 25 21FDJB008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后期） 王安石新法体制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 张呈忠 25 21FZSB053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后期） 从友共、反共到联共：1923—1941 年的张冲 林威杰 25 22FZSB060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后期） 元代高丽入华使臣研究 舒健 25 23FZSB029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后期） 屯垦戍边与唐代西域治理研究 党琳 25 23FZSB017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基于出土文献的古书成书及古书体例研究 赵争 20 17CZS001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博物馆民族志视角下的中国革命文化展览红色叙事研究 王思怡 20 20CMZ027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清代政治与汉传佛教制度及僧团管理研究 杨奇霖 20 21CZJ008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情感转向下的明清妇女医疗史研究 顾玥 20 24CZS057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出土简帛医学文献校释及相关问题研究 郑健飞 20 24CYY006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文明交往视域下的汉译《阿含经》接受史研究 黄凯 20 24CZJ015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一般项目 涉外案件与治外法权的收回研究（1943-1949 年） 夏昀 10 22YJA770002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青年项目 北伐前后法国对华外交档案搜集、整理、翻译与研究（1925-1931） 侯庆斌 8 20YJC770011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青年项目 王霸论与战国秦汉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把梦阳 8 21YJC7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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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类别 项目类别 课题名 负责人 经费 编号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青年项目 清代学政日记中的考试史料整理与研究 叶鹏 8 24YJC770030 

上海市哲社基金 一般项目 上海大都市发展史研究 王敏 10 18WFZ004 

上海市哲社基金 一般项目 《博医会报》（1887-1931）之中国医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陶飞亚 8 2021BLS004 

上海市哲社基金 一般项目 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统战工作历史经验研究（1921-2020） 杨卫华 8 2020BDS012 

上海市哲社基金 一般项目 上海红色基因百年传承与时代价值研究 忻平 8 2021BDS003 

上海市哲社基金 一般项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郊区的征地安置研究（1949-1965 年） 吴静 8 2022BLS004 

上海市哲社基金 一般项目 近代中国大学壁报资料整理与研究 韩戍 8 2023BLS006 

上海市哲社基金 统战专项 毛泽东关于民族工商业者统战工作的思想研究 廖大伟 5 23Z00249 

上海市哲社基金 党建专项 上海大学红色基因的生长与红色形象的建构 刘长林 8 2019ZJD027 

上海市哲社基金 青年项目 西法东渐与城市治理：法国藏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档案整理与研究 侯庆斌 6 2018ELS003 

上海市哲社基金 青年项目 汉语言道德哲学研究 陈海 6 2020EZX006 

上海市哲社基金 青年项目 山西神祠元明壁画研究 邵小龙 6 2020EZX008 

上海市哲社基金 青年项目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地方治理问题研究 张呈忠 6 2020ELS005 

上海市哲社基金 青年项目 近代上海毒品戒断问题研究 王亚楷 6 2021ELS006 

上海市哲社基金 青年项目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隐蔽战线研究（1946-1952） 林威杰 6 2022EDS004 

上海市哲社基金 青年项目 比利时藏陆征祥稀见档案编目、整理与研究 潘致远 6 2023ETQ002 

上海市教委 曙光计划 畏天爱人：明末清初敬天思想与实践研究 肖清和 5 23Z00201 

上海市教委 浦江计划 晚清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研究：以法律移植和城市治理为中心 侯庆斌 15 21Z00260 

上海市教委 晨光计划 明清学政典章叙录、整理与研究 叶鹏 2 23CGA49 

表 6  2020-2024 年中国史学科专著出版情况 

作者 题名 出版社 年份 

陈海 新理性直觉主义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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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题名 出版社 年份 

程恭让 中国佛学经典宝藏-般若类 6：般若心经 东方出版社 2020 

吕建昌 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刘长林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读本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0 

王敏 史苑拓耕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0 

王敏 上海通史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0 

忻平 城市转型与人口治理∶1949—1976 年上海动员人口 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2020 

胡宁 楚简诗类文献与诗经学要论丛考 中华书局 2021 

廖大伟 衣被天下：上海纺织 学林出版社 2021 

刘长林 上海市级专志·上海大学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王敏 陈范评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吴静 近代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引进（1895-1937） 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2021 

徐坚 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张安福 天山廊道军镇遗存与唐代西域边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张安福 环塔里木汉唐遗址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 

赵争 辨伪与存真：百年来的古书体例研究 中西书局 2021 

廖大伟 近代中国：历史个案与积累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廖大伟 近代中国：历史面向与演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吕建昌 激情岁月的记忆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1 

宁镇疆、高晓军 先秦古史研究论文与写作：案例与方法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1 

王敏 上海大学（1922-1927）与五卅运动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1 

程恭让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研究（上） 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22 

程恭让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研究（下） 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22 

郭红 军亦吾之民：明代卫所民化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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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题名 出版社 年份 

廖大伟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上海通史第九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2 

王敏 世界之城：上海国际大都市史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忻平、丰箫、吴静 从非单位到单位：上海非单位人群组织化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2 

安来顺 同心协契  笃行致远——中国博物馆协会四十年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 

王敏 上海国际大都市史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宁镇疆 《老子》探源与古义新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宋子昕 塑造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浴堂与市民沐浴实践 （1900-1952）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3 

谢维扬 古书形成研究与古史史料学问题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 

忻平、丰箫、吴静 变俗与变政：上海民俗变革研究（1927-1937）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 

忻平、丰箫、吴静 上海茶馆与都市社会（1843-1949）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 

陶飞亚、Philip 

Wickeri 
中国基督宗教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杨雄威 赴苏 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2024 

廖大伟 织造救时：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4 

严泉 近现代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通论：百年张謇与路径探索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宁镇疆、高晓军 出土文献与古书形成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4 

成庆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上海三联书店 2024 

王栋 
Longmen’s Stone Buddhas and Cultural Heritage: When Antiquity Met Modernity 

in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2020 

王栋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Histor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Rowman & Littlefield 2021 

Yun Xia;Kevin 

Ostoyich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Jews: New Pathways of Research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陶飞亚 Beyond Indigenization Christinaity and Chinese History in a Global Context bril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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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题名 出版社 年份 

徐有威 
Everyday Lives in China's Cold War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 Voices from the 

Shanghai Small Third Front,1864-1988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表 7  2020-2024 年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高质量代表论文 

论文题 作者 期刊 年份 

美国 1918 大流感溯源的污名化与科学探索 陶飞亚、邹赜韬等 中国社会科学 2022（1） 

Exploring New Frontie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Studies:A CaseStudy of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徐有威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2020（2） 

The Splendor of Verdure: Tea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舒健、赵晓磊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2023（2） 

叔虞方鼎与西周初期的唐晋因革 宁镇疆、高晓军 历史研究 2023（4） 

《禹贡》导江之“汇”研究 朱继平 中国史研究 2021（2） 

近代中国社会对“瘾”的认知及其变化 王亚楷 近代史研究 2020（5） 

抗战时期中国对德意传教士的控制政策与地方实践 杨卫华 近代史研究 2020（6） 

1921 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事件探赜 侯庆斌 近代史研究 2021（1）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王敏 近代史研究 2021（2） 

图像中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中英交涉史实新释 王亚楷、李骛哲 近代史研究 2023（1） 

一九二八年向警予引渡案与中法交涉 侯庆斌 中共党史研究 2021（5） 

旅法期间蔡和森革命观的形塑与表达 侯庆斌 中共党史研究 2023（2） 

由臣、隶等低贱阶层说周代的社会性质 宁镇疆 史学理论研究 2021（2） 

清末民初广西的弹压委员与改土归流 郭红、郭嘉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2） 

天山廊道交通视域下的唐代轮台地望考 张安福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4（1） 

苏报案交涉中的日本 王敏、甘慧杰 学术月刊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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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 作者 期刊 年份 

三角缘神兽镜再检讨：从金石学、以物证史到历史考古学 徐坚 学术月刊 2022（3） 

先秦、秦汉史研究 宁镇疆 学术月刊 2024（1） 

苏报案前的《苏报》及相关史事考 王敏 学术月刊 2024（1）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把梦阳 社会科学 2022（6） 

近代中国信仰体系的重构与伟大建党精神 赵凤欣、忻平 社会科学 2023（6） 

班簋銘文“图片令曰”句新研 朱继平 文史 2020（4） 

郭店楚简《老子》“绝伪弃诈”证说 宁镇疆 中华文史论丛 2020（4） 

军亦吾之民：明末判例判牍中的卫所司法地方化 郭红 中华文史论丛 2021（3） 

《中法新汇报》停刊事件考述 侯庆斌 史学月刊 2021（3） 

历史“本真”与舆论“叙述”——国共易势之际陈布雷自杀事件再探 刘长林、胡丞嗣 史学月刊 2024（1） 

招诱商贩与抑配编民——蔡京茶盐新法的地方运作方式研究 张呈忠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5） 

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政府“庚款担保购锭”述论 吴静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21（1） 

屯垦戍边与唐代治理西域研究 张安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23（3） 

解构与重塑:司马懿历史形象再思考 朱子彦 史学集刊 2020（3） 

晋武帝延缓灭吴之因辨析 朱子彦 史学集刊 2022（3） 

“一盘散沙”病象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逻辑 杨雄威 史林 2020（1） 

失败的整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 韩戍 史林 2020（1） 

由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篇的“考志”说到文王官人 宁镇疆、朱君杰 史林 2020（3） 

孙中山政治形象的建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比较 杨卫华 史林 2020（3） 

1920 年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初建与上海渔阳里 忻平、杨阳 史林 2021（1） 

苏报案后中日引渡陈范的交涉及陈范在日行踪——基于日本外务省档案的研究 王敏、甘慧杰 史林 2021（2） 

小三线建设时期驻厂军事代表制度实践及其困境 周升起、徐有威 史林 2021（3）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所见唐代西域治理 党琳、张安福 史林 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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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 作者 期刊 年份 

1922 年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事件考析 侯庆斌 史林 2021（6） 

明代江南工艺美术品价格考 高云澄 史林 2022（1） 

论晋武帝对江南士族采取的政策 朱子彦 史林 2022（2） 

1922 年黎元洪复职及总统任期问题考辨 严泉 史林 2023（1） 

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 姜楠、忻平 史林 2023（2） 

1920 年代日本政府在上海的地产投资---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用地购置问题为中心 张智慧 史林 2023（3） 

晚清时期上海中文报纸的管理研究——以早期《苏报》被禁售案为个案 王敏 史林 2023（6） 

晚清上海陋俗治理中的司法困境与中西矛盾——以法租界内的台基案为例 侯庆斌 安徽史学 2020（2） 

安徽小三线建设述论 李云、张胜、徐有威 安徽史学 2020（5） 

民国北京自杀救助中“先警后医”现象的逻辑考察 刘长林、雷乐街 安徽史学 2021（1） 

蔡京与北宋后期的役法变革——从对邵伯温相关记载的考辨谈起 张呈忠 安徽史学 2021（6） 

华洋诉讼中的法理与国权:熊希龄与华昌公司案研究 侯庆斌 安徽史学 2022（1） 

试论安福国会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与应对 严泉 安徽史学 2022（1） 

老子论“学”之言与春秋晚期“不学”思潮——道家思想来源与形成过程管窥之一 胡宁 安徽史学 2022（3） 

《求己录》与甲午战后的和战反思 杨雄威 安徽史学 2022（6） 

民国时期基督教界对蒋介石政治形象的建构与认同嬗变 杨卫华 安徽史学 2023（6） 

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中共早期革命者关系钩沉：以 1922 年巴比塞致陈独秀信为线索 侯庆斌 安徽史学 2024（1） 

战后国民政府对白俄问题的应对与多方博弈 杨卫华 民国档案 2022（4） 

总统内阁：民国初年赵秉钧内阁运行新探 严泉 民国档案 2023（4） 

1954—1961 年朝鲜实习生来沪培训述论 张正泉、陈德军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0（2）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吴浩、刘艳斐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0（6） 

明代广东伸威道的两属与专属 郭红、曾淑雅 历史地理研究 2023（4） 

炎帝神话与华夏农业文明的形成 段友文、林玲 中国农史 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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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 作者 期刊 年份 

《大智度论》般若波罗蜜多及善巧方便辩证关系的诠释思想及其价值 程恭让 世界宗教文化 2020（3） 

汉译《阿含经》于近代的再发现及其意义 黄凯 世界宗教文化 2021（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在华新教运动的权势转移 陶飞亚、乔洋敏 世界宗教研究 2021（4） 

《佛说海龙王经》的女性佛教思想研究 程恭让 世界宗教文化 2021（5） 

《维摩经》对于般若、方便辩证融和义理原则系统及深度的论说 程恭让、张芳芳 世界宗教文化 2023（4） 

嫁接与改造：晚明汉语天主教文献中的神与鬼 肖清和 宗教学研究 2020（2） 

南京国民政府基督教团体立案政策与实践 杨卫华 宗教学研究 2021（2） 

《天童直说》与密云圆悟、汉月法藏论诤再考 成庆 宗教学研究 2023（1） 

地域文化与明清佛教——以桐城地方社会与投子山丛林之兴废为例 杨奇霖 宗教学研究 2023（1） 

近代上海高校哲学系的兴起与衰落 韩戍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2（4） 

孙中山的民本思想 廖大伟 广东社会科学 2021（5） 

小三线工业遗产开发与乡村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以安徽霍山为例 徐有威、张胜 江西社会科学 2020（11） 

三线企业的技术引进与外资利用——以长城机床铸造厂为例 袁世超、徐有威 宁夏社会科学 2023（3）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究 张胜、徐有威 江淮论坛 2022（1） 

从常识道德到道德常识：道德中的常识探究 陈海 江汉论坛 2022（8） 

从合作走向对抗:九一八事变后的上海学生团体与国民党党部 韩戍 社会科学辑刊 2021（2） 

孙中山对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与选择 廖大伟 社会科学辑刊 2022（2） 

天山廊道与唐朝治理西域研究 张安福 社会科学战线 2022（6） 

由“卿士”源流说《厚父》的性质及周人的经典重建 宁镇疆 社会科学战线 2023（8） 

“内卷化”与意义世界的重建——兼与徐英瑾教授商榷 成庆 探索与争鸣 2021（7） 

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百年传承与实践创新 忻平、姜楠 探索与争鸣 2021（6） 

大历史观与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创新 谢维扬 探索与争鸣 2023（6）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企业与地方经济——以安徽池州为例 李云、徐有威 学术界 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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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 作者 期刊 年份 

三线建设与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刍议 吕建昌 学术界 2023（4） 

国外小三线建设研究述评 徐有威、张胜 学术界 2023（4） 

安徽小三线企业职工教育研究 徐有威、张胜 学术界 2024（3） 

以厂带社：三线建设时期的一次改革探索 徐有威、张志军 开放时代 2021（5）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庋藏中共档案及其史料价值 林威杰 二十一世纪 2022（2） 

国共内战时期上海自杀问题研究 ——以《大公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谈群、刘长林 城市史研究 2022（2） 

李先生的学术思想是留给古史学界的宝贵学术遗产 谢维扬 出土文献 2020（2） 

由它簋盖铭文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差寺王聪明”句的解读——兼申“成王作”

中确有非成王语气《诗》 
宁镇疆 出土文献 2020（4） 

榆林窟第 33 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人辨析 陈菊霞、李珊娜 敦煌研究 2021（1） 

我国龟兹语研究的里程碑之作——《龟兹石窟题记》评介 陈菊霞 敦煌研究 2021（4） 

莫高窟第 454 窟营建年代与窟主申论 陈菊霞、王平先 敦煌研究 2022（1）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校注拾遗 释慧正 敦煌研究 2022（6） 

榆林窟第 39 窟回鹘供养人研究 陈菊霞、刘宏梅 敦煌研究 2023（6） 

回鹘王室儿童供养人及其服饰研究 陈菊霞、刘宏梅 敦煌研究 2024（2） 

明清之际西洋气象学对中国传统气象观念的冲击刍议 王皓 基督宗教研究 2020（1） 

“三面”汤若望：汤若望的身份困境与历史书写 肖清和 基督宗教研究 2021（1） 

徐家汇观象台与中国社会气象观念的转型——以《申报》为中心（1875—1935） 王皓 暨南史学 2020（1） 

晚清出洋士人对外国气象台的观察和认知 王皓 海洋史研究 2023（2） 

抗战时期田赋征实政策新探——以国民政府高层间的互动为中心 李向远 近代中国 2020（2） 

中山思想的具象化传承与弘扬 廖大伟 近代中国 2020（2） 

抗战前民营企业的技术扩散:以棉纺织业为中心 吴静 近代中国 2021（1） 

疑忌之间:孙中山避居上海期间租界当局的因应（1922—1923） 侯庆斌 近代中国 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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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 作者 期刊 年份 

汉藏佛教交流与近现代中国藏传佛教思想的发展 徐文静、程恭让 近代中国 2021（2） 

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及相关问题再探讨 张华明、廖大伟 近代中国 2021（2） 

孙中山、国民党中央与上海大学关系再研究 韩戍、赵诗月 近代中国 2022（2） 

故宫文物南迁研究述评 夏才艺 近代中国 2023（1） 

中国近代人造丝使用与自制研究 王仰旭 近代中国 2023（1） 

国事更因之 20 世纪的中国与“宋案”后的分岔 廖大伟 近代中国 2023（2） 

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上海小三线医疗卫生与皖南社会 徐有威、陈莹颖 医疗社会史研究 2020（2） 

蒋维乔在沪的养生交往 郭红、杨玉娜 医疗社会史研究 2022（1） 

元代高丽使臣的另一面——从宋彦琦到田禄生 舒健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

集刊 
2022（1） 

生存·情感·信仰:战后上海的市民自杀现象研究（1945—1949）——以遗书为中心的

考察 
刘长林、谈群 都市文化研究 2023（6） 

艰难的审判：战后国民政府逆产处置问题——以 1946 年常东娥案为中心 谈群、刘长林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2024（2） 

中国共产党是“最有力量的” 忻平、杨阳 历史评论 2021（1） 

屯垦戍边是“千古之策”——谈谈唐代的西域屯戍制度 张安福 历史评论 2023（4） 

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投机分子的认识与斗争 忻平、韦博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3（4） 

论司马光时代的新法改废与新旧党争——兼与赵冬梅教授商榷 张呈忠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3） 

民国北京政府统治中后期私立大学立案问题 韩戍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新生活运动与民国基督徒的新国家想象 杨卫华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研究 张杨、徐有威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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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 作者 期刊 年份 

（哲学社会科学版） 

保守“国学”：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与研究 韩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1（10） 

上海大学团组织与青年运动（1923—1927） 廖大伟、陈骞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5） 

The Encounter of Religion and Democracy: Focused on Liberal Protestant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杨卫华 

SINO-CHRISTIAN 

STUDIES 
2021（2） 

Traitors in Limbo: Chinese Trials of White Russian Spies, 1937–1948 夏昀 Nationalities Papers 2020（6） 

From Wu Xun to Lu Xun: Film, Stardom, and Subjectivity in Mao's China （1949-1976） 何其亮 MODERN CHINA 2021（2）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Sun Yat-sen" and the Christian Identity Narr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杨卫华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2021（2） 

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 肖清和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2021（2） 

Ten Things We Need to Know when Teaching about Early China 王栋 

Education about Asia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20（10） 

Memorials and memory: The cu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rauma narratives—using the 

examples of exhibitions on the theme of “comfort women” in East Asian Society 
王思怡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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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 

3.1 培养方式 

本学科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建立有利于发挥学术共同体作用的培养机

制。在教学上，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动

手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课程设置上，

除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外，还定期举办相关专业的学术讲座，同时要求研究

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学术报告、讨论班等学术活动，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

调查，以拓宽学术视野，提升综合能力。 

3.2 培养特色 

本学位点树立先进教学理念，着力推进教学改革，不断形成本学位点的人才

培养特色。 

（1）系统优化培养方案，综合改革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充分体现对研究生

培养目标、学科方向的支撑。专业基础课注重对研究生创新与基础能力的培养，

专业选修课为学生介绍学科前沿，引导学生了解国内外学界的最新进展，鼓励学

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课程体系支撑硕博贯通培养，支持跨

层次、跨院系、跨专业选课。学位点每年对课程进行审核，根据培养计划和学生

需要，对课程表进行动态更新。 

（2）结合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历史问题，强化历史教学的思政功能，把思政

教育贯彻到日常的专业教学中。不断加强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及时更新教学内

容，积极推动课堂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了在古籍研读、档案整理、社科理论、口

述历史、场馆实践等方面相结合的多元教学方式。开展“名家进课堂”，举办高

端学术讲座、前沿论坛和学术工作坊百余场，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走进课堂介绍

学科前沿问题。 

（3）依托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促进人文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本学科自

2018 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以来，在重大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总结经

验，进一步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培养和选拔更多有潜力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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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课堂内外教学科研相互促进的育人模式。 

（4）重视质量建设，强化立德育人导向。将课程建设作为教师的研究课题，

发表多篇教学论文。收集学生对教学各环节的意见和建议，召开研究生教学座谈

会，形成教学相长的促进机制。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定期开展毕业生和用

人单位调查。 

3.3 课程教学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需最低修满 23 学分。其中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专业选

修课总分不低于 8 学分，学术写作与规范课、创新创业课分別不低于 2 学分，学

术研讨课不低于 3 学分。硕士研究生毕业要求总学分不低于 43 分。其中本专业

的专业基础课不低于 8 学分，专业选修课不低于 20 学分，学术写作与规范课、

创新创业课、学术研讨课分別不低于 2 学分。跨院系、专业选修课程：研究生可

选修其他学院的专业课程，经导师、学院允许，如选修课纳入培养计划，则课程

计入总学分；如选修课程不纳入培养计划，则课程不计入总学分。补修课程：（1）

凡跨学科录取的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 2 门以上（含 2 门）本专业本科必

修课程的主干课程作为补修课。（2）以同等学历考入的研究生，应至少补修 3 门

本专业本科的主干课程作为补修课。（3）补修课程须纳入该研究生培养计划，只

记成绩，不计入研究生阶段的总学分。 

表 8  本学位点开设课程及主讲教师一览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公共平台课 国学与国学前沿 宁镇疆 

专业基础课 

中国史理论与学术前沿 宁镇疆等 

先秦史文献基础与学术前沿 宁镇疆 

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张安福等 

中国历史文献与史料学 胡宁 

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杨卫华 

中国史理论与学术前沿 宁镇疆等 

敦煌学专题研究 陈菊霞 

梵汉佛典对读 程恭让 

中国自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刘长林 

考古学专题研究 徐坚 

三线建设与工业遗产专题研究 徐有威 

中国近代纺织史及其资料专题研究 廖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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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西域文明史 张安福 

上海史史料与方法 王敏 

文化遗产专题研究 安来顺 

创新创业课 
中国史学术前沿问题研讨 刘长林等 

数字人文技术基础 钱小飞 

专业选修课 

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史专题 严泉 

中国近现代城市生活史 吴静 

中国基督教史原著选读 王皓 

汉魏隋唐佛教思想史专题 程恭让 

当代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与保护利用 段勇 

敦煌学通论 陈菊霞 

辽宋西夏金元史 舒健 

中国近代史名著选读 王敏 

海外汉学研究导论 顾玥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史料与方法 侯庆斌 

先秦诗史与诗学 胡宁 

中共党史研究专题讲座 陈德军 

中国史学史 把梦阳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专题 黄凯 

先秦文献学 宁镇疆 

中国历史地理学专题 郭红 

近现代中国经济史专题 吴静 

近代中外关系史 杨卫华 

中国近代大学专题研究 韩戍 

上海史研究专题 王敏 

三线建设研究 徐有威 

秦汉魏晋史专题研究 把梦阳 

先秦历史地理研究导论 朱继平 

西域史概论 张安福 

中古佛教史基础文献研读 黄凯 

民间历史文献选读 叶鹏 

国内外近现代史研究前沿问题 陈德军 

民国史专题研究 韩戍 

近代佛教思想专题研究 成庆 

禅宗思想史文献导读 成庆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专题研究 廖大伟 

明清佛教文献选读 杨奇霖 

清代佛教专题研究 杨奇霖 

中古史学名著研读 黄凯 

民国档案文献的研读与运用 林威杰 

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选择 顾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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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注重学生的思政教育。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按照学校的规定，配置研

究生辅导员，专职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党员按照学历层次和专业设

立党支部，党支部支委由研究生党员选举产生。党支部根据学校、学院党委的工

作部署，结合学生学习生活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做好研究生党员的日

常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支部在研究生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堡垒作用。 

另外，忻平教授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长期致力于

在实践中探索高校思政教育的改革创新。他长期担任上海大学创新型思政课程

“大国方略”和“开天辟地”负责人，“大国方略”课程获得国家和上海市教学

成果奖，得到中央和中宣部领导的肯定并要求全面推广，全国数百家高校学习借

鉴，取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廖大伟教授任“上海市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上海

大学基地”执行主任，发扬统一战线伟大精神，弘扬大团结、大联合传统。 

3.5 招生、选拔与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自 2020 年至今，硕士研究生累积招生 172 人，博士研究生 56 人。

研究生报考人数年均约 200 人，录取人数年均约 34 人（其中推免约 14 人），录

取率 17%左右。录取学生中毕业高校来源：硕士研究生，本科为“一流大学”占

比为 9%，“双一流大学”占比为 36%；博士研究生，硕士毕业高校为“一流大学”

占比 16%，“双一流大学”占比为 64%。 

学校和学院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了一系列招生措施，主要包括：（1）鼓励高

层次高校的优秀毕业生报考我校，学院每年通过举行夏令营形式从中筛选优秀学

员。（2）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做好招生宣传工作，吸引优秀学生前来报考。（3）

严格复试把关，依据专业能力、综合素质等选拔优秀学生，提高生源质量。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史文献研读 刘长林 

全球地域化视野中的基督教与近现代中国社会 王皓 

学术规范与

写作课 

学术论文选题与写作 廖大伟 

历史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叶鹏 

史学论文写作与规范 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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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达到全面覆盖，硕士研究生覆盖 90%。每年推荐

4 名博士研究生（其中一人候补）、6 名硕士研究生（其中一人候补）参与国家奖

学金评定。 

3.6 学术能力 

本学位点与全球多个顶尖科研院校合作，不定期互派人员进行交换、学术交

流与考察。自 2020 年起，累计出访研究生达 44 人次，出访地包括爱尔兰、日本、

俄罗斯、墨西哥、美国、瑞士、韩国、泰国、芬兰、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

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参与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达百余场，提升了本校在国际上

的学术影响力及能见度，拓展学生的视野。 

在上述培养条件支持下，近五年在校学生在学界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40

篇，充分表现了本学科点研究生的培养水平。 



 

27 

 

表 9  在校研究生参与境外交流情况一览表 

出访地 邀请单位 出访时间 返回时间 天数 类型 姓名 

爱尔兰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2024-08-31 2025-07-16 320 讲学 刘芬芳 

爱尔兰 爱尔兰科克大学 2024-08-26 2025-07-06 315 交流 刘芬芳 

爱尔兰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 2022-08-26 2023-09-01 372 工作 彭芬 

爱尔兰 爱尔兰科克大学 2022-08-27 2023-07-01 309 培训 彭芬 

爱尔兰 爱尔兰科克大学孔院 2022-08-27 2023-06-21 299 培训 彭芬 

爱尔兰 科克大学中国工作组 2021-08-10 2021-11-15 98 学习 沈亚男 

芬兰 奧卢大学 2023-07-10 2023-07-24 15 学习 吕游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 2024-08-29 2024-12-31 125 交流 董淑慧 

荷兰 莱顿大学 2023-12-09 2024-12-31 389 研修 于跃 

荷兰 莱顿大学 2023-12-09 2025-01-01 390 学习 于跃 

瑞士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2024-02-16 2024-02-27 12 交流 杨子莹 

瑞士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2024-02-16 2024-02-27 12 交流 董淑慧 

比利时 根特大学 2020-09-12 2021-09-22 376 学习 田梦雪 

比利时 根特大学 2020-09-12 2021-09-22 376 学习 尹佳文 

比利时 根特大学 2020-09-12 2021-09-22 376 学习 张若朴 

比利时 佛兰德斯战场博物馆 2019-07-15 2019-08-13 30 学习 张若朴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2020-12-01 2021-09-30 304 学习 成银枚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2020-12-01 2021-09-30 304 学习 赵河英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2020-12-01 2021-09-30 304 学习 鹿晓璇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2020-12-01 2021-09-30 304 学习 成银枚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2020-12-01 2021-09-30 304 学习 赵河英 



 

28 

 

出访地 邀请单位 出访时间 返回时间 天数 类型 姓名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2020-12-01 2021-09-30 304 学习 鹿晓璇 

英国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2020-10-15 2021-09-30 351 学习 成银枚 

英国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2020-10-15 2021-09-30 351 学习 赵河英 

英国 萨塞克斯大学 2024-01-12 2024-06-02 143 学习 杨子莹 

墨西哥 国际未来交通峰会 2024-06-22 2024-07-03 12 调研 钟雨淅 

墨西哥 新莱昂州汽车制造商协会、GRCC 建筑公司 2024-06-23 2024-07-13 21 调研 钟雨淅 

美国 美国希伯来联合学院美国犹太档案馆 2024-07-15 2024-08-15 32 研修 吕游 

美国 文化寄宿家庭国际中心 2020-01-10 2020-02-07 29 交流 田梦雪 

美国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2019-04-10 2019-10-11 185 访问 刘峰 

美国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2019-07-13 2019-08-11 30 交流 尹佳文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宗教会议委员会 2023-04-12 2023-04-16 5 参加会议 沈亚男 

日本 早稻田大学 2024-09-29 2025-03-15 168 学习 李佳伊 

韩国  韩国外国语大学 2023-10-20 2023-10-22 3 参加会议 余梦婷 

韩国 梨花女子大学 2021-06-21 2021-12-22 185 交流 于世豪 

韩国 梨花女子大学 2021-02-20 2021-06-20 121 调研 于世豪 

泰国 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 2023-02-04 2023-12-04 304 研修 刘思红 

中国台湾 东吴大学 2024-09-05 2025-01-14 132 学习 沈佳琪 

中国台湾 淡江大学 2024-02-16 2024-06-26 132 交流 孟子钰 

中国台湾 台湾中央大学 2024-02-16 2024-06-24 130 学习 纪雪菲 

中国台湾 中研院近史所 2019-10-15 2019-11-15 32 学习 周升起 

中国台湾 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2019-09-05 2019-11-15 72 研修 刘蓉蓉 

中国台湾 中研院 2019-07-01 2019-11-15 138 学习 周升起 

中国台湾 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2019-05-25 2019-11-15 175 研修 刘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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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在校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交流情况一览表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时间 

王月月 段勇 “非遗扶贫”政策背景下大歹村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贵州省从江县大歹村非遗扶贫研讨会 贵州从江 2020/7/30 

高霄旭 段勇 
“冷战遗产”视角下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

用研究 
第二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学术研讨会 江西景德镇 2023/4/26 

高霄旭 段勇 新建博物馆的文创发展策略研究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委会 2022 年会暨

“守正创新 赋能美好生活”博物馆文创发展论坛 
重庆 2022/9/26 

法晓萌 段勇 对三星堆神树符号的新认识 中华文化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讨会 四川德阳 2022/7/21 

邹武龙 忻平 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和实践 
“现状与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研讨

会暨第二届陕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年会 
陕西西安 2023/12/10 

邹武龙 忻平 从《毛泽东选集》看伟大建党精神 
上海青年论坛“新时代与新征程: 党史党建专题

研究” 
上海 2023/5/28 

韦博 忻平 建国初期的群众运动及其治理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治理：历史、理论与实践”

学术研讨会 
江苏南京 2021/4/29 

邹武龙 忻平 
从授课讲义到经典文献：毛 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在传播过程中的修改 
第五届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 湖南韶山 2023/6/30 

韦博 忻平 
炸弹下的绥靖——美国在华教会误炸问题与美日中三

国外交（1937-1941） 

“国际视野下的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研究”学

术研讨会 
江苏南京 2021/8/7 

韦博 忻平 
改革开放以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兼

谈与上海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之路与党的领导下的杨浦实

践”学术研讨会 
上海 2021/6/9 

韩鹏 忻平 
国共冲突中的上海大学——以天后宫“黄仁事件”为中

心的考察 
“上海大学与五卅运动”学术研讨会 上海 2020/5/30 

杨阳 忻平 
卫生、战争与政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各省卫生处应

对战争之举措研究 

“山西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发现与新进展”学术研

讨会 
线上 20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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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时间 

杨阳 忻平 弘扬建党精神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第四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 上海 2020/8/8 

何翔钰 陶飞亚 《博医会报》与中西医界知识的交流 近现代出版与新知识传播学术研讨会 上海 2022/10/29 

高晓军 宁镇疆 朱熹“道统”摭谈 
山东社科论坛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 
山东宁阳 2019/11/16 

张玉行 宁镇疆 西周金文邑人探微 
古史新苗：上海大学中国古代史首届研究所论

坛 
上海 2022/11/27 

张玉行 宁镇疆 周代国族长称子现象研析 泮池文苑新声第三期学术交流会 上海 2023/4/20 

高晓军 宁镇疆 
天子无外：  西周金文“王在某”中的“从者”及其西周

世族的改封和王家的治理 

先秦文献学研究周末工作坊海外谈“书”——中

外视域下的“书”类文献研究 
广东珠海 2023/4/14 

高晓军 宁镇疆 说周代青铜器中“旅器”的出行性质及与“从者”的关系 
新史料与新史学：武汉大学第九届珞珈史学博

士论坛 
湖北武汉 2022/10/14 

陈科宇 廖大伟 
“漏卮何以挽回”：北洋时期“禁棉出洋”案研究（1922-

1924） 
南开大学第二届“天挺研究生史学论坛” 天津 2023/10/28 

韩思佳 廖大伟 私谊网络与政治活动：以张謇经营纺织教育为例 张謇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 江苏南通 2023/10/28 

陈科宇 廖大伟 国共合作与黄埔军校在沪招生 
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第七届孙

中山研究青年研习营 
广东中山 2023/8/18 

陈科宇 廖大伟 江督之争与甲午战后两江政局探赜（1895-1900） 第七届“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青年论坛 山东济南 2023/8/12 

韩思佳 廖大伟 私谊网络与政治活动：以张謇经营纺织教育为中心 纪念张謇癸卯东游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江苏南通 2023/7/29 

韩思佳 廖大伟 孙中山论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 第五届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 广东中山 2023/3/11 

韩思佳 廖大伟 孙中山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 “民族复兴：孙中山的国家观”学术研讨会 上海 2022/11/12 

沈乘风 廖大伟 语言即文明辜鸿铭的语言民族主义 上海大学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创新论坛 上海 2023/9/23 

沈乘风 廖大伟 语言即文明：辜鸿铭的语言民族主义 笫四届山西省大学生史学论坛 山西太原 2023/9/22 

王赛春 廖大伟 被青睐的第三者：六一六兵变前后孙陈关系与李烈钧 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 广东中山 20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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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时间 

王赛春 廖大伟 李烈钧与孙中山关系述论 
民族复兴视野下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

会 
广东广州 2023/6/18 

王赛春 廖大伟 共和之路下李烈钧与孙中山关系演变 
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第六届孙

中山研究青年研习营 
广东中山 2022/8/13 

沈乘风 廖大伟 孙家鼐与《钦定书经图说》 首届全国孙家鼐研究学术研讨会 安徽淮南 2023/5/20 

王仰旭 廖大伟 鼎革之际中共统战工作与上海纺织业界 
“百年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统一战

线”统战史学术研讨会 
上海 2021/5/27 

王仰旭 廖大伟 中国近代纺织期刊出版探析 搜集、整理、利用中国近代纺织史学术研讨会 上海 2021/4/17 

徐文静 程恭让 民国时期汉藏交流平台的发展与特点 2021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 2021/12/31 

徐文静 程恭让 牟子理惑论“三教会通”思想研究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我国宗教

中国化方向”学术研讨会 
贵州贵阳 2022/12/30 

徐文静 程恭让 祈愿的演变发展与反思 2021 年人间佛教青年论坛 台湾高雄 2022/1/1 

关奕男 徐有威 对话：军转民后的南动 江西小三线口述史会议 江西南昌 2022/7/5 

章叶浩

薇 
徐有威 小三线厂志研究 云南大学“理解中国”学术新人铸魂论坛 云南昆明 2022/10/27 

陈凌 张童心 从浦江花苑遗址管窥黄浦江流域市镇的发展 
“滨水城市空间形态与历史文化演进”国际学术

研讨会 
上海 2022/11/26 

刘宏梅 陈菊霞 于阗皇后与公主供养人服饰与妆饰研究 丝绸之路艺术史; 长三角青年论坛论文集 上海 2022/6/20 

刘宏梅 陈菊霞 回鹘王室儿童供养人及其服饰研究 第六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疆吐鲁番 2023/8/20 

朱婉晴 陈菊霞 从印度到中国新疆：过去七佛研究综述 旅顺博物馆 11 月国际学术研讨会 辽宁大连 2021/11/1 

朱婉晴 陈菊霞 从印度到中国新疆：过去七佛研究综述 2021 年旅顺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 辽宁大连 2021/11/30 

刘宏梅 陈菊霞 于阗皇后与公主服饰研究 丝绸之路艺术史长三角青年论坛 上海 2021/6/12 

魏俊翔 刘长林 中共建党初期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探索与实践 2023 年上海市统一战线史研讨会——中共一大 上海 202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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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时间 

至四大时期统一战线政策与实践研究 

谈群 刘长林 
生存·情感·信仰：遗书中的 1945-1949 年上海平民

自杀 
中国社会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线上 2022/7/9 

赖学辉 严泉 
月霞法师生平史事輯考──以近代报刊资料为中心的

考察 
2022 国际青年华严学者论坛 台湾台北 2022/12/10 

赖学辉 严泉 仿佛圭峰密：常惺法师的学思历程与华严义学思想 2021 国际青年华严学者论坛 台湾台北 2021/12/12 

李向远 严泉 浅议抗战时期土地陈报与河南田赋征实 第二十届两岸四地历史学研究上论文发表会 开封 2019/9/21 

石淞钰 王敏 近代上海码头捐征收困境与纷争 第三届中国海关史青年学者论坛 上海 2023/6/29 

黄爱云 王敏 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初期“田心坪战斗” “长征精神、红色文化与贵州发展”学术研讨会 贵州习水 2021/12/24 

张佳霖 王敏 
“土豪劣绅”抑或“反革命”：1927 年张詧被通缉事件辨

析 

纪念张謇癸卯东游一百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 
江苏南通 2023/7/29 

漆东 杨雄威 
电报、舆论与政争：最高问题中的吴佩孚（1922—

1923） 
舆论、信息与民国政治 山东济南 2023/6/11 

隗彦萍 杨雄威 “世变”：义和团运动与现代中国的来临 
第七届“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青年学术

论坛 
山东济南 2023/8/12 

隗彦萍 杨雄威 政治、道德与宗教——基督教救国会述论 
“交互与转折：1920 年代与基督教中国化”学术

研讨会 
上海 2022/12/24 

韩非 肖清和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乡约实践 “传统时代的江南与上海”学术研讨会 上海 2021/10/30 

丁晗雪 潘守永 
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的“恢复”与“重塑”——疗愈在博物

馆中的应用潜力 

“包容与合作:全球当代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发展”

国际学术研讨会 
陕西西安 2021/10/23 

丁晗雪 潘守永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在博物馆中的数字再现、重塑与共

享路径研究：基于丝绸之路数字博物馆的思考 
第十九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 北京 2022/2/10 

丁晗雪 潘守永 疗愈在后疫情时代博物馆中的应用潜力研究 包容与合作：全球当代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发展 陕西西安 202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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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时间 

周一 潘守永 
展览性乡村建设还是乡村建设展览？我在碧山工销

社、景迈山与“看见社区”的实践与反思 
第八届费孝通思想论坛暨首届未来乡村论坛 浙江台州 2021/4/23 

周一 潘守永 
展览性乡村建设还是乡村建设展览？——我在碧山

村、景迈山与“看见社区”的实践与反思 
2021 社会学艺术节论坛|横渡乡村 浙江台州 2021/4/26 

李舒桐 吕建昌 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看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价值 第二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 江西景德镇 2023/4/26 

李舒桐 吕建昌 权威遗产话语体系下中国近代工业遗产的困境与机遇 首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 安徽亳州 2021/10/9 

覃覃 吕建昌 基于传播学视域下的工业遗产红色文化资源创新利用 首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 安徽亳州 2021/10/9 

彭昊文 郭红 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张天师形象 
2021 明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明代文学学会

（筹）第十三届年会 
上海 2021/8/2 

王紫岩 朱继平 基于训诂考释的安大简“窈窕”新解 第三届汉字学青年学者国际论坛 线上 2021/1/27 

李文凤 朱继平 士山盘铭文研究补正 
第二届全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生联席会暨第五届

禹贡青年沙龙年度会议 
上海 2021/12/4 

梁爽 
WANG 

DONG 
二十世纪上半叶河南体育事业窥略 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山东 2021/10/29 

朱瑞阳 林威杰 吴石对中共在台隐蔽战线发展的作用及其影响 “清政府治理台湾暨两岸关系历史研究” 研讨会 广东汕头 2023/9/23 

表 11  在校研究生代表论文发表情况一览表 

论文题 作者 导师 期刊名 时间 

作为“遗产线路”的文物南迁与“遗产线路”概念再认识 夏才艺 段勇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2 

开启博物馆的“智慧之眼” 梅海涛 段勇 人民日报 2021 

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 姜楠 忻平 史林 2023 

作为政策话语的“无产阶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一段前史考察 韦博 忻平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论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视域下的中共二大与伟大建党精神 韦博 忻平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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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 作者 导师 期刊名 时间 

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投机分子的认识与斗争 韦博 忻平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3 

论中共二大与伟大建党精神的正式形成 韦博 忻平 苏区研究 2023 

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到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百年传承与实践创新 姜楠 忻平 探索与争鸣 2021 

1920 年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初建与上海渔阳里 杨阳 忻平 史林 2021 

建构与转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省级卫生行政专管机关的形成 杨阳 忻平 近代中国 2020 

中共一大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关系之研究 ———以张国焘、李汉俊与马林的三者互动

为对象 
杨阳 忻平 苏区研究 2020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在中国 岳丽 陶飞亚 宗教学研究 2024 

从“束缚”到“解放”：民国女医邹邦元博士的行医生涯 张巧穗 陶飞亚 医疗社会史研究 2023 

寻找思想史中的失踪者马丁;路德 — 《马丁;路德著作集》翻译研讨会综述 岳丽 陶飞亚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2022 

美国 1918 大流感溯源的污名化与科学探索 杨恩路 陶飞亚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美国 1918 大流感溯源的污名化与科学探索 邹赜韬 陶飞亚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叔虞方鼎与西周初期的唐晋因革 高晓军 宁镇疆 历史研究 2023 

《物质帝国:15—21 世纪我们如何成为世界消费者》评介 王仰旭 廖大伟 全球史评论 2022 

中国近代人造丝使用与自制研究 王仰旭 廖大伟 近代中国 2023 

欧阳泰：《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 王仰旭 廖大伟 海交史研究 2023 

〈维摩经〉对于般若、方便辩证融和义理原则系统及深度的论说 张芳芳 程恭让 世界宗教文化 2023 

太虚大师的佛耶对话与人间佛教的肇始 常凯 程恭让 世界宗教文化 2020 

政治意义建构与文化消费：1923 年钟耐成自杀案考察 谈群 刘长林 近代史学刊 2023 

国共内战时期上海自杀问题研究——以《大公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谈群 刘长林 城市史研究 2022 

冯夏威的自杀殉国与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 王浩 刘长林 华人华侨历史研究 2022 

作为佛教中国化新路径的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 “海上论道;觉群论坛”暨“人间佛教的 赖学辉 严泉 中国宗教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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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论坛综述 

《海战：1860 年以来的全球历史》评介 李向远 严泉 全球史评论 2021 

抗战时期田赋征实政策新探——以国民党高层间的互动为中心 李向远 严泉 近代中国 2021 

困境与转变：1941—1942 年华中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建设 张胜 徐有威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21 

小三线工业遗产开发与乡村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以安徽霍山为例 张胜 徐有威 江西社会科学 2021 

《十九世纪的全球贸易：浩官家族与广州体制》评介 王健 
WANG 

DONG 
全球史评论 2022 

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初探 李舒桐 吕建昌 宁夏社会科学 2020 

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初探 杨润萌 吕建昌 宁夏社会科学 2020 

新四军建立初期武器装备问题研究 张胜 张童心 党的文献 2020 

The Splendor of Verdure: Tea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赵晓磊 舒健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2023 

追寻明清禅宗兴衰的历史与逻辑——评《论诤中的觉悟：17 世纪中国禅宗的革新》 郑晓蝶 成庆 佛学研究 2024 

追寻明清禅宗兴衰的历史与逻辑 郑晓蝶 成庆 佛学研究 2020 

孙中山、国民党中央与上海大学关系再研究 赵诗月 韩戍 近代中国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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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生培养质量管理情况 

4.1 严格规范研究生推免、考试、复试招生工作 

在中国史专业研究生推免环节，坚持每年暑期举办“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夏令营主办名家讲座、营员分组讨论等环节，根据学术论文评审、课堂表现、无

领导小组讨论观察等环节综合评定，优中选优，从夏令营营员中选拔出“优秀营

员”，给予研究生推免优先录取资格。 

在中国史专业研究生考试环节，从 2022 年开始，上海大学中国史研究生专

业基础科目考试试卷从中国史专业自命题改为采用全国统考，这一举措可以有效

避免在中国史研究生试题命制与印刷、试卷运输与管理、试卷评阅与存档等流程

中可能出现的制度疏漏、人员疏忽、流程监管不严、试题泄密等问题，避免滋生

招生腐败问题，确保中国史研究生专业基础科目考试全过程公正公平。 

在中国史专业研究生复试环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科学的选拔原则，

做到政策透明、程序规范、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中国史学科负责人宁镇疆、

分管研究生招生的历史学系副主任舒健亲自负责，通过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每

小组至少由 5 名导师组成，设立组长 1 名，秘书 1 名。考研复试小组成员必须签

订全程保密协议承诺书，严格执行直系亲属报考回避制度。考研复试必须全过程

录音、录像、存档，确保记录的可追溯性。考研复试结果实行集体独立打分、秘

书独立核算，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尊重考生、服务考生。 

4.2 严格实行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监控 

实行研究生课程听课评教制度。中国史专业负责人、各教研室负责人坚持每

年度深入一线研究生课堂听课。尤其重点关注新进教师主讲的研究生课程，做到

开课必听、有课必听。贯彻中国史专业研究生课程评教制度，课程结束后通过研

究生评教系统、匿名调查问卷、研究生座谈会等方式等收集学生意见，确保研究

生课程质量保持稳定。2020-2024 年度中国史专业研究生评教满意程度为均在 97%

以上。 

实行研究生课程成绩考核制度。中国史专业要求中国史硕士、博士研究生必

须在二年级秋季必须完成所有理论课程，全程无课程挂科，两门以上（含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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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成绩低于 75 分者，属于未通过研究生课程成绩考核，不能进入学位论文开题

环节。2020-2024 年度中国史专业研究生课程成绩考核通过率均为 100%。 

实行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创新成果制度。中国史专业要求博士生在读期间，至

少应获得 2 项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创新成果，创新成果包括 CSSCI 学术论文、学

术专著、省部级以上项目（排名前三）等。中国史硕士生在读期间，至少获得 1

项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创新成果，创新成果包括正式在学术期刊、集刊、报纸等发

表学术成果一篇（4000 字以上），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排名前五）等。鼓

励中国史研究生导师在此基础上制定更高标准的创新成果要求。对于未能完成创

新成果基本要求的研究生，不能申请学位。2020-2024 年度中国史专业研究生学

位论文答辩申请创新成果完成率均为 100%。 

执行研究生中期成果考核制度。中国史专业在硕士生、博士生三年级秋季学

期实行中期考核，考核小组由 5 名以上中国史学科或相关学科指导教师组成，主

要考察学科基础综合知识、研究进展与综合能力，考核结果分为通过/警告/延期

三个月/延期六个月/淘汰或分流，中国史学科按学生完成质量在中期考核结果汇

总表中排出顺序，对于排序靠后的同学加强论文质量监督与管理。2020-2024 年

度中国史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通过率均为 100%。 

4.3 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规范中国史学科学位论文开题。中国史学科要求硕士研究生开题时间距离论

文答辩时间不少于 1 年。开题报告评审小组成员由不少于 5 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

称的专家组成，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2 人；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时间距离论文答

辩时间不少于 2 年。开题报告评审小组成员由不少于 5 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

专家组成，其中正高级职称专家不少于 3 名，校外专家不少于 2 人；开题报告评

审小组设秘书 1 名。开题不通过者，需要更换题目重新开题，预答辩、答辩时间

亦相应延长。2020-2024 年度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通过率均在 90%

以上，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通过率均在 75%以上。 

规范中国史学科学位论文预答辩。中国史学科硕士研究生预答辩委员会由 5

人组成，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2 人。预答辩委

员会主席一般由校外专家担任。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预答辩委员会由 5 或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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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校外专家不少于半数。预答辩委员会主席一

般由校外专家担任。预答辩委员会设答辩秘书 1 人，由本学科具有中级及以上职

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本校在职（含博士后）人员担任。预答辩不通过者，需延

期预答辩、延期毕业。2020-2024 年度中国史硕士生预答辩通过比例均在 94%以

上，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通过率均为 100%。 

规范中国史学科学位论文全员盲审。中国史学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实行毕业

论文全员查重，查重率不高于 10%，每位研究生只有两次查重机会，查重通过后

才能进入盲审环节。盲审评议结果不含 D 且大于等于 75 分者可以按时参加答辩；

评议结果不含 D 且总分为 60-75 分，自专家完成评阅之日其需修改一个月，由校

内专家复审通过方可答辩，并在答辩中标记为重点审议论文；评议结果含 D，自

专家完成评阅之日起修改不少于三个月，送原专家复审；评议结果全为 D 或 2 位

专家评议结果均小于 75 分，自专家完成评阅之日起进行不少于 6 个月的修改，

送专家复审；复审不通过需要重新撰写论文，硕士不低于 12 个月，博士不低于

18 个月。对“双优论文”——盲审成绩 90 分以上且五项指标均达到“A”的研究

生及导师通报表扬，并选取优秀师生代表在学院、学科网站与公众号等宣传平台

进行经验交流与推广；对外审成绩低于 75 分的研究生，对研究生及导师进行通

报批评。 

规范中国史学科学位论文答辩。中国史学科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盲审合格

后才能进入评阅环节。每篇硕士、博士论文送 2 名校内外专家评阅，评阅通过后

才能进入答辩环节。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 名以上副高组成，其中校外专家不

少于 1 人，同行评议专家不超过半数。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7 名正高职称专

家组成，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半数，同行评议专家不超过半数。指导教师可以参

加答辩，但不能作为自己指导学生的答辩委员。答辩委员会对答辩结果进行匿名

投票，通过者建议授予学位，不通过者不予授予学位。2020-2024 年度中国史硕

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率均为 100%。 

4.4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严格落实指导教师质量责任制。中国史学科规定，在指导研究生发表论文、

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出现的学术不端现象，由导师负直接责任；在研究生论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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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中出现的质量不合格论文，在全院范围内对导师进行公开通报批评，相应扣减

当年绩效。连续两年出现质量不合格论文，停止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三年；研究

生毕业后在教育部、上海市教委每年例行的学位论文抽查中出现的不合格论文，

停止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三年；2020-2024 年度中国史学位点所有研究生论文抽

检“存在问题论文”数量为 0，显示出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的有效性。 

5.就业质量 

2020-2024 年，中国史学科合计授予学位人数 151，平均每年授予硕士学位

人数在 30 人，一次性就业率在 90%以上，其中 2021-2023 年一次性就业率达

100%。就业去向包括上海市崇明区组织部、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等党政

机关，菏泽市博物馆、江苏省档案陈列馆、信州区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上海

市建平世纪中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北京大学附属深圳学校、华

东政法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上海市梅陇中学、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上海

市仙霞高级中学、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上海市宝钢新世纪

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东营实验学校、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等中、初等教育

单位，也有一部分硕士生升入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澳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等高校攻读博士研究生。 

2020-2024 年，中国史学科合计授予博士学位 46 人，平均每年授予博士学位

人数 9 人，一次就业率在 86%以上，主要就业方向为高等教育机构，就业单位包

括西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内蒙古大学、鲁东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南通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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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0-2024 年研究生就业情况汇总表 

项目 年份 授予学位人数 

一次

就业

率 

就业单位类别及就业人数 

党政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初等

教育单位 

科研设

计单位 

医疗卫

生单位 

其他事

业单位 

国有

企业 

三资

企业 

民营

企业 

升

学 

灵活

就业 
待就业 

硕士 

2020 32 90% 2 2 14 0 0 2 1 0 3 2 3 3 

2021 31 100% 2 2 17 0 0 0 3 0 2 3 1 0 

2022 29 100% 3 0 12 0 0 3 1 0 5 4 1 0 

2023 30 100% 1 0 13 0 0 4 1 0 5 5 1 0 

2024 29 90% 1 0 12 1 0 1 2 0 3 6 0 3 

合计 151  9 4 67 1 0 10 8 0 18 20 6 5 

博士 

2020 8 87% 0 6 1 0 0 0 0 0 0 0 0 1 

2021 14 85% 0 12 0 0 0 0 0 0 0 0 0 1 

2022 7 86% 0 6 0 0 0 0 0 0 0 0 0 1 

2023 8 89% 0 8 0 0 0 0 0 0 0 0 0 1 

2024 9 89% 0 7 0 0 0 0 0 0 1 0 0 1 

合计 46  0 39 1 0 0 0 0 0 1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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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代表性学生毕业去向 

学历层次 毕业时间 姓名 毕业去向 

硕士研究生 

2020 
王锐 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 

关佩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 

2021 楚浩然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2022 

李明明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崇明区委员会组织部 

陈万佳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王惠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 

张文义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 

2023 

王紫岩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王清华 上海市建平世纪中学 

田蕾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宋思佳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宝山罗店中学 

2024 

王艺 山东省诸城市市委组织部 

蒋炫睿 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 

韩思佳 上海市宝钢新世纪学校 

张冠爱 北京师范大学东营实验学校 

赵诗月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2021 李威乐 浙江大学（升学） 

2023 刘越 南开大学（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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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层次 毕业时间 姓名 毕业去向 

2024 

徐瑞佑 复旦大学（升学） 

陈科宇 华东师范大学（升学） 

张佳霖 南开大学（升学） 

石淞钰 澳门大学（升学） 

漆东 山东大学（升学） 

博士研究生 

2020 龚伟 四川师范大学 

2021 

朱君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杨阳 上海大学 

黄凯 上海大学 

张胜 东华大学 

2022 岳丽 西北师范大学 

2023 李向远 内蒙古大学 

2024 

高晓军 西北师范大学 

王仰旭 南通大学 

韦博 西华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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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服务 

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充分发挥中国史贯穿古今的长时限优势，在红色文化培

根铸魂、文化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与价值发掘等几方面，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

积极对接、服务国家及地方的重大战略和需求。 

用红色文化培根铸魂。忻平老师作为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

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多年来向全社会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的重要论断。2020 年 7月 24日《解放日报》整版报道了对他的采访《这么多“第

一”缘何被上海拿下——专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向社会公众深度

介绍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开始的地方，

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将党史研究与理论宣讲有机结合。忻平老师多年来学习党的

最新理论成果，积极参与市委组织的各类宣讲活动，是市委十六大、十七大、十

八大、十九大精神、上海市委“四史”和“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第 3卷”宣

讲团成员，先后在上海市委各办局和各个区委中心组、各高校等机关、企事业单

位和基层进行理论宣讲。2019 年 8 月受市委办公厅邀请，给上海市委常委会作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自觉”专题辅导报告，时任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予以高度评价。2019 年给上海市纪委作“认真学习四史”

专题辅导报告，受到市纪委领导好评，荣获“上海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在进

行理论宣讲时，忻平老师结合自身专业方向与社会职务，运用扎实的理论功底，

利用上海众多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将课堂教育和社会宣讲、党史研究与

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课堂内外发挥党史的资政育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引领作用，将理论融入生动案例中，使宣讲更具理论深度。除线下宣讲外，他也

多次参加线上宣讲，还积极参与“红色筑梦”系列视频微党课，主讲《中国共产

党的“产床”·中共一大会址》，该系列党课在东方网、红色之声、上海基层党建

网等多个平台播出，多家单位以此微党课视频作为学习“四史”的参考资料，多

个微信公众号争相转载，仅“红色之声”一家公众号，短时间内他主讲的部分党

课已阅读量过千，点赞数十次，足见传播的广泛性与内容的受欢迎度。廖大伟教

授任“上海市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上海大学基地”执行主任，发扬统一战线



 

44 

 

伟大精神，为统战存史传承。张黎明教授作为中共一大纪念馆原馆长，受聘上海

大学特聘教授后，积极致力于红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出任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

执行院长，在“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宣传发掘工程”

框架下，全力整合上海革命历史资源，充分盘活全国的红色文化资源，始终把握

红色文化“发声”的主渠道，用心资政育人，努力推进党的光辉历史和创新理论

更加深入人心。刘长林教授参加东方卫视、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纪实人文

频道同步播出的重大理论文献片《诞生地》（2021 年 6 月 28 日播出）及凤凰卫

视建党百年节目录制。严泉教授作为上海大学台湾研究中心负责人，积极参加国

台办研究局、上海市台办有关台湾地区与一带一路、台湾地区九合一地方选举研

究工作，并主持国台办研究局涉台课题一项，多项成果获得有关部门领导好评。

在两岸学术交流方面，参加中国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学术年会、台海观察论坛、

纪念开罗宣言 8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重要学术活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文化传承。程恭让教授担任宜兴云湖书院院长，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荣誉

教授，苏州戒幢研究所客座教授，杭州佛学院导师等，长期致力于佛典汉译和佛

典智慧的研究和传播。宁镇疆教授受聘教育部、文化部、中宣部等八部委联合组

织实施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复旦大学平台特

聘研究员，为青铜器铭文、简帛文献等古文字材料提供释读意见和研究成果，并

受山东大学、郑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之邀举办多场古文字与出土文

献学术讲座。受上海图书馆“上图讲座·大家讲典籍”之邀，做“礼承千年”第

三讲：“从《礼记》看中国古代的绅士风度”。张安福教授在文化润疆、智力援疆

以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服务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历史

文化调查整理工作，主编《丝绸之路上的乌什》《乌什历史资料长编》等著述，

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参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纪录片《大运河之歌》，合作

拍摄吐鲁番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以及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相关所藏文物，讲解

西域交通。参与东方卫视拍摄的纪录片《叶尔羌河》，担任学术顾问，主讲新疆

叶尔羌河流域图木舒克市“唐王城”的历史遗存与文化。陈菊霞教授作为发起人

之一，共同筹建“丝绸之路艺术史·长三角青年论坛”学术平台（2021 年由杭州

丝绸博物馆赵丰馆长倡议，长江三角洲的九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复旦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东华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苏州大学、江南大学、浙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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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理工大学，以及三家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上海博

物馆、苏州博物馆共同创建），该平台将每年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并

邀请艺术史领域和敦煌学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评议。既促进了长三角青年艺术史

学者在丝绸之路艺术史领域的学术交流，也提升了上海大学在艺术学和敦煌学领

域的影响力。2024 年 8月 12日，陈菊霞教授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在五台山竹

林寺为“2024年旭日——北京大学国际密集型佛学菁英班”作题为“敦煌石窟艺

术：新视野与新思考”讲座，来自中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澳

大利亚和美国等 17 个国家各科研院校的 50 名博士生聆听讲座。2024 年 11月 10

日，敦煌当代美术馆在上海建成，并举行开馆仪式。芝加哥大学著名艺术史学家

巫鸿教授受邀做《空间的敦煌》讲座，陈菊霞教授受邀对谈敦煌。 

文化遗产保护与价值发掘。段勇教授是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管委

会副主席、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工信部“国家工业遗产”

评审专家组召集人、文旅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在文化

遗产保护、博物馆行业规则等方面参与制定一系列国家标准，领导并组织了文博

系统多个有很高声誉的学术专委会，并指导考古团队积极服务“考古中国”的国

家重大工程。徐有威教授 2013 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

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现任中国史学会中国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

长，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先后主编《口述上海:小

三线建设》和《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资料与研究集成》(第 1辑，8 卷)以及《小

三线建设研究论从》(第 1-10 辑)等;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参

与策划有关小三线建设的电影和文献纪录片多部,还多次参与相关摄影展、纪念

馆和博物馆建设。严泉教授作为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常务秘书长，组织企业家精神

课题调研活动，并参与专报撰写工作。2023 年，作为主要执笔人完成的《关于进

一步做好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工作的对策与建议》、《关于进一步弘扬张謇企业家

精神、培育新时代“张謇式”企业家的对策与建议》等 4份调研成果，先后获得

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同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惠建林同志

的肯定性批示。2024 年，作为主要执笔人完成的《关于进一步弘扬张謇企业家精

神，提升委员履职能力的建议》、《关于扬州进一步发挥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

作组织（WCCO）作用的对策与建议》等调研成果，分别获江苏省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张义珍，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杨岳，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姚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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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性批示。张安福教授还带领学术考察队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实地考察唐代碎叶

城、布拉纳古城等历史文化遗存，并与该国国家科学院展开学术合作。带领学术

考察队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展开实地调研，对当地丝绸之路历史

文化遗存进行考察和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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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评估，由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授权点负责人宁镇疆教授

领衔。历史学系廖大伟教授、张安福教授负责自评报告材料把关。集

中了舒健副教授、韩戍副教授、王皓副教授、林威杰博士、叶鹏博士、

把梦阳博士、顾玥博士等 7名专任教师，统筹开展信息汇总、材料整

合工作。 

校内自 10 月初正式启动。10 月 17 日举行第一次集体会议，讨

论了评估报告的基本结构，并进行了初步分工：由宁镇疆教授负责总

体资料把关，廖大伟教授、张安福教授负责社会服务板块，舒健副教

授负责学位点基本情况，王皓副教授负责师资队伍信息，叶鹏博士负

责科研信息，林威杰博士负责人才培养信息，韩戍副教授负责人才培

养细则。会后各负责人形成了各自部分初稿。10月 30 日举行了第二

次集体会议，由各版块负责人汇报内容，查漏补缺。会后形成学位授

权点自我评估报告初稿。11 月 5 日举行了第三次集体会议，对初稿

进行了详细修订，会后形成了学位授权店自我评估报告修订稿。11月

14 日举行了第四次集体会议，在前次修订稿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

部分数据，优化了部分表述，最终形成了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

告终稿。 

本次评估聘请了 6位校外专家，分别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所长郑炳林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李帆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

长王剑教授（历史学科教指委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李

玉尚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张剑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瞿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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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日，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同行专家评估会议

正式举行。本次评估会议旨在全面评估学位点建设情况，确保博士学

位授权的严谨性和高质量。会议从上午 9 点开始，持续一天，专家们

对学位点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评议。 

会议伊始，与会专家齐聚乐乎新楼上善厅，听取了学位点建设情

况汇报，会议由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主持。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

授权点负责人宁镇疆教授详细介绍了学位点的建设历程、现状及未来

规划。汇报内容涵盖了学术团队的构成、研究方向、学术成果、科研

经费以及学生培养情况等。专家们对学位点的建设情况表示认可，并

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接下来，专家们在文学院进行了评估查阅资料的工作。这一环节

是全面了解学位点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步骤。专家们仔细查阅了学位点

的各类资料，包括学术规划、师资队伍、课题研究、论文发表情况等。

通过查阅资料，专家们对学位点的整体水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下午，专家们进行了实地考察，详细观摩了文学院的各项设施和

教学环境。实地考察使专家们对学位点的硬件条件和教学管理有了直

观的了解。文学院的软硬件设施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随后，专家们对部分学位论文进行了抽查，并对其质量和创新性

进行了评估。这一环节旨在检验学位点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学术水平。

专家们对抽查的论文表示认可，并对学生的学术能力和创新精神给予

了高度评价。 

16 点 30分，专家们与师生进行了现场座谈和讨论。在文学院 406

会议室，专家们与教师和学生进行深入交流，讨论了学位点的优势、

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师生们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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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这一环节不仅促进了专家与师生之间的交流，也

为学位点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会议最后，专家们根据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的建设情况，提出了

最终的评议意见。专家一致认为：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一级学科

授权点，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办学特色鲜明。按

照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高素质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高层次

决策咨询的建设要求，中国史学科努力办成国际知名、国内有影响、

特色方向鲜明的人才培养基地，为此学位点制订了明确而科学的培养

目标和学位授予标准。目前，中国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建有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等五个研究生培养方

向和领域，符合中国史博士学位点建设的要求。学位点的研究生导师

队伍力量雄厚，年龄分布合理，学科分布均衡；学科积淀深厚，拥有

多个国家级、上海市级及校级科研创新平台，学科支撑条件较为优越。

中国史学位点的科学研究工作突出，承担多项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

项目和其他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支撑了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

及科研获奖，也为学位点人才培养提供足够的学养。学位点招生制度

健全，有着完善的资助体系，为在校研究生的发展提供了相应保障。

学位点有着相对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体系，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史博士、

硕士研究生培养要求，研究生培养过程考核严格，尤其是学位点为在

校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机会，为研究生的培养营造了

优越的学术环境。学位点的导师遴选、招生资格审查及导师指导要求

严格，对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位点有着健全的

管理制度，各培养环节既遵循着中国史研究生培养的一般规律，还有

着上海大学自己独特的特色环节，培养计划实施完整，有着规范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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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究生就业状况较好，人才培养质量较高。

同时，专家组也建议：（1）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扩大师资队伍；（2）

增加招生指标，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3）增加经费投入力

度；（4）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综上，经过评议组专家认真评议，一

致认为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评估合格。 

总的来说，本次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同行专家评估会

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专家们对学位点的建设情况和发展前景给予了高

度评价，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这次评估会议不仅为学位点的未

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点未来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 

三、持续改进计划 

针对专家意见，本学位点的改进计划有以下四点，以确保学位点

的发展和提升： 

（1）为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扩大师资队伍，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引进至少 5-8 名具有国际视野和高水平科研能力的中青年学者，特别

是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博士和博士后。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

合的方式，优化现有教师队伍的年龄和学历结构。在五年内，形成一

支高水平、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2）为增加招生指标，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将在保

证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向学校申请每年增加 10%的博士招生名额。吸

引更多具有科研潜力的优秀硕士毕业生，逐步扩大博士招生规模，力

争到 2029 年，博士生数量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同时，优化招生选

拔机制，确保生源质量稳步提升。 



 

51 

 

（3）增加经费投入力度是提升学位点建设的关键。在未来三年

内，向学校申请每年增加 20%的科研和教学经费，重点支持重大科研

项目、国际学术交流和高水平论文发表。同时，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

各类科研基金，提高经费来源的多元化。通过校企合作、社会捐赠等

方式，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确保到 2029 年，经费总投入比 2024 年

增长一倍，用于学科建设、科研创新和教学条件改善。 

（4）在优化课程设置方面，将根据专家建议，重新审视现有课

程体系，增加跨学科课程和前沿研究专题课程，减少重复课程。在未

来三年内，引入国际知名学者开设短期课程，加强学生的国际视野和

学术前沿意识。建立动态调整课程机制，定期评估和更新课程内容，

推动课程国际化，增加全英文授课课程的比例，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博士人才。 

为保障改进计划的顺利实施，学位点将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包

括：引进人才的优厚待遇、科研经费的专项支持和教学设施的改善等。

建立健全学位点管理制度，成立专门的学科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统筹

协调各项工作。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对教师的教学、科研和服

务进行全面评估，激励教师积极参与学科建设，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通过以上改进计划，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将不断提升

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培养质量，力争在未来几年内跻身国内一流、国际

知名的学科行列，为中国史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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