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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简况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表

2017年08月19日填

学位授予单位
（盖章）

名称：闽南师范大学

代码：10402

申请一级学科
名称：中国史

代码：0602

本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类别

□博士二级

□硕士一级 □ 硕士二级

□硕士特需项目

■无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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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年3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

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学位

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

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2016年

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

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

、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学科方向参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

介》中本学科的学科方向填写，填写数量根据本一级学科点申请

基本条件所要求的学科方向数量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

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

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

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

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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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学科简介与学科方向

I-1  学科简介

    （1）学科发展简况：1996年设置历史本科专业，2011年设置学科教学（历史）；2012年，自主设置闽南
民俗文化与民间文艺、闽南文化与家族社会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至今已毕业硕士生23人。
    （2）学科特色：学校所在地漳州市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区位与文化资源优势
。据此，学校以团队建设和平台建设为抓手，挖掘整合闽台文化优质资源，使之融入到学科建设中，在专门史
方向的闽台宗教与民俗文化研究、闽台家族社会研究，中国古代史方向的东南海疆海洋经济社会、家族科举研
究，中国近代史方向的近代台湾社会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
    （3）学科优势：一是队伍实力较强。本学科教学科研团队21人，其中高职称14人，占比66.7%，博士17人
，占比80.952%，45岁以下教师15人，占比71.429%。近五年来，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省部级项目
29项，拥有科研经费337.2万元，出版专著19部，发表论文144篇。二是平台建设成效显著。拥有福建省社科研
究基地“闽南文化研究中心”和《闽台文化研究》杂志等平台，在整合资源、凝聚力量、促进科研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三是成果影响力大。先后出版《台海文献汇刊》等大型资料丛书和学术著作，其中有三项成果获
福建省社科成果奖。《台海文献汇刊》等资料丛书在北京举行首发式，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和社会反响。
    （4）社会需求：福建地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核心区，处于对台工作的前沿，承担着对台工作先行先试的
重要使命。拥有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尤其是闽台历史文化知识的特色人才是改善和做好对台工作的重要条
件。目前，福建省各高校对这类特色人才培养严重不足，社会需求量较大。
    （5）申请的必要性：一是从现有研究成果看，本学科各研究领域和特色人才培养，契合国家特殊需求和
福建省经济文化建设需要，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和区位优势，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从优化学科点布局看，我
省现有厦门大学、福建师大拥有本一级学科硕士点，厦门大学虽地处闽南，属国家重点大学，立足东南，面向
全国，福建师大又处于闽东。本学科立足闽南，辐射台海周边，与福建师大形成一南一北局面，对改善和优化
我省学科布局具有积极意义。
    （6）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1996年开办历史本科专业以来，毕业生就业率达98%，近5年升学率
达6.1%。研究生培养质量较高，就业去向好，已毕业的硕士生，大多在高校、党政机关、企业及文化教育部门
工作。学生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素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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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学科方向按照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I-2  学科方向与特色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限200字）

中国专门史

    主要研究领域：（1）闽台家族社会研究；（2）闽台宗教与民俗文化研究；（3）闽
台关系与社会变迁研究。
    主要特色和优势：一是学校已建立地方文献库，出版了《台海文献汇刊》等大型文献
资料丛书，奠定本领域学术研究的资料基础。二是本研究领域拥有一个福建省社科研究基
地“闽南文化研究中心”，学术研究方向明确，学术积淀深厚。三是本方向课题研究和学
术成果契合国家对台工作和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特殊需求。

中国古代史

    主要研究领域：（1）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研究；（2）中国古代道教文化与闽台民间
信仰研究；（3）宋元明清财政史与东南沿海海洋经济社会、家族研究。
    主要特色和优势：一是团队学历、职称等结构较合理，学术成果大多是博士论文或是
博士论文的延伸研究，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二是本方向注重区域研究，与专门史研究方
向形成互补。三是学术视野宽广，团队成员大多有海外学术经历，或从事博士后研究，掌
握了先进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

中国近代史

    主要研究领域：（1）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研究；（2）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
究；（3）近现代台湾社会文化研究。
    主要特色与优势：一是研究基础扎实。现已出版《军阀政治与民国社会》等多部著作
，相关研究领域正在进一步拓展。二是能结合区位优势与地方资源开展研究，注重研究大
陆与台湾的文化关系，研究台湾社会与文化的特点。三是本研究领域学术成果大多转化为
中国近现代史纲的课程资源，在促进人才培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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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支撑学科情况

I-3-1  本一级学科现有学位点情况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I-3-2  与本学科相关的学位点情况（含专业学位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科教学（历史） 教育（0451） 闽南民俗文化与民间文艺 硕士二级

闽南文化与家族社会 硕士二级

I-3-3  与本学科相关的本科专业情况（限填2个）

序号 本科专业名称

1 060101-历史学 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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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3个月以上。

2.“导师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资格，且2016年12月31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担任导师人员。

 

注： “资助时间”不限于近5年内，可依据实际资助情况填写历次资助时间。

Ⅱ  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0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7 0 0 2 0 2 3 0 4 2 0

副高级 7 1 2 3 1 0 0 0 7 4 0

中 级 7 2 4 1 0 0 0 0 6 2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21 3 6 6 1 2 3 0 17 8 0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17 人   ( 80.95 % ) 5 人   ( 23.81 % )

II-2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限填5个）

序
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带头人

姓名 资助时间 所属学科

1 福建省 省级创新团队 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
究团队 萧庆伟 2013 0501-中国语言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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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请按表I-2所填学科方向名称逐一填写

2.“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填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一人有多项“学术

头衔或人才称号”或多项“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的，最多填写两项。

3.“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包括在外单位兼职培养的研究生）均指近五年的招生人数和授予学位人数。

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3人）

方向名称 中国专门史 专任教师数 7 正高职人数 2

序
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王建红 44 博士 正高级
福建省高校新
世纪优秀人才

;

福建省民俗学
会副会长 0 0 14 10

2 马海燕 35 博士 副高级
福建省高等学
校杰出青年科

研人才;

福建省禅文化
交流促进会副

会长
0 0 0 0

3 施沛琳 60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0 0

方向名称 中国古代史 专任教师数 7 正高职人数 2

序
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4 张晓松 56 学士 正高级 无; 漳州市历史学
会副会长 0 0 4 3

5 程群 44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0 0

6 刘云 46 博士 副高级
福建省高校新
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福建省闽南文
化研究会秘书

长
0 0 0 0

方向名称 中国近代史 专任教师数 7 正高职人数 3

序
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7 邓文金 54 学士 正高级 无; 福建省老子研
究会副会长 0 0 9 11

8 安拴虎 54 学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0 0

9 郑榕 38 硕士 中级 无; 漳州市历史学
会副秘书长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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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专门史

姓名 王建红 性别 男 年龄(岁) 44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福建省高
校新世纪
优秀人才
；福建省
民俗学会
副会长;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2004年6月于南开大学获历
史学博士学位

所在院系 历史系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王建红，入选2014年度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福建省民俗学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经济史与闽南家族社会。近5年内，主持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项目以及横向学术科研项目4项，资助经费达36万元，到账经费经费36万元
；发表专业学术论文9篇，其中国家一级学术刊物1篇，出版专著1部。参与完成的“弘扬
海峡两岸优秀闽南文化传统，创新闽南文化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成果获第七届福建省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担任硕士生导师，已指导硕士生10名。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朱子《家礼》与儒家“治平”理
想的家族式实践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83-89 他引1次 2014-03 独著

家族联宗、祠堂、祭祀与台海交
流途径建构 闽台文化研究 P86-92 2013-06 独著

海外商业扩张与伍德罗·威尔逊
政府的反托拉斯立法 社会科学战线 2013-08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总行理论部
横向项目

闽南家族、经济活动及其日常模
式（1003A9112）

201512
-

201712
10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两岸闽南文化体验与青少年归属
认同研究（FJJKHX15-104）

201611
-

201712
5

漳州市慈善总会委托专项 漳州家族与慈善（1003A91318-
3）

201312
-

201812
3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9-201501 中国宗族文化史 36 硕士研究
生

200802-201602 闽台家族交流 36 硕士研究
生

201402-201602 史学理论与历史教学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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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专门史

姓名 马海燕 性别 男 年龄(岁) 35 专业技术
职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福建省高
校杰出青
年科研人
才；福建
省禅文化
交流促进
会副会长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2011年6月于南京大学获哲
学博士学位

所在院系 闽南文化研究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马海燕，闽南文化研究院闽南民俗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入选2015年福建省高校
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福建省禅文化交流促进会副会长、福建省法眼宗佛教文化交
流促进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明清佛教法派与传戒研究。近5年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厅级、校级项目各1项，科研总经费26万，到账经费25万；发表专业论文14篇，出版
个人专著3部。未指导过硕士研究生。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永觉元贤禅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000册 2016-12 独撰

为霖道霈禅学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 3000册 2012-08 独撰

明清佛教授戒法系综论 东南学术 P226-232 2016-01 独撰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目 明清授戒法系与两岸佛教传戒规
范化研究(14XZJ017)

201407
-

201712
20

福建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科研人
才培育计划

明清佛教授戒法系研究 （闽教
科【2015】54）

201512
-

201712
1

闽南师范大学科研启动项目 明清佛教传戒研究
201209

-
201709

4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9-201501 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前沿 36 硕士研究
生

201409-201501 闽南宗教与民间信仰 36 本科生

201410-201501 佛学与中国文学 3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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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专门史

姓名 施沛琳 性别 女 年龄(岁) 60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2012年6月于厦门大学获历
史学博士学位

所在院系 闽南文化研究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施沛琳，兼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闽台历史文化与
传播。近5年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漳州市社科项目2项，科研总经费20.2万
，到帐经费20.2万；发表论文11篇，出版专著1部。未指导过硕士研究生。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传播与流变：海峡两岸闽南语歌
曲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1500册 2015-09 独著

闽南社会下之大陆高山族探析
：华安陈姓高山家族的观察  东南学术 P280-284 2013-11 独著

闽南语流行歌曲女性图像与日据
台湾社会的变迁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11-16 2014-11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台湾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研究（15BMZ037）

201509
-

201907
20

-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9-201501 闽台闽南语民歌 36 硕士研究
生

201209-201509 台湾史专题 36 本科生

201209-201509 闽南民间戏曲 3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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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古代史

姓名 张晓松 性别 男 年龄(岁) 56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漳州市历
史学会副
会长;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学士 1983年6月于山东大学获历
史学学士学位

所在院系 历史系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张晓松，漳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闽南民间信仰。近
5年内，主持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科研总经费1.5万，到帐经费1.5万；发表论文3篇。担
任硕士生导师，已指导硕士生3名。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试论民间信仰仪式的作用与影响
——以漳州部分宫庙为个案

漳州师院学报 P124-127 他引
2次 2012-03 独著

试论闽南民间信俗在两岸交流中
的作用

闽台文化研究  P75-82  他引
2次 2014-03 独著

漳州客家、福佬“谢安信仰”比
较研究 闽台文化研究  P42-49 2015-03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 闽南民间信仰与闽台文化研究
(2013B226)

201309
-

201512
1.5

-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09-201606 中国通史·古代 72 本科生

201209-201606 中国史学史 54 本科生

201209-201606 闽南民间信仰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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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古代史

姓名 程群 性别 男 年龄(岁) 44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2007年于四川大学获宗教
学博士学位

所在院系 历史系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程群，从事中国道教与中国美学研究。近5年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博士后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科研总经费21万元，到账经费21万；发表论文9篇，出版专著1部
。2011获得校级课堂教学竞赛二等奖。未担任过研究生导师。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道教生死观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12 独著

道教器物的宗教文化精神考察 文化遗产，P119-128，他引3次 2014-01 独著

哲思与审美观照中的道教造像艺
术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P113-
120，他引5次 2012-05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道教舞蹈研究(13BZJ036)
201306

-
201812

1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
目

道教艺术美学思想研究
(2011M570358)

201210
-

201410
3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09-201301 中国哲学史 36 本科生

201409-201501 中国美学史 36 本科生

201509-201601 中国思想史 3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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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古代史

姓名 刘云 性别 男 年龄(岁) 46 专业技术
职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福建省高
校新世纪
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福建省
闽南文化
研究会秘
书长;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2007年6月于厦门大学获历
史学博士学位

所在院系 闽南文化研究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刘云，闽南文化研究院院长助理，入选2011年度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兼任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研究领域为宋元史与社会经济史。近5年内，主持
教育部一般项目1项、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1项，科研经费为人民币
8.3万元，到账经费为8.3万元；发表论文8篇，出版专著1部（45万字）。参与指导博士生
1人、硕士生2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砧基簿与南宋土地登记制度的建
立 农业考古 P60-65，他引2次 2012-12 独著

论宋代地权与宗族救济——以福
建路宗族义田义庄为例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P76-82，被
《中国社科科学文摘》摘要转载

（2014年第8期）
2014-09 独著

中国财政通史·宋辽西夏金元财
政史（下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06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田令、乡例与农民生活：宋代土
地制度与乡村社会
(10YJC770058)

201005
-

201305
6.3

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项目

宋代福建路闽南地区的经济与社
会研究(JA11179S)

201103
-

201303
2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03-201207 中国通史·古代2 72 本科生

201209-201301 中国文化史 36 本科生

201602-201607 闽台民俗比较研究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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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近代史

姓名 邓文金 性别 男 年龄(岁) 54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福建省老
子研究会
副会长;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学士 1984年6月于厦门大学获历
史学士学位

所在院系 闽南文化研究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邓文金，闽南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台文化研究》副主编，福建省老子研究会副
会长，主要从事闽台历史文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近5年内，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重
大项目、省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省教育厅项目、漳州市财政拨款项目共8项，科研总经费
168.5万，到账经费168.5万；发表论文7篇，出版专著1部，主编出版《闽南涉台族谱汇编
》（100册）《台湾族谱汇编》（80册）等大型文献资料丛书2部。专著《漳台关系史》获
第十届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主持完成的《弘扬海峡两岸优秀闽南文化传统 创
新闽南文化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成果获福建省第七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担任硕士
生导师，已指导硕士生11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漳台关系史 获福建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三等奖 2013-12 独著

闽南涉台族谱汇编（100册）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09 主编

台湾族谱汇编（80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10 主编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 闽南涉台族谱汇编（2014Z002）
201405

-
201512

5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台湾族谱汇编（2014JDZ030）
201411

-
201704

5

福建省教育厅重点调研课题 深化闽台教育合作研究（闽教财
【2014】47号）

201404
-

201612
5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09-201609 中国文化史 54 硕士研究
生

200802-201602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54 硕士研究
生

201402-201602 闽南宗族社会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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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近代史

姓名 安拴虎 性别 男 年龄(岁) 54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学士 1984年6月于兰州大学获历
史学学士学位

所在院系 闽南文化研究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安拴虎，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史。近5年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科研总经费20万，到账经费20万；发表论文4篇，其中一篇被《新华文摘》摘编，并
荣获漳州市第五届社科三等奖。未指导过硕士研究生。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大陆形象”的塑造与对台传
播论纲 新华文摘 P171 他引4次 2013-09 独著

移动新媒体对台湾民意形成的影
响及因应策略——以台湾年轻世

代为例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P128-135 2016-01 独著

影响两岸关系走向的差异性因素
探析——从两岸共通意义空间说

起
闽台文化研究 P5-11 2016-12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跨两岸传播中的“大陆形象”建
构研究（14BXW057）

201412
-

201712
20

-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02-201406 中国家族制度史专题研究 36 硕士研究
生

201409-201501 台湾历史专题研究 36 硕士研究
生

201609-201701 闽台关系史专题研究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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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填写表II-3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II-3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仅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近代史

姓名 郑榕 性别 男 年龄(岁) 38 专业技术
职务 中级 学术头衔

漳州市历
史学会副
秘书长;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2017年6月获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博士学位

所在院系 闽南文化研究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郑榕，漳州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社会变
迁。近5年内，主持校级项目1项、福建省教育厅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及福建省社
科基地重大项目各1项，科研总经费6万，到账经费6万；发表论文4篇，出版合著专著1部
。未指导硕士生。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护法运动与民初闽南地方社会
：以〈漳州民国初期文献三种〉

为考察中心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P83-87 2012-12 独著

国家权力、宗族与基层社会
——民国时期的闽南宗族 东南学术 P213-220 2016-11 独著

谁之庙宇 祠堂何在——清初复
界后漳泉沿海的主客之争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P35-42 2016-12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民间历史中的海盗形象
（JBS14108）

201409
-

201609
0.5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 清初复界后漳泉沿海的主客之争
（JAS160317）

201609
-

201809
1

漳州市社科一般项目 民初国家政权、宗族与乡村社会
201406

-
201411

0.1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03-2016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6 本科生

201209-201301 中国经济史 3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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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有本学科授权并招生的，填本学科情况；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的，填写相近学科情况;前两项都没有的，可填联合培

养情况；三类中只能选填一类。

2.“招生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还应统计全国GCT考

试录取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日制

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

Ⅲ  人才培养

Ⅲ-1 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Ⅲ-1-1 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人数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0 2 3 5 5

授予学位人数 0 0 0 0 0

Ⅲ-1-2 硕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人数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6 10 8 8 12

授予学位人数 0 0 5 6 12

Ⅲ-1-3  与本学科点相关的本科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本科专业名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060101-历史学
本科专业 111 110 78 101 90 103 90 111 9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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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课程类型”限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一门课程若由多名教师授课，可多填；授课教师为外单位人员

的,在“所在院系”栏中填写其单位名称，并在单位名称前标注“▲”。

2.在本学科无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填写相关学科课程开设情况。

Ⅲ-2  课程与教学

Ⅲ-2-1  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学分 授课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 在 院 系

1 中国文化史专题 专业必修课 邓文金 正高 本校 闽南文化研究
院 54 /3 中文

2 闽南民间信仰 专业必修课 张晓松 正高 本校 ▲历史系 36 /2 中文

3 中国史专题研究 专业必修课 张  欣 正高 本校 ▲历史系 36 /2 中文

4 中国宗族文化史 专业必修课 王建红 正高 本校 ▲历史系 36 /2 中文

5 闽台关系史专题 专业选修课 安拴虎 正高 本校 闽南文化研究
院 36 /2 中文

6 历史学科基础与前沿
问题 专业选修课 覃寿伟 正高 本校 ▲历史系 36 /2 中文

7 闽台民俗比较研究 专业选修课 刘  云 副高 本校 闽南文化研究
院 36 /2 中文

8 传统伦理与中国传统
文化 专业选修课 李毅婷 中级 本校 闽南文化研究

院 36 /2 中文

Ⅲ-2-2  拟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学分 授课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 在 院 系

1 闽台家族社会与文化 专业必修课 王建红 正高 本校 ▲历史系 54 /3 中文

2 中国古代思想史专题 专业必修课 张晓松 正高 本校 ▲历史系 54 /3 中文

3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
究 专业必修课 邓文金 正高 本校 闽南文化研究

院 54 /3 中文

4 闽台民俗文化研究 专业必修课 马海燕 副高 本校 闽南文化研究
院 54 /3 中文

5 近代台湾社会与文化 专业必修课 安拴虎 正高 本校 闽南文化研究
院 54 /3 中文

6 中国古代道教文化专
题 专业选修课 程  群 正高 本校 ▲历史系 36 /2 中文

7 宋元明清社会变迁研
究 专业选修课 刘  云 副高 本校 闽南文化研究

院 36 /2 中文

8 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研
究 专业选修课 郑  榕 中级 本校 闽南文化研究

院 36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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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Ⅲ-2-3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福建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特等奖 弘扬海峡两岸优秀闽南文化传统 创新

闽南文化特色人才培养体系

邓文金  黄金明 郑
镛  施榆生   王建

红
2014

2 福建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闽南文化特色人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

践 邓文金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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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写除导师外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成果。

2.“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录取类型”填“全日制、非全日制”。

3.在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点的，可填写相关学位点在校生成果。

Ⅲ-3  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
、专著、专利、赛事名
称、展演、创作设计等

）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用
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
利号，参赛项目及名次，创作设计获奖

时间 学生姓名
学位类别（录取
类型/入学年月
/学科专业）

1 闽台民间大道公传说
中的文化建构 闽台文化研究  P69-76 2014-09 汪  静

硕士 全日制
2012-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2 论林希元的海洋意识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P40-44、
63 2014-09 黄晶晶

硕士 全日制
2012-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3 林语堂小说的生态女
性主义解读 闽台文化研究 P103-108 2014-06 岑佩妮

硕士 全日制
2012-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4 九龙江西溪疍民习俗
探析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P29-33 2014-03 汤儒韬

硕士 全日制
2012-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5
建构宗族的社会因素
探析：以漳浦蓝氏畲
族的宗族建构为例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130-132 2015-11 李凌莹

硕士 全日制
2013-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6

试论《朱子家礼》对
漳州宗族礼仪的影响
——以南靖族谱为研

究中心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P13-19 2015-06 黄兴泉

硕士 全日制
2013-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7

社区信仰的变迁与文
化认同的重构——以
漳州教子桥社镇安宫

庙为例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P9-16 2015-12 马华明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8 漳州岱仙岩仙祖信仰
初探 闽台文化研究 P78-84 2015-06 马华明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9 漳州嘉济庙石真君崇
拜探析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P21-26 2015-03 丁向阳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10 从宗族建筑楹联看吉
安地区宗族观念 地方文化研究 P103-112 2015-08 丁向阳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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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Ⅳ  科学研究

Ⅳ-1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类别    计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国家级项目 0 0 2 36 2 40 1 20 0 0

其他政府项
目 2 3.5 4 51.9 15 82.4 13 68.4 10 22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目

）
0 0 1 3 0 0 1 10 0 0

合计 2 3.5 7 90.9 17 122.4 13 98.4 10 22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26 296.5 47 324.2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5 96 29 87.7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项
） 0.467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万元） 3.211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万元

） 3.088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3

出版专著数 19 师均出版专著数 0.9048

近五年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总篇数 144 师均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篇数 6.857

   （1）本学科近五年科研项目统计不包括闽南文化研究院批准设立的项目，主要有《台海文献汇刊》《台湾通
史》等两个重大项目；《台湾古典文学丛书》《海峡西岸闽南方言文化研究》《漳州民间信仰与闽南社会》《开
漳圣王文化研究》《陈淳评传》《闽南涉台族谱汇编》《闽南历史文化概说》等七个重点项目，立项经费共
558万元。
   （2）上述课题成果已出版的有：《台海文献汇刊》（60册）《闽南涉台族谱汇编》（100册）《漳州民间信
仰与闽南社会》《海峡西岸闽南方言与文化研究》《闽南历史文化概说》等，《台湾通史》（六卷本）《陈淳评
传》《开漳圣王文化研究》等书稿已提交出版社，预计今年底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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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Ⅳ-2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5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福建省 福建省第十一届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省

级科研获奖;
二等 闽南历史文化概说

闽南文
化研究
院

2016

2
福建省 福建省第十一届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省

级科研获奖;
二等 台海文献汇刊 邓文金

施榆生 2016

3
福建省 福建省第十届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省级

科研获奖;
三等 漳台关系史 邓文金 2013

Ⅳ-3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限填20项）

序
号 名  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限100字）

1 台海文献汇刊（60册） 邓文金 2014-09 厦门大学出版社 获福建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

2 闽南历史文化概说
闽南文
化研究
院

2013-06 福建人民出版社 获福建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

3 台湾族谱汇编（80册） 邓文金 2016-10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无

4 闽南涉台族谱汇编
（100册） 邓文金 2014-09 福建人民出版社 无

5 道教生死观研究 程  群 2014-12 宗教文化出版社 无

6 魏晋之际司马氏与礼法
之士政治思想研究 李毅婷 2015-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福建省社科规划博士文

库

7 中国财政通史·宋辽西
夏金元财政史（下册） 刘  云 2013-06 湖南人民出版社 无

8 传播与流变：海峡两岸
闽南语歌曲研究 施沛琳 2015-09 厦门大学出版社 无

9 为霖道霈禅学研究 马海燕 2012-08 宗教文化出版社 无

10
闽南社会下之大陆高山
族探析：华安陈姓高山

家族的观察
施沛琳 2013-11 东南学术 无

11
从五属到五服：“准五
服以制罪”与汉晋之际

宗法观念的变迁
李毅婷 2015-12 中国经学 无

12
有关司马氏历史记忆的
遮蔽性：以重释嵇康之

死为中心
李毅婷 2016-06 经学文献研究集刊 无

13 明清佛教授戒法系综论 马海燕 2016-01 东南学术 无

14
国家权力、宗族与基层
社会——民国时期的闽

南宗族
郑  榕 2016-11 东南学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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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力等

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15
谁之庙宇 祠堂何在

——清初复界后漳泉沿
海的主客之争

郑  榕 2016-12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无

16
试析明清时期闽籍士绅
关于“开海”“禁海

”问题之态度
苏惠苹 2015-09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无

17

明中叶至清前期闽南海
洋环境与家族发展

——圭海许氏家族的个
案分析

苏惠苹 2014-01 安徽史学 无

18 自由和共同善：格林的
国家话语 邓振军 2016-11 浙江学刊 无

19 “大陆形象”的塑造与
对台传播论纲 安拴虎 2013-09 新华文摘 获漳州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三等奖

20

移动新媒体对台湾民意
形成的影响及因应策略
——以台湾年轻世代为

例

安拴虎 2016-01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
社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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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Ⅳ-4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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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Ⅳ-5  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账经

费（万元）

1
明清授戒法系与两
岸佛教传戒规范化
研究（14XZJ0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
目 201407-201712 马海燕 20

2
跨两岸传播中的
“大陆形象”建构
研究（14BXW05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412-201712 安拴虎 20

3
台湾少数民族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研
究（15BMZ03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509-201907 施沛琳 20

4 道教舞蹈研究
（13BZJ03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306-201812 程  群 18

5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
书《老子》研究
（14YJCZH163）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
划

青年项
目 201403-201712 吴文文 8

6 台湾族谱汇编
（2014JDZ030） 福建省社科基地 重大项

目 201411-201704 邓文金 5

7
清代宦台学官与台

湾文学研究
（15YJC751054)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
划

青年项
目 201509-201808 杨艳华 8

8

两晋士人的北上、
南下与南北文化交

融研究
(11YJC770068)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
划

青年项
目 201105-201612 翁  频 8

9 闽南涉台族谱汇编
（2014Z002） 福建省社科基金 重大项

目 201405-201512 邓文金 5

10
明清闽台社会庶民

儒学的推行
（FJ2016JDZ024）

福建省社科基地 重大项
目 201612-201911 陈启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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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仅限申请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Ⅳ-6  近五年代表性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6-1  创作设计获奖（限填5项）

序
号

获奖作品/节目名
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时间 相关说明（限100字）（如：本单位主要获

奖人及其贡献等）

Ⅳ-6-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5项）

序
号

展演作品/节目名
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

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100字）（如：本单位主要参

与人及其贡献等）

Ⅳ-6-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的其他方面，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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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告类型”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Ⅴ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Ⅴ-1  近五年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计数    项目 主办、承办国际或全国性
学术年会（次）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
报告（次）

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
（次）

资助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交流专项经费（万元）

累计 12 53 50 20

年均 2.4 10.6 10 4

Ⅴ-1-1  近五年举办的主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限填5项）

会议名称 主办或承办时间
参会人员

总人数 境外人员数

2012闽南跨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2-12 120 18

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 2012-06 110 15

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 2013-06 70 12

第二届闽台港澳道教文化与民间习俗交流研讨会 2014-10 70 13

“一带一路”与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05 60 8

Ⅴ-1-2  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情况（限填10项）

序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时间

1 论蓝鼎元的政治思想 粤闽赣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
（潮州） 邓文金 大会报告 2013-09

2
“一带一路”的文化
属性与沿岸国家青年

群体

“一带一路”与海外华人国际
学术研讨会 （漳州） 王建红 大会报告 2016-05

3 陈独秀儒学观述论 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曲阜） 邓文金 分会报告 2012-05

4 金厦战地文化创意产
业初探

金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厦门
） 施沛琳 大会报告 2014-09

5 区域视野下的闽南观
音信仰发展论析

首届观音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南） 马海燕 分会报告 2014-10

6
从“共通意义空间理
论”看影响两岸关系
走向的差异性因素

2016传播与两岸关系学术论坛
（上海） 安拴虎 大会报告 2016-11

7 现代中的传统——两
岸庙宇文化比较

第二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福
州） 陈启钟 分会报告 2015-10

8 宋代财产检校制度若
干问题辨析

“宋都开封与十至十三世纪中
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封

）
刘  云 分会报告 2012-08

9 晚清新加坡闽籍商人
兴学活动与儒学传播

“一带一路”与海外华人国际
学术研讨会（漳州） 李毅婷 分会报告 2016-05

10 档案资料中环东海海
洋环境问题管窥 环东海论坛（金华） 覃寿伟 分会报告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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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同一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有多种冠名的，不重复填写。

2.“批准部门”应与批文公章一致。

Ⅴ-2  可用于本一级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

Ⅴ-2-1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万
册）

外文藏书（万
册）

订阅国内专业
期刊（种）

订阅国外专业
期刊（种）

中文数据库数
（个）

外文数据库数
（个）

电子期刊读物
（种）

89.118 2.2729 978 74 9 7 0

Ⅴ-2-2  代表性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卓越计划等平台（限填5项）

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全国台联文化研习交流基
地;  闽南文化研习交流基地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2012-06

2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
究中心 福建省社科联 2014-07

3 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基地;

闽南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中心 福建省教育厅 2007-12

4  福建省侨联研究基地; 福建省侨乡文化研究中心 福建省侨联 2016-11

Ⅴ-2-3  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
元） 450 实验室总面积（㎡

） 1400 最大实验室面积
（㎡） 1200

Ⅴ-2-4  其他支撑条件简况（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填写，限200字）

    （1）在校内建有一个闽南文化办学特色展馆（100平方米），全面展示闽南文化教学科研成果、校园特色文
化等，为学生提供一个了解本学科教学科研特色，培养特色学科兴趣的窗口。
    （2）学校与福建漳龙集团合作，在漳浦东南花都共建闽南文化展示馆（1200平方米），作为专业实践基地
。该馆由闽南文化研究院负责管理，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学校在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研究生奖助学金等环节制定了完善、规范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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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该申报学位点符合基本条件要求，同意申报。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
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