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山大学 
世界史(0603)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从 2021 年级开始执行） 

 

一、学科介绍 

世界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主要内容是系统地探讨和阐述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

散的状态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世界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

合考察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的历史，并运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

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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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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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业的训练，培养遵纪守法，身心健康，品德良好，具有自觉的学术意识、严谨的治

学态度、正派的学术作风，具有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和牢固扎实的史学研究能力、素养和理论思维

能力，拥有具有独立的研究能力，了解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状况，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

的专门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成为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的能力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与管理工作的能力的专门人才。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按照《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学制 4 年。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者，须

按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学校批准，可适当延长学习年限，每次申请延长不

超过 1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7 年。凡未按规定时间提出申请，或申请未获批准而超期者，视

为自动失去学籍。 

 

四、研究方向 

1．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史 

2．世界古代中古史 

（晚期罗马与拜占庭史、欧洲中古史、基督教会史等） 

3．世界近现代史 

（欧洲近现代史、亚洲近现代史等） 

4．世界地区 国别史 

（东亚史、东南亚史、大洋洲史、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等） 

5．专门史 



（中西经济文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华侨华人史、国际关系史、亚洲海洋史、世界环境史等） 

 

五、培养方式 

本专业采用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在培养过程中，本专业将兼顾

导师的主导作用和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研究生可充分参与多种形式的教学、科研实践，包括

教学、科研基地实践，导师、研究生科研项目，自主性学术实践活动。学术讲座、报告、研讨会及

研究生自主学术活动都是重要学习方式。研究生应积极参与科研课题、学术讲座、学术报告、社会

实践等，在研究实践中提高综合能力。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博士生应修必修课不少于 18 学分，课程设置如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英文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负责人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课 MAR7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Marxism of China and Contemporary World 

36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选 

MAR700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Marx,Engels and Lenin’s 

Classics 

18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必选 

FL-7001 第一外国语（英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English) 

120 5 外国语学院 五选一 

FL-5002 第一外国语（日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120 5 外国语学院 

FL-5003 第一外国语（法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French) 

120 5 外国语学院 

FL-5004 第一外国语（德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German) 

120 5 外国语学院 

FL-5005 第一外国语（俄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Russian) 

120 5 外国语学院 

专业基础

课 

HS-7170 世界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Theory,method and discipline of World history 

54 3 导师组 必选 

HS-7171 世界史名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World history Masterpieces 

54 3 导师组 必选 

HS-5156 学术规范与学位论文写作指导 

Principle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writing 

36 2 导师组 必选 

专业课 HS-7172 世界史专题研究 

Topic studies of World History 

36 2 导师组 必选 

HS-7106 教会史研究导引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ies of Church History 

36 2 龙秀清  

HS-7107 亚洲海洋史 

Asian Maritime History 

36 2 江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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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7111 东南亚史料选读 

Reading of Selected Historical Records on 

Southeast Asia 

36 2 袁丁  

选

修

课 

 HS-7160 前沿讲座 

Lectures 

36 2   

HS-6143 第二外国语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36 2 导师组  

HS-7151 欧洲中古史研究基础 

Skills of Medieval History Research 

36 2 龙秀清  

HS-7152 西方学术原著翻译与研讨 

Selected Readings from Western Academic Works 

36 2 龙秀清 

HS-7153 晚期罗马与拜占庭史专题 

Late Roman and Byzantine Empire 

36 2 林英 

HS-7154 古代中国与地中海世界 

Ancient China and Mediterranean World 

36 2 林英 

HS-7155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专题研究 

Topic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Theory of 

History 

36 2 顾晓伟 

HS-7156 冷战史 

Cold War History 

36 2 温强 

HS-7157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 

History of Sino-South East Asian relations 

36 2 袁丁、牛军

凯 

HS-7158 中美关系史史料阅读与分析 

Readings of Historical Source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36 2 朱卫斌 

HS-7159 中外关系史史料阅读与分析 

Readings of Historical Sources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36 2 江滢河 

 

七、培养环节与要求 

实行学分制，要求博士生至少修满 18 个必修学分，学位论文不计学分。 

博士生的培养工作采取导师负责制，指导方式可采取导师指导和指导小组（或指导委员会）集

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采取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基础上，

博士研究生需按规定承担相应的助教工作，并应积极参加导师的课题与科研项目进行实践，锻炼学

术科研能力及学术论文撰写能力。 

博士生个人培养计划由博士生导师负责，在指导小组指导下和博士生共同制定，在入学后 3 个

月内完成。博士生个人培养计划必须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范围、主要内容以及大致的要求做出规

定。 

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一般在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12 月底前完成，具体时间由各教研室根据实际

情况而定。开题报告工作是博士生中期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进行中期考核前首先完成开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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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各项工作，未通过开题的研究生不予通过中期考核。相关程序按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管理办法》执行。 

博士生应在第二学年秋季学期结束前参加中期考核，内容包括思想品德、课程学习、身心健康、

开题报告等方面。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相关程序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中

期考核办法》执行。 

学位论文的预答辩一般在第四学年秋季学期 12 月底前完成，具体时间由各教研室根据实际情

况而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的能力。未通过预答辩者，不予受理答辩申请。相关程序按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执行。 

 

八、学位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完成学位论文。博士生论文选题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

时考虑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选题应尽可能体现学科的前沿性、视角的独特性、研究的创造

性和成果的应用性。 

1.规范性要求 

论文的研究主题明确；格式规范，论文中英文摘要文字简明扼要、清楚反映论文的基本内容及

结论；论文的文献征引、调查资料举证，必须清楚完整地注明出处，概念、术语、数据等使用均应

符合国家出版物的统一规定。论文的字数不宜少于 10 万字，论据可靠、论证充实，符合学术规范，

严禁抄袭。 

2.质量要求 

世界史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是原创性成果，需要具有学术性的创新，具体包括新材料、新方法、

新技术、新视角、新结论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有较全面的创新与学术价值，达到本领域的研

究的较高水平。 

 

九、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博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各项要求并且成绩达标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在学期

间学术成果要求、答辩及学位授予程序严格按照《中山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有关规

定执行。博士生通过学位审核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博士生毕业证书。凡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但

答辩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学位、同意予以毕业者，或参加毕业论文答辩通过者，通过审核，发给博士

生毕业证书。凡未通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 3 个月以后、2 年以内修改论文重新申

请答辩（含论文评阅）一次，通过答辩和学位审核者授予博士学位。将按照一级学科毕业并授予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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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必读和选读书目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必读 

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必读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必读 

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版 必读 

刘城：《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必读 

龙秀清：《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 济南出版社 2001 年版 选读 

《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 
陈文寿，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2 年 

必读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
济圈》 

〔日〕滨下武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必读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
场圈》 

〔日〕滨下武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必读 

《东亚的复兴：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为视角》 滨下武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必读 
《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 陈国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年 必读 
《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 杨国桢，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年 必读 

《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济南：齐鲁书
社，2005 年 

必读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陈春声，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 年。 必读 
《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
究丛书） 

石源华等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必读 

《清代中朝日关系史》 姜龙范等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年 必读 
《中西交通史》 方豪，岳麓书社 必读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中华书局 必读 

《中外交通史料丛刊》 中华书局 必读 

《西方外交思想史》 陈乐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 必读 
《简明中美关系史》 蒋相泽、吴机鹏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必读 

《中美关系史 (1911-1950)》 陶文钊，重庆出版社，1993 必读 

《中美关系史 (1949-1972)》 陶文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必读 

《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 梁碧莹：，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必读 

《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 吴心伯，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必读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王立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必读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中美关系史论丛》 汪熙、田尻利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必读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 吴孟雪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必读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王逸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必读 

《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 阎学通、孙学峰，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必读 

《法国史》 陈文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二版。 必读 

《法国通史》 吕一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必读 

《法国史论集》 张芝联：三联书店，2007 年。 必读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补版） 高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必读 

《法国大革命史》 王养冲、王令愉：东方出版中心，2007 年。 必读 

《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 沈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必读 

《英国通史》 钱乘旦, 许洁明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必读 

《英国政治制度史》 程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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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 2 版) 马克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必读 

《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  孟广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必读 

《环境史的起源与发展》 包茂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必读 

《环境史绪论》 梅雪芹：，中国环境出版社，2011 年。 必读 

《美国通史》（六卷本）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必读 

《美国文化与外交》 王晓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 必读 

《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 李剑鸣：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必读 

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到 2004 年 李庆余，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 必读 

《东南亚史》 梁英明，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必读 

《东南亚近代史》 余定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必读 

《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 余定邦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年。 必读 

《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  梁志明等，昆仑出版社，2006 年。 必读 

《东南亚文化发展史》 贺圣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必读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 陈序经，深圳海天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

1992 年。 

必读 

《中国南洋交通史》 冯承钧，商务印书馆，1937、1998 年。 必读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二、三） 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重印。 必读 

高丽大学校韩国史研究室：《新编韩国史》 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必读 

《殖民主义史》总论卷 高岱、郑家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必读 

《西方史学通史》 张广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必读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 徐浩、侯建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必读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庞卓恒，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必读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 李剑鸣，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必读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 何兆武主编，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必读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必读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 彭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必读 

《希腊史研究入门》 黄洋、晏绍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必读 

《希腊化研究》 陈恒著，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必读 

《罗马史纲要》 杨共乐著，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必读 

《拜占庭史研究入门》 陈志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必读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 余太山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必读 

《印度古代史纲》 林承节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0 必读 

《古代埃及史》 刘文鹏 著，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必读 

《中东史》 哈里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年版。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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