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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辦 公 室  

郵寄地址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

學 O407 室 

教研領域  

亞洲海洋史、中國經濟史、中外關係史 

 

學  歷 

2001 - 2004 南開大學 歷史學 博士學位 

1980 - 1984 中山大學 歷史學 學士學位 

    

  

教學經歷  

2023 年，受聘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雲山工作室首席專家。 

2018 年，受聘為澳門科技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1 年，受聘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首批二級研究員。 

2009 年，兼任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編。 

2008 年，任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所長，兼民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擔任院學位委員會委

員、歷史學學科組組長、碩士研究生導師。 



2004 - 2007 年，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 

2000 年，被評聘為歷史學研究員。 

1996 年，任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1995 年，被評聘為歷史學副研究員。 

1984 年，中山大學本科畢業，分配至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史學研究工

作。 

 

學術成果 

CSSCI 論文收錄 

1. 《地方主導與制度轉型--明中後期海外貿易管理體制演變及其區域特色》，《學術

月刊》2016 年第一期，人大複印資料《經濟史》2016 年第 3 期轉載。 

2. 清代廣東與越南的書籍交流[J]，學術研究，2015(12):93-104+160。 

3. 《鄚氏河仙政權（“港口國”）與 18 世紀中南半島局勢》，《暨南學報》第 35 卷第

9 期，2013 年 9 月。 

4. 《南宋海外貿易中的外銷瓷、錢幣、金屬製品及其他問題——基於“南海一號”沉

船出水遺物的初步考察》，《學術月刊》2012 年第 9 期。 

5. 《從顏俊彥《盟水齋存牘》看明末廣州、澳門貿易制度若干變動》，《學術月刊》

（總第 500 期紀念）2011 年第一期。 

6. 《“海上明朝”： 鄚氏河仙政權的中華特色》，《學術月刊》2008 年第 10 期。 

7. 《海洋考古與南中國海區域經濟文化史研究》，《學術研究》2008 年第 10 期。 

8. 《明代屯門地區的海防與貿易》，《廣東社會科學》2007 年第 6 期，中國人民大學

書報資料中心《明清史》2008 年第 2 期全文轉載。 

9. 《區域經濟史研究的外向視野》，《學術月刊》2007 年第 1 期“經濟史研究筆談”，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7 年第 3 期轉載。 

 



CSSCI 港澳地區來源期刊目錄收錄 

1. 《貨幣、貴金屬與外銷瓷：從考古發現看明前期南海貿易》，《澳門理工學報》2012

年第一期，人大報刊複印資料《明清史》第 11 期全文轉載。 

其他收錄 

1. 《海洋貿易、貨幣流通與經濟社會變遷——東亞海域沉船發現古代貨幣及相關問題

思考》，刊載於 Zwischen den Meeren /Between the Seas,Festschrift für Roderich Ptak 

anläßlish scienr Emeritierung，Jiehua & Marc Nüernberger，Harrassowitz，2021,pp.255-

307. 

2. 《明清時期航海針路、更路簿中的海洋信仰》，《海洋史研究》第 15 輯，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20 年。 

3. 《海南兄弟公信仰及其在東南亞傳播》，《海洋史研究》第 10 輯，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17 年。 

4. 《從廣東到嘉定：中越交流的“海上書籍之路”》，《學術研究》2015 年 12 期，中國

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出版業》2016 年第 4 期全文轉載；亦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Occidental Studies Kansai University，Vol49，2016，pp.597-616. 

5. 《東南亞的“小廣州”：河仙（“港口國”）海上交通與海洋貿易（1670-1810 年代）》,

《海洋史研究》第七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 

6. “Nanhai I” (南海 I 號) Wreck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Seaport Cites , Sunin publisher,Jun 2015, Korea. 

7. 《鄚氏河仙政權（“港口國”）及其對外關係——兼談東南亞歷史上的“非經典政權”》，

《海洋史研究》第五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8. 《有船自廣州來——從越南金甌沉船看十八世紀南海貿易》，臺北：《故宮文物》第

362 期，2013 年 5 月，第 3-10 頁。 

9. 《瓊州海峽區域涉海人群及其海洋信仰——兼談海峽歷史研究的一些問題》，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6.2，Harrassowitz Verlag,Wiesbaden, 2012, pp.137-165. 

10. Chinese“Political Pirates”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Gulf of Tongking （ with Niu 



Junkai）,The TONGKING GULE Through History, Edited by Nola Cooke, Li Tana and 

James A.Anders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11. 《鄚玖、鄚天賜與河仙政權（港口國）》，《海洋史研究》（第一輯），社會科學出版

社，2010 年 11 月。 

12. 《越南明香與明鄉社》，《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10 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13. 《17-19 世紀會安華人、華幫會館與華風》，《華人研究國際學報》創刊號，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2009 年。 

14. 《會安：17-19 世紀遠東新興的海洋貿易中心》，《亞太研究論叢》第 4 輯，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7 年。 

15. 《17 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考述》（繁體版），《九州學林》春季七卷一期，香港城市

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5 年；簡體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8 月。 

 

學術著作 

1. 《大航海時代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海域交流研究》（上下冊，主編），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23 年 6 月第一版。 

2. 《學海揚帆一甲子——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

成立六十周年紀念文集》（主編），科學出版社，2019 年。 

3. 《師鑿精神憶記與傳習——韋慶遠教授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文集》（主編），科學出版

社，2019 年。 

4. 《海上絲綢之路》，中文版、英文版，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2023 年；增訂本中

文版，黃山書社，2016 年；繁體字版，香港三聯書店，2018 年；Maritime Silk Roan，

Royal 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Inc.2018 ； 동아시아 바다를 중심으로 한 ：

해양실크로드의 역사（韓語版），선인 도서출판，2018 년。 

5. 《廣東改革開放史（1978-2018）》（副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 



6. 《“南海 I 號”與海上絲綢之路》，漢英、漢法、漢意、漢日、漢德、漢泰、漢俄、

漢-阿拉伯語等 8 種版本，五洲傳播出版社、北京外國語大學出版社，2016-2018 年。 

7. 《東亞海域交流與南中國海洋開發》（上下冊，主編），科學出版社，2017 年。 

8. 《瀕海之地——南海交通與中外關係史研究》，中華書局，2010 年。 

9.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中山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紀念文集（1958-2008）》（主

編），香港：銀河出版社，2008 年。 

10. 《明代海外貿易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 

11. 《廣東通史》古代上下冊（副主編），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2007 年。 

 

學術編輯  

1. 《海洋史研究》，主編，中國歷史研究院資助集刊，CSSCI 集刊，AMI 集刊，CNI

名錄集刊。 

2. 《海交史研究》，共同主編，CSSCI 拓展版期刊。 

3. 《史學理論研究》，編委，CSSCI 期刊。 

4. 《學術研究》，編委，CSSCI 期刊。 

5. 《廣東社會科學》，編委，CSSCI 期刊。 

6. 《澳門學研究》，編委。 

7. 《絲綢之路》，編委。 

8. 《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編委。 

9. “全球史譯叢”（中信出版集團、首都師範大學），編委。 

 

策略研究 

《廣東歷史人文資源調研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1 月。 

 



研究項目 

1. “明清至民國南海海疆經略與治理體系研究”，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

史問題專項 2021 年重大招標專案（編號：LSYZD21011），首席專家。 

2. “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十三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2015 年，個人項目。 

3. Sea Faring-Maritime knowledge for China Seas on 16th-18th Century，主持子項目“18

世紀南海北部航海活動——以珠江口及附近海域為中心”，法國遠東學院、臺北中

研院，2015 年。 

4. “環南中國海歷史地理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重大招標專案子課題（編號：

12&ZD114），2013 年，主持人。 

5. “16-18 世紀廣東瀕海地區開發與海上交通研究”，“理論粵軍”重大基礎理論專案（編

號：LLYJ1324），2013 年，主持人。 

6. “17-18 世紀華人南渡與越南社會”，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編號：08BZS052），2008

年，個人項目。 

7. “明中後期開海貿易與制度調適”，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編號：05BZS025），2005 年，

個人項目。 

8. “明代海外貿易制度演變與東南沿海經濟社會變遷”，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專案（第

36 批，編號：2004036092），2004 年，個人項目。 

9. “日本與東亞貨幣史”“16-17 世紀東亞海域的紛爭與外交”“16-17 世紀東亞海域的交

易秩序與人的移動”（合作），九州大學，日本學術振興會，2018、2016 年。 

 

社會任職 

1. 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會長。 

2. 中國史學會傳統文化專委會副主任委員。 

3. 中國地理學會邊海地圖工作專委會委員。 

4. 廣東歷史學會會長。 



5. 廣東華僑史學會副會長。 

6. 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 

7. 廣東省政協文史研究專員。 

 

學術獎項 

1. 《海洋史研究》，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優秀史學刊物提名獎（2023 年）。 

2. 廣東省第三屆優秀社會科學家（2019 年）。 

3. 《廣東歷史人文資源調研報告》，廣東省政府頒發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