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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教授6人，博士4人。2004年开始招生，至今已招收培养研究生70人，其中54人已获

得硕士学位，现有在校生16人。科研经费充裕。经过几年的学科建设，学科特色鲜明，优势明显，表现在： 

 

（一）学科特色： 

1.在学科方向和研究内容上，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凝练出壮学研究、瑶学研究、华南与东南亚社会文化变迁、华南与东南

亚族群关系和文化史等四个方向。其中壮学研究视野涉猎西南地区的壮族乡村社会和城市社区，关注壮族族群生计、社会转型、

科技文化等历史与现实问题。瑶学研究重点关注西南与东南亚瑶族地区瑶族社会历史与现状问题，凸显民族性、国际性特色。华

南与东南亚社会文化变迁主要关注华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等问题，凸显了本学科方向研

究的族群性、地缘性和国际性特色。华南与东南亚族群关系和文化史注重突出华南与东南亚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华南与东南亚国

家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交流、融合、发展的研究。四个方向既各具特色又互为一体，彰显了学科的学术与人文关怀。 

2.在学科研究方法上，秉承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倡导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本学科强调文献功底，

又注重田野调查的能力，力求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目前已在广西、云南、广东等地建立了十多个田野调查实习基地或协作

点。 

3.在学科研究成果上，取得了一批有着较高水准和较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学术成果。近年来，本学科在壮学、瑶学、华南与东

南亚跨境民族历史文化与现状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大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奖。其中，壮学研究与瑶学研究在国

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提升学术和服务社会方面均有成效。 

4.在硕士人才培养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学科非常注重学生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收集的培

养，先后有多人获得自治区研究生创新课题。 

 

（二）学科优势： 

1.本学科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国家级项目、获奖科研成果较多，在壮学、瑶学、东盟学研究等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和较高水

平，学生培养质量较高，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较高的起点。 

2.本学科以壮学、瑶学等优势学科为依托，彰显学科的民族性、地方性、国际性，在研究方向、问题关怀、学术成果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与区内外同行相比，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 

3.学科发展有坚实的研究平台。本学科有自治区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壮学研究中心、瑶学研究中心、东盟研究中心，

不仅有一批壮学、瑶学、东盟学的专家学者，有丰富的资料与较充足的资金，还与东南亚国家的学术机构、专家学者有密切的联

系，为本学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平台。 

 

（三）发展前景： 

1.本学科对了解华南与东南亚社会历史文化，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发展

既有历史文化的渊源，也有现实利益的矛盾。加强本学科的建设发展，对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 

2．本学科对解决华南少数民族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文化问题有重要意义。在华南少数民族社会转型过程中，贫困、传统

文化消失、民族关系等社会文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推动本学科的建设发展，对解决华南少数民族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社会

文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学科有利于更好地培养相关专业人才，服务于广西社会文化发展。当前，研究、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相关专

业人才相对欠缺，因此，促进本学科的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培养相关专业人才，服务于广西社会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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