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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

    辽宁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6年12月，是辽宁大学下属的专门开展世界史学术

研究与交流的科研平台。研究中心通过发挥校内各院系所世界史相关学科的整体优势，整

合世界史相关学科的人才资源，以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和契机，并努力建设

成为全国世界史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基地。

    一、历史沿革

    研究中心依托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的世界史学科。辽宁大学世界史学科不仅历史悠久、积

淀深厚，而且在全国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以周传儒、王荣堂、崔连仲和易显石教授为

代表的老一代学者是辽宁大学世界史学科的旗帜。周传儒教授早年作为“庚子赔款”留学

人员赴欧洲留学，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专攻法德史，造诣精深。王荣堂

教授作为我国英法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中国世界近代史学

会的首任会长，在1989年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正式会员，这是中国世

界史学科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识。1981年，以周传儒、王荣堂教授为代表的辽宁大

学世界近现代史专业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的硕士学位授予权。20多年来，辽

宁大学先后为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几十位研

究生授予学位。世界史前辈编写的教材一度通行于全国，创立的学术组织如世界近代史研

究会和日本史学会至今仍在全国学术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新世纪以来，辽宁大学世界史学科在尽可能地保留、传承和延续相关优势方向的基础

上，进一步凝练、打造新的特色优势学科方向，推出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建

立起一支学历层次高、年龄结构合理、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学术队伍。

    二、学科特色与方向

    研究中心具有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三个研究方向：1. 现代政治与国

际关系史研究； 2. 外国经济史研究；3.近现代欧美社会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优势与

研究特色。

    现代政治与国际关系史研究，以美国政治制度史为中心，兼顾西欧和中东政治外交史，

通过中西政治史比较研究，不仅揭示出中西政治制度的传承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而且揭示

出近现代欧美、中东国家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其差异，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外国经济史研究以美国经济史为中心，兼顾后起赶超型的日本和处于转轨过程的俄罗

斯，通过对不同国家经济史的综合比较研究，加深对国别经济史的认识和对世界各国社会

经济发展多样性、多变性和互动性的认识，进一步总结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

一般规律。

    近现代社会与思想文化史以欧美日主要国家的移民史、工业革命史、社会思想史为核

心，通过揭示社会思想文化变革对政治制度变迁的影响，说明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上层

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三、学术团队

    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为韩毅和石庆环教授，方向带头人包括石庆环、韩毅、王铭、滕海

键和李艳枝教授。现已形成了一支拥有4名教授、4名副教授、2名讲师组成的研究队伍。

学术团队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学历结构以及海外学术经历等诸多方面，都

具有一定的学术优势，成为辽宁大学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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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术成果

    研究中心自2006年成立以来，以全体研究人员为骨干，以争取高层次的课题立项为要

点，以产出国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为目标，不断推出优秀学术成果。自成立以来，先后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国家教育部、中共中央组织部项目3项，其他省部级项目10余

项，完成学术专著、译著10余部，在CSSCI期刊及扩展版发表论文30余篇，成果获省部级

奖励10余项。

    五、学术交流

    研究中心成立后，一直把国内外学术交流作为提升其地位和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

中心主要负责人均担任全国重要学术组织的常务理事和理事。

    2007年11月，中心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联合主办了“新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

科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世界史研究领域的

知名专家和学者，研讨会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而且也扩大了辽宁大学世

界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影响。

    2012年5月和2013年10，研究中心成员积极参与了由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和东亚史研究

中心与韩国庆北大学史学科和韩中交流研究院共同开展的中韩学术交流，在韩国庆北大学

和辽宁大学分布举行了两场学术研讨会，中心成员提交论文6篇，大会发言4人次。

    2006——2013年，中心成员多次参加全国规模的学术年会和研讨会，进行大会主题发言，承担主持大会

和小组讨论会，并提交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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