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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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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7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美国史、日本

史、拉美史研究室成立50周年纪念会在天津举行。此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中心、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研究院联合主办。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佐治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国学院大

学，中国社科院、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

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学府，以及《世界历史》、

《美国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等核心刊物的150余位代表齐聚一堂，参加此次研讨

会。

  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南开大学历

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开幕式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

任杨栋梁教授主持

  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学功教授、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教授、拉丁美洲研

究中心主任王萍教授、前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洪国起教授携手美国史研究会会长王旭教授、

日本史学会会长张健教授、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吴白乙研究员，共同回顾了南开美国、日

本、拉美研究室建立初期的筚路蓝缕，展望了三个中心未来的发展前景。世界近现代史研

究中心副主任韩琦教授主持随后的全体会议，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以

《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动向》向大会做精彩报告，解析美国史学界在美国革命史领域的新

趋势。

  开幕式结束后，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三个分论坛围绕着大会主题“世界现代化进

程中的改革与治理”各自展开热烈的讨论与深入的交流。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学者纷纷从自

己的研究领域出发，针对美国、日本和拉美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与治理问题，提出真

知灼见。

  此次会议以纪念南开大学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研究室成立50周年为契机，为上述

三个领域的学者们相互沟通、交流搭建了平台，也为有志于从事相关研究的青年学生提供

了聆听、学习的良机。本次会议体现出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一以贯之的宗旨，即凝练学

科方向、汇聚学者队伍、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扩大南开大学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起

到积极作用。

  据悉，1964年，根据国务院和高教部指示，南开大学以吴廷璆、杨生茂和梁卓生为首

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开始建立日本史、美国史和拉丁美洲史教研室。到20世纪80、90年代，

在张友伦、俞辛焞和洪国起等教授的主持下，日本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和美国历

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相继成立。1999年12月，以上述机构部分研究人员为基础，世界近现代

史研究中心正式组建，并于2004年11月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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