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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红芳，女，上海市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世界经济专业硕士与博士生导师，国家教

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联系方式：hfshen@xmu.edu.cn 

 

一、科研情况： 

（一）专著： 

（1）《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东亚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2）《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2004年7月第2次印刷 

（3）The Future of Asia: Development,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published by Asian Scholar

ship Foundation 2006. 

（4）《菲律宾》，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二）合著与被收入论文集的论文 

（1）《中国关于菲律宾及中菲关系之研究》，载黄朝翰、曹云华主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挑

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6月版 

（2）《东亚主要经济体收入分配：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载《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全国会议

论文集），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3）《中国入世和“10＋1”背景下的中菲政治经济关系研究》，载《冷战以来的东南亚国际关系》（全国

会议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4）《菲律宾农业发展：经验与教训》，载荣兆梓、吴春梅主编：《中国三农问题——历史、现状、未

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 

（5）《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关系》载王勤等著：《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新格局》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12

月版 

（6）《中国入世对中菲经贸关系的影响》，载《世界华商经济年鉴2001～2002》，世界华商经济年鉴杂志

社2003年5月版 

（7）《东亚金融危机的理论纷争与危机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载郭梁主编：《21世纪的东南亚社会与经

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8）《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回顾、现状及展望》，载《2000年前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展望》，中山大

学出版社1991年7月版 

（9）《菲律宾教育概况》，载潘懋元主编：《东南亚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3月版 



（三）主要学术论文（1995年至2007年）： 

1、英文论文: 

（1）“Managing China-Philippine Relations Through Dialogue”，in Lai Hongyi & Lim Tin Seng (e

ds), Harmony and Development ASEAN-China Relations，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May 2007.

（2）“The Building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A Case Study of the Philippine Perspec

tives”，China Report Vol.42, No.3,by Sage Publications New Delhi/Thousand oaks/London，Septem

ber 2006.

（3） “Impact of China’s WTO Entry on Southeast Asi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Philippine Economy”，in Emile Kok-Kheng Yeoh and Hou Kok Chuang (eds), China and Mal

aysia in a Globalizing World, Bilateral Relations, Regional Imperatives and Domestic Challenge

s, 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2006.   

（4）“Export Boost Philippine Economy”，China Daily, January 16, 2006  

(5) Sino-Philippine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EAI working 

paper No.118,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SSN 0219-1318; ISBN 981-05-3935-5, June, 2005 

（6） “WTO Bring Chances to All”，China Daily,  May 15,2003.   

（7）“Impact of China's WTO Entry on Sino-Philippin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on the Philippine 

Economy”，Asian Studies, Vol. 38, No. 1, 2002. b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January 200

2.  

（8）“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 Catalyst in the Transition of East Asian Economic Models? 

(Case Studies of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in Lourds Salvador (ed), Asianizing Asia: Re

flexivity, History and Identity. Published by ASIA Fellows Program, September 2001.  

（9）“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the 1995 Philippine Rice Crisis and Government Policy on Food 

Security”，in Baviera, Liao, and Militante (eds), Food Security in China & Southeast Asia, Ma

nila: Philippine-China Development Resource Center, 1999.

（10）“Sino-Philippine bilateral Investment: Status Quo and Prediction”, Manila: China Curre

nts, Vol.8, No.3, 1997. 

（11）“Sino-Philippine Bilateral Trade”, Chronicle, Center of Integrative Studies, Universit

y of the Philippines，April, 1996  

（12）“Philippine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Philippine Manila: China Currents，February 1

995.  

2、中文论文: 

（1）《马来西亚工业化与发展模式：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南洋问题研究》2007（2） 

（2）《经济全球化下东南亚中小华商企业》，《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7（3） 

（3）《菲律宾修宪与反修宪运动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6（4） 

（4）《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3）   

（5）《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管窥》，《南洋问题研究》，2005（3）   

（6）《中国入世和“10＋1”背景下的中菲经济关系》，《当代亚太》2004（11）   

（7）《菲律宾逆向应对中国入世和CAFTA的举措及其原因探析》，《东南亚研究》，2004（4） 

（8）《菲律宾华校的嬗变及其诱因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2）   

（9）《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研究》，《当代亚太》，2003（10）   

（10）《菲律宾电子产品出口的“飞地”效应：经验与教训》，《国际贸易问题》，2003（6）   

（11）《危机的理论与理论的危机》，《东南亚研究》，2003（5）   

 (12)《 菲律宾工业化发展进程与政策特点》，《亚太经济》，2003（2）   



 (13)《东亚金融危机的理论纷争与危机对经济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动态》，2001（11）  

(14)《泰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新思路与新政策》，《 世界农业》，2001（11）   

(15) 《东亚金融危机：东亚模式转换的催化剂？——对泰国菲律宾案例研究》，《世界经济》，2001（1

0）  

(16) 《埃斯特拉达－菲律宾特色民主的产物与替罪羊》，《南洋问题研究》，2001（2）   

(17)《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东南学术》，2000（6）   

(18)《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工商咨询理事会》，《当代亚太》，2000（5）   

(19)《东盟四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逆向转变》，《亚太经济》，2000（5）   

(20)《走出单一“东亚模式”的误区》，《 南洋问题研究》，2000（4）   

(21)《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菲律宾中央银行的主要对策与作用》，《国际金融研究》，1999（6） 

(22)《菲律宾新中央银行在抑制经济衰退中的作用》，《当代亚太》，1999（5）   

(23)《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菲律宾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与改革》，《南洋问题研究》，1999（3）  

(24)《菲律宾政府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综合安全框架述评》，《东南亚研究》，1998（4） 

(25)《APEC论坛工商咨询理事会在APEC中的作用探索》，《南洋问题研究》，1998（4）    

(26)《菲律宾BOT方案成功的经验》，《国际经济合作》，1997（8）   

(27)《菲律宾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世界经济》，1997（5）    

(28)《中国与菲律宾经济关系研究》，《南洋问题研究》，1997（3）   

(29)《菲律宾拉莫斯政府的经济改革及其成效》，《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1）    

(30)《五•八选举后菲律宾主要对外关系》，《东南亚研究》，1996（1）   

(31)《菲律宾经济现状、问题及其前景预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10）  

 

二、访学与境外国际学术活动： 

  1989－199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期间应邀访问英国肯特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05年

1－7月，菲律宾国立大学亚洲中心和雅典耀大学经济系；2006年5－8月，菲律宾国立大学一体化发展研究中

心；2000年1－5月菲律宾国立大学经济学院；2000年5－10月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经济系；2003年8－9月菲律

宾国立大学经济学院；2004年8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多次应邀参加在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

亚、日本、马来西亚、荷兰、英国等国家举行的国际研讨会。 

   

三、教学情况： 

（1）经济全球化与东亚经济研究，南洋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 

（2）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研究（合开），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 

（3）东亚模式比较研究，南洋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 

（4）经济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南洋研究院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课程（双语教学） 

（5）国别研究（合开），主讲菲律宾经济，南洋研究院世界经济硕士生必修课 

（6）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经济发展，全校选修课 

 

四、获奖：   

（1）《菲律宾经济发展滞后及其原因探索》，1997年9月获厦门市人民政府论文三等奖。   

（2）《亚洲金融危机：东亚模式转变的催化剂：对泰国与菲律宾的案例研究》，2003年10月获厦门市人民

政府论文三等奖。    

（3）《菲律宾华校嬗变及其诱因探析》，2005年8月获厦门市人民政府获厦门市人民政府论文三等奖。  

（4）《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教材），2005年1月获厦门大学二等奖。   

（5）《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2003年11月获福建省人民政府专著三等奖。   



 

五、课题与咨询： 

承担省部级多项研究课题，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博士点研究课题、国家“985”东南亚研究课题、基地重大

研究课题等，并为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重要的咨询工作。 

 

Curriculum Vitae
  

Dr. SHEN Hongfang, female, born in Shanghai in April 1953, is a professor at Research Scho

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while Senior Fellow at Key Research Center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o-directory by Ministry of China’s Education and Xiamen University. 

She is also a Concurrent Professor at Financ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College 2003 onward and F

ord fellow (first cohort) since 1999.

Dr.SHEN had held positions of visiting Professor or Research fellow outside of

China listed below: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of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Sept. 1989-

April 1991); Center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ent University, England (Nov. - Dec. 

1990); Asian Center,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Ateneo de Man

ila University (Jan.-July 1995);Center for Integrativ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May - Aug. 1996);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Jan. - M

ay 2000);Faculty of Economic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May - Oct. 2000);School of 

Economic,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the Philippines (August - Sept. 2003);East Asia Insti

tute，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Singapore (August, 2004) 

So far, Dr. SHEN has undertaken several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and written three book

s and about 200 papers, most of them were in Chinese and published in China, some papers were 

in English and published in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Singapore, India, Malaysia and Japan. P

hilippine Chinese Newspaper “World News”  reprinted many of her papers.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上一篇文章： 王勤教授 

● 下一篇文章： 吴崇伯教授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Copyright©2007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站长：titic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