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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福个人简介

教师姓名：杨永福

出生年月：1968年1月

所属教研室：中国史教研室

职务职称：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西南边疆史、西南民族史

个人简历：1984年至1988年，兰州大学历史

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8年至1998年，云南文

山师专政史系教师；1998年至2001年，兰州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硕士学位；2002年至2008

年，文山师专科研处副处长、处长兼民族研究所所

长；2005年至2011年，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获博士学位；2008年至2013年，

文山学院政史系主任兼民族研究所所长；2013年至2019年，文山学院人文学院

院长。2019年9月，遵义师范学院土司文化研究院教授。

 

主授课程：

1、《中国近代史I》

2、《中国近代史II》

科研项目：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清朝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与民族社会内地

化研究”；

2、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经济与社会发展

典型调查·云南部分”、“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等课题研究；

3、参与国家民委委托的《中国少数民族》修订工作，承担《傈僳族》部分的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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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持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项目“云南壮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要辑

录”；

5、主持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项目“民国文山县志点注”；

6、主持文山学院校级课题“明清时期滇东南边疆开发史研究”；

7、文山学院校级重点课题“云南瑶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要辑录”；

8、遵义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基金启动项目“明清贵州社会治理研究”。

主要著作、论文、获奖情况：

著作：

1、参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2、参编《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

3、参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4、《中国少数民族·傈僳族》（修订版），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5、参编《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开放视野下的边境苗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7、《边疆民族史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8、《云南壮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要辑录》，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版。

9、《云南瑶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要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

版。

10、《续修民国文山县志点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11、《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以滇川黔毗邻地区为中

心》，云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12、《滇东南壮族传统社会与变迁》（第3作者），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

版。

主要论文：

1、《关于晚清政府内部对海防问题讨论的几点考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9年第3期；

2、《试论西部大开发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甘肃）《社科纵横》2001

年第2期；

3、《国内五十年来的回民起义研究述评》，《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5

期；

4、《评晚清两种文化观念的首次公开辩难》，《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1年第1期；

5、《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

6、《咸同之际滇、陇回汉民族关系与回民起义》，《兰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3期；

7、《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领导层及其对起义影响之比较》，《宁夏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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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再论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宁夏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9、《关于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的基本思考》（第2作者），《云南师范大学学

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5期转载；

10、《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之比较》，《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

期；

11、《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

期，中国人大书报复印资料《明清史》2007年第5期转载。

12、《杨增新与科布多事件及阿尔泰并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

第2期；

13、《云南杜文秀起义与甘肃回民起义比较研究》，载《西北近代社会研

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4、《探寻国族复兴之路：边疆安全与西北开发》，《宁夏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5、《论元明清时期滇川黔桂毗邻地区的移民》，《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

第1期；

16、《论元明时期的“入湖广道”与滇、黔政治中心的变迁》（第1作

者），《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17、《近20年来清朝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云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获奖：

2000年获兰州大学第四届科技学术节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社会科学类论文

一等奖；

2001年获甘肃省第二届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社会科学类论文二等奖；

2006年，云南省第三届青年学术科技节作品竞赛哲社类论文三等奖；

2004年“文山州优秀教师”；

2011年1月，文山州社科联“2010年度优秀社科工作者”；

2011年6月，获云南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2年1月，文山州社科联“2011年度优秀社科工作者”；

2012年12月，获文山学院“教学名师”奖。

2013年9月，“全国先进社科工作者”。

2018年，文山学院“从教30年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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