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成立三年

发表论文题录

( 2 0 0 7 ． 9
—

2 0 1 0 ． 8 )

序号题名作 者期刊名年期

1 《
一体化视角下的非洲历史变迁 》 刘鸿武《 西亚非洲 》 2 0 0 7 年第 5 期

《 报得春风又
一枝—— ( 非洲一

2刘鸿武《西 亚非洲 》 2 0 0 7 年第 7 期
体 化与中 非关系 〉 评述 》

3《 尼罗河长歌 》刘鸿武《百 科知识 》 2 0 0 7 年第 8 期

4《 南非髙校合并 ： 成效与经验 》 顾建新《 高等教育研究 》2 0 0 7 年第 8 期

《走特色化 的中 非教育
5梅新林《西 亚非洲 》 2 0 0 7 年第 8 期
合作交流之路 》

《 坦喿 尼亚旅游经济发展陶颖
6《西 亚非洲 》 2 0 0 7 年第 8 期
状况 分析 》刘鸿武

《 喀麦 隆高等教育 机构能力
7郑崧《教育发 展研 究 》 2 0 0 7 年第 9 期
建设现状分析 》

《肯 ．尼亚新一轮 免费初等
8万秀兰《教育发展研究 》 2 0 0 7 年第 9 期
教育政策剖析 》

季诚钧
9 《埃及高等教 育的特点 及其成因 》 《高等教育研 究 》 2 0 0 7 年第 9 期
徐少君

《埃及高等教育 的问题及其季诚钧＋
1 0 《教育发展研究 》 2 0 0 7 年第 9 期 Ａ
应对措施 》徐少君

《肯 尼亚新一轮免 费初 等教育金楠＊‘—
1 2《教育发展研究 》 2 0 0 7 年第 9 期 Ａ
政策剖析 》万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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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题名作者期刊名年期

1 2 《 非洲和平与发展进程 的助推者 》 刘鸿武《 人民 日 报 》 2 0 0 7 年 9 月 2 5 日

《肯尼亚私立高等教育 的
1 3孙小丽 《教育发展研究 》 2 0 0 7 年第 9 期 Ｂ
发展和挑战 》

《南非私立高等教育 的
1 4牛长松 《教育发展研究 》 2 0 0 7 年第 9 期 Ｂ
发展及政策干预 》

1 5 《 中非关系 ： 非洲与世界 的机会 》 刘鸿武 《人民 日报 》 2 0 0 7 年 1 0 月 1 5 日

．《印象非洲 ： 彩虹之 国李舒弟

1 6——浙江师范大学美术侯吉 明《文艺争 鸣 》 2 0 0 7 年第 1 0 期

学院艺术教育考察侧记 》邱兴雄

《论 中国对非洲援助 的阶段性罗建波
1 7《西亚非 洲 》 2 0 0 7 年第 1 1 期
演变及意义 》刘鸿武

《肯 尼亚公立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一＿
1 8万秀兰《 高等 教育研究 》 2 0 0 7 年第 1 1 期
转型与高校市场筹 资 》

《埃塞俄 比亚高等教 育
1 9陈明 昆《 比较 教育研究 》 2 0 0 7 年第 1 2 期
“

成本分担 ” 制研究 》

《 尼 日利 亚教 师教育体制 的
2 0楼世洲《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7 年第 1 2 期
变革趋势 》

《 全球化背景 中 的非洲高等徐辉
2 1《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7 年第 1 2 期
教 育本土化 》万秀兰

《南非 髙等教 育质量 保障体 系 ： 牛长松
2 2《 比较 教育研究 》 2 0 0 7 年第 1 2 期
框架 、 特 色与挑 战 》顾建新

2 3 《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的教育合作 》 徐辉《 教育 发展研究 》 2 0 0 7 年第 1 7 期

万秀兰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
2 4《肯尼亚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 》 2 0 0 8 年第 1 期
高莹 ( 社会科学版 )

《尼 日 利亚大学财政体制楼世洲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
2 5 2 0 0 8 年第 1 期
及财政困境探析 》谢炎炎 ( 社会科学版 )

2 6《 地方神明建构脉络之解读 》蒋俊《 宗教学研究 》2 0 0 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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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题名作者期刊名年期

《中 国 现代化 进程需要
2 7马恩瑜 《兰州学刊 》 2 0 0 8 年第 1 期
“

文化 自 觉
”
》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
2 8 《土 耳其 政治现代 化的历史轨迹 》 刘云 ． 2 0 0 8 年第 1 期

( 社会科学版 )

《 基于本土知识的非洲发展
刘鸿武

2 9战略选择
——非洲本土《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1 期
张永宏
知识研 究论 纲 ( 上 ) 》

《 基于本土知识的非洲发展
刘鸿武

3
Ｊ

3战略选择——非洲本土《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2 期
张永宏
知识研究论 纲 ( 下 ) 》

《南 非高等教育 变革中 的王琳璞^
3 1《教育发 展研究 》 2 0 0 8 年第 2 期 Ａ
公平与效率问题 》顾建新

《 埃塞俄 比亚髙等教育质量＆“—
3 2王建 国《西 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3 期
现状及对策 》

3 3 《尼 日 利亚私立大学的发展和困境 》 楼世洲《 高等教 育研 究 》 2 0 0 8 年第 3 期

《 达尔富尔危机与 中 国在非洲 的 姜恒 昆
3 4《 新远见 》 2 0 0 8 年第 3 期
国家形象塑造 》罗建波

《 国际援助非洲教育发展▲ｕ＿
3 5

．顾建新《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3 期
及对我国的启示 》

。
－

《达尔富尔危机 的和解进程与罗建 波＿
3 6
－《 外交评论 》 2 0 0 8 年第 3 期
中国 国家形象塑造 》姜恒 昆

《战后北非对欧洲移 民问题刘晓平＿
3 7《 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3 期
及其影晌 》刘鸿武

《达尔 富尔问题 的政 治解决进程 姜恒昆＿ ＿ ＿＿
3 8《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3 期
及对中 国外交 的启示 》罗建波

《 尼 日利亚大学 教育质量一 “
3 9楼世洲

■

《全球教育展望 》2 0 0 8 年第 4 期
保 障体制述评 》

「
■

,

《 南非 高等教 育变革中的王琳璞知
、

^
4 0、《教育发展研究 》 2

0 0 8 年第 4 期
公 平与效率 问题 》＼ 顾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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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题名作者期刊名年期

《 中国私 营企业投资非洲现状刘鸿 武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
4 1 2 0 0 8 年第 5 期
与趋势分析 》王涛 ( 社会科学版 〉

4 2《迎接亚非发展新的历史进程 》 刘鸿 武 《亚非纵横 》 2 0 0 8 年第 5 期

4 3《 肯尼亚髙等教育改 革 》孙 小丽《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5 期

《新世 纪坦桑尼亚高等院校师资
4 4许序雅《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8 年第 6 期
结构发展变化探析 》

《 埃塞俄 比亚高校师资 队伍
4 5陈明昆《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8 年第 6 期
建设现状分析》

《 尼 日 利亚大学财政体制 困境＿＿＿
4 6楼世洲《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8 年 第 6 期
与改革评析 》

《南非教师教育政策 的变革顾建新从ａ—＾^
4 7《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8 年第 6 期
及其启示 》牛长松

4 8《作为意义 的历史 》蒋俊《广西地方志 》 2 0 0 8 年第 6 期

《 中俄金融制度变迁的现状米军 《浙江师 范大学学报 》 ｔ
4 9 2 0 0 8 年第 6 期
与发展趋势评析 》张小峰 ( 社会科学版 )

《 国 际刑事法院与苏丹刘鸿武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
5 0 2 0 0 8 年第 6 期
达 尔富尔问题 》王猛 ( 社会科学版 )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及《 现代财经
一天津

5 1张小峰 2 0 0 8 年第 7 期
区位选 择变化趋势探讨 》财经 大学学报 》

《 中非 公民社会对话会＿ ．＾ ＿
5 2肖玉华《 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7 期
在 内罗毕举行 》

5 3《试论军人政治与 民主化进程 》 周术情《 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8 期

肖 飞生
5 4 《 南非基础教育信息化最新进展 》《 现代教育技术 》 2 0 0 8 年第 8 期
章苏 静

《达尔富尔 问题的历史

5 5溯源——再论达尔 富尔姜 恒昆《 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9 期

冲突的原因 、 阶段及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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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题名作者期刊名年期

《 加入的
“

巨 龙
”

？
——中 国
奥 比

5 6石油公司 与尼 日 尔河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 0 0 8 年第 9 期
赵琼译
三角洲石 油政 治 》

《 马歇尔调停与拟议 中的美国
5 7胡美《 史学月 刊 》 2 0 0 8 年第 9 期
对华 五亿美元贷款 》

《 当代 中非关 系与亚非文 明

5 8复兴浪潮——关于 当代 中非关 系 刘鸿武《世界经济与政 治 》 2 0 0 8 年第 9 期

特殊性质及意义 的若干 问题 》

马丁 ？

5 9 《 中 国对非洲 的援助政策及评价 》 戴维斯《世界经济与政 治 》 2 0 0 8 年 第 9 期

曹大松

《 中非关 系 3 0
： 中国外 交 《 中 国 对外关 系

6 0刘鸿武 2 0 0 8 年第 1 1 期
进步 之窗 》转型 三十年 》

《论中非关系三十年 的经验
6 1刘鸿武 《西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1 1 期
累积与理论 回应 》

《 中非关 系 3 0 年 ： 撬动 中 国与
6 2刘鸿武《世界经济与政 治 》 2 0 0 8 年第 1 1 期
外部世界关系结构 的支点 》

《族际社会 中 的族群与族群认 同《 湖北 民族 学院学报 》
6 3蒋俊 2 0 0 9 年第 1 期
——以徕人 为个案 》 ( 社会科学 版 )

《伊 朗现代 化进 程中 的民族关系＿—^
6 4李鹏涛《 世界民族 》 2 0 0 9 年第 1 期
——伊朗 民族矛 盾的产 生与演 变 》

6 5 《新 中 国 的非洲文 化研究六 十年 》 王学军 《 国 际社会 科学 杂志 》 2 0 0 9 年第 1 期

《美 国对 中非关 系的认知论争王学军＆＿
6 6《 现代国 际关 系 》 2 0 0 9 年第 2 期
与政策趋势 》刘鸿 武－

《 中 国在非洲 的利 益及 其＿＿
6 7周术情《 国 际观察 》 2 0 0 9 年第 2 期
维护战略 》

《 中 国外交研 究之新境界

6 8
——评王逸舟教授新著刘鸿武《 外交评论 》 2 0 0 9 年第 2 期

〈 中 国外交新高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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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题名作者期 刊名年期

章苏静
6 9 《 南非教 师教育信息化进展研究 》《 中 国电化教育 》 2 0 0 9 年第 2 期
肖 飞生

《 国 际刑事法庭宣布苏丹 总统
7 0刘鸿武 《人民 日 报 ( 内 参 ) 》 2 0 0 9 年 3 月 4 日
巴希尔对我影 响及建议 》

《埃塞俄 比亚高等教育
7 1陈明昆 《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3 期
管理体 制研究 》

《 肯尼亚女子基础教育 的金楠
7 2 《外国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第 3 期
历史 与现状 》万秀兰

《 政治安全共 同体 蓝图 与＿＿
7 3周玉渊 《东南亚研究 》 2 0 0 9 年第 3 期
东盟的外交协 调 》

《 地区治理的法制化——

7 4周玉渊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 0 0 9 年第 3 期
以 欧盟和东盟制宪为例 》

《 曼德商人与伊斯兰教在赵殊岚‘ ｔ一 如
7 5《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3 期
西苏丹的传播 》刘鸿武

罗建波
7 6 《地 区认 同与非洲一体化 》《亚非纵横 》2 0 0 9 年第 3 期
刘 鸿武

《南非公立髙校招生
7 7牛长松《 外国 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第 3 期
政策 的演变 》

《 从 ＵＰＥ 到 ＵＢＥ ： 尼 日 利亚推进
7 8楼世洲《外国教育研 究 》 2 0 0 9 年第 3 期
基础教育 的政策分析 》

《肯尼亚大学课程 的发展万秀兰
7 9《外 国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第 4 期
动态 与面临的挑 战 》李薇

《ＷＴＯ 规则下中 国 应对
8 0张小峰 《财经问题研究 》 2 0 0 9 年第 4 期
反倾销的深层思考 》

《 土耳其伊 斯兰主义政 党对 ．
ＪＵ ,＿

8 1李鹏涛 《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4 期
欧洲态度的转 变 》

《 重建西 方民主概念——

8 2周志发 《学术界 》 2 0 0 9 年第 4 期
基于犯错权 的视 角 》

《肯尼亚女子髙等教育发展 ：万秀兰一＿＿
8 3《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第 5 期
问题及对策 》余 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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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题 名作 者期刊 名年期

《经 济结构调整计划 与尼 日
8 4楼世洲《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第 5 期
利亚高等教育体制 变革 》

《 撒哈拉以南 非洲中等教育发展 的
8 5郑崧《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 第 5 期
滞后 与复兴策略 公

《 尼 日 利亚大学专业认证与楼世洲 《浙 江师范大学学 报 》
8 6 2 0 0 Ｑ 住 镇 6 助

评估 的政 策分析 》彭 自力( 社会科 学版 )

《艾 滋病 ： 肯尼亚 高等学校王银 饉 《浙 江师范 大学学报 》
8 7 2 0 0 9 年第 6 期
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万 秀兰 ( 社 会科 学版 )

《 〈 中 国 外交新 高地 〉
8 8刘鸿武《世 界知识 》 2 0 0 9 年第 6 期
上的新景观 》

王俊

《 近 1 5 年来非洲土地利用朱丽东
8 9 《安徽农业科学 》 2 0 0 9 年第 6 期
现状及其变化特征 》叶玮

程雁

《宗教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国家的
9 0马恩瑜《 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7 期
角 色参与及影响 》

《公 民社会在埃塞俄 比亚的？

9 1肖 玉华《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7 期
崛起及功能 》

9 2 《非洲非政府组织与 中非关系 》 王学军 《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8 期

9 3 《姆贝 基
“非洲复兴
”

思想剖析 》 张瑾 《改革与开放 》2 0 0 9 年第 8 期

《 自我表述与他者表述整合的
马燕坤

9 4非洲图景——兼论非洲研究《 茴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9 期
刘鸿武
的视角与方法 》

9 5 《充满变数的 2 0 1 0 年苏丹大选 》 姜恒昆《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9 期

《 推进中非 教育 合作 提升 中 国飞鸿—^
9 6《 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9 期
高校紂非洲的 影响力 》长松

《冷战后西方
“

民主援非
”

与中 国 胡美＿＿
9 7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 0 0 9 年第 1 0 期
“

民生援非
”

政策之 比较 》刘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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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题名作者期 刊名 ｜年期
《Ｃｈ ｉｎａ
＇

ｓＤｅ 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 Ａ ｆｒｉ ｃａ
＇

ｓ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9 8刘鸿武 2 0 0 9 年 9 月 1 6 日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ｅｎｇ／ ｊ ｌｙｄｈ／ ｘｚｈｄ／ 1 6 1 9 1 0 0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 ｏｒｇ／

9 9 《中 国学术风景 日 新的
“

新边疆
”

》 刘鸿武 2 0 0 9 年 1 0 月 1 2 日

ｃｈｎ／
ｊ

ｌ

ｙ
ｄｈ／ｘｚｈｄ／ 1 6 1 9 8 4 6

Ｒｅｐ ｌｙｔ ｏｔｈｅ Ｗａ 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Ｐｏｓｔ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 ｒｇ／

1 0 0Ｑｕｅ ｓｔ ｉｏｎｓＯｎｔｈ ｅ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ｏｆ刘鸿武 2 0 0 9年 1 0 月 2 8 日

ｅｎｇ／
ｊ

ｌｙｄｈ／ ｘｚｈｄ／ ｔ 6 2 3 0 1 8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 ｃａ

《非洲研究 ： 中 国学术 的
1 0 1刘鸿武 《光 明 日报 》 2 0 0 9 年 1 1 月 9 日
“

新边疆”

《尼 日 利亚推行教师 资格标 准的 楼 世洲
1 0 2《 比较 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第 1 1 期
危机 ： 一种悲观 主义的视 角 》加加

《关 于 〈非洲职业技术教 育与培训 万 秀兰＿
1 0 3《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第 1 1 期
振 兴战略 〉 的分析 与思考 》孙 志远

《世 界银行对 非洲 高等教育牛长松？＿
1 0 4《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第 1 1 期
？

政策及其影 响 》殷敏

1 0 5《结构调整与非洲教育 》郑崧《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0 9 年第 1 1 期

《 肯尼亚 大学 生抗议活动及万 秀兰…
1 0 6《 比较教育研 究 》 2 0 0 9 年第 1 2 期
政 府对策 的研究 》黄婕

《利 比亚对非洲 外交 ： 撬动利 比亚
1 0 7刘云《 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1 2 期
对外关系转变的杠杆 》

《非 洲应对金融危机踯躅前行—— 刘鸿武
1 0 8《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1 2 期
、专家学者纵论非洲形势 》牛长松

《将农业进行到底
——

1 0 9邵梦櫻 《网络财富 》 2 0 0 9 年第 1 3 期
到非 洲创业 》

ＡＣａ ｓ ｅｏｆ Ｍ ｉｓｔａｋｅｎ Ｉｄ ｅｎｔ ｉｔｙ ：

肖 玉华。
1 1 0
＂

Ｃｈ
ｉ
ｎａ Ｉｎｃ ．
”
ａｎｄ Ｉ ｔｓ
＂

Ｉｍｐｅｒｉａ ｌｉｓｍ
＂
Ａｓ ｉａｎ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ｓ＆． Ｐｏ ｌ ｉｃｙ2 0 0 9 年第 1 卷 4 号
Ｔａｙｌｏ ｒ

ｉ ｎＳｕｂ
－

Ｓａｈａ ｒａｎ Ａｆ ｒ ｉｃ ａ

《 尼 日 利亚科学教育百年发展周志发
1 1 1《外 国教育研究 》 2 0 1 0 年第 1 期
进程述评 ( 1 8 5 9
—

1 9 9 9 年 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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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题名作者期刊名年期

《外交如何更好 地为
“

走出 去
”

张小峰《国际观察 》 2 0 1 0 年第 1 期
战略 服务 》

1 1 3《论 中非新 型战略伙伴关系 》胡美《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 2 0 1 0 年第 1 期

《 中非经 贸合作 回顾与展 望张小峰
1 1 4 《财经 问题研究 》 2 0 1 0 年第 1 期

( 1 9 8 0— 2 0 0 9 年 ) 》刘鸿 武

《初论建构有特色之
1 1 5刘鸿武《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1 期
“

中 国非洲学
”

》

《

“

静悄悄外交 ” 的困境

1 1 6——评析姆 贝基 时期 南非李鹏涛《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1 期

对津 巴布 韦政策 》

《 中 国外交研究 的新领 域 、

1 1 7新议程 、 新机遇——中 国 对非洲 刘鸿 武《 国际观察 》 2 0 1 0 年第 1 期

的援助外交 》

《 非洲女子教育 ： 性别 平等
1 1 8郑崧《外 国教育研究 》 ． 2 0 1 0 年第 1 期
与政策 干预 》

《 后冷战时期美 国学术 界对
1 1 9刘云《宁夏社会科学 》 2 0 1 0 年第 2 期
政治伊斯 兰的认识 》

1 2 0 《中 非合作战略意义 与全球影 响 》 刘鸿 武《世界知识 》 2 0 1 0 年第 2 期

《 中 国南非美术教育 教学
1 2 1李舒弟《文艺争鸣 》 2 0 1 0 年第 2 期
与管理 比较 》

陈慧
《非洲水资源 承载力 及其

1 2 2冯利华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 拫 》 2 0 1 0 年第 2 期
可持续利用 》＃法＃
薏建博

《从东南亚 到非洲 ： 日本对
1 2 3周玉渊《 当代亚太 》 2 0 1 0 年第 3 期
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 》

《中 国对北非 阿拉伯 国 家直接张小峰
1 2 4 《阿拉伯世界研究 》 2 0 1 0 年第 3 期
投资动 因分析及 策略选择 》玄兆娟,


《南非高等教育公平化
1 2 5牛长松《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3 期
改革及成效 》



4 0 4非洲研究


续表

序号题名作 者期刊名年期

《非 洲人类学 ： 演进 、
1 2 6蒋俊《 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3 期
实践 与启示 》

1 2 7《新 中 国的非洲文化研究 》王学军《 国际社会科学 》 2 0 1 0 年第 3 期

《 中 国对 非洲直 接投 资
1 2 8彭红英 《 中 国商界 》 ( 下半月 ) 2 0 1 0 年第 3 期
问题的研究初探 》

《非洲造 型艺术对西方周海金
1 2 9《 文艺 争鸣 》 2 0 1 0 年第 4 期
现代艺术 的影 响 》崇秀全

刘鸿武
1 3 0《认知非 洲艺术 的意义 》《文艺 争鸣 》 2 0 1 0 年第 4 期
李彩

1 3 1 《 中 国与非洲 教育合作的新范式 》 牛长松《 比 较教 育研究 》 2 0 1 0 年第 4 期

《拓展 与完 善 ： 中 国对非洲《 浙江师范大学学 报 》＿
1 3 2王学军 2 0 1 0 年第 4 期

的软实力外交 》 ( 社会科 学版 )

《
“

非洲及发展中 国 家基础‘
1 3 3柯珂《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1 0 年第 4 期
教育论坛
” 会议纪要 》

《 〈非 洲教育 “二？ 十
”

行动计划 万秀兰――＾^
1 3 4《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1 0 年第 4 期

( 2 0 0 6
—

2 0 1 5 ) ) 评析 》田 甜

《 论尼 日 利亚的族群问题
1 3 5蒋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2 0 1 0 年第 5 期
与国 家建构 》

《在 国 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
1 3 6刘鸿武《西亚非洲 》2 0 1 0 年第 5 期
建构 国家话语权 》

《 中 国纺织 品和服装 出 口 的
1 3 7彭红英 《现代营销 》 ( 学苑版 ) 2 0 1 0 年第 5 期
非洲投资策略 》

《 中非发展合作与人类现代
1 3 8刘鸿武《 国际 问题研究 》 2 0 1 0 年第 5 期
文明 的再塑造 》

1 3 9 《义乌非洲商人 的宗教生 活调研 》 马恩瑜《 中 国宗教 》 2 0 1 0 年第 6 期

《直观艺术本 身种非洲艺术“＿
1 4 0杨勇《文艺争 鸣 》 2 0 1 0 年第 6 期
研究 的基础方 法初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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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题名作者期刊名年期

《卡萨布兰卡的 院子

1 4 1 ．
——摩 洛哥卡 萨布兰卡市 的童威《文艺争鸣 》 2 0 1 0 年第 6 期

四 围院落式 民居探源 》
‘

《论国 际多边对非合作框架下 的
1 4 2周玉 渊《 太平 洋学报 》 2 0 1 0 年第 7 期
中 国对非战略 》

《欧盟对非洲合作政策
1 4 3王学军《 现代 国际关系 》 2 0 1 0 年第 7 期
新动 向及其启示 》

《非洲油气资源开发 主体意识
1 4 4＾周术情《西 亚非 洲 》 2 0 1 0 年第 8 期
与 中非能源合作 》

《非洲影像元素在平面招贴
1 4 5陈波《艺 术争 鸣 》 2 0 1 0 年第 8 期
中的视觉传达 》

《 中国投资北非 国家现状 、
1 4 6张小峰 《 上海师范大 学学报 》 2 0 1 0 年第 9 期
动因及策略选择 》

1 4 7 《 访南非非洲音乐文献图书馆 》 巩小强《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9 期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ａｎｄＲｅａ ｌ 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ｎ ｅｓ ｅ Ｉｎ 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Ｃａｓｅ Ｓ ｔｕｄｙ
1 4 8李鹛涛ＳＡＩ ＩＡＯｃｃａ ｓｉｏｎａ ｌＰ ａｐｅ ｒＮｏ 6 2

,
Ｍａｙ 2 0 1 0

ｏｆ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Ｉｎ ｖｅｓｔｍ ｅｎｔ  ｉｎ

Ｚａｍｂ ｉａ
＇

ｓＣｏｐ 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新移民
‘

小说存在命题的
1 4 9胡美《石河子大学学报 》 2 0 1 0 年第 1 0 期
建构与意义生成 》

( 责任编辑 ： 杨广 生 、 张月 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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