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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厦门大学区域研究学科概况
General Information of Regional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1.1厦门大学区域研究的学术特点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studies in Xiamen University 

厦门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和台湾研究中心是教育部“985工程”

重点建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同属于区域研究的学术机构，

其特点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强调系统的“基础研究”，以学科建

设为中心的研究，主要从事相关地区的历史、文化、语言、种族及

宗教方面的研究。二是强调任务的“动态研究”，承担国家智库任

务的政策咨询，主要是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的动向研究。



1.2东南亚研究的学科与智库建设
Discipline  &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本校东南亚研究中心始建于1956年，至2016年已建院60
周年。通过对东南亚研究的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进行收
集和整理，注重运用和借鉴当代全球理论，发展经济学、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族群文化理论，对东南亚各国的
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东南亚当地华族社会变迁等
进行探讨。在大陆地区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南洋问题研究》是相关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东南亚研究系列丛书》



1.2东南亚研究的学科与智库建设
Discipline  &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研究院以国家发展目标与重大需求为指导，加强与中央
有关部门的合作，积极为我国的周边外交战略服务；为
中共许多部委提供有关中国与东盟关系、东南亚政治经
济形势、东南亚侨情、南海问题和“海上丝绸之路“等
咨询报告，并获得采纳。同时研究人员也参与各部委的
专题研讨会，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努力打造”新型
智库”。

 南洋研究院是中国政府发起的双轨合作机制“中国——
东盟思想库网络（NATC）”的福建基地，也是“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的核心协作单位。



1.3 台湾研究的学科与智库建设
Discipline &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of Taiwan Studies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成立于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
的学术机构。三十多以来，本院学者出版专著500多部，
发表学术论文3000篇，接受海内外媒体采访数千次。

 该院主办的《台湾研究集刊》影响也不断扩大。
 2005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100册，胡锦涛总书记出

访美国时，作为代表性图书赠送给耶鲁大学。



1.3 台湾研究的学科与智库建设
Discipline &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of Taiwan Studies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以“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

为导向，面向政府决策部门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级中国特
色新型高端智库。提交的咨询报告，为政府科学决策提
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承担有关部门委托的政策咨询及
项目研究。

 2014年获教育部、财政部的“2011计划”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简称“两岸协创中心”），厦门大

学牵头，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和福建

师范大学共同培育组建。



2. 区域研究的文献保障
Guarantee of the Reg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2.1 图书馆与学院共建一体化的区域研究文献实体馆藏与存储空间。

Establish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storage space by Library and related school

2.2 贴近学科需求的区域文献资源建设

Construct regional literature resources to match the demand of subject research



2. 区域研究的文献保障
Guarantee of the Reg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2.3 参与CASHL大型特藏推存采购

Participate in recommend purchasing of CASHL large-scale  special  collection

2.4 拓宽区域研究文献的获取渠道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access to reg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厦门大学文献保障体系
Literature Guarantee System in Xiam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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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区域研究文献保障
Literature Guarantee System in Xiamen University

• 图书馆与院系共建一体化的区域研究文献实体馆藏与存储空间

Establish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storage space by Library 
and related school

南洋研究院
图书馆

翔安储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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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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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图书馆
Library of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南洋研究院图书馆
Library of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图书馆。始建于1956年，馆藏特色是
东南亚及华人华侨研究。现有馆藏中外文图书资料约10万
余册。

 南洋研究剪报近6千多册，研究20世纪初至80年代东南亚
与华侨华人的重要专题文献。

 东南亚特色的小语种1300多册，荷兰语1400多册。语种之
多，版本之珍贵，在国内无出其右。



南洋研究院图书馆
Library of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 东南亚小语种期刊120多种，2000册。

• 其他外文期刊约750种，7000多册。报纸约280种，共2万
多册。

• 东南亚小语种报纸95种；中文报纸131多种，其中印尼报
33种、侨报15种，种类丰富、较为齐全。



南洋研究院图书馆
Library of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 鉴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尼政府的排华政策，印尼的华文

报相继被取缔，已有报章基本被焚毁，因此，馆藏现有的
印尼华文报，以及缅甸、柬埔寨、越南的多数报纸都早已
绝版，成为海内外孤本。近两年已启动东南亚华文报数字
化项目。



南洋研究院拟数字化报章目录
国 别 序号 报 名 订阅起止日期

印 度 尼
西亚

1 大公商报 1951.8;11-12，1952.2-5;8，1952.11－1953.4，1953.6－1958.4，1958.6-7，1958.11－1960.2，1960.4-9（不全）

2 天声日报 1953.5-9，1954.7-9，1954.11－1958.3

3 中华商报 1956.10－1958.3
4 友谊报 1965.1-10
5 火炬报 1964.6-8;10-11，1965.1-9
6 印华经济 1958.6－9,1959-1960.9
7 民主日报 1951.7，1952.4－1955.4，1955.6-12，1956.3-10，1957.1-1958.4，1958.6-7;9-11，1959.1-3，1959.5－1960.3

8 匡庐日报 1957－1958.5，1958.9－1960.4，1960.6-7;9-11

9 华侨日报 1959.6-7
10 华侨新闻 1953.5-11，1957.1-8，1957.10－1958.3，1958.6-10

11 自由报 1956.11－1958.4
12 红白报 1961.9-10;12
13 苏门答腊民报 1950.8－1957.1，1957.3-10，1958.1-4;6-11，1959

14 苏岛时报 1949.4-9，1957.1-2;4;8
15 每日电讯 1955.2-7，1956－1957
16 社会报 1961.6-10
17 青光日报 1953.1-11，1957－1958.4
18 忠诚报 1964.3，1964.5－1965.9
19 诚报 1957.1-5
20 建设报 1961.7-9
21 革命火炬报（锡江） 1965.1-9
22 政治宣言报 1961.6;9-10
23 星期新闻 1952.1-12,1953.1;5;11-12,1954.1-12,1955.4-12,1957.1-12,1958.1-4;6-11

24 首都日报 1963.10－1965.9
25 新中华报 1949.7-8，1956.9－1957
26 新报 1950.7，1951.4－1957.11，1958.2-12，1959.2-4;6-7，1960.1

27 黎明报 1951.4-9;11，1952.1-3;5-9，1952.11－1953.4，1953.11－1955.4，1955.8－1957.1，1957.3-7;10，1957.12-1958.3，1958.6-8，1958.10-1959，1960.2-3;5-10;11-12

28 公言报 1961.2;12
29 新民报 1957.1;3
30 读书之友报 1965.1-12
31 新运动简报 1963.11



南洋研究院拟数字化报章目录

柬埔寨 32 棉华日报 1956.11-12，1957.2-11，1958.1－1965，1966.2-6;9，1967.9

33 生活午报 1959

34 工商日报 1957.1-6，1958.1-2，1959.1-12，1960.1-7,9-12，1961－1962

35 华声日报 1958.8－1959.4

36 湄江日报 1957.2-11，1958.1

37 环球日报 1957.1-6，1958.1-11

38 （高棉）商报 1958.2-3

39 人民日报 1957.1

缅甸 40 人民报 1951.6-9，1951.11－1956.6，1956.10－1957.8，1957.10－1959.2，1959.4－1962

41 新仰光报 1950.8－1951.9，1951.11－1957，1957.2－1964

42 生活周报 1953.4-10，1954.5，1954.11-12，1956.6-12，1957.7-1958，1959.7

43 中华商报 1954.7－1955.8，1955.10-12，1956.5，1956.8，1956.10－1959

44 中国日报 1953－1958.1

45 自由日报 1954.6－1956.1，1956.5－1957.9，1958.9－1959.3，1961.1-3，1962

46 时代报 1960

47 亚洲日报 1956.10－1958.8

48 南国（中缅文对照） 1956.2-3

老挝 49 寮华日报 1959.9-10

50 老华日报 1976.1.17;20-24;26-30,2.3-7;9-14;16

越南 51 新越华报 1965－1968，1974－1976.7

52 远东日报 1954.8－1955.12，1956.5－1957.10，1958.1－1962.3，1962.5－1968，1974－1975.3

53 亚洲日报 1957.1-6，1958－1962

54 大厦日报 1957.1;2;4，1958.1;3-9

55 中国报 1957.1-6

56 世界报 1959.6，1960.2;8-12，1961.1-3;6-7

57 世界日报 1956.9-12，1957.1-10

58 新闻日报 1956.9－1957.10，1958.1-5

59 新声日报 1956.8-9，1957.1-10

60 每日论坛 1957.1-6，1958－1959，1960.2-12

马来西亚 61 新闻报 1960.4－1962



台湾研究院文献信息中心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Center of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 馆藏图书4万多册，期
刊2万多册。

• 近年来大量引进与台湾
研究相关的数据库资源
30多个。



台湾研究院文献信息中心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Center of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 馆藏图书4万多册全

部密集管理，自助借
还。

• 在全校范围内资源共
享。



台湾研究院文献信息中心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Center of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 充分利用获取台湾研究书刊资讯、采购图书资料、交流交
换文献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完善中心资源共享长效机制，
开展跨校、跨地区的合作，整合中心共建单位图书文献资
源。实行书刊借阅“统一身份认证”，实现优质信息资源的
校内共享。



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 Regional Studies Library

 厦门大学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成立于2010年，专业收藏闽台两岸

、港澳、东南亚、南海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及华侨华人研究资料，现
有中外文纸本藏书近5万册。

 中心为吸引广大师生关注区域文化研究，创建图书馆的学术和文化活
动品牌“厦大文化讲堂”，调整阅览室功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
讲座活动。

 有专门的团队建设区域研究特色的数据库：“东南海疆研究数据库”
，“信息参考”数据库。

 本中心不同于传统的资料收藏机构，是集纸质文献收藏、专题特色库
建设、学术讲座传播三位于一体的全方位的研究资料中心。





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



2.2 贴近学科需求的区域文献资源建设
Construct Regional Literature Resources to Match the Demand of Subject Research

2.2.1 经费来源 Source of Funding

• 图书馆与院系经费相结合的采访服务模式，确保印本文献
与数据库的不同需求

• 结合教育部实施“985”，“211”工程及“2011计划”，

“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学校根据各学科的经费按比例
分配给图书馆专款专用，图书馆在调研各学科的需求进行
资源采购。



2.2.2 针对不同学科需求的资源采购
Resource Procurement for Different Disciplines

• 东南亚研究方面主要通过购买与南洋研究相关的外文书刊
、大型缩微资料，台湾研究主要购买相关的大套书及大量
解密档案资料及台湾研究的专题数据库。



2.2.3 引进区域研究特色的中外文数字资源
Digital Resources for Regional Research 

• 台湾月旦法学知识库

• 台湾日日新报

• 台湾汉珍数位公司出版的台湾研究专题系列数据库14个

• Archives Unbound珍稀原始典藏档案中9种在线资料

•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美国解密档案在线。

类似解密档案等资料成了区域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2.3 参与CASHL大型特藏推荐采购
Participate  in  recommend purchasing  CASHL large-scale  special  
collection

• 东南亚特色文献建设的一大亮点是通过CASHL经费引进大
型专题特藏。厦大图书馆是CASHL“东南亚、台湾研究”

学科中心。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教育部“文专”协调采购
经费购入的CASHL大型特藏资料（大套多卷书及缩微资料

），为本校乃至全国的东南亚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截止
2016年12月底，本馆已入藏大型特藏12种，另外2种已获
推存采购。



2.3 厦门大学收藏的东南亚研究大型特藏
A large-scale collec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Xiamen University 

书名 中文译名

The Colonial Economy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荷属东印度的殖民地经济

Missionary Archives - Pacific: South Seas (South Pacific) 传教士档案：太平洋：南海，南太平洋部分

Missionary Archives - Asia: South-East Asia 传教士档案：亚洲：东南亚部分

Inventaris van het archief van de Nederlandse
Factorij te Canton, 1742-1826

18-19世纪荷兰驻广州商馆的所有档案资料

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1942-1961）
“策略服务办公室”1942-1975年间的智囊
和研究报告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olonial Indonesia and Dutch colonial policy: from VOC to 
colonial state* c. 1700-1850 4 parts

殖民时期印尼和荷兰的殖民政策研究资料：
从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到殖民国家（1700-
1850年）

War and Decolonization in Indonesia 1940-1950 5 parts 1940-1950年印尼的战争与去殖民化

The Dutch Political Conflict with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1945-1949 荷兰与印尼的政治冲突，1945-1949

Foreign Office file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ries two 
Part 1. Vietnam, 1959-1963
Part 2. Laos, 1959-1963
Part 3. Cambodia, 1959-1963
Part 4.SEATO, South East Asia General and Thailand, 1959-1963
Part 5. Vietnam, 1964-1966
Part 6. Vietnam, 1967-1968

美国外交部档案，系列2

Dissertations on Netherlands Indies law 1850-1945 荷属东印度法制史博士论文（1850-1945）

British intelligence on Siam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英国情报机构档案：泰国及中南半岛地区

Delineating Burma British confidential and print, 1826-1949 / 划定英属顷甸（1826-1949）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海峡殖民地档案（1855-1941）



2.4 拓宽区域研究文献的获取渠道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Access the Reg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 2.4.1 接受海外高校及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的捐赠

Accept donations from overseas universities,various international 

social groups and foundations

 东南亚华人始终有向厦门大学捐赠出版物的传统, 近年来

厦大图书馆收到设于新加坡陈嘉庚国际学会的大量出版物
。厦门大学的马来西亚校区为东南亚文献的收藏占据更多
的天时、地利、人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向厦门大学马来亚校区捐赠大批的书
刊资料。



2.4.2 充分利用教师群体学术交流的便利，广开收藏渠道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nvenience of Faculties’ Academic Exchange,
Open the Collection Channels

 获得国外学者的私人藏书的整体捐赠，有效扩充特色文
献的馆藏。

 2012年获得日本东南亚研究专家原不二夫的私人藏书2100
册的捐赠，其中400多册马来文图书，极大提升南洋研究
院马来西来研究的馆藏质量。

 鼓励教师出国时为图书馆购书，也鼓励教师联系国外捐赠
者赠书。赠书的物流费用由图书馆支付。



3. 开展多元化的区域文献信息服务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gional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ervice

3.1 以CASHL资源及本校资源为平台，开展区域文献信息服务

Based on CASHL resources and resources in Xiamen University, to carry out 
regional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ervice

3.2 加强区域研究文献资源的编目与共享

To strengthen  the cataloging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resources
3.3 构建区域研究特色的数字资源

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resources for regional research



3. 开展多元化的区域文献信息服务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gional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ervice

3.4 开设“厦大人文讲坛”，创建区域特色的文化活动品牌

To set up " Xiam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Forum”, and create a 
regional brand of cultural activities 

3.5 参与《南海导报》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提升区域研究的
学科服务水平。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lletin" data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regional research service.



3.1 以CASHL资源及本校资源为平台，开展区域文献信息服务
Based on CASHL resources and resources in Xiamen University, to carry out regional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ervice

3.1.1 做好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

Improve service of document delivery and interlibrary loan 

厦门大学作为CASHL“东南亚、台湾研究”学科中心，服务于本校学科建
设，也积极地为全国高校相关区域研究的需求提供服务。近年来在文献
传递和馆际互借方面都取得不殊的成绩，连续多年得到CASHL管理中心的
颁奖表彰。



3.1.2 积极参与了CASHL“特藏++”项目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CASHL + + project"

《美国外交部档案—越南》缩微胶卷的数字化与数据库检索

• 设计并开发特色数据库系统，实现对缩微胶卷目录库元数据的管理与
检索，设计并开发缩微胶卷图片管理系统，实现对缩微胶卷数字化转
换后的图片的管理

• 对缩微胶卷进行数字化加工，将缩微胶卷中的内容转换为高质量图片
，并建立目录库。

• 通过对大型特藏的深度挖掘，提高这些特藏资源的利用率。



3.2加强区域研究文献资源的编目与共享

To strengthen the cataloging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resources

• 教师自购图书、院校系自购书刊、接收捐赠的图书都纳入图书馆集成
系统管理，实现与CASHL、CALIS联合目录资源的共享。

• 近20万册的区域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源已编目入藏，为资源共享提供有
力的保障。

教师
自购
图书

图书馆编目
入藏院系

自购
图书

CALIS联
合目录

CASHL联
合目录

文献
传递、
馆际
互借



3.3 构建区域研究特色的数据库
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resources for regional research

• 东南海疆数据库
全国高校专题特色库项目资助，并在2012年5月的项目验收评比中荣获一

等奖。数据库内容包括东南海疆区域人文、社科及海洋环境与生态等多
学科的相关文献。其建设目标是成为一个涵盖我国东南地区及东南亚各
国、着重为海洋发展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的区域研究数据中心
。现有数据30万余条。

• 信息参考数据库

信息参考数据库厦门大学图书馆自行开发的大型事实型知识数据库，
设有栏目28个，包括八闽大地、华人华侨、南洋资讯、台海时讯、文化
民俗、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等。目前数据量已近10万条。



3.3 东南海疆研究数据库
Database on Southeast Coastal Area Studies



3.3 信息参考 Reference Resource Online



3.3、本馆特藏区域研究资料的数字化
Digitization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 in Regional Studies

《史政局剪报料》

《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剪报
资料》

《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

《福建社科所剪报资料》

《南洋研究剪报资料》

《华侨口述历史资料》
《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报告》



3.3 南洋研究院自建的东南亚研究数据库
Database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索引

东南亚研究论文索引数据库

东南亚经济统计数据库

东南亚重要文献数据库

中国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学位
论文全库

华人华侨发展报告

中国东盟经济研究系列



3.4 开设“厦大人文讲堂”
Setting up " The Cultural Podium of Xiamen University”

• 在区域研究资料中心开设“厦大人文讲堂”，吸引广大师
生关注区域文化研究，创建图书馆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品牌
。

分三个主题：

“文化讲堂”已开办281期

“观点论辩”已开办95期

“学会活动”已开办134期
从2010年开办至今，已开设510场讲座，受到广大师生及新
闻媒体的支持，社会影响与日俱增。



3.4 开设“厦大人文讲堂”
Setting up " The Cultural Podium of Xiamen University”

 2015年荣获福建省十佳
社会科学普及讲坛

 2016年获得第二届图书
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



3.4 开设“厦大人文讲堂”
Setting up " The Cultural Podium of Xiamen University”



『人文社科实验室』





4.4开设“厦大人文讲坛”



3.4 “厦大人文讲堂”

•



3.5 参与《南海导报》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提升区域研究的

学科服务水平
Participat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lletin" data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reg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年，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协助厦门大学南海
研究院出版资料性双语刊物——《南海导报》（South 
China Sea Bulletin），每月报道南海问题最新热点。馆员

依托数据库资源，收集中西文报刊中有关南海问题的报
道，为《南海导报》的编辑提供数基础资料。至2017.2已
出版50期。订户超过4000个。



《南海导报》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