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中外交通的大动脉。它连接两大洋，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

东与非洲诸国的交往，使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它与纵横亚欧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交相辉映，见证了

两千多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技术、文化及民众间交流的历史，其影响时至今日历久弥新。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开放、互惠、和平、友好”的历史基因，成为人类珍贵的文明遗产。 

斗转星移，丝绸之路历经沧桑巨变，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3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

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

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具有坚实的现实基

础，对促进全球化时代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人文交流，构筑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

同体，有着继往开来、彪炳史册的意义和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编制了“海上丝绸之路”专题书目，收集本馆馆藏图书信息 150

种，网络视频资源 20余部及数据库网站资源，以期为全校师生更为全面地了解丝路历史文化以及“一

带一路”倡仪提供更多帮助！ 

      一、馆藏图书 

丝路史话     战略研究     实践探索      发展报告 

海丝列国     海丝华踪     丝路广东      丝路文化 

二、 视频资源 

三、 数据库、网站资源 

 



 

 馆藏图书 

1、丝路史话 

 

海上七千年                                   馆藏索书号：F552.9/20032 

基本信息：房仲甫, 李二和著.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03 

内容简介：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择要介绍了我国航海历史上具有世界影响的一系列重大事

件，阐述了古代中国人在水上活动中有关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创造发明及对人类海洋文化发展的

贡献，讲述了对航海事业有功的皇帝、航海家、探险家、发明家和军事家的动人故事及三千年

前殷人扬帆先于哥伦布航达美洲的史实。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海上丝绸之路 2000年                            馆藏索书号：K203/201723 

基本信息：梁二平著.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为读者全景展现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千年历史，深度解读中国“海

上丝绸之路”的变迁发展，分析丝路贸易、对外交往的成败得失。本书有助于读者从历史角度

解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理解中国新时期下的“一带一路”。 

 

 

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馆藏索书号：K876.34/201717 

基本信息：刘淼, 胡舒扬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广泛搜集国内外沉船资料, 对照各类陆地遗址出土的陶瓷器遗存, 图文并茂地

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古代陶瓷经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销的历程及阶段特征, 揭示了中国古代海

洋文明变迁的历史及不同阶段中国在世界海洋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大量展示窑址资料

的基础上勾画出中国古代外销瓷业生产变迁的脉络, 并以个案的形式讨论了以陶瓷贸易为媒

介的中外文化交流, 生动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 

 

 

海上看中国                                     馆藏索书号：P74/20177 

基本信息：苏文菁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向海”发展历程,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在, 我

国的海洋族群-疍民及其信仰体系。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向海”、“海上丝绸之

路”的“名”与“实”等。 

 

南宋大航海时代                                馆藏索书号：F552.9/20096 

基本信息：墨川著. 北京 :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以厚重凝炼的笔调、详实生动的内容、新颖独特的观，结合“南海一号”

出水这一新闻热事件，把我们带一个万潮汹涌的血火海洋，为我们展现了大宋王朝鲜为人知的

航海历史、复原了无数英雄逐鹿大洋的风貌，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发生在 800多年前海上丝绸之

路的传奇往事。  
电子图书：阅读全文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552.9%2F20032/cf552+9+20032/-3,-1,,E/browse
http://202.116.13.24/Jpath_sky/DsrPath.do?code=C85BDFF56E464C37AB04AEE8590B02B2&ssnumber=11049499&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03%2F201723/ck203+201723/-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876.34%2F201717/ck876+34+201717/-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P74%2F20177/cp74+20177/-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552.9%2F20096/cf552+9+20096/-3,-1,,E/browse
http://202.116.13.24/Jpath_sky/DsrPath.do?code=91FC839EB7375749A266307E45C46C77&ssnumber=12084261&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                            馆藏索书号：F752.9/20154 

基本信息：杨允中主编. 澳门 : 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 2005 

内容简介：探讨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巨大国际意义与澳门 450年来历史演进的关联性。 

电子图书： 全文阅读 

 

海上丝路 : 南海古国寻踪谜航                   馆藏索书号：K103/201612 

基本信息：甄炳华着. 台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内容简介：作者从各史籍、相关出土文物及古代各种商贸活动的轨迹里，重返时光，探寻这段

充满货殖札事、商业传奇的历史航道，破译了十个古国的现代地名，为此珍贵的海上丝路，重

作考寻。 

 

 

海上丝绸之路                                  馆藏索书号：K203/201717 

基本信息：陶红亮主编.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是大型海洋丛书《海洋传奇》中的一本，介绍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

变迁，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各个时期贸易的盛况，又有高鼻子、深眼眶的阿拉伯人、波斯人，

还有穿着袈裟来往于各个贸易港口的僧人、穿着正式的使者。本书摒弃传统枯燥无味的、以时

间顺序为主线的叙述方式，用全新的视野，分别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为主线进行发现、

探索，仿若游历一般，每到一地，都会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海丝”文化。本书紧跟时代潮流，

增补了有关“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篇章，为研究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参考依据。 

 

丝路记忆：“一带一路”历史人物                   馆藏索书号：K82/20163 

基本信息：吕文利撰,《环球人物》杂志编.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沿着“一带一路”的轨迹，追寻那些曾经行走在这段历史中的人，回味他们书

写下的故事。 

 

 

 

 

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 东洋篇                     馆藏索书号：708978  

基本信息：夏应元著.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1991.12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为开辟海上交通和实现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 15位中、日历史人物。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752.9%2F20154/cf752+9+20154/-3,-1,,E/browse
http://202.116.13.24:8198/Jpath_sky/DsrPath.do?code=F427116BF31C5A7BEB0C95D4FECA3ABA&ssnumber=13758979&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103%2F201612/ck103+201612/-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03%2F201717/ck203+201717/-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82%2F20163/ck82+20163/-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708978/c708978/-3,-1,,E/browse
http://202.116.13.24/Jpath_sky/DsrPath.do?code=DABD0177A1580FCC00FEED062972CC34&ssnumber=10474884&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 西洋篇                  馆藏索书号：D829/924/1 

基本信息：陈瑞德等著.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1991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为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和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 8 位中外历史名

人；晋代法晋，唐代义净、杜环；元代周达观、汪大渊、明代郑和；意大利马可波罗；摩洛哥

伊本·巴图泰・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                              馆藏索书号：K296.5/715 

基本信息：黄启臣主编. 广州 :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3 

内容简介：珠江文化丛书。 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在广东。本书正是以丰富的中外历史

文献资料阐述自西汉由徐闻、合浦港出海和魏晋南北朝从广州港起航，历隋、唐、宋、元、明、

清以至民国时期 2000 年经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容包括广东对

外贸易的国际航线、进出口商品结构，贸易地域、管理体制，和由此而起的海外移民、中外文

化交流和广东社会经济的变迁等。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中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徐晓望著.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福建所在的东南滨海区域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起点, 它孕育了中国特色的海

洋文化。唐宋以来, 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建与中国东南的口岸出发, 一直延续到南海、印度洋。

明清时代, 福建与中国东南是环球贸易体系的热点区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瓷器、蔗糖、

香料、武夷茶等商品贸易, 以及占城稻、棉花、番薯、玉米等物种的传入提高了福建与中国东

南经济的海洋性, 从而成为中国经济上升的变量。 

 

 

月港帆影 : 漳州海商发展简史                   馆藏索书号：F752.9/20171 

基本信息：郑镛主编.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漳州月港是 16世纪至 17世纪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是这一时期我国

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时间和空间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本书分为三

编，分别是“宋元时期漳州的商业与社会”、“明代漳州海外贸易的兴盛”、“清代漳州商业与商

人”，系统梳理了唐宋至明清漳州地区的商贸交通，尤其是海商的相关史料，有一定的文史价

值。 

 

海上丝绸之路历险记                            馆藏索书号：F552.9/20092 

基本信息：戴之昂著.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内容简介：西行取经的拓荒者，是早于玄奘两百余年的东晋高僧法显。梁启超谓：“我国人至

印度者，此为第一。” 公元 399年，年过花甲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由陆路前往天竺（今印度）

取经。几年后，搭乘帆船经由水路返国，于公元 5世纪初，抵达牢山（今山东崂山）南岸。回

国后，法显在其著名的《佛国记》中记述了这一段充满惊险的海上旅程。正是这段扑朔迷离的

海上丝路之旅为历史提供了一桩历史迷案：有人说，法显到过美洲，这是真的吗?本书作者以

航海专家的身份，透过历史迷雾，为我们揭开那次年代久远而又充满艰险的海上之旅的神秘面

纱……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D829%2F924%2F1/cd829+924+1/-3,-1,,E/browse
http://202.116.13.24/Jpath_sky/DsrPath.do?code=9BB0B769FD39B9E9BBD08CABEACC9551&ssnumber=10282252&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6.5%2F715/ck296+5+715/-3,-1,,E/browse
http://202.116.13.24/Jpath_sky/DsrPath.do?code=C5FF4DA80C6522D3DF563E5CC38BD8D3&ssnumber=11547673&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752.9%2F20171/cf752+9+2017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552.9%2F20092/cf552+9+20092/-3,-1,,E/browse
http://202.116.13.24/Jpath_sky/DsrPath.do?code=BD34ABDB114061E671FEA7035E75FB3C&ssnumber=12388759&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馆藏索书号：K295.2/20081 

基本信息：刘凤鸣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7 

内容简介：本书是关于研究“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全书在大量史料基础之上，系统地

对山东半岛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韩日三国贸易活动和友好交往中的重要地位作了论证说明，填补

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空白。本书包括了绪论——中韩日文化的交流与东方海上丝绸

之路，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秦朝时期——徐福与海

上丝绸之路等内容。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丝绸之路：东方和西方的交流传奇                 馆藏索书号：K103/20041 

基本信息：德勒热, (Drege,Jean-Pierre) 著,吴岳添译.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内容简介：本书按照使节的时代，朝圣者的时代，商人的时代，传教士的时代，航海家的时代

的顺序介绍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交流上所发挥的作用。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返回首页 

2、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乌东峰，张雅，黎芳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6.12 

内容简介：从战略与政略的视阈出发，系统考察古今中外“一带一路”建设思想的演绎和发展，

增强其理论深度与厚度，夯实“一带一路”战略体系理论基础和学术的传承创新。运用组织学、

外交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工程学多学科理论，探论“一带一路”战略发轫发展

的普适性和卓越价值。建构了一个强势的、科学的全新理论导航系，扩拓了“一带一路”纵贯

线集约化发展学术思想新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馆藏索书号：F127/201722 

基本信息：刘卫东, 田锦尘, 欧晓理等著.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一方面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构建了“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提出“一带一路”

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将开启包容性全球化新时代；另一方面从跨境运输通道、“中欧班列”

组织方案、境外产业聚集合作区、中国对外开放平台及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格局、人文合作等方

面研究了“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另外，本书还包括了八个国家的国别概况研究。

研究成果不仅可为国家有关规划提供科学支撑，也有助于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和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世界新趋势 : “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     馆藏索书号：F125.5/201722 

基本信息：(奥) 多丽丝·奈斯比特, (美) 约翰·奈斯比特, (美) 龙安志著, 张岩译.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未来学家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一带一路”是如何创

造、引领世界趋势的书。本书凭借作者丰富的国际经验, 深厚的学识底蕴, 详尽解读“一带一

路”如何与世界创造、共享机遇, 如何对现有全球化框架进行了革命性改造, 把“一带一路”

与沿线国家各自发展战略规划进行对接, 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度和参与感。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5.2%2F20081/ck295+2+20081/-3,-1,,E/browse
http://202.116.13.24/Jpath_sky/DsrPath.do?code=6562EA91777161568C6BB4732CD18953&ssnumber=12042079&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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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工程师 : 新角色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馆藏索书号：港台 10138 

基本信息：李浩然，袁晓航着. 香港 :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6 

内容简介：从扩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到扩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带一路”标

志着中国正在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书

中，作者提出了许多富有独立思考和创新性的观点，将对未来的国际格局带来深远影响。香港

如何落棋，是最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研究                      馆藏索书号：F125.4/20169 

基本信息：徐希燕等著.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意义入手，研究“一带一

路”的发展轨迹和空间范围，构建“一带一路”对接合作机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框

架等，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措施与实施建议。 与此同时，本书分五个专题对相关问

题进行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以及相关措施与实施

建议的可操作性。  
 

 

“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馆藏索书号：F127/201749 

基本信息：张蕴岭, 袁正清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着“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探讨其内涵和意义。并从综合视角、地区视角和外交视角出发，深入阐释“一带一路”倡议下

的中国发展战略布局。其中既有理论辨析，也有对策解答。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目标构想、实施基础与对策研究  

 馆藏索书号：F114.46/201512 

基本信息：赵江林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创新项目成果之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多国家、多领域共同联动调整的大战略，本书主要从中国与沿路国家

经济关系出发，具体探讨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目标定位、推行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关

的对策研究等问题，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价值链参与、互联互通、区域合作、重点国家研

究、全球治理等方面。 

电子图书：阅读全文 

 

新战略、新愿景、新主张: 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研究        订购中 

基本信息：祝哲等著.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共十八章，内容包括：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形成、历史起点——中国

古海上丝绸之路、多维理论下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定位及愿

景、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关键节点、推进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合作、区域金融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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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互联互通、共同发展: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亚太区域能源市场

一体化                                      馆藏索书号：F430.62/20161 

基本信息：李平, 刘强等著.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区域能源市场一体化、

重点项目建议、保障措施。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 渊源、实践与金融支持研究     馆藏索书号： 订购中 

基本信息：朱莉[等]著. 成都 :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05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背景、意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

梳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渊源，深入分析了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

设中面临的各种机遇与困境，并针对这些问题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深入理解、

阐述了国际经济走廊建设的思路与构想。对针对这些构想提出了一系列的金融配套方案，发挥

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发挥亚投行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中的作用。 

 

 

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                        馆藏索书号：F125.4/20163 

基本信息：王灵桂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从全球智库中收录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最新观点、最新看法,且

择其要者刊之,以供学界、政界及其他对“一带一路”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参考。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互联互通战略研究. 政府篇                     馆藏索书号：F125.5/201727 

基本信息：谢士强, 金碚, 叶振宇, 温灏著. 北京 :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随着国内互联互通的继续推进和“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的及时提出, 我国和周

边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战略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仅因为它是国内互联互通战略的必要延伸, 而

且因为它还是“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抓紧推进的基本起点。由于政府主体的基本属性和它

在其中的不可或缺的与特殊地位, 决定着它将必然扮演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 所以因此及时

组织开展我国和周边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战略中的政府主体研究显得尤为非常必要和紧迫。为

此, 特根据本课题的总体安排和篇章设置等要求, 起草撰写本书。 

 

 

对话海上丝绸路                               馆藏索书号：K203-49/20177 

基本信息：李杰主编.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以专家视角解读”一带一路”战略，并介绍与

之相关的法律、历史、地理、军事知识，把普及科学知识与时政热点结合，让读者在了解国家

大战略的同时，掌握相应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本书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普及与之

相关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法律知识、地缘战略知识，以及相应的军事知识等，把科学知识

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可起到宣讲国家新政策与普及科学知识的双重作用，传播科学理念，

弘扬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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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中国高铁品牌战略研究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姜岩著. 大连 :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06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国家重大战略背景，融合

产业营销、品牌资产、铁路品牌管理等领域的最新理论，运用定性访谈与市场调研相结合的方

法，探究中国高铁品牌资产的内涵及驱动因素，分析加强中国高铁品牌建设对提升中国国家品

牌形象的作用。 

 

 

“一带一路”与欧洲                           馆藏索书号：F125.55/20172 

基本信息：黄平, 赵晨主编. 北京 : 时事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从经济、文化领域探讨了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 分析了欧洲市

场、技术、资金和经验在这一倡议中的积极作用和未来发展空间, 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

发展规划、国际产能合作与欧洲投资计划等相对接, 为世界人民的福祉和建立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世界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世界是通的 : “一带一路”的逻辑                馆藏索书号：F127/201715 

基本信息：王义桅著.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6 

内容简介：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一带一路”时代的全球化、文明、战略、经济、政治、外

交逻辑，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示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智慧。 

 

                                                                                 返回首页 

3、实践探索 

 

中国在澳大利亚“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研究      馆藏索书号：F832.6/201720 

基本信息：孟刚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国在澳大利亚加强投融资台作的战略意义，分析了中国在澳

大利亚“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领域，并且在政府层面构筑支持体系、企业层面探

索投融资合作模式等问题上提出了战略性思路建议，对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实务具有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定位、内涵及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馆藏索书号：F125.5/20152 

基本信息：李向阳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自从习近平主席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内外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

2015年 3月中国政府颁布《推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了实施阶段。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围绕“一带一路”存在诸多

理论与实践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最受人关注：“一带一路”是什么？“一带一路”能否做到

可持续？本书试图按照下述逻辑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出发，探讨“一

带一路”的定位、内涵及建设“一带一路”所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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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研究蓝皮书 :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东盟 

馆藏索书号：F125.533/20172  2015 

基本信息：广东海洋大学东盟研究院著. 北京 :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围绕“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开展研究,

对于当前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推动和落实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中国-东盟“2+7 合作框架”等, 对于不断提升中国-东盟关系水平, 深化中国-东

盟全方位合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馆藏索书号：D920.4/20176 
基本信息：石佑启, 韩永红,向明华,王燕,杨嵩棱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一带

一路”建设的内涵和愿景规划。自此，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已日渐清晰，并进入实际

推进阶段。但是“一带一路”的建成，仅依靠政策推进是不够的，在把理念、愿景转化为行动

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法律制度的引领、推动和保障。甚至可以说，“一带一路”的最终建设成

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塑造、制定、实施国际合作法律规范的能力。 

 

 

国际法新命题 : 基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  馆藏索书号：D99/20178 

基本信息：张相君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论证了当前国际法处于亟待进一步发展的转折点上，

以及在这一转折点上，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强国，如何在既有物质准备的基础上

做好理论准备。而做好理论准备需要一种新出现的价值观念得到大多国家的认同。在新兴大国

中，只有中国具有持续提高其在国际经济和安全议题领域的能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

略的推行正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新选择的契机。这种新选择的重点不再投射在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下的国家间共存上，而是以现在于一定限度上存在的国家间的合作为起点，力求实现国家

间的融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法律与税收政策研究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赖小民主编. 北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7.05 

内容简介：本书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金融环境、法律制度

环境和财税环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出相关建议。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定位研究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刘乃全等编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格致出版社, 2017.07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从金融、贸易、产业发展、文化和园区建设的角度出发，为上海服务“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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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经济新常态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研究    馆藏索书号：F127.57/20173 

基本信息：李鸿阶主编. 福州 :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以中央关于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精神为指导, 以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区、建设生态福建为目标, 研究福建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和措施。 

 

 

香港如何“带”“路”？                           馆藏索书号：港台 10638 

基本信息：岳衡，谢涌海著.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本书在结合了大量案例和数据的基础之上，宏观而又前瞻性地分析了「一带一路」

战略；微观而又具体地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机遇；客观而又辩证地剖析了「一带一

路」潜在的各种风险；积极而又建设性地分析了香港如何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重要作用。阅

读之后，可以提升对「一带一路」的真实感和参与感，可以把握「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巨大商

机，可以探索「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大格局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可以理解内地

和香港未来发展的脉络和路向。 

 

 

“走出去”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研究            馆藏索书号：D822/20161 

基本信息：李志永著.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首先介绍了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与中国海外安全现状，继而在借鉴其他国家

海外利益保护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战略的各个方面并在最后提出了关于中国海

外利益保护的有益建议。 

 

 

南亚投资法律风险与典型案例                  馆藏索书号：D930.228/20161 

基本信息：陈波编著. 北京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以“一带一路”涉及的南亚、西亚国家为主线，重点考察我国企业去这些国家投资

需要注意的法律风险、投资的法律流程、主要的法律障碍，以及已有的典型案例分析。主要国

家包括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沙特阿拉伯、伊拉

克、伊朗、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 

 

 

“一带一路”案例实践与风险防范               馆藏索书号：F125.5/201718 

基本信息：龙永图主编. 法律篇 / 敬云川, 解辰阳本册主编.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立足于实践，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针对“一带一路”投资风险中的法律风险

为“一带一路”的实践提供客观可靠的参考和指南，详细解读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投资东

道国的法律规则及在上述东道国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据此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书中的具体内容、研究思路、操作方案和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投资者提供直观、务实的借鉴

指引，也以此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发展。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7.57%2F20173/cf127+57+20173/-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E6%B8%AF%E5%8F%B010638/cFL%7b214824%7dSJ%7b21542b%7d10638/-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D822%2F20161/cd822+2016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D930.228%2F20161/cd930+228+2016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5.5%2F201718/cf125+5+201718/-3,-1,,E/browse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多语种人才培养研究          馆藏索书号：H3-4/20171 

基本信息：赵阳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将语言的“被安全化”、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

多元性等问题, 提到了语言学和语言政策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 多语种人才急缺, 而这对高

校及其他机构的多语种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本书稿立足国家

发展需求, 采用文献分析、实验验证、对比分析的方法, 从“多语种+”卓越人才培养、“小语

种”特需人才培养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人才培养三个方面, 对我国多语种人才培养路径及意义进

行分析和研究, 提出“一带一路”与多语种人才培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以期对“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更高层次的多语种人才培养建言献策。 

 

面向“一带一路”产业外向发展研究 : 云南案例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杨先明, 袁帆等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6 

内容简介：云南省位于西南边陲,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产业结构以第二、三产为主, 自然资源

和矿产资源丰富。本书着眼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视角, 重点探讨云南省特色产业发展战略, 主

要分为六个专题和三个案例, 分别研究云南省特色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能力评价、市场需求、

发展战略和路径等问题。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治理研究 : 以福建省为例    馆藏索书号：F127.57/20175 

基本信息：冯碧梅著.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作为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治理》的专著, 以福建为模版进行论证。

首先, 鉴于以往的研究还没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文献综述, 本研究将努力弥补这方面的欠

缺, 力图从纵横两个角度对中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数说“一带一路”                              馆藏索书号：I235.2/20164 

基本信息：肖振生主编.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6 

内容简介：本书用真实的数据、切身的体验，从新闻记者的视角告诉你一个可触可感的“一带

一路”。全书分 8 章，其中包括生生不息的相连、奔跑的包裹、人在路上、能量的迁徙、口味

连接你我等内容。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返回首页 

4、发展报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著. 北京 :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四部分，“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进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研究

报告、“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一带一路”建设大事记（2013-2015）。内容包括：“一带

一路”的缘起与发展、“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和问题等。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H3-4%2F20171/ch3+4+2017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7.57%2F20175/cf127+57+20175/-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I235.2%2F20164/ci235+2+20164/-3,-1,,E/browse
http://202.116.13.24:8198/Jpath_sky/DsrPath.do?code=060707AB2B72CBD7A2FD2B7F8014A379&ssnumber=13926780&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                    馆藏索书号：F125.5/201619 

基本信息：李永全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由总报告、国际合作篇、国内区域篇、专题篇四部分组成，汇集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的较新研究成果。本卷皮书主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存

在的重大问题与挑战以及应对方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分别对此进行探讨。全书各篇资料

充分，数据翔实，分析研究兼具代表性和针对性，对充实和更新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建设

的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取得实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国别报告.东南亚与南亚篇 

            馆藏索书号：F125.5/201731  

基本信息：张晓涛著.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国别报告》以沿线国家经济现状与产业结

构为逻辑起点，通过丰富翔实的数据，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深入剖析“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

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产业、外商投资政策及战略规划、双边经贸合作成果等问题，系统梳理“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双边高层交流及其成果，客观阐释中国企业投资的机会与风险。本书为

东南亚与南亚篇。 

 

 

 

“一带一路”年度报告:行者智见        馆藏索书号：F125.5-532/20161/2017 

基本信息：赵磊主编.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依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由论坛专家撰稿，全书分为四部分，共 25 篇文

章。北京大学翟崑撰写“一带一路”年度总报告；其他四部分如下： 【政府与政策】包括 7

篇文章，包括南京市政府外办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南京实践、李芝兰等的《“一带一路”：

香港专业服务的软实力作用》、贾宇等《“一带一路”倡议安全研究——以反恐怖主义为视角》

等； 【企业与经济】7篇，包括：孙子宇《中交“笑脸模式”：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

理论思考》、许维鸿《“一带一路”倡议是宏观经济新常态*再开放路径》等。 【人文与媒体】

9篇，包括：陈平《“一带一路”的文化遗产再利用与创意产业的发展》、谢戎彬《媒体要敢于

亮剑维护“一带一路”》等。 【附录】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建设进展课题组《坚持规划

引领 有序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三周年进展报告》。 

 

海上丝绸之路调研报告                           馆藏索书号：F125/201711  

基本信息：张明等著.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三部分，包括：福建海上丝绸之路调研报告、东盟海上丝绸之路调研报告、“一
带一路”其他相关研究。 

 

 

“一带一路”环球行动报告（2016）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杨善民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全面、客观地记录了从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关于“一带一路”建

设的所有倡议、政策、措施、项目、平台以及相关会议、论坛、展览、文体活动等。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5.5%2F201619/cf125+5+201619/-3,-1,,E/browse
http://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5.5%2F201731/cf125+5+20173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5.5-532%2F20161%2F2017/cf125+5+532+20161+2017/-3,-1,,E/browse
http://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5%2F201711/cf125+201711/-3,-1,,E/browse


 

 

“一带一路”年度报告 : 从愿景到行动（2016） 

馆藏索书号：F125.5-532/20161/2016 

基本信息：赵磊主编.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依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由论坛专家撰稿, 全书分为四个板块, “政府与

政治”“企业与经济”“文化与人文”“媒体与传播”, 共 21 篇文章。本书所收文章, 基本代

表了 2015年度“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最核心研究成果, 值得参考阅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               馆藏索书号：F414/20161 

基本信息：黄群慧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在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具体到国别，细化到产业，并上升至战略，利用作者

2006 年提出的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根据

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测度结果，分阶段对沿线国家的基本情况等。 

 

 

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5）：一带一路              馆藏索书号：D730.0/20012  

基本信息：李向阳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01 

内容简介：《亚太蓝皮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优选战略研究院的集体研究成果。2015

年的《亚太蓝皮书》继续关注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本报告盘点了 2014 年亚太地区的焦点和

热点问题，通过专家解读，为读者深入了解 2015 年及未来中国及周边环境的复杂形势提供了

重要参考。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发展报告                馆藏索书号：F552.3/20161 

基本信息：曾庆成编著. 大连 :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分析了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海运物流系统的特征，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发

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物流系统的发展趋势与发展思路。 

 

 

沪港发展报告. 2016 : 沪港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馆藏索书号：F127.51/15 

基本信息：尤安山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09 

内容简介：本书以“沪港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着重分析了上海和香港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探讨了深化沪港两地合作、共同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点。书中着重分析了上海和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优势与节点功能，

探讨了未来沪港两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重点，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此外还分别

对沪港两地参与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5.5-532%2F20161%2F2016/cf125+5+532+20161+2016/-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414%2F20161/cf414+20161/-3,-1,,E/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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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2.116.13.24:8198/Jpath_sky/DsrPath.do?code=E92E28F8FA09A6742E109D2FD84C0C55&ssnumber=13681417&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552.3%2F20161/cf552+3+2016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7.51%2F15/cf127+51+15/-3,-1,,E/browse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馆藏索书号：F125.4/20172 

基本信息：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著.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综合性评价指数分析报告，共 3篇，其中，《“一带一

路”国别融合度大数据评价报告 2016》《“一带一路”省市参与度大数据评价报告 2016》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内各省市进行综合排名。下篇为 2015-2016年为国家发改委领导提交的

相关专题分析报告，精选其中的重点项目、重点领域、重点国家、重点问题，包括国际产能合

作、英国脱欧对中国影响、人民币加入 SDR等，共 14篇。 

 

 

资本合作与南亚机会：海上丝绸之路金融合作发展报告(2016)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任志宏主编. 北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12 

内容简介：本书集中体现了 2015 年海上丝绸之路金融研究领域的国内外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系统梳理分析了海上丝绸之路金融发展与合作的最新进展，客观评价海上丝绸之路金融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风险障碍以及未来展望。 

 

 

大洋洲发展报告.2014～2015: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建设:中国与大洋洲关系     

馆藏索书号：D76/20131 2014-2015 

基本信息：喻常森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10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不仅包含大洋洲区域各国家和地区层面一年来的新情况、新发展以及面临

的各种问题与挑战，深度分析了相关热点问题，也涵盖了该区域与外部世界的多层次、多方面

交流问题，特别是贸易、投资、气候变化、援助等方面的问题。书中重点分析了“涉我”的大

洋洲国家和地区问题，如中国与大洋洲地区的贸易、投资、援助关系，澳大利亚等国的外交政

策“选择”，大洋洲国家与与“一带一路”战略等，颇具现实意义。 

电子图书：阅读全文 

 

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 2015：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馆   馆藏索书号：D735/20131 

基本信息：汪戎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阐述了印度洋地区国际关系。书中总报

告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挑战与应对为主要探讨内容，战略报告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

与中国印度洋战略、加快西南互联互通建设战略，专题报告讨论了助推“一带一路”发展、“一

带一路”建设模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理论和现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

机制构建等问题，并附有 2014年印度洋地区大事记。 

 

泛北部湾合作发展报告（2014－2015）  馆藏索书号：F125.4/20091 2014-2015 

基本信息：吕余生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5.12 

内容简介：本书对 2013～2014 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发展情况进行回顾并探讨了 2015 年经济形

势；对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

中国广西、广东、海南三省区 2013～2014 年经济发展情况及 2015年经济形势进行了探讨；对

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泛北部湾海洋合作、“一带一路”战略下广西与东盟的文

化交流合作等问题进行探讨。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5.4%2F20172/cf125+4+20172/-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D76%2F20131/cd76+20131/-3,-1,,E/browse
http://202.116.13.24:8198/Jpath_sky/DsrPath.do?code=97906F92252AF5AD586EA25875E22114&ssnumber=13897528&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D735%2F20131/cd735+20131/-3,-1,,E/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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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海洋支点”对接研究 : 中国福建省、印度尼西

亚调研报告                                馆藏索书号：F125.534.2/20171 

基本信息：许利平等著.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以实地调研为基础，通过文献资料收集与分析, 提出了中国与印尼两大战略构

想对接蓝图, 即整合现在机制，成立高层“海丝”对接工作组; 发展海洋经济伙伴关系; 以基

础建设为依托, 打造基建发展伙伴关系; 打造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返回首页 

5、海丝列国 

 

新海丝路上的印度尼西亚与中国              馆藏索书号：D822.234.2/20171 

基本信息：潘一宁著.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简要回顾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交往。概述了 21 世纪中国与马来西亚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 重点梳理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教育、旅游和文化合作现状, 并

着重从广东的区位特点出发剖析广东与印度尼西亚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的新前景, 包

括广东华侨的特殊作用, 并对未来做出展望。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关系                  馆藏索书号：K203-53/20164 

基本信息：杨晓强, 许利平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包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东盟战略支点国家建设，人道主义援助与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东洋航线：历史与现实反思。 

 

 

新海丝路上的马来西亚与中国                 馆藏索书号：D822.233.8/20171 

基本信息：范若兰著.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简要回顾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历史交往。概述了 21 世纪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 重点梳理了中国与马亚西的教育、旅游和文化合作现状, 并着重从

广东的区位特点出发剖析广东与马来西亚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的新前景, 包括广东华

侨的特殊作用, 并对未来做出展望。 

 

 

新海丝路上的土耳其与中国                   馆藏索书号：D822.237.4/20171 

基本信息：孟庆顺著.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土耳其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宗教文化, 回顾了土耳其波澜壮阔的历

史变迁, 分析了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夹缝中土耳其在政治、经济与外交方面的艰难探

索, 探讨了中国与土耳其悠久的历史联系, 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与土耳其的友好

合作, 最后对土耳其在 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角色做出了评估。 

http://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5.534.2%2F20171/cf125+534+2+20171/-3,-1,,E/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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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03-53%2F20164/ck203+53+20164/-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D822.233.8%2F20171/cd822+233+8+2017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D822.237.4%2F20171/cd822+237+4+20171/-3,-1,,E/browse


 

 

新海丝路上的新加坡与中国                  馆藏索书号：D822.233.9/20171 

基本信息：黎相宜著.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简要回顾了中国与新加坡的历史交往。概述了 21 世纪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梳理了中国与新加坡的教育、旅游和文化合作现状，并着重从广东的区

位特点出发剖析广东与新加坡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的新前景，包括广东华侨的特殊作

用，并对未来做出展望。 

 

 

海丝列国志                                        馆藏索书号：K91/20154 

基本信息：王灵桂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成果之一，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分国别进行国情、投资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是了解和实施“一带一路”

战略难得的参考书。书中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的 38 个国家，内容包括国家基本信

息、政治状况、经济形式、投资状况、双边关系、总体风险评估 6大部分。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埃及 : 海上丝路的主枢纽                       馆藏索书号：K941.1/20171 

基本信息：甘谷编著.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 5个章节，分别从国家和城市概况、历史、名胜古迹、文化名人、多彩的

民俗几个方面，以彩色照片和文字介绍结合的方式，向读者介绍埃及的风貌，架构体系科学严

谨，展现形式美观灵活，力求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读者可以从中获得的不只是各国风土人情

知识，也获得了阅读的享受。 

 

菲律宾 : 海上丝路的新明珠                     馆藏索书号：K934.1/20161 

基本信息：孔庆楠编著.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 5个章节，分别从国家和城市概况、历史、名胜古迹、文化名人、多彩的

民俗几个方面，以彩色照片和文字介绍结合的方式，向读者介绍菲律宾的风貌。 

 

泰国 : 海丝路的战略支点                        馆藏索书号：K933.6/20171 

基本信息：宋歌, 姜子钒编著.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内容简介：泰国，古称暹罗，地处中南半岛中南部，东南临太平洋泰国湾，西南濒印度洋安达

曼海，与缅甸、老挝、柬埔寨接壤，南边狭长半岛与马来西亚相连，属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温

暖宜人。因位于东南亚地区中心枢纽地带，被视为东南亚“心脏”。阳光、沙滩、热带水果、

亚洲象……拥有丰富旅游资源，泰国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者天堂；佛寺、佛像、佛学……泰国绝

大多数居民信奉佛教，素有“黄袍佛国”之雅称。 

 

土耳其 : 记忆中的丝路客栈                     馆藏索书号：K937.4/20162 

基本信息：宋歌编著.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 5个章节，分别从国家和城市概况、历史、名胜古迹、文化、多彩的民俗

几个方面，以图文结合的形式介绍土耳其的风貌。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D822.233.9%2F20171/cd822+233+9+2017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91%2F20154/ck91+20154/-3,-1,,E/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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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933.6%2F20171/ck933+6+2017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937.4%2F20162/ck937+4+20162/-3,-1,,E/browse


 

 

新加坡 : 海丝梦的新荣光                        馆藏索书号：K933.9/20162 

基本信息：杨玉萍编著.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 5个章节，分别从国家和城市概况、历史、名胜古迹、文化名人、多彩的

民俗几个方面，以彩色照片和文字介绍结合的方式，向读者介绍新加坡的风貌。 

 

 

一带一路名城志.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线国家卷  

    馆藏索书号：K915/20174 

基本信息：王胜三, 陈德正主编.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将 78个国家 300个左右著

名城市划分为五个分区。每个区域包括 60个左右的城市，共计 20万字左右。在介绍每个具体

城市时，首先以地名学研究为切入点，说明城市的名称来由和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用简练

的文字扼要展示城市的总体概况，包括地理环境、人文风情、饮食文化、旅游名胜、交通状况

等内容，并配以相关的图片信息，做到图文并茂。 

 

中国与印度携手“一带一路”：前景与挑战          馆藏索书号：F125.535.1/1 

基本信息：葛成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得益于地缘位置优势与可观的发展前景, 印度在“一带一路”构图中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长期以来, 印度支配印度洋的意图明显, 向西太平洋渗透的愿望强烈, 对其他国家在

印度洋地区拓展利益保持高度警惕, 又在印度洋-太平洋范围开展活跃的地缘政治联合。虽然

中印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的经济潜力巨大, 且在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共享地区

发展机遇与维护印度洋航线安全等方面有共同利益关切, 但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地缘矛盾制

约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 也让求同存异、凝聚共识, 促使印度成为“一带一路”

上畅通一环的努力面临重重困难。 

 

走向印度洋:“丝绸之路经济带”东南亚－南亚－印度洋方向重点国别研究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曲凤杰等编著. 北京 :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选择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三大方向之一的东南亚－南亚－印度洋方向的 6个

重点国别，试图研究单个国家。这种研究和学术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只有深入研究各

国的国情特征，才能了解对方的合作需求以及产生这种需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只有在知己

知彼的前提下，才能找到实现互利共赢和和谐包容的现实路径。 

 

 

“一带一路”国家国情手册                         馆藏索书号：K91/20164 

基本信息：汪应洛, 黄伟, 徐立国主编.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的国情进行了权威介绍。内容包括该国

家的经济与贸易、工业、农业、服务业、交通、旅游、资源、人口、文化、教育与科研、政治

与政党等内容。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933.9%2F20162/ck933+9+20162/-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915%2F20174/ck915+20174/-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5.535.1%2F1/cf125+535+1+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91%2F20164/ck91+20164/-3,-1,,E/browse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利益诉求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王玉主，李好，申韬著.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05 

内容简介：这本《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利益诉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专题研究，主要围

绕中国—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涉及到经贸、金融、澜

湄合作等各领域；第二部分为国别研究，从东盟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出发，分析“一带一

路”倡议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接着以东盟各阶层（政界、学界、工商界、普通民众等）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分析为基础，重点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其利益诉求的契合之

处与冲突之处；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来华留学生视野中的“一带一路”倡议             馆藏索书号：F127/201733 

基本信息：程妤主编.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一带一路”的实施，离不开沿线各国的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因此，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观点，对于这一倡议的实施十分重要。《来华留学生视野中的“一

带一路”倡议/同济大学当代中国丛书》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的视角出发，整

理阐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国际贸易、外交、金融、政府与媒体舆情等资料，开展舆

情调研，完成国别研究，为命运共同体视野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建言献策。 

 

                                                                                 返回首页 

6、海丝华踪 

 

搭桥引路 : 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馆藏索书号：D634.3/20171 

基本信息：陈琮渊, 黄日涵编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64 个国家，采取列国志的形式，简要绍述各国的地理、

历史、人文、经济与政治环境等，重点介绍华侨华人在各国的境遇及发展情况，强调在“一带

一路”建设大背景下，华侨华人在双边往来中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并指出中国与华侨华人所

在国发展双边关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海外福州人与海上丝绸之路                    馆藏索书号：K295.7-53/20171 

基本信息：闽都文化研究会编. 福州 :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海外福州人与海上丝绸之路》收入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论文 31 篇，涉及中马人文

交流、海外福州人的迁徙和再移民、海外福州人的创业精神、海外福州人的民族大义和家乡情

怀等，旨在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海外福州人敢于拼搏、爱国爱乡的精神，探访黄乃裳等华侨先驱

开发南洋的艰苦历程，深入挖掘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加强与海外福州人的联系沟通，

宣传福州，扩大闽都文化影响。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                  馆藏索书号：D634.3/20156/2016 

基本信息：林勇主编.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探讨了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所受到的制约；

以福建省为例，分析国内企业利用华商网络资源走出去的优势与问题，以及泰国华商社会关系

网络的作用及其变化，还有人民币汇率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影响；在菲律宾、美国

与非洲新侨的案例中，分析了新移民与过去的华人移民动机、文化融入以及生活遭遇问题的差

异；揭示了华侨华人回馈祖国的新动向。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7%2F201733/cf127+201733/-3,-1,,E/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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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          馆藏索书号：K833.380.9/20171 

基本信息：(马) 黄裕端著,陈耀宗译.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论，说明从区域视角看待槟城的路径；第二章说明槟城

在整个 19 世纪是蓬勃发展的区域转口贸易港，尽管当时新加坡已经崛起；第三章以五大姓为

中心，探讨各大家族网络；第四章详细检视五大姓利润最丰厚的生意——鸦片饷码承包；第五

章检视锡矿业这一五大姓在 19世纪所涉足的有利可图的生意；第六章探讨 18、19世纪之交西

方企业对五大姓日益增长的挑战，以及五大姓如何回应西方企业日益强大的竞争；第七章探究

20世纪初区域新秩序的兴起及其对五大姓的影响。 

 

 

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              馆藏索书号：F753.42/20171 

基本信息：杨宏云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经略海洋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商人（亦称华商、海商）围

绕海洋的创新创业活动也由来已久。其中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地域对中国海洋事业的支撑不可

或缺。本书立足于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海港的时代变迁、兴衰起落及商品要素的变化，梳理了

中国商人在此地域的海洋拓展与海洋创业，展现了他们在此地的互动联合、网络建构与文化融

合，凸显了中国官方、民间在该地域悠久而丰富的海洋经略事业。 

 

 

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                  馆藏索书号：D634.361.2-64/20171 

基本信息：(新西兰) 李海蓉, 约翰·特纳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浓缩经年新西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成果，两位作者力图以珍贵历史照片，辅以

详细中英文对照说明，再现新西兰华侨华人长达 170余年的历史。其内容覆盖早期淘金时代所

生成的华人社会，其发展与演变等。 

 

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 : 以侨批业为中心     馆藏索书号：F832.6/201722 

基本信息：黄清海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下南洋”“淘金热”的移民潮。在当时跨国邮

政和金融尚不发达之时，体现华人智慧的移民金融产物——侨批及侨批业出现了。早于中国现

代银行业出现的侨批业，贴近南洋移民族群的汇款与通信需求，一百多年来，与海洋移民、华

人商贸活动等融合互动，不断创新，逐步建立起华人跨国金融体系，进而协同华资银行、中资

银行融入全球化的金融网络之中，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国际金融汇兑的发展历史。 

 

协同发展 : 华侨华人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 

馆藏索书号：F127.5-532/20161 

基本信息：李其荣主编. 广州 :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汇聚中国、德国、丹麦、马来西亚的数十名专家学者, 分三编围绕华侨华人与

“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华侨华人与华文教育、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等主题进行研究。全

书响应“一带一路”战略, 梳理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侨务资源, 探究新形势下海外华人社

团的变化和特点, 有利于更好地推进长江沿岸的侨务工作, 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建设的全面

发展, 助力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协同发展的侨务资源及其优势。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833.380.9%2F20171/ck833+380+9+2017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753.42%2F20171/cf753+42+2017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D634.361.2-64%2F20171/cd634+361+2+64+2017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832.6%2F201722/cf832+6+201722/-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7.5-532%2F20161/cf127+5+532+20161/-3,-1,,E/browse


 

 

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文集                  馆藏索书号：K248.105-53/20062 

基本信息：林晓东，巫秋玉主编.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内容简介：本书共收录了 55 篇论文，内容包括“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郑和

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郑和下西洋于东南亚华侨”等文章。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东南亚华侨史 : 外一种                        馆藏索书号：D634.333/20083 

基本信息：朱杰勤著.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8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与华侨、西方殖民者统

治或控制下的东南亚各国社会的变化和华侨、近代的东南亚华侨等。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东南亚华侨与广州                              馆藏索书号：K296.51/20059 

基本信息：牛军凯著.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东南亚广府籍华侨的由来和变迁、东南亚广府华侨的分布与聚居、广府

华侨在东南亚的职业与生活、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社团与组织等五章内容。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南洋华侨史                                       馆藏索书号：D634.3/711 

基本信息：陈碧笙主编.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古代的南洋华侨;16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的南洋华侨;19 世纪中

期至 20 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侨社会的迅速发展 3篇。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清代华侨在东南亚 : 跨国迁移、经济开发、社团沿衍与文化传承新探 

馆藏索书号：D634.333/20151 

基本信息：高伟浓著. 广州 :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作者以清代作为研究的时间维度，以越南、柬埔寨、缅甸、暹罗、海峡殖民地、马

来联邦、北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群岛、西婆罗洲、菲律宾十个东南亚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的空

间对象，从迁移、谋生、社团、文化四个角度详细阐述了这一论域内的华人概况。作者采用了

具有新颖性的研究角度，并为之收集了较为充分的史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东南亚华人与侨批                             馆藏索书号：D634.333/20093 

基本信息：许茂春编著.曼谷 : 泰国泰华进出口商会, 2007 

内容简介：在这本书中，汇集了数以百计的广东、客家梅县、福建、海南与东南亚国家华侨华

人之间往来的侨批精品，内容从清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均有收录，还佐以各种史料和数据，见

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历史，也介绍了侨批的往来邮路、邮资、邮戳(日期的佐证内容)，

集成了一本难得一见的侨批和华侨史专著。书中有大量的图文资料都是首次披露，成为不少集

邮爱好者、收藏爱好者、文化学者、侨批界人士都喜闻乐见的书籍。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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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与离散华人 : 侨乡景观的嬗变                馆藏索书号：D634.1/20172 

基本信息：(马来西亚) 游俊豪著,卢婷,谢文君,刘燕玲译.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6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对历史时期的划分，来确定侨乡演变的历史先例、关键转折点及侨乡随时

间演变的模式与内容，资料翔实可靠、语言客观详尽，对研究海外华人学生和学者、华人文化

和社会、东南亚文化、社会和民族有借鉴意义。 

 

 

海外华商与国际侨汇研究报告                   馆藏索书号：F832.6/201719 

基本信息：林勇主编.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6 

内容简介：本书是 2016 年福建社会科学院资助项目《国际移民与开放发展的中国模式研究——

以福建为例》(编号: 16202) 研究成果。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海外华商与福建开放发

展”, 包括东南亚华商的发展与变化、各主要行业海外闽商概况、东南亚闽商的成长及其对所

在国的贡献和海外闽商与福建省开放发展等内容。下篇是“国际侨汇与经济发展”, 包括国际

移民汇款动机考察、移民汇款在移民来源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侨汇依赖型国家侨汇的经济

影响、中国海外侨汇的特点与作用和侨汇对移民母国的经济影响等内容。 

 

 

历史上的大移民：下南洋                       馆藏索书号：D634.333/20131 

基本信息：沈健著. 北京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内容简介：本书从早期下南洋的历史讲起，回顾了郑和下西洋以及之后的明清下南洋浪潮的史

实，讲述了华侨在南洋各处的各种活动和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南洋

一带的影响以及南洋地区的历史与现状。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古代中国人在外国                              馆藏索书号：K820.2/20092 

基本信息：刘增丽编著. 郑州 :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8 

内容简介：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了走向域外的历程。

公元前十一世纪，箕子率领千人来到朝鲜半岛，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掀开了中国人大规模走

向世界的序幕。公元十五世纪初期，郑和声势浩荡的七下西洋，是古代中国人走向海外的高

潮……面对未知的世界，中国人不是畏惧退缩、裹足不前，而是勇敢地走出国门，走向外面的

世界！ 

翻开本书，你会看到前辈们的足迹和一个个的传奇……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返回首页 

7、丝路广东 

 

“一带一路”广东要览                         馆藏索书号：F127.65/20173 

基本信息：王培楠主编,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 广州 :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七部分，内容包括：绪论、历史纵览、亮点举隅、地市撷英、广东 2015

年重要经济数据、广东省“一带一路”大事记、专题报告：持续深化扩大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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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                    馆藏索书号：F127.651/20161 

基本信息：郭凡, 蔡国萱主编. 广州 :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重要的国家战略,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核心枢纽地位, 本书从经济、文化、华侨华人、文物保护等方面分析

广州参与海丝建设的条件、定位、战略, 提出相应的对策, 是国内较早从城市角度研究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著作。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下广东绿色货运可持续发展研究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毛慧，邱小平编著. 成都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04 

内容简介：本书旨在广东绿色货运示范项目已取得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分析“一带一路”经

济环境给广东绿色货运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东盟物流需求

的拉动作用，最终提出建立“广东绿色货运推进组织”，实施三个“五年计划”来引导、监管、

促进广东省绿色货运行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再出发                馆藏索书号：K296.5/20167 

基本信息：司徒尚纪著.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探讨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关系，从海上丝绸之路之重镇广东出发，梳理广东在

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和价值，探讨广东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作

用，并提出广东旅游“走出去”的思路与方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航运文化                 馆藏索书号：F55/20162 

基本信息：乔培华, 袁炎清主编. 广州 :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广东航运文化及与之相关的视角展开研究, 分析广东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条件和定位。其内容包括: 推进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思考 ; 广州航运的历史

演进及启示 ; 广东现代运输船发展概论等。 

 

 

广东文化遗产 : 海上丝绸之路史迹                馆藏索书号：K296.5/20171 

基本信息：龙家有,郑君雷主编,广东省文物局编.广州 :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共收录广东全省 254处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史迹，这些史迹涵盖海港设施、文

化交流、外销品生产基地、海神信仰建筑、航线遗存五大类，五大类之下又细分为十三小类。

这些史迹基本可以代表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各类史迹的精华。 

 

 

海丝映粤 : 广东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图志 馆藏索书号：K296.5-64/20163 

基本信息：江海燕主编,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编.广州 :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该图志立足国家关于“建设海洋强国”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重大部署,通

过图文结合的形式,全景式呈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轨迹以及演进路径,挖掘、归纳和

弘扬“海丝”精神,突出广东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排头兵”的作用。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7.651%2F20161/cf127+651+20161/-3,-1,,E/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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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6.5%2F20171/ck296+5+2017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6.5-64%2F20163/ck296+5+64+20163/-3,-1,,E/browse


 

 

香茶陶珠 : 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                馆藏索书号：F762.7/20161 

基本信息：冯海波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文史研究馆) 编.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莞香、茶叶、陶瓷、南珠以及怀集燕窝、肇庆端砚、云

浮石材等, 概述其发展历史、生产制作工艺及对外贸易情况等, 以此展现“海上香料之路”、

“海上茶叶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的“前世今生”。 

 

 

侨乡三楼 : 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                馆藏索书号：TU241.5/201517 

基本信息：司徒尚纪著. 广州 :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第一楼：开平碉楼；第二楼：侨墟骑楼；客侨排屋楼几部分，主要内

容包括：社会动荡的产儿；碉楼选址布局；碉楼规划和设计；中西合璧的建筑文化风格等。 

电子图书：阅读全文 

 

 

南海港群 :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               馆藏索书号：K296.5/20161 

基本信息：周鑫, 王潞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文史研究馆) 编. 广州 : 广东经济出版

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 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呈现了两千年来广东古港演

变的历史。该书重点描述各主要港口的兴衰起落, 着重给读者呈现传统时代广东沿海航海技术

的变迁, 航线航道、港湾口岸的分布, 进出口商品的产地与种类, 海上贸易、港口管理体制的

转变, 以及港口贸易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等面相。 

 

海上敦煌 : 南海 I号及其他海上文物             馆藏索书号：K875.34/20161 

基本信息：崔勇, 张永强, 肖达顺著. 广州 :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该书共分为 10 编，围绕南海 1 号寻踪、出水、考古保护，海上丝绸之路，以“海

上敦煌”为题展开的各种学术研究会和出版的研究成果专著以及南海一号打捞出水具有的重大

意义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全面的探讨研究。对我省建设海洋大省，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

略有提供了理论支持。 

 

 

大国商帮 : 粤商发展史辩 : 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 

馆藏索书号： I253.3/20172 

基本信息：杨黎光著.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追述秦朝南迁的探索者赵佗开始，到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继而唐、

宋、元、明四朝市舶使司的设立与延续，再到清代的“一口通商”，发掘、梳理了自古以来粤

商群体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发展历程。 

 

 

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服务经济合作发展研究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林吉双编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7.7 

内容简介：本书关注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服务经济合作发展，从会展业、跨境电商、旅游业、

服务外包、高等教育和科技等六个方面出发，通过文献分析、数据分析、国别比较、案例研究

和实地调研等方法，分析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在各方面合作的优势和机遇、现状与挑战、经验

与教训等，并提出深化广东省与海丝沿线国家在会展业、跨境电商、旅游业、服务外包、高等

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服务经济合作发展的建设思路和对策建议。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762.7%2F20161/cf762+7+2016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TU241.5%2F201517/ctu241+5+201517/-3,-1,,E/browse
http://202.116.13.24:8198/Jpath_sky/DsrPath.do?code=8F179E289859ACD0B79B30C5A95C3D0F&ssnumber=13794963&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6.5%2F20161/ck296+5+2016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875.34%2F20161/ck875+34+20161/-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I253.3%2F20172/ci253+3+20172/-3,-1,,E/browse


 

 

广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馆藏索书号：验收中 

基本信息：曹云华, 李皖南编著. 北京 :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从历史和现状两个角度分析了广州参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状况。全

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篇, 共七章, 详细论述了广州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如东盟、南亚、西亚、东北非等进行合作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海上丝绸之路重镇之潮州                      馆藏索书号：K296.53/201717 

基本信息：吴智刚著.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意在探寻潮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印记, 梳理当代潮州与海丝沿

线各国家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 深入挖掘潮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

贸合作、文化交流的空间与前景, 为潮州在“一带一路”宏观战略下准确定位与可持续发展提

供参考思路。 

 

 

南海丝路第一港 : 徐闻                        馆藏索书号：K296.54/20135 

基本信息：李堪珍主编.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2013 

内容简介：全书集中展示了海上丝路(徐闻)研究的学术成果。所收论文是百家争鸣的代表作品，

有不同观点碰撞的火花，更有主流观点的精华。文献辑录置于篇首，把有关“徐闻”的珍贵资

料分类刊载，“正史记载徐闻”之后加“解读”，“权威考释徐闻”有阐述，“辞书诠释徐闻”之

后加“编者按”。所收的精彩论文，篇幅较长的正文之前设“精要摘录”，把章中论及“徐闻”

的要点摘录出来，读者只读“精要”，也略知全篇。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料汇编                 馆藏索书号：K296.53/201715 

基本信息：石坚平编著.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舆图荟萃和历史文献两部分，反映了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内涵和

价值，内容包括永乐《广州府志辑稿》中的《广州府新会县之图》等。 

 

 

海上丝绸之路 : 广州文化遗产                  馆藏索书号：K296.51/20093 

基本信息：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编.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08 

内容简介：广州（古称番禺）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

与我国沿海各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文化遗产，同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留存至今的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史迹、遗物和文献资料弥足珍贵，也是广州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

遗产的重要依据。 

 

“一带一路”战略与汕头跨越发展              馆藏索书号：F127.653/20173 

基本信息：白津夫等著. 北京 :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

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面对国外发展新形势，

汕头新时期发展要以华侨经济文化试验区为核心载体，全面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着力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新起点，创建改革开放新特区，实

现汕头创新发展新跨越，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创新驱动发展，争做全国改革开放、创新发

展的排头兵。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6.53%2F201717/ck296+53+201717/-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6.54%2F20135/ck296+54+20135/-3,-1,,E/browse
http://202.116.13.24:8198/Jpath_sky/DsrPath.do?code=D3497075C53085754EF4D13BA427D547&ssnumber=13366493&netuser=1&jpgreadmulu=1&displaystyle=0&channel=0&ipside=0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6.53%2F201715/ck296+53+201715/-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6.51%2F20093/ck296+51+20093/-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F127.653%2F20173/cf127+653+20173/-3,-1,,E/browse


 

 

广州泛十三行商埠文化遗址开发研究             馆藏索书号：K928.72/20071 

基本信息：杨宏烈编著. 广州 :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内容简介：广州十三行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半官半商性质的国家级对外贸易组织。本书

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角度、从促进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十三行商馆遗址及其

分布在广州市区与之相关的历史地段、名胜古迹、文物遗存的保护性规划建设进行了必要的探

讨。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返回首页 

8、丝路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与十七世纪太仓文坛               馆藏索书号：I209.4/20171 

基本信息：朱丽霞著.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海上丝绸之路与太仓文人游幕、太仓毛师柱中西部游幕与诗文创作、太仓

许旭游幕与闽总督开放海禁三章, 主要包括郑和之后: 文化新航路 ; 海上丝绸之路与太仓文

坛等。 

 

 

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馆藏索书号：K296.5/20164 

基本信息：徐文明著. 广州 :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从海洋佛教及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新的视角对于广东佛教进行全方  位的解读

与梳理，涉猎广泛，勾画细致，举重若轻，新意迭出，为这一方面的开创之作。主要从海洋文

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探讨广东佛教的发展历程。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                         馆藏索书号：J609.1/20173 

基本信息：杜亚雄著.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东南沿海各地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亚、非各国的音乐

文化, 是作者多年研究丝路文化的最新成果。介绍了山东鼓吹、昆曲、古琴、江南丝竹、福建

南音、广东音乐、海南调声、印尼佳美兰、印度拉格、阿拉伯木卡姆、非洲鼓乐等世界著名的

音乐品种, 内容丰富, 文字流畅, 可读性强。本书对了解海上丝路各地、各国的音乐, 研究古

代音乐文化、考察中外音乐交流史等很有助益。 

 

 

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图录               馆藏索书号：K296.53-64/20171 

基本信息：石坚平编著.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新会官冲窑遗址、广海卫城遗址、上川“贸易岛”遗址、近代华侨

文化建筑群、五邑银信、传说史迹。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928.72%2F20071/ck928+72+20071/-3,-1,,E/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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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J609.1%2F20173/cj609+1+20173/-3,-1,,E/browse
https://opac.jnu.edu.cn/search%7ES1*chx?/cK296.53-64%2F20171/ck296+53+64+20171/-3,-1,,E/browse


 

 

漳州侨批史话                                  馆藏索书号：F832.6/201618 

基本信息：苏通海著.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侨批指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 以广东

潮汕、福建闽南居多。侨批已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是“海丝”申遗的草根档案, 记录

当时侨乡与东南亚等地人口迁徙、商贸往来、邮传驿递、金融汇兑等方面的情况。本书作者利

用多年藏品, 细致研究了漳州地区侨批的特点, 以及以天一信局为代表的民间侨批局的运作

与兴衰。书中有多幅图片, 富于史料价值。 

 

 

海上丝绸之路与泉港海港文化探析               馆藏索书号：G127.573/20171 

基本信息：肖惠中, 陈小平编. 福州 :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探寻泉港海港文化历史沿革、发展轨迹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 提出对接

泉州海丝先行区建设, 打造海港文化品牌的对策思路。主要内容包括: 海族: 南腔北调头北

人;海港:中国少有世界不多;海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等十六章。 

 

 

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故事                      馆藏索书号：I277.3/2017105 

基本信息：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故事林》杂志社编. 福州 :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共收入一百二十六篇故事、歌谣，不仅有直接讲述“海丝之路”的交往故事，

如《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三宝垄洞》等，也有体现人类征服海洋大无畏精神的感人传说，如

《妈祖的传说》；不仅有记录背井离乡讨生活而“过番”的淘金热潮，如《黄乃裳的故事》；也

有描绘异域求存“下南洋”的艰辛记忆，如《寡妇塔》、《望夫山》等；不仅有讲述华侨**高风

亮节的传奇故事，如《陈嘉庚择婿》、《“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也有率领乡亲漂洋过海扎根海

外的故事，如《林阿凤与“顺”字号华裔》、《菲岛雄风——夏侯鲍的故事》等。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年鉴                     馆藏索书号：K203-54/20141 

基本信息：纪云飞主编.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围绕学术界对“海丝”文化的研究展开。深入发掘和弘扬光大这份宝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 有利于提升人们对“海丝”文化的认知, 并在大力实施海洋发展战略的当下有

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也必将成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和保障。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辉煌灿烂的福建“海丝”文化                    馆藏索书号：K295.7/20173 

基本信息：卢承圣主编. 福州 :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古闽人的海上生活写起，通过古代泉州、福州和漳州、厦门、莆田等海上丝

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海上茶叶之路)的生动描绘，彰显福建特别是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

点的辉煌灿烂；重点突出今日福建人民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全力将福建打造成“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光辉业绩；真实记录福建自贸区(福州、厦门、平潭片区)和中国—东盟水

产品交易市场近一年来取得的成果、重大突破和作出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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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馆藏索书号：K295.73-53/20072 

基本信息：李冀平, 朱学群, 王连茂执行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们从中外文化互动的角度，对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地位、作

用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泉州诸多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珍贵文化遗存，既有宏观上的研究，

也有微观上的分析，有的学者还就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事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该书

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学术性，对了解、研究泉州和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具有

积极的作用。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远逝的风帆 : 海上丝绸之路与扬州              馆藏索书号：K295.33/20147 

基本信息：朱江著. 南京 :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立足于文化遗产的角度，辅以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建筑学等视角，对海

上丝绸之路扬州遗迹进行解读，是近二十年来首次深层剖析海上丝绸之路与扬州现存遗迹的密

切关联，与同类书相比，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浙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馆藏索书号：K295.5/20161 

基本信息：伍鹏编著.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对浙江省的宁波、舟山、台州、杭州、温州等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

位和影响进行了梳理，对浙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进行了介绍，对中国大运河、妈祖文化与

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对“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以及浙江参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和优势、国际国内环境和思路等进行了分析。 

 

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                      馆藏索书号：K296.53-53/982 

基本信息：杜经国，吴奎信主编. 汕头 :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8 

内容简介：“海上丝绸之胳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涵盖面极

为广泛，学术研讨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围绕“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主旨，学者们从各个视角、

各个层面探索了海上交通、海上贸易及其与海外移民的关系；潮汕港口概况及其东南沿海港口

的关系；海禁与海交、海商、海寇的关系；政治形势、地理环境与港口盛衰的关系；海外移民

与潮汕文化及经济发展的关系；海上贸易性质的转变与“樱夷“的关系；“海上丝绸之路”与

今天发展经贸、旅游及东西文化交流的关系等。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文明. 泰国                馆藏索书号：K336.03/20171   

基本信息：李元君主编.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文明”丛书之泰国卷。书稿以简洁流畅的文字和

大量精美的图片，生动直观地展示了泰国璀璨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及泰国文明与中国海上丝绸

之路的经济文化交合、碰撞的进程及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体现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华文

明传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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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羊城 : 海上丝绸之路今昔                  馆藏索书号：K296.51/20177 

基本信息：王明星, 陈守明等绘著.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古迹新貌的景观为核心内容, 分“海丝遗迹”、“东西汇流”、

“羊城之心”三个部分, 寻味海上丝绸之路今昔美景。原创的手绘图分解景观, 读者可以拿着

这本书在景区内“寻路”, 仔仔细细地体味景区的一花一草, 彻彻底底地熟悉自己喜欢的每一

个角落。 

 

 

丝路邮记: 方寸世界中的海上丝绸之路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吴桂就编著. 南宁 :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普及性、知识性大众读物，试图以点带面，以邮说

史，从港口群的某一港口出发，沿着相关航路线性展开，全面介绍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

社会影响及历史贡献。在欣赏各国邮票的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史料信息。 

 

 

望长安 : “一带一路”唐诗艺术赏析集                 馆藏索书号：订购中 

基本信息：于孟晨主编.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用书法艺术、诗文赏析表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强调在诗文赏析的基础

上, 通过“一带一路”节点城市诗文的选择, 并以“天、地、人”中华文化传统的聚合来表达

中华文化的精髓, 体现中华文化的气质与风貌。 

 

 

丝路文化与五凉文学研究                      馆藏索书号： K203/201337   

基本信息：庆振轩主编.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2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丝路文化与丝路文学、凉州文化与凉州文学。主要内容包括: 论多民族文

化影响下的汉铙歌性质及其风格特点 ; 论杜甫陇石诗的抒情特征等。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丝路文化新聚焦                                  馆藏索书号：K203/201234 

基本信息：梁超主编.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内容简介：本书从吐鲁番学研究、敦煌学研究、龟兹学研究、文学与艺术、文物考古、历史地

理文献等角度对这一特定区域的丝路文化展开深入探讨与研究。 

 

 

从威尼斯到大阪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 

馆藏索书号：K103-64/20071 

基本信息：孙毅夫编著摄影.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1992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 1990 年 10 月--1991 年 3 月期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海上丝绸之

路的考察。 

电子图书：全文阅读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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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资源 

1、《走向海洋》 

 

简介：本片是中国首部全面梳理中国五千年海洋文化和历史的大型

海洋文化纪录片。是中国第一部全面梳理中国五千年海洋文化和历史的

大型海洋文化纪录片。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海洋既是屏障，又是通道，

人类曾经因为大海的阻隔而各自独立，又因为大海的联通而相互依赖，

或者相互征服。 

第一集 海陆钩沉    第二集 海上明月 
第三集 潮起潮落    第四集 仓惶海防    

第五集 云帆初扬    第六集长风大浪 

第七集 走向大海    第八集 经略海洋  

 

2、《1405 郑和下西洋》 

简介：本片是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中央

电视台、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公元1405
年，欧亚大陆的南方海岸线上，出现了一支规模巨大的船队。他们完成

了横渡印度洋的壮举，并且抵达遥远的非洲东海岸。 
第一集  奉使西洋    第二集 涉沧溟 
第三集  云帆高张    第四集 际天极地 
第五集 天下同福  

3、《海上丝绸之路》 

   简介：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联合广东、泉州电视台制作。作

为是全球第一部以两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纪录片，该片以沿

线各国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为出发点，以历史交往为背景，以现实中

鲜活的人物故事为主体内容，打通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国际，用富有冲

击力的视觉语言、细腻生动的人物故事，打造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精品

力作，不仅展现海上丝绸之路曾经的文明与辉煌；更突出当今的风貌和

成就。有历经千年的传奇故事，也有接地气的普通人的故事。 

第 1 集：穿越海陆    第 2 集：物华天宝 
第 3 集：货通万国    第 4 集：智慧之光 
第 5 集：融合共生    第 6 集：海内知己 
第 7 集：碧海云帆 

 

 
  

4、《国宝档案——海上丝绸之路》 

简介：五集系列纪录片《海上丝绸之路》，由《国宝档案》栏目精

心打造，汇集国宝文物、遗迹遗址、古籍文献、知名专家，深入解读、

全面展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繁荣和鼎盛。纪录片《海

上丝绸之路》每集 45 分钟，共分为 5 集，从航线、船舶、货物、港口、

文明五个方面讲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动故事。 
第一集《航线》   第二集《船舶》   第三集《货物》 
第四集《港口》   第五集《文明》   

http://www.iqiyi.com/v_19rrh99juj.htm
http://www.iqiyi.com/v_19rrh9bobj.html
http://www.iqiyi.com/v_19rrh9bobj.html
http://www.iqiyi.com/v_19rrh9bobj.html
http://www.iqiyi.com/v_19rrh9bobj.html#curid=206024707_e94a827f3a6c4970b7b6b1ad45f9ea75
http://www.iqiyi.com/v_19rrh9bobj.html#curid=206024807_c8f74972c3384193a12bd8f183fe3742
http://www.iqiyi.com/v_19rrh9bobj.html#curid=206025007_ccbeed27a20a4caca4cf82b1c2408f5b
http://jishi.cntv.cn/humhis/yisilingwuzhenghexiaxiyang/classpage/video/20110508/100161.shtml
http://jishi.cntv.cn/humhis/yisilingwuzhenghexiaxiyang/classpage/video/20110509/100058.shtml
http://jishi.cntv.cn/humhis/yisilingwuzhenghexiaxiyang/classpage/video/20110510/100212.shtml
http://jishi.cntv.cn/humhis/yisilingwuzhenghexiaxiyang/classpage/video/20110511/100123.shtml
http://jishi.cntv.cn/humhis/yisilingwuzhenghexiaxiyang/classpage/video/20110512/100268.shtml
http://www.docuchina.cn/2016/11/18/VIDEqzegsgC59bxhvBADycUA161118.shtml
http://www.docuchina.cn/2016/11/18/VIDEDExuwW8XePLOrMEhhTpN161118.shtml
http://www.docuchina.cn/2016/11/18/VIDE39Gg43l7nXq4nbRtWN2B161118.shtml
http://www.docuchina.cn/2016/11/18/VIDEYz3y3mpRWmnL0JbHvggQ161118.shtml
http://www.docuchina.cn/2016/11/18/VIDEjU9oLgusC0xn8PtgrxJP161118.shtml
http://www.docuchina.cn/2016/11/18/VIDECIKAEutTU9RKgV2WrB661611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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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美国制片人眼中的海上丝绸之路》 

简介：本纪录片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与美国艾美奖双料得主、美国公

共电视台 PBS 资深制片人及主持人杰弗里·莱曼携手合作拍摄。 

该片共以国际化的视野，全面解密南粤海上丝绸之路。节目主持人

杰弗里·莱曼走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重要港口、历史遗迹，探

寻海丝文化遗产，以亲身体验讲故事的形式，寻古问今，追溯海上丝绸

之路的历史与今天。内容既生动有趣，又充满了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第一集 中国海上先民         第二集 潮起唐宋 
第三集 马可·波罗和蒙古人   第四集 明代远洋航行  

6、《穿越海上丝绸之路》 

简介：本片是由中央新影集团，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广州市委宣

传部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片，一共 8 集，每集讲述了 4 个人物或家族故

事，共 32 个故事，以此展示出中华文化通过海上丝路与其他国家交流

交往的厚重历史。 
第一集 寻路    第二集 家承     第三集 原乡 
第四集 连枝    第五集 薪传     第六集 问道  
第七集 脉缕    第八集 轮回  

7、《海丝寻梦录》  

简介：本片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和广东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联手打造。该纪录片共 3 集，描绘了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提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容光焕发，日新

月异，沿线各国积极合作，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壮丽画卷。摄制组从世界丝绸之源出发，沿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奔赴 28 个国家，历时一年半，见证贸易形式历

史演变，探访广东企业解码中国制造，体验“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8、《新丝路密码》 

   简介：向国际社会清晰、完整、准确地解读“一带一路”战略的来

龙去脉、核心精神和价值所在；在普及知识、答疑解惑的同时，消除人

们的误解和偏见；并藉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丰满一个真实可信的

中国形象。 

第一集  融通古今      第二集  互联互通 
第三集  合作共赢      第四集  和平之路 
第五集  交融之梦 

 

9、《共赢海上丝路》  点击观看 

简介：由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团队操刀制作，纪实拍摄企业拓

展海外市场的点点滴滴，记录在大时代背景下，以深圳商业为代表的中

国企业海外发展真实面貌。作为演讲纪录片，《共赢海上丝路》立足于

大时代，大战略，关注个体命运，透视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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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海上新丝路》 

简介：由广西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创作出品，此片从海上丝绸

之路的历史变迁中，从当今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化中，向世人描绘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壮美画卷和广阔未来，具有思想高度、历史深度、

人文厚度、新闻力度、艺术风度，是引导观众关注时代变迁和发展最新

话题的一部重要的电视作品，充分展示了广西锐意开拓进取、加快实现

“两个建成”目标的信心和决心。 

第一集 伟大的构想    第二集 蓝色的传奇 

第三集 奋飞的支点  

11、《华人移民史-下南洋》  点击观看 

简介：“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曾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居海外，历史悠

久，每个朝代出于不同的背景，中国人或为经商，或为谋生，或为逃难，

一批又一批地选择离乡别井或被逼漂泊异地。他们的血泪史与中国的历

史紧紧相扣。海外华人不是我们的陌路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自己

先辈的影子，看到中华民族多番波折的考验，感受到中华儿女坚毅的精

神。  

12、《下南洋》 点击观看 

简介：南洋，始终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

史课题。南洋的华人阅历了整个中华千年和百年来的双重命运。探索南

洋对于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以及对当下中国人自省与思考的价值都越

来越凸显。该片将展现华人在东南亚开拓发展的历程与各时期生存状

态，以开放的全球视野梳理历史、关照当下，力求打造一部能够对华人

社会未来发展的建构有所启示的历史人文纪录片。 

 

13、《丝路南洋》  

简介：“一条裤带下南洋，赤手空拳闯天下”，梅州客家人来到异

国他乡后怎样艰苦创业？又如何传承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为向第四

届世界客商大会献礼，梅州广播电视台摄制了 40 集大型纪录片《丝路

南洋》。 

第一集  孤帆远影   第二集  梦回松口 
第三集  客在他乡   第四集  开埠创业 

 

14、新加坡安溪人口述《过番歌》点击观看 

简介：《过番歌》，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传于闽南、台

湾及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一部闽南方言长篇说唱诗。 

每行 7 字，用闽南方言撰写。它叙述清末南安县境 一个穷困农民，为

环境所迫，漂洋过海到"番爿"（新加坡）谋生的艰难过程，是一部适宜

-用闽南俚曲小调演唱、带有劝世意味的通俗唱本。 

 

http://news.cntv.cn/2014/09/17/VIDE1410916683977234.shtml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05287895/1e86819bb874496d861d6f1e146f4349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05287895/1e86819bb874496d861d6f1e146f4349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6623502/
http://www.iqiyi.com/v_19rrh0s4oc.html
https://v.qq.com/x/page/n0168js668t.html
https://v.qq.com/x/page/z01685ljwr9.html
https://v.qq.com/x/page/i0168exg0hk.html
https://v.qq.com/x/page/h01684yu51l.html
http://video.tudou.com/v/XMjQzNTE1NTYwOA==.html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h9fafqvRfHqGBwkTlaSOL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2RWttaOGsubYorhD/pAsOTJNqhQRAn8Uzzp3uGjdQa8Kq2yU4J3dbSTxEO3I3S6/dj2oeHoEzTI=


 

15、丝路文明：华侨华人与新“丝路” 

    简介：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华人，总数多大 5、6 千万，其中绝

大多数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大约占到 80%。华侨华人暨了解中国，也熟

悉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精通中文和当地语言，对

于新“丝路”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16、南洋华侨的故事《紥根》点击观看 

简介：本片分三个层面反映华人文化，从早期华人南来与当地人结

婚，孕育新一代，促成种族交融。华人南来后并未因此放弃本身的文化，

他们紧抱文化害怕失去自己的根，在面对同化的压力下，他们在紧守本

身的信仰与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17、《我的童谣》点击观看 

简介：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共存的国家， 三大种族华族，马

来族，印度族接受不同的教育体系。阿强，一位没有音准的小孩，在上

课或生活中都因为歌唱问题而常被朋友取笑。但却较好的掌握其他语

言，在每次马来小孩与华人小孩争抢球场的时候被迫担当翻译。阿强不

明白种族之间所存在的问题，三个种族的小孩也因为沟通，文化的不同

而产生冲突。 
 

18、《爸妈不在家》点击观看 

简介：（英文：Ilo Ilo）是陈哲艺执导的电影，影片讲述爸爸（陈天

文饰）为保住饭碗心力交瘁，怀孕的妈妈（杨雁雁饰）为公事和家事两

头忙，顽皮的小孩家乐（许家乐饰）对菲佣泰莉（安吉莉芭雅妮饰）诸

多刁难，被爸妈忽视的家乐与泰莉由冲突、生疏，逐渐培养出深厚的感

情。然而，1997 年的一场金融风暴改变了这个家庭，而一场慢慢形成

的家庭风暴，也悄悄笼罩着这个家。 

本片获得第 66 届坎城影展金摄影机奖和第 50 届金马奖最佳剧情

片，也是新加坡首部获坎城奖项的电影。 

 

 

20、《开台王 颜思齐》点击观看 
简介：讲述了明朝末年海沧传奇人物颜思齐逃离大陆、发迹日本，

辗转台湾并组织民众开发宝岛、建设台湾的精彩故事，是一部追溯“海

上丝绸之路”、深刻体现海峡两岸血脉亲缘的历史文化纪录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Tc0MDMwOA==.html
http://jilupian.youku.co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5ODY1NTA4.html
http://www.vmovier.com/4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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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qq.com/x/page/m03278alw3a.html


 

 

21、《一带一路之歌》人民日报  点击观看 

简介：通过活泼有趣的说唱对白，对“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进行

解答，旋律简单、轻快又朗朗上口，有着当前年轻人喜爱的风格取向。

同时，短片应用当下非常流行的扁平化设计，给人视觉上的冲击力。 
 

22、《“一带一路”之歌》中新社  点击观看 

   简介：歌曲选择了不常见的“双副歌”形式。其中“找朋友”副歌

旋律在极大程度上唤起听众的亲切感，歌词通过“找朋友”这个中国人

耳熟能详的概念，诠释出“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原

则。  

23、《Let’s go Belt and Road》新华社  点击观看 

简介：歌曲采用京剧加念白的形式，是一首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

方、京剧与说唱、虚拟与现实相融合的歌曲。这个看上去有些颠覆和混

搭风格的短片，实际上是在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告诉听众什么是“一带一

路”。  

返回首页 

数据库、网站资源 

1、一带一路数据库  http://www.ydylcn.com/skwx_ydyl/sublibrary?SiteID=1&ID=8721 

2、一带一路大数据综合服务门户（国家信息中心）http://www.bigdataobor.com/index.php/home/index  

3、人民网一带一路专题网页  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191606/374837/ 

4、探秘海上丝绸之路（央广网）http://news.cnr.cn/zt2017/tmsl/ 

5、重足“华夏文明之路”之一海上丝绸之路（华夏经纬网） http://www.huaxia.com/zt/zhwh/10-019/index.html 

6、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gj/13332/hssczl_hzzz/ 

7、筑梦一带一路（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2014/ydyl/index.shtml 

8、海丝文化最潮州——潮州海丝官网  （http://cz.southcn.com/c/node_321173.htm） 

9、海上丝绸之路官网（泉州）  http://www.hssczl.net/#section1 

10、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巡礼_青岛频道  http://qd.ifeng.com/special/21sjsczl/ 

11、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网,http://msr.xmu.edu.cn/_t325/4592/list.htm 

13、“一带一路”华商组织协作网 http://www.chinaqw.com/z/2017/ydylbusiness/index.html#cgzs 

14、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网 http://www.chinaqw.com/z/2016/hqhrydy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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