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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生，福建厦门人。博士、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区域史；华侨华人与侨务政策；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移民与国际关系。
教育背景：
1998/09～2002/07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 历史学博士
1987/09～1990/07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 历史学硕士
1983/09～1987/07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 历史学学士
工作经历：
2005/11～2014/10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两岸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台湾文化历史所所长、台湾对外关系研

究所所长、台湾史研究所所长
1998/10～2005/10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研究室主任(处长)
1993/10～1998/10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编辑室副主任(副处长)
1991/11～1993/10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编辑
1990/07～1991/1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副主任科员
国外及港澳台研修经历：
2008/12～2009/01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访问学者(短期研究)
2007/11～2007/12 台湾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管理暨政策学系 夏潮基金会访问学人
2000/11～2001/03 日本新潟大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所 日本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研修生
2000/06～2000/11 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访问学者
1995/04～1996/04 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访问学者
参加学术团体及主要社会兼职：
2013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2012 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 委员
2009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委员
2006 台湾大学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政治学系) 特约研究员
2003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理事



2001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常务理事
2000 中国日本史学会 理事、常务理事
1993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
1993 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 特约研究员
已刊著述：
专著•译著•编著
1. 2014 � 《政党轮替与海外侨教政策：中国台湾•2000～2013》，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月
2. � TAIWAN: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EXTERNAL RELATIONS，Ed. by Chen Wenshou, Hong Kong: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2014
3. � TAIWAN: INTERNAL DEVELOPMENT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Ed. by Chen Wenshou, Hong

Kong: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2014
4. 2013 � 《FAPA•台湾•美国：台美人之美国游说研究序说》，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4月
5. 2013 � 《从战争走向和平：第一次朝鲜战争后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关系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4月
6. 2013 � 《日本与日本人：传承与变迁》，[美国]赖世和 詹森著，章逖、佟立娟、陈文寿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3年4月
7. 2012 � ICG OBSERVATIONS ON TAIWAN STRAIT, Ed. by Chen Wenshou, Hong Kong: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 2012
8. 2012 � 《<朝鲜王朝实录>暨<承政院日记>中的琉球关系史料》，陈文寿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4月
9. 2012 � 《当代台湾之对外关系：「立法院委员会纪录」选辑》，陈文寿编，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3月
10. 2012 � CRS PERSPECTIVES ON TAIWA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U.S. ed.by. Chen Wenshou, Hong

Kong: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 2012
11. 2012 � 《台湾之对外关系：个案研究与资料选辑》，陈文寿著，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



12. 2011 � US THINKTANKS’ VIEWS ON TAIWA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SELECTED REPROTS,
2001-2011, ed. by Chen Wenshou, Hong Kong: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 2011

13. 2011 � 《井观：亚太区域史论介》，陈文寿著，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4. 2010 � 《高句丽的思想与文化》，［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陈文寿校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15. 2010 � 《高句丽的政治与社会》，［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陈文寿校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16. 2009 � 《渤海的历史与文化》，[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陈文寿校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7. 2009 � 《海外台侨与台湾侨务(2000～2008)》，陈文寿编著，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8. 2007 � 《华侨华人侨务：北京视点》，陈文寿著，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9. 2006 � 《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北京台研论坛第一辑)，陈文寿执行主编，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6年
20. 2006 � 《两岸关系大事记(1979～2005)》，陈文寿主编，北京：台海出版社，2006年
21. 2006 � 《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美国]安•约•格拉德著，陈文寿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6年
22. 2004 � 《韩中关系史研究论丛》(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韩国］金渭显编著，陈文寿校译，香

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3. 2003 � 《清史&mdash;&mdash;满族统治的中国史》，［韩国］任桂淳著，陈文寿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3年
24. 2002 � 《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陈文寿著，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5. 1999 � 《华侨华人的经济透视》(华侨华人研究丛书)，陈文寿主编，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6. 1999 � 《韩国开化史研究》(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韩国］李光麟著，陈文寿译，香港：香港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7. 1998 � 《韩国儒学研究》(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韩国］尹丝淳著，陈文寿、潘畅和译，北

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28. 1997 � 《华侨华人新论》，陈文寿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



29. 1997 � 《韩国现代史》(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韩国］姜万吉著，陈文寿、金英姬、金学贤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30. 1992 � 《当代日本人&mdash;&mdash;传统与变革》，［美国］埃德温•欧•赖肖尔著，陈文寿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1992年

论文•书评•译文
1. 2013 � <壬辰战争朝鲜被掳人与战后朝日议和复交>，《韩国学论文集》(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2013年)
2. � <论现代华人移民>，《世界视野：走出国门的中国新移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11月)
3. � <甲辰(1604年)漂流船与海洋东亚世界像>，《东方外交史中的日本》(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10月)
4. 2012 � ‘Separating economics from politics’: contemporary Taiwan-South Korea relations, Chen

Wenshou and C.X. George Wei, in China-Taiwan Relations in a Global Context: Taiwan’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ed. by C.X.George We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115-139

5. 2012 � Recent Taiwan-Japan relations: interactions,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C.X. Geroge Wei and Chen
Wenshou, in China-Taiwan Relations in a Global Context: Taiwan’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ed. by
C.X.George We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92-114

6. 2011 � <“大侨社”与“侨务休兵”>，《东方外交与台湾(东方外交史丛书2)》(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10
月)

7. 2011 �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侨务政策思维简析>，《北京台研论坛》第四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9月)
8. 2011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资政策研究>，《侨务工作研究》2011年6月
9. 2011 � <甲辰漂流船与海洋东亚世界像>，《韩国学论文集》第19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10. 2010 � <松云大师惟政与壬辰战争：佛教僧侣与东方外交之个案研究>，《东方外交史之发展(东方外交史1)》

(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10月
11. 2009 � <日本吸纳外籍人才的政策：全球化、知识经济、外籍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与人力资源建设》(中国

华侨出版社，2009年9月)
12. 2009 � <台商投资大陆与两岸经济关系：兼与韩商比较>，《八年来台湾政治发展的省思与前瞻》(台海出版社，

2009年8月)
13. 2009 � <从壬辰战争到明清交替之清、朝鲜、日本>，载《韩国学论文集》第17辑



14. 2008 � <越南的分裂与统一>，载《台湾工作通讯》第1期
15. 2008 � <近期台湾与日本之关系：现状、趋势与视角>，载《北大亚太研究》第8辑
16. 2008 � <朝鲜南北的统一政策与互动关系>(上、中、下)，载《台湾工作通讯》第7、8、9期
17. 2007 � <毛泽东的华侨观>，载《侨务工作研究》第3、4期
18. 2007 � <“政经分离”与台韩关系&mdash;&mdash;三蠃关系摸索>，载《领导者》第12期
19. 2007 � <朝鲜禅僧惟政与壬辰战争及战后议和&mdash;&mdash;佛教僧侣与东方外交之个案研究>，载《韩国

学论文集》第16辑
20. 2006 � <On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Pan-Pacific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Growth,

pp.89-104
21. 2006 � <民进党政权侨务初探>，载《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回顾与前瞻》，第502～521页
22. 2006 � <尘封的历史记忆碎片>，载《世纪中国》2006年1A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3. 2005 � <恢复双重国籍均不利于中国和海外华人>（译）,载《境外华人双重国籍问题讨论辑》，香港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5年，第345～351页
24. 2005 � <侨务•统战•外交&mdash;&mdash;毛泽东的华侨观评>,载《华侨华人研究文集》（中国华侨出版

社），第20～66页
25. 2005 � <当代旅日外国人及其经济地位&mdash;&mdash;中国人与朝鲜人的统计分析>,载《华侨华人研究文

集》（中国华侨出版社），第116～140页
26. 2005 � <海外华人、华人经济与“华人经济圈”&mdash;&mdash;关于近年若干研究热点的思考>,载《华侨华

人研究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第483～513页
27. 2005 � <侨务•统战•外交>，《海外华人研究论文集》（台湾玄奘大学），第135～162页
28. 2004 � <壬辰战争后的中韩日关系>(韓文)，《统营诞生400周年纪念史料集》（韩国）第67～114页
29. 2004 � <华人•华人经济•“华人经济圈”>，《北大亚太研究》第6辑，第214～240页
30. 2004 � <丙子朝鲜通信使与近世日朝通交体制>，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第

41～57页
31. 2004 � <明清交替与日朝交涉>，载《中国朝鲜史研究》第一辑(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第23～37页



32. 2003 � <侨务•统战•外交：毛泽东的华侨观述评>，载《世纪中国》2003年12月号<中国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
国文化研究所，2003年)

33. 2003 � <华人•华人经济•“华人经济圈”：近年若干研究热点的思考>(韩国学术振兴财团“华人网络与泛中华
圈”研究报告之一)

34. 2003 � <朝清倭情咨报系统与清朝的政策>，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一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第51～
70页

35. 2002 � <明末东北防御政策与朝日议和述论>，载《中日关系多维透视》(古厩忠夫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
会)，第12～48页

36. 2002 � <海外华人与作为中国人>(译)，载《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第42～49页
37. 2002 � <明末中国的海防政策与朝日议和>，载《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三辑(青岛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

第 48～73页
38. 2001 � <近世日本回归华夷秩序的努力与挫折>，载《日本学》第十一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21～46页
39. 2001 � <试论壬辰倭乱后日朝初期议和交涉>，载《韩国学论文集》第九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第58～

71页
40. 2001 � <华人在美国遭遇民主的模式>(译)，载《八桂侨史》2001年第3期，第55～58页
41. 2000 � <“现代化论”视野里的德川思想史>，载《日本学》第九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326～337页
42. 2000 � <旅日外国人及其经济地位：中国人与朝鲜人的统计比较>，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

15～27页
43. 2000 � <近期法国移民政策与华人移民>(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 57～64页
44. 1999 � <印度华人试论>(译)，载《八佳侨史》1999年第4期，第52～56页
45. 1999 � <韦伯新教资本主义模式与海外华人经济的文化诠释>，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9～

23页
46. 1998 � <战后美国日本研究的发展>(译)，载《现代日本》第42期，第44～46页
47. 1998 � <近期中国移民在加拿大多伦多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59

～69页
48. 1998 � <美国的日本学：现状与前景>(译)，载《日本学》第八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377～392页



49. 1998 � <试论近代日本对夏威夷的移民>，载《日本学》第八辑，第79～102页
50. 1997 � <东南亚华人资本的海外投资动向>(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6～26页
51. 1997 � <《韩国史新论》中译本点评>，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六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第177～197页
52. 1996 � <新加坡对高度产业化国家发展道路的摸索>(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41～52页
53. 1995 � <《日本史辞典》评价>，载《日本学》第五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第313～322页
54. 1995 � <日本资本主义原工业化的起源>(译)，载《日本学》第五辑，第64～81页
55. 1994 � <美国华人研究的新模式>(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13～21页
56. 1993 � <华侨华人的世界性膨胀>(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8～37页
57. 1993 � <论现代华人移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25～34页
58. 1992 � <“华系”经济圈的展开及其作用>(译)，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56～62页
59. 1992 � <日本侵华中国派遣军投降前后：冈村宁次大将资料选译>，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三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第279～301页
60. 1992 � <亚洲太平洋战争研究引论(中)>，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三辑，第189～223页
61. 1991 � <亚洲太平洋战争研究引论(上)>，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二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第159～182页(19千字)。
62. 1990 � <日本的独特性与国际化>(译)，载《日本学》第二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17～36页

下一篇：许金顶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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