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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汪鲸、戴洁茹，《他者、中国与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819—1912)》，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5 年 01 期 

2、张晶盈，《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现状、原因及趋势》，《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 04 期 

3、张钟鑫，《华人网络与基督教网络的相互嵌入——近代新加坡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探析》，《华侨华

人历史研究》，2015 年 04 期 

4、李向振，《新加坡华人“庆赞中元”活动调查报告》，《民族艺术》，2015 年 05 期 

5、刘云、李志贤，《二战后新加坡华人族谱编纂研究》，《闽台文化研究》，2015 年 02 期 

6、沈庆利、叶枝梅，《新加坡华人宗教仰现状及前景》，《国际研究参考》，2015 年 08 期 

7、李艳阳，《传统与变迁：新加坡土生华人个案研究--以陈笃生和陈金声家族为例》，福建师范大学； 

2013-3-15 

8、李向振，《新加坡华人社会祭祀中的鬼神世界》，山东大学；《寻根》，2015 年 04 期 

9、康志荣、王桂红，《海外华侨华人新生代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培养——以新加坡为例》，《泉州师范学

院学报》，2015 年 04 期 

10、夏文强，《新加坡华人“爱国主义”流变--以 1887 至 1895 年《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暨南大

学；2015-6-30 

11、马亮，《大数据技术何以创新公共治理?——新加坡智慧国案例研究》，南洋理工大学；2015-5-2 

12、王新松，《国家法团主义:新加坡基层组织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启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5-3-15 

13、魏宗财、陈婷婷、李郇、钱前，《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可以移植到中国吗?——以广州为例》，《城

市规划》 2015-10-9 

14、马卿，《一党独大政党体制与有限政治竞争新加坡政治模式分析》，中共中央党校；2015-7-1 

15、李新廷，《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新加坡政治发展研究》，中共中央党校； 

2015-7-1 

16、李梦泽，《新加坡港的产业发展对中国自贸区的启示--以上海自贸区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6-6 

17、李路曲，《新加坡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政治学研究》，2015 年 03 期 

18、谢宝富，《新加坡组屋政策的成功之道与题外之意——兼谈对中国保障房政策的启示》，《中国行政

管理》2015 年 05 期 

19、王晓飞，《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65-2014）--基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视角》，云南大学；

2015-3-1 

20、王勤，《论新加坡现代化发展五十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 04 期 

21、伍一，《新加坡教育改革背景下中小学设计理念研究及应用》，清华大学；2015-6-1 

22、刘罗茜，《新加坡品德教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5-4-1 

23、林琳，《当代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5-3-25 

 

24、黄宇，《中国和新加坡的英汉双语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5-5-1 

25、孙景峰、刘佳宝，《新加坡政治选举视域下的东西方文化融合》，《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 05 期 

26、蒋吕一，《新加坡港港口发展及政策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5-4-1 

27、陈文、黄卫平，《长期执政与政党适应能力建设——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政局发展的比较分析》，《经

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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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尹晗笑，《21 世纪以来新加坡高等教育变革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5-5-1 

29、赵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处理“党社关系”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15-3-15 

30、吕晗，《新加坡公民意识教育的现代价值》，西北师范大学；2015-5-1 

31、林智、荣覃娟，《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探析》，《东南亚纵横》，2015 年 01 期 

32、胡安琪，《2014 年新加坡:政治、经济与外交》，《东南亚研究》，2015 年 02 期 

33、卢文刚、蔡裕岚，《新加坡的全民反恐及其启示》，《中国应急管理》，2015 年 05 期 

34、张奂奂、高益民，《批判话语分析在大学章程文本中的应用研究——以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为例》，

《中国高教研究》，2015 年 11 期 

35、苏玉超，《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经验与启示》，华中师范大学； 

2015-5-1 

36、张天洁、李泽，《新加坡高层公共住宅的社区营造》，《建筑学报》2015 年 06 期 

37、周薇、黄道光，《解读新加坡老年社会福利:基于中央公积金制度之外的思考》，《东南亚研究》，

2015 年 05 期 

38、杨璐，《新加坡与北师大小学语文教材汉字教学研究》，吉林大学；2015-6-1 

39、史大胜、楚琳，《新加坡幼儿园教师专业化发展准则与规划研究》，《外国教育研究》2015 年 09 期 

40、许桂菊，《新加坡培育儿童和青少年热爱阅读的策略及启示》，图书馆；2015 年 04 期 

41、董罡辉，《中国大陆与新加坡小学德育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5-11-26 

42、靳义亭，《新加坡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启示》，《思想教育研究》，2015 年 05 期 

43、何光强、赵宁宁、宋秀琚，《新加坡的北极事务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东南亚研究》2015 年

04 期 

44、吉宗瑞，《新加坡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启示》，南京师范大学；2015-12-15 

45、刘笑言，《新加坡文化软实力的制度载体与价值内核》，《社会科学》2015 年 02 期 

46、张红梅，《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的特点及启示》，《全科护理》，2015 年 21 期 

47、穆辰、朱坤、张小娟、田淼淼，《新加坡医疗储蓄账户发展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初级卫生

保健》，2015 年 06 期 

48、孙杨杰、邓剑伟，《新加坡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经验及其启示》，《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 0

2 期 

49、寇佳丽，《新加坡养老金青睐国债》，《经济》，2015 年 16 期 

50、王文丽、吴必虎，《城市滨河商业空间开发建设经验——以新加坡河克拉码头为例》，《城市发展研

究》，2015 年 05 期 

51、崔翔，《新加坡国家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做法及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 年 02 期 

52、王葳，《新加坡政府廉政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东北财经大学；2015-11-1 

 

2016 

 

1、黄兆信、刘丝雨、张中秋，《新加坡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 年 04 期 

2、林宇、何舜辉、王倩倩、胡小立，《新加坡创新型城市的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

2016 年 03 期 

3、董亚茹，《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与教育戏剧》，南京大学；2016-11-9 

4、许桂菊，《新加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启示》，《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 年 03 期 

5、孙景峰、刘佳宝，《“新加坡式民主”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 年 05 期 

6、吕玉辉，《新加坡高等教育透视及其借鉴》，《高教探索》，2016 年 04 期 

7、谭华凤，《新加坡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体系研究》，西南大学；2016-4-11 

8、李雪君，《新加坡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6-3-1 



9、卓泽林、王志强，《构建全球化知识企业:新加坡国立大学创新创业策略研究及启示》，《比较教育研

究》，2016 年 01 期 

10、孙景峰、刘佳宝，《2015 年新加坡大选与人民行动党理念嬗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 01 期 

11、李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创业型大学建设—国立新加坡大学的经验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2016-6-1 

12、唐夏夏、闫志明、袁杰、付加留，《新加坡教育信息化新战略述评——以 Master Plan 4 为蓝本》，

《现代教育技术》，2016 年 11 期 

13、陈卓，《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中家庭教育环节的特点研究——基于小学《好品德好公民》教

科书的文本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16 年 09 期 

14、张天凝，《中国大陆、香港与新加坡小学与初中英语课程标准对比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6-6-1 

15、朱颖，《小国外交视角下的新加坡对美政策研究（2000-2010）》，外交学院；2016-5-18 

16、刘训华、周洪宇，《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探析》，《比较教育研究》，2016 年 10 期 

17、曹青，《新加坡“乐学善用”教育理念及其在学前华文教学中的应用》，山东大学；2016-5-7 

18、李彦儒，《中国—新加坡贸易深度化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6-7-1 

19、周理清，《新加坡的平衡外交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6-5-1 

20、李大华、雷声、张亮、丁琨、江侠、王柏涛，《新加坡高校促进大学生就业做法对我们的启示》，《应

用型高等教育研究》，2016 年 01 期 

21、冯娅，《新加坡中国学前教育课程比较研究--基于两国课程纲要的对比研究》，西华师范大学；2014

-4-1 

22、朱唯瀚，《冷战后新加坡与美国军事合作研究》，云南大学；2016-5-1 

23、周伶利，《新加坡华文报刊广告语言研究》，暨南大学；2016-5-20 

24、杜亚威，《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基础、目标构想与民族整合进程》，云南大学；2016-5-1 

25、任娜、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世界民族》，2016 年

02 期 

26、宋培军、张秋霞，《居者有其屋:二战后新加坡组屋政策探析》，《世界历史》，2016 年 02 期 

27、高永久、张金国，《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

《广西民族研究》，2016 年 01 期 

28、王孔雀，《李光耀个性特征对新加坡外交影响研究》，兰州大学；2016-4-1 

29、刘闯，《新加坡海峡超大型船舶碰撞风险分析》，大连海事大学；2016-2-1 

30、张靖雯，《新加坡精英治国的理论与实践》，河南师范大学；2016-5-1 

31、黄怡，《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说”视域下的新加坡社会治理问题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5

-17 

32、李怡静，《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新加坡英语研究》，成都理工大学；2016-4-1 

33、狄奥、王俊松，《将反腐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新加坡的基本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江西社会科

学》，2016 年 04 期 

34、刘胜、胡安琪，《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策发展展望》，《东南亚研究》2016 年 02 期 

35、周振，《新加坡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广西大学；2016-5-1 

36、孟梦，《新加坡政府组屋管理制度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6-5-1 

37、常峰、纪美艳、路云、刘洪强、祝小锐，《新加坡储蓄型医疗保障制度的医保控费效果研究》，《中

国卫生经济》，2016 年 03 期 

38、宋海群，《19 世纪新加坡华人秘密会党兴盛之原因探析——以社会心理学为考察视角》，《文山学院

学报》，2016 年 05 期 

39、宋海群，《论 19 世纪新加坡华人秘密会党的角色特点》，《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

04 期 



40、宋海群、杜晶，《论 19 世纪英殖民政府对新加坡秘密会党的政策变化》，《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

016 年 04 期 

41、宋永彬、杨异卉、韩维娜，《新加坡药师的职业角色》，《药学教育》，2016 年 02 期 

42、戚芳妮、胡朝晖，《浅谈新加坡医疗环境设计》，《艺术科技》，2016 年 01 期 

43、梁凯雁、孙诣钦，《健康城——新加坡式养老》，《城市住宅》，2016 年 01 期 

44、李京典、杨旸、张庆丽、赵晶、李力卓，《“三足鼎立”的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探析》，《中医药管

理杂志》，2016 年 01 期 

45、冯鹏程，《走向终身强制:新加坡终身健保计划及启示》，《中国医疗保险》，2016 年 01 期 

46、胡红梅，《新加坡广惠肇方便留医院研究（1908-1942）》，华侨大学；2016-5-19 

47、徐乐，《新型城镇医疗体制改革研究--以江苏省靖江市为例》，南京大学； 

2016-5-10 

48、钱源，《新加坡中央医院护理进修见闻及体会》，《护理研究》，2016 年 18 期 

50、吴恩珍、杨丽娜、何剑，《新加坡和谐医患关系经验对我国的启示》，《继续医学教育》，2016 年 0

3 期 

51、魏炜，《社会转型与新加坡人口政策的调整》，《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 04 期 

52、房慧，《文化视域下新加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及启示》，西北工业大学；2016-4-1 

53、李福兰、谢新水，《以社会治理创新应对政治新常态——对新加坡 OSC 的学理分析》，《江苏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 01 期 

54、孙景峰、刘佳宝，《2015 年国会大选与新加坡政治发展》，《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 年 03

期 

 

2017 

 

1、林雨欣、崔峰，《国家认同视角下的新加坡街路译名研究》，《上海翻译》，2017 年 01 期 

2、徐国冲，《 “组屋”的政治学密码——来自新加坡住房政策的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7 年 03

期 

3、戴石、顾纯磊，《从李光耀到李显龙:新加坡对华外交策略的变化与困局》，《江苏社会科学》，2017

年 02 期 

4、陈相雨，《新加坡言论自由的边界:历史、现实与趋向》，《东南亚研究》，2017 年 01 期 

5、顾秀林、丁念金，《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改革——新加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刍议》，《外国中小学教

育》，2017 年 04 期 

6、王铄、包华影、刘远霞，《新加坡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与模式》，《比较教育研究》，2017 年

02 期 

7、卫平、周凤军，《新加坡工业园裕廊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亚太经济》，2017 年 01 期 

8、金海月、乔雪峰，《新加坡数学课程特色、发展趋向及其启示》，《外国中小学教育》，2017 年 03 期 

9、张利国、郭立强，《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演进及启示》，《理论导刊》，2017 年 03 期 

10、李路曲，《新加坡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比较分析》，《学海》，2017 年 02 期 

11、王彦力，《培养“新加坡人”:新加坡的中小学德育》，《中国德育》，2017 年 03 期 

12、李京桦，《政治理性与国家认同生成的逻辑分析及启示——以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成为例》，《中南民

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 01 期 

13、陈卓，《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教科书研究——基于小学《好品德好公民》教科书的文本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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