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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简介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有 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 4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思政）授权点。学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

教育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软实力学术活动基地、大

连市社科联、社科院重点研究基地，有大连市马列毛邓理论研究会、当代中国政

治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

培养类别 学习形式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术学位博士 全日制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术学位博士 全日制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术学位博士 全日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学术学位博士 全日制 030204 中共党史



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术学位博士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必修课 7

专业

必修

课

专业基础课 9

专业方向课 2

选修课 2

总学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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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博士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信念，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比较深厚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专业基础知识，能够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研究和分析现实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

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成

为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工作的高级专门骨干人才。

二、专业及研究方向

（一） 研究方向

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简要说明

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
理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原理等。

02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和方
法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方法等。

（二）研究方向简介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研究

本研究方向主要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内容、精神实质，深

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形成与发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

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及其在当代的运用和发展。

2.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和方法研究

本研究方向主要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规律形成与发展，深

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和方法在当代

的运用和发展。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非定向基本学制为 3年；在职攻读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 8年。

四、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组领导下的导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设副导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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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导师负责制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系统、前沿的理论学习与广泛的社会实

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注重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课程学习的同时，

以自我钻研为基础，以强化科研能力为中心，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确

定具体主攻方向，在导师或副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

取得创新性成果。

要求前 2个学期修满规定学分，此后时间主要从事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

写作与答辩工作等。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

专业选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须达到总学分 20 分，其

中公共必修课 7学分、专业基础课 9学分、专业方向课 2学分、选修课 2学分。

具体安排见课程教学计划表。

六、学术研讨与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学术研讨和学术报告等学术活动是培养过程中巩

固基础、提高质量的必要环节。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贯穿于博士培养全过程。

1.为拓展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丰富学院学术文化生

活，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学术报告等学术活动。

2.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不得少于 6次。

3.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

（1）自己作专题学术报告（至少 1次）

（2）参加学术报告会

（3）参加前沿讲座

（4）参加各种专题研讨班

（5）参加导师研究课题

（6）访问有关专家学者

4.考核方式

各种活动结束后需要向导师提交一份不少于 5000 字的书面总结性汇报。

七、中期考核

为确保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博士研究生实行中期考核制度，考核具体规

定如下：

（一）中期考核时间

博士生在入学后第 3学期末，进行一次中期考核，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安排导师组，对博士研究生进行一次全面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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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考核内容

中期考核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完成情况、科研能力和治学态度、健

康状况等内容。

（三）考核方式

学院组织中期考核小组，博士生向中期考核小组汇报。汇报内容包括思想政

治表现、课程完成情况、科研能力和治学态度、健康状况等。

（四）考核结果

通过中期考核后，方可进入论文开题等学位培养环节。

八、学位（毕业）论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严格执行学校有关研究生毕业及授予学位的文件

要求，完成在学期间成果要求、学位论文预答辩、评审、答辩、授予学位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不得少于 10 万字。

2.学位论文至少要用 2年的时间完成。

（二）选题与开题报告

1.在导师指导下，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在充分了解本专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充分掌握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选题。

2.选题必须具有学科属性、科学性、前沿性 、创新性、可行性，具有重要

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问题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3.无特殊情况，博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第 3学期内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并参加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

4.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主要研究内容、主要观

点、研究特色及难点、研究计划及可能的创新点等。

5.开题报告会评审委员会以博士生导师为主，可以吸收相关导师和研究生

参加，跨学科的论文选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导师参加。若选题有重大变动，应

重新作开题报告会，以保证选题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以书面形式备案。开题报告通过后，方能进入论

文撰写阶段。未通过开题者，只能 6个月后申请参加下一轮开题。

（三）定期检查学位论文进展情况

1.学位论文导师指导，团队协助。通过开题报告会评审后的选题可以在导

师、副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进行论文撰写工作。

2.每 2-3 个月，博士研究生要向导师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博士研究生导师

应及时给予指导，促进论文的顺利进展。

3.论文必须是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应提出具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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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意义的见解，并且要观点正确鲜明、立论有据、结构严谨、内容充实、行文

流畅、数据准确、注释准确、写作符合规范。论文主体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修

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的水平；全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四）学位论文预答辩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答辩前须向学院申请预答

辩，向本专业和相关专家全面报告学位论文取得的成果，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

修改和完善学位论文。

（五）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严格按照国家、

学校相关制度与学院具体规定执行。

（六）学位授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严格按照国家、学校有关研

究生授予学位的相关制度、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九、附则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保证所开课程三分之二的出勤率，低于此比

例的课程成绩以零分计。

博士生在学位审核前须至少发表满足如下要求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论

文：人文社科类：1 篇 SSCI 论文（或 2 篇 CSSCI[不含扩展板]论文，或 1 篇 B

类期刊论文）、1篇核心期刊论文；详见研究生院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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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表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研究方向：A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研究

B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和方法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必
修
课

公共外语 4 64 1、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2 1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选读（二） 1 32 2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选读（一） 3 48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3 48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 3 48 1

专

业

方

向

课

A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

原理研究
2 32 2

B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和

方法研究
2 32 2

选

修

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研究 2 32 2

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 2 32 1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2 32 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前沿问题研究 2 32 2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与马克思主义

传播研究
2 32 2

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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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参考书目

一、中文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列宁.列宁选集：第 1-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集：上、中、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一～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8.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1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

学习出版社，2018.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4.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6.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8.

（二）基础知识与研究书目

2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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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24.《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编写组.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9.

25.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6.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7.晏志杰.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8.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9.《中国哲学史》编写组. 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2017.

30.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1.孙正聿.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2.庞元正，董德刚.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2000.

33.顾海良，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34.蒋学模．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5.程恩富．现代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36.严书翰，胡振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37.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38.王振中．中国转型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2．

39.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0.谢百三．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1.青连斌.分配制度改革与共同富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2.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3.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4.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5.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6.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

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7.侯才，何建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方法论研究[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9.

48.袁方，王汉生.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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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M].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2017.

（三）译文专著

50.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5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2.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53.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4.卢梭.爱弥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5.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5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8.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9.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0.威廉•配第.赋税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6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6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4.梯利.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5.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66.罗纳德.H.奈尔科特.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67.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68.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9.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70.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7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72.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7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7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75.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6.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77.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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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阿玛蒂亚•森.超越功利主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79.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80.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二、外文著作

1. Louis P. Pojm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 Anthology，Wadsworth Pub. Co. ,

1987.

2. Daniel O. Dahlstrom， Philosophy and art，The Catholic Univ. of America Pr.

C,1991.

3.R. J. Anderson， 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London：Croom Helm,1986.

4. Louis P. Pojman，Philosophy ：the quest for truth，4th ed.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9.

5. Brooke Noel Moore , Kenneth Bruder， Philosophy ：the power of ideas， 6th ed.

McGraw-Hill Co., Inc. ,2005.

6. Alfred 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s，Mouton and

Co-S’-Gravenhage ,1962.

7. Joel Feinberg, Jules Coleman， Philosophy of law，6th ed. Wadsworth,2000.

8. John R. Burr，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4th ed， Macmillan Pub.

CO. ,1984.

9.Gunnar Skirbekk and Nils Gilje, 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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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刊期、报纸

一、期刊

1.中国社会科学

2.新华文摘

3.马克思主义研究

4.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

5.国外理论动态

6.哲学研究

7.哲学动态

8.自然辩证法研究

9.伦理学研究

10.经济研究

11.经济学动态

12.求是

13.红旗文稿

14.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15.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16.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7.社会主义研究

18.高校理论战线

19.政治学研究

20.学术月刊

21.学习与探索

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3.毛泽东思想研究

24.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5.理论前沿

26.理论导刊

27.社会科学

28.天津社会科学

29.江苏社会科学

30.宁夏社会科学

31.南京社会科学

32.山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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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江海学刊

34.思想战线

35.学术交流

36.教学与研究

37.人文杂志

38.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9.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0.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4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2.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43.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5.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6.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7.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48.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9.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50.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2.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3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报纸

1.人民日报

2.光明日报

3.经济日报

4.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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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深入了解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来源；深刻

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能够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具有

较强的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范围问题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

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进行本学科的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动态与最新

成果；胜任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党政工作。

二、专业及研究方向

1. 研究方向

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简要说明

01
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与实
践研究

现代政党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
共产党执政、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
会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建设的规律。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
社会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
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理论
与实践。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非定向基本学制为 3年；在职攻读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 8年。

四、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组领导下的导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设副导师，坚

持导师负责制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系统、前沿的理论学习与广泛的社会实

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注重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课程学习的同时，

以强化科研能力为中心，以自我钻研为基础，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确

定具体课题，在导师或副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

要求前 2个学期修满规定学分，此后时间主要从事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

写作与答辩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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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

专业选修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须达到总学分 20 分，其中

公共必修课 7学分、专业基础课 9学分、专业方向课 2学分、选修课 2学分。具

体安排见课程教学计划表。

六、学术研讨与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学术研讨和学术报告等学术活动是培养过程中巩

固基础、提高质量的必要环节。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贯穿于博士培养全过程。

1.为拓展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丰富学院学术文化生

活，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学术报告等学术活动。

2.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不得少于 6次。

3.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

（1）自己作专题学术报告（至少 1次）

（2）参加学术报告会

（3）参加前沿讲座

（4）参加各种专题研讨班

（5）参加导师研究课题

（6）访问有关专家学者

4.考核方式

各种活动结束后需要向导师提交一份不少于 5000 字的书面总结性汇报。

七、中期考核

为确保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博士研究生实行中期考核制度，考核具体规

定如下：

（一）中期考核时间

博士生在入学后第 3学期末，进行一次中期考核，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安排导师组，对博士研究生进行一次全面考核。

（二）中期考核内容

中期考核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完成情况、科研能力和治学态度、健

康状况等内容。

（三）考核方式

学院组织中期考核小组，博士生向中期考核小组汇报。汇报内容包括思想政

治表现、课程完成情况、科研能力和治学态度、健康状况等。

（四）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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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期考核后，方可进入论文开题等学位培养环节。

八、学位（毕业）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严格执行学校有关研究生毕业及授予学位的文

件要求，完成在学期间成果要求、学位论文预答辩、评审、答辩、授予学位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不得少于 10 万字。

2.学位论文至少要用 2年的时间完成。

（二）选题与开题报告

1.在导师指导下，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在充分了解本专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充分掌握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选题。

2.选题必须具有学科属性、科学性、前沿性 、创新性、可行性，具有重要

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问题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3.无特殊情况，博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第 3学期内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并参加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

4.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主要研究内容、主要观

点、研究特色及难点、研究计划及可能的创新点等。

5.开题报告会评审委员会以博士生导师为主，可以吸收相关导师和研究生

参加，跨学科的论文选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导师参加。若选题有重大变动，应

重新作开题报告会，以保证选题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以书面形式备案。开题报告通过后，方能进入论

文撰写阶段。未通过开题者，只能 6个月后申请参加下一轮开题。

（三）定期检查学位论文进展情况

1.学位论文导师指导，团队协助。通过开题报告会评审后的选题可以在导

师、副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进行论文撰写工作。

2.每 2-3 个月，博士研究生要向导师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博士研究生导师

应及时给予指导，促进论文的顺利进展。

3.论文必须是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应提出具有重大

创新意义的见解，并且要观点正确鲜明、立论有据、结构严谨、内容充实、行文

流畅、数据准确、注释准确、写作符合规范。论文主体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修

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的水平；全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四）学位论文预答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答辩前须向学院申请预

答辩，向本专业和相关专家全面报告学位论文取得的成果，广泛征求意见，进一

步修改和完善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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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严格按照国

家、学校相关制度与学院具体规定执行。

（六）学位授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严格按照国家、学校有关

研究生授予学位的相关制度、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九、附则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保证所开课程三分之二的出勤率，低于此比

例的课程成绩以零分计。

博士生在学位审核前须至少发表满足如下要求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论

文：人文社科类：1 篇 SSCI 论文（或 2 篇 CSSCI[不含扩展板]论文，或 1 篇 B

类期刊论文）、1篇核心期刊论文；详见研究生院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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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研究方向：A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B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必

修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公共外语 4 64 1、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2 1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选读

（二）
1 32 2

专

业

基

础

课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选读

（一）
3 48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专

题研究
3 48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 3 48 1

专

业

方

向

课

A
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2 2

B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

国社会发展研究
2 32 2

选

修

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研究 2 32 2

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

究
2 32 1

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选读 2 32 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前沿问题

研究
2 32 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

究
2 32 2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与马克

思主义传播研究
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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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参考书目

一、中文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

人民出版社，2013年。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1-4卷），人民出

版社，2012年。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1-8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年。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8.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

9.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陈云：《陈云文集》（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

1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

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13.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

1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1-11册），中华书局，2011年。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0册），人民出

版社，2013年。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

17.国防大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23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

18.李新:《中华民国史》（1-12卷），中华书局，2011年。

1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

20.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21.高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

22.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

2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

24.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

25.郑师渠：《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

26.张静如：《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27.石仲泉：《我观党史》（1-3卷），济南出版社，2012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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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曲庆彪：《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

29.史艺军、马桂萍：《城市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年。

30.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册），光明日报出

版社，1985年。

31.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上下册），中共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

32.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

33.李君如：《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下册），2012年。

34.龚育之、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下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36.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37.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8.（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

39.吕增奎：《民主的长征：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40.吕增奎：《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41.（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2.（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43.（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

4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45. 贺雪峰：《组织起来》，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46.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Ⅱ》，东方出版社，2013年。

47.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重庆出版社，

2013年
48. 孟雷：《从晏阳初到温铁军》，华夏出版社，2005年。

49. 张霞：《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50.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农”法规政策全书：农业、农村、

农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年。

51. 张晓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农业、农村、农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3年。

52. 李景田：《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词典（1921——2011）》，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54. 张云华：《完善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

55. 匡远配：《中国财政支农资金整合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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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组：《财政支农政策解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

57. 吴业苗：《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5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

究》，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

59. 朱启臻：《农业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60. 许经勇：《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六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61. 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

62. 邓大才：《小农政治：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63. 【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年。

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

65. 程志强、潘晨光：《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66. 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名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0年。

67. 韩明谟：《农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68. 马桂萍：《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外文

1.Zheng Yongnia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C. Fred Bergsten, China’s Ris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United Book Press,

2008.

3.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Loren Brandt,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Donald J. Johnston,Governance inChina—China in theGlobal Economy, OEC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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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博士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基础知识，把握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教育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传播、宣教和接受的规律，形成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

作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较强的

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成为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工

作的高级专门骨干人才。

二、专业及研究方向

（一） 研究方向

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简要说明

01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
方法、主要资源、外部环境、师资队伍等。

02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
战等。

（二）研究方向简介

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本研究方向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借鉴现代人文社会

科学的最新理论与方法成果，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

方法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2.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

本研究方向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借鉴现代人文社会

科学的最新理论与方法成果，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思

潮和新挑战的研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新发展。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非定向基本学制为 3年；在职攻读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 8年。

四、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组领导下的导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设副导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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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导师负责制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系统、前沿的理论学习与广泛的社会实

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注重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课程学习的同时，

以自我钻研为基础，以强化科研能力为中心，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确

定具体主攻方向，在导师或副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

取得创新性成果。

要求前 2个学期修满规定学分，此后时间主要从事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

写作与答辩工作等。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

专业选修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须达到总学分 20 分，其中公共

必修课 7学分、专业基础课 9学分、专业方向课 2学分、选修课 2学分。具体安

排见课程教学计划表。

六、学术研讨与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学术研讨和学术报告等学术活动是培养过程中巩

固基础、提高质量的必要环节。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贯穿于博士培养全过程。

1.为拓展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丰富学院学术文化生

活，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学术报告等学术活动。

2.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不得少于 6次。

3.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

（1）自己作专题学术报告（至少 1次）

（2）参加学术报告会

（3）参加前沿讲座

（4）参加各种专题研讨班

（5）参加导师研究课题

（6）访问有关专家学者

4.考核方式

各种活动结束后需要向导师提交一份不少于 5000 字的书面总结性汇报。

七、中期考核

为确保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博士研究生实行中期考核制度，考核具体规

定如下：

（一）中期考核时间

博士生在入学后第 3学期末，进行一次中期考核，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安排导师组，对博士研究生进行一次全面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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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考核内容

中期考核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完成情况、科研能力和治学态度、健

康状况等内容。

（三）考核方式

学院组织中期考核小组，博士生向中期考核小组汇报。汇报内容包括思想政

治表现、课程完成情况、科研能力和治学态度、健康状况等。

（四）考核结果

通过中期考核后，方可进入论文开题等学位培养环节。

八、学位（毕业）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严格执行学校有关研究生毕业及授予学位的文件要求，

必须完成在学期间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学位论文预答辩、查重

检测、内外评审、正式答辩、授予学位等各环节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不得少于 10 万字。

2.学位论文至少要用 2年的时间完成。

（二）选题与开题报告

1.在导师指导下，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在充分了解本专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充分掌握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选题。

2.选题必须具有学科属性、科学性、前沿性 、创新性、可行性，具有重要

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问题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3.无特殊情况，博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第 3学期内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并参加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

4.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主要研究内容、主要观

点、研究特色及难点、研究计划及可能的创新点等。

5.开题报告会评审委员会以博士生导师为主，可以吸收相关导师和研究生

参加，跨学科的论文选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导师参加。若选题有重大变动，应

重新作开题报告会，以保证选题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以书面形式备案。开题报告通过后，方能进入论

文撰写阶段。未通过开题者，只能 6个月后申请参加下一轮开题。

（三）定期检查学位论文进展情况

1.学位论文导师指导，团队协助。通过开题报告会评审后的选题可以在导

师、副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进行论文撰写工作。

2.每 2-3 个月，博士研究生要向导师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博士研究生导师

应及时给予指导，促进论文的顺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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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必须是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应提出具有重大

创新意义的见解，并且要观点正确鲜明、立论有据、结构严谨、内容充实、行文

流畅、数据准确、注释准确、写作符合规范。论文主体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修

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的水平；全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四）学位论文预答辩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答辩前须向学院申请预答辩，向

本专业和相关专家全面报告学位论文取得的成果，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和

完善学位论文。

（五）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严格按照国家、学校相

关制度与学院具体规定执行。

（六）学位授予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严格按照国家、学校有关研究生授

予学位的相关制度、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九、附则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保证所开课程三分之二的出勤率，低于此比

例的课程成绩以零分计。

博士生在学位审核前须至少发表满足如下要求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论

文：人文社科类：1 篇 SSCI 论文（或 2 篇 CSSCI[不含扩展板]论文，或 1 篇 B

类期刊论文）、1篇核心期刊论文；详见研究生院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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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表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专业：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向：A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B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必
修
课

公共外语 4 64 1、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2 1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选读（二） 1 32 2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选读（一） 3 48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3 48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 3 48 1

专

业

方

向

课

A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前

沿问题专题研究
2 32 2

B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前

沿问题专题研究
2 32 2

选

修

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研究 2 32 2

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 2 32 1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前沿问题专题研

究
2 32 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前沿问题研究 2 32 2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与马克思主义

传播研究
2 32 2

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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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参考书目

一、中文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版。

2.列宁：《列宁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 年版。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4 年版。

6.邓小平：《邓小平文集》（上、中、下），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8.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3 卷，外文出版社，2017-2020 年版.

10.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

版社，2018 年版。

（二）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献

11.《周易》，中华书局，2015 年版。

12.《尚书》，中华书局，2015 年版。

13.《诗经》，中华书局，2015 年版。

14.《春秋》，中华书局，2015 年版。

15.《大学》，中华书局，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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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 年党的十

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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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印发。

28.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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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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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47.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版。

48.陆庆壬：《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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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焦国成：《公民道德论》，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58.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

59.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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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版。

78.[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 年版。

79.[奥]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

80.[印]阿玛蒂亚•森：《超越功利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81.[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上海三联书店，2011 年版。

82.[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8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年版。

84.[美]大卫·艾尔金斯：《超越宗教——在传统宗教之外构建个人精神生活》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年版。

85.[英]阿兰·德波顿：《写给无神论者》，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版。

86.[德]汉斯·阿尔伯特：《批判理性论 （增订第 5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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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美]L·A·珀文：《人格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93.[英]H·P·里克曼：《理性的探险》，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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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博士

中共党史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信念，具有强烈的现代化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能够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现代中国的重大问题，开展高水平

的研究；具有独立的较强的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和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教学与研

究工作的能力；具有胜任党政管理、理论教育等多方面工作的良好素质和能力。

二、专业及研究方向

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简要说明

01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 中国共产党，近现代，思想文化。

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非定向基本学制为 3年；在职攻读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 8年。

四、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组领导下的导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设副导师，坚

持导师负责制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系统、前沿的理论学习与广泛的社会实

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注重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课程学习的同时，

以强化科研能力为中心，以自我钻研为基础，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确

定具体课题，在导师或副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

要求前 2个学期修满规定学分，此后时间主要从事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

写作与答辩工作等。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

专业选修课。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须达到总学分 20 分，其中公共必修

课 7学分、专业基础课 9学分、专业方向课 2学分、选修课 2学分。具体安排见

课程教学计划表。



32

六、学术研讨与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学术研讨和学术报告等学术活动是培养过程中巩

固基础、提高质量的必要环节。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贯穿于博士培养全过程。

1.为拓展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丰富学院学术文化生

活，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学术报告等学术活动。

2.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不得少于 6次。

3.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

（1）自己作专题学术报告（至少 1次）

（2）参加学术报告会

（3）参加前沿讲座

（4）参加各种专题研讨班

（5）参加导师研究课题

（6）访问有关专家学者

4.考核方式

各种活动结束后需要向导师提交一份不少于 5000 字的书面总结性汇报。

七、中期考核

为确保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博士研究生实行中期考核制度，考核具体规

定如下：

（一）中期考核时间

博士生在入学后第 3学期末，进行一次中期考核，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安排导师组，对博士研究生进行一次全面考核。

（二）中期考核内容

中期考核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完成情况、科研能力和治学态度、健

康状况等内容。

（三）考核方式

学院组织中期考核小组，博士生向中期考核小组汇报。汇报内容包括思想政

治表现、课程完成情况、科研能力和治学态度、健康状况等。

（四）考核结果

通过中期考核后，方可进入论文开题等学位培养环节。

八、学位（毕业）论文

中共党史专业，严格执行学校有关研究生毕业及授予学位的文件要求，完成

在学期间成果要求、学位论文预答辩、评审、答辩、授予学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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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不得少于 10 万字。

2.学位论文至少要用 2年的时间完成。

（二）选题与开题报告

1.在导师指导下，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在充分了解本专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充分掌握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选题。

2.选题必须具有学科属性、科学性、前沿性 、创新性、可行性，具有重要

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问题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3.无特殊情况，博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第 3学期内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并参加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

4.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其意义、主要研究内容、主要观

点、研究特色及难点、研究计划及可能的创新点等。

5.开题报告会评审委员会以博士生导师为主，可以吸收相关导师和研究生

参加，跨学科的论文选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导师参加。若选题有重大变动，应

重新作开题报告会，以保证选题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以书面形式备案。开题报告通过后，方能进入论

文撰写阶段。未通过开题者，只能 6个月后申请参加下一轮开题。

（三）定期检查学位论文进展情况

1.学位论文导师指导，团队协助。通过开题报告会评审后的选题可以在导

师、副导师及导师组的指导下，进行论文撰写工作。

2.每 2-3 个月，博士研究生要向导师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博士研究生导师

应及时给予指导，促进论文的顺利进展。

3.论文必须是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应提出具有重大

创新意义的见解，并且要观点正确鲜明、立论有据、结构严谨、内容充实、行文

流畅、数据准确、注释准确、写作符合规范。论文主体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修

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的水平；全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四）学位论文预答辩

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答辩前须向学院申请预答辩，向本专

业和相关专家全面报告学位论文取得的成果，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学位论文。

（五）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严格按照国家、学校相关制

度与学院具体规定执行。

（六）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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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严格按照国家、学校有关研究生授

予学位的相关制度、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九、附则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保证所开课程三分之二的出勤率，低于此比

例的课程成绩以零分计。

博士生在学位审核前须至少发表满足如下要求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论

文：人文社科类：1 篇 SSCI 论文（或 2 篇 CSSCI[不含扩展板]论文，或 1 篇 B

类期刊论文）、1篇核心期刊论文；详见研究生院相关规定。



35

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专业：中共党史

研究方向：A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

B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必

修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公共外语 4 64 1、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2 1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选读（二） 1 32 2

专

业

基

础

课

中共党史经典文献专题研究 3 48 1

中共党史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3 48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专题研究
3 48 2

专

业

方

向

课

A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思想文化 2 32 2

B
习近平关于中共党史重要论述

专题研究
2 32 2

选

修

课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发展 2 32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研究 2 32 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2 32 2

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共产党 2 32 2

中外政党比较研究 2 32 2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与马克思

主义传播研究
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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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参考书目

一、中文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

人民出版社，2012年。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1-4卷），人民出版

社，2012年。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1-5卷），人

民出版社，2009年。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选集》（1-4卷），人民出

版社，1979年。

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

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
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1-11册），中华书局，2011年。

8.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

9.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编》（1-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1-8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年。

1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26册），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3卷，1993年。

20.陈云：《陈云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

2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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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24.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2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

2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

27.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3年。

28.《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

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

3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0册），人民出

版社，2013年。

32.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33.陈占安主编:《毛泽东领导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
34.蔡尚思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全五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3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36.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37.冯秋婷主编:《西方领导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
38.龚育之：《党史札记》（1-3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

39.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40.何孝瑛主编:《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
4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

42.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43.黄颂杰：《西方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44.李锡炎:《中国古代、近代领导思想述评》，人民出版社，2008。
45.李新:《中华民国史》（1-12卷），中华书局，2011年。

46.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47.刘继增 毛磊主编：《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8.刘峰著:《管理创新与领导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9.罗珉：《管理学前沿理论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50.浦国良：《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51.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

52.石仲泉：《我观党史》（1-3卷），济南出版社，2012年。

53.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5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

55.张静如等编著：《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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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

57.张静茹、廖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58.郑师渠：《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

59.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

60.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61.(美)理查德·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62.（美）詹姆斯·库泽斯等著：《领导力》，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年。

63.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常健等译:《领导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年。

二、外文

1.C. Fred Bergsten, China’s Ris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United Book Press,
2008.

2.Donald J. Johnston, Governance in China —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
OECD,2005.

3.Fei Xiaotong，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Foregin Lauguage
Teaching andResearch Press，2012.

4. Fei Xiaotong，China's Gentry-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Foregin Lauguage
Teaching andResearch Press，2012.

5. Fei Xiaotong，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y Life in the Yangtze
Vlalley，Foregin LauguageTeaching andResearch Press，2012.

6.Lin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DukeUniversity Press, 2006.
7.Loren Brandt,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7.

9.Zhang Weiwei,Where is ChinaGoing?, Foregin Lauguage Press, 2012.

10.Zheng Yongnia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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