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位点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学科优势与特色

1.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和中国共

产党的理论发源地

北京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上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底蕴。早在 1918 年，北京大学就成立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

这标志着北京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后在

1920 年，李大钊在北大的指导下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一步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同年，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

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开设了《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唯物史

观》等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首次作为正式课程

进入中国大学课堂，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北京大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视在 1992 年达到了一个新

的里程碑，当时北大党委作出了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决定，

这不仅是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也体现了北京大学在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方面的领导地位。学院自成立以来，

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育与传播，以及人才培养，在全

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发挥着重要作用。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齐全、教学体系完善

马克思主义学院是第一批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授



予权的单位。现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 个（0101 哲学、0201

理论经济学、0302 政治学、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招生授权

的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10 个（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020101

政治经济学、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030501 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030503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030520 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

建设）。

3.师资力量雄厚

截至 2020 年 12 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导

师共 48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42 人，硕士生导师（学术学位

全职）6 人。具有 2022 级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博士生导师共

39 人，其中，全职博士生导师 39 人，兼职博士生导师 0 人。

充分展现了学院高层次人才队伍在服务国家发展、引领

学科进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影响力。

4.突出学术为主的人才培养方案

我院将对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放在人才培养的突出位置，积极发

挥课程体系、培养流程、导师指导、课外活动和学术交流的综合作

用，全方位提高研究生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平。

（1）加强培养渠道建设，提供丰富学术资源。充分利用北京大

学提供的平台和优质资源，为学生提供国内最高水平的通识教育和

专业知识教育，以丰富的学术资源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年论

文和学位论文的考核，本硕博协同读书小组和学术沙龙等形式使学



生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

（2）搭建辅助培养体系，打造浓郁学术氛围。建立起以大量经

典研读、导师和导师组协同指导、严格考核机制、与学界前沿动态

密切结合为特点的“埋首经典，关注现实”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

以学科专业为依托，以专家教授为支撑，以马克思主义学会和青年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会为重要纽带，引导学生自主组织读书会，深

入研读马列经典。

（3）规范培养程序控制，全面夯实学术基础。坚持埋首经典的

北大模式，制定研究生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书目，并建立严格

的中期考核制度。博士生入学的前两年除完成规定的学分外，必须

研读学院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通过中期考核后，再确定论

文导师开始撰写论文。为确保考核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学院聘请校

外专家组成考核小组。这些专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具有深厚的

学术造诣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够从不同角度对博士研究生的学术

水平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和评价。考核小组成员的多元化背景和专业

视角，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评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

与掌握情况，为学生的学术成长提供宝贵的指导和建议。

2020 年，我院招收博士生 51人、硕士生 57人。2020 年 7月，

我院共有 24顺利获得博士学位，32人获得硕士学位。

（二）已取得的重大成就

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全国高校第一所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宣部

支持的第一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一批获批“北京高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在学界和社会上享有很高的

声誉。

在全国率先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本

科课程，积极推动新思想全面入教材、入课堂、入学生头脑。2020

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列入 2020 级

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必修课。

深入开展思政实践课。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程结合起来，推

出北京大学“大思政课”实地考察调研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持续创新“形势与政策”教学。以“形势与政策”课程为主渠道，邀

请社会各界权威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领导走进思政课堂，聚焦时事

热点，与学生面对面传递党和国家最新的政策规划、交流学科发展动

态和前沿研究，切实推动思政课教学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

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三）学术研究影响力显著

继续推进《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将

使中国拥有一部比较齐备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的总汇，使北

大马院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编纂与研究中心。

学院组织力量撰写《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报告》。系统

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年度发展状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

设中产生重大影响，已成为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重要参照

和学术评估的重要标准。

重大重点课题申报和权威论文发表持续突破。2020 年，学院获



得国社科、教育部和北京市三大纵向科研课题项目 15项。具体如图：

项目名称 主持人 项目来源 项目金额（万元）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研究（2020MYB019）
郝平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

目
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

为中心”的立场研究

（2020MYB008）

邱水平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

目
习研院 40

“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研究

（20ZDA012）
孙来斌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8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

度问题研究（20AZD012）
孙蚌珠

国家社科基金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项

重点项目
35

从重大突发疫情反思人与自然、

人 与 社 会 、 人 与 人 关 系

（2020MYB605）

孙熙国

特别委托项目（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2020

年 4 月）

20

（20200909 出结果）马克思早

期 代 表 性 论 著 新 探 讨

（20AKS001）

林锋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

欧美渠道研究（1871-1927）

（20CDJ012）

路宽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新时代高质量就业的理论框架

和影响路径研究（20CJL030）
封世蓝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香港政治亚文化对“一国两制”

的 影 响 及 其 整 合 路 径 研 究

（20CZZ041）

张伟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20200929 出结果，立项通知

书写的是 10 月 23 日）马克思正

义理论的当代建构（20FZXB061）

李旸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一般项目
25

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进程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2

0JZDW002）

顾海良

2020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委托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2020 年 9 月 28 日颁发的批准通知）

40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内容体

系、生成理路与传承机制研究（2

0VSZ083）

金德楠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研究专项（立项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全国哲学社会工作办

公室

20

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

（20&ZD325）
林绪武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20 年 11 月）
80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制度

优势研究（2020LLLMLA001）
刘军

北京市社科基金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30



项目重大项目 202011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思想政

治教育学释论（20KDC021）
钟启东 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2011 月 6

学院科研论文刊发稳步提升。2020 年，学院共发表高品质学术

论文 215 篇，著作 16 部。

学术品牌活动影响力不断提升，着力打造“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论坛”、“北大未名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

博士研究生高级研班”等标识性学术活动，引发重要学术影响与社会

反响。

（四）国际影响

马克思主义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

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中国无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是

发展马克思主义，都不能离开世界，马克思主义学理论科的发展、

繁荣离不开世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直有着广泛的国际交

流合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中与国外合作交流最多的学院之

一。通过这些国际合作和交流，不断丰富、深化中外对于马克思主

义、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通过这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

国故事和中国声音能够在国际上为更多的人所熟悉和理解，从而有

效地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五）社会服务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依托北京大学

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的综合优势，整合资源、集体攻关，在

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



推进《马藏》工程建设。联合国际国内、校内校外各种力量，对

国际上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进行系统整理

和出版。《马藏》工程分为中国编和国际编，中国编计划于 2024 年

左右完成，国际编计划于 2035 年左右完成，整个工程将耗时 20年，

旨在形成新型高端智库。

面向中组部司局级干部和党政骨干教育：以面向中组部司局级

干部马克思主义原理教育和面向党政骨干的“党性教育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的教育为特色，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具有坚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和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

培养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和工作者：对来自全国的大批从事思想政

治教育的教师和工作者进行马学科专业培养，通过举办国际国内马学

科学术论坛和承办各种学术讲座，发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专

业优势，成为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组织师生参与社会实践。通过组织学院师生参与社会实践和到地

方挂职锻炼，充分发挥院地合作建设的实践基地和社会创新中心的实

践育人功能，积极推动学院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互动交

流。

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工

程，为区域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服务国家安全和社会公

共安全做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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