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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

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其代码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

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

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

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学科方向参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本学

科的学科方向填写，填写数量根据本一级学科点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学科方

向数量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

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面及填

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

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的材料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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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学科简介与学科方向 

I-1  学科简介 

请对照本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简要介绍本学科的发展简况，重点介绍本学科的特色与

优势、社会需求、申请的必要性、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等有关内容。（限 1000 字） 

 

上海交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历史悠久，早在 1985 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

学科硕士点，是最早设立该学位点的高校之一。2006 年获全国首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级学科博士点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2016 年入选首批上海市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特色 

1.研究方向齐全，在符合本学科规范性建设前提下具有鲜明特色：现有方向既覆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四个二级学科，又凸显意识形态建设、中国

发展道路、高校网络思政和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实现了规范和特色的有机结合。 

2.问题导向突出，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实践性：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

论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及相互联系，直面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如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安全、中国道路与中国政治发展等，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起点和动力。 

3.做到一身二任，为思政课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重视学科建设中“咨政建言”和“教书育人”

的统一，以理论研究成果反哺思政课教学、队伍建设及网络思政教育。 

二、优势 

1.成员影响突出：核心成员中有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

专家、教育部社科委员，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委员 3 名，全国教学名师和上海市教学名师 2 名，全国

思政课优秀教师 3 名，全国思政课年度影响力人物标兵 2 名、教学能手 2 名，上海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

等。 

2.研究成果丰硕：近 5 年国家级重大课题 2 项，国家级重点和一般课题 7 项，省部级课题 26 项，各

级各类奖项 40 余项，著作 32 本，CSSCI 论文 170 余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及其内部文稿各 1 篇，《马

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多篇。 

3.教育效果显著：主持修订马工程重点教材（博士生《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并主编配套教材，

参编马工程重点教材（本科生《概论》）及配套教材；入选教育部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计划；创新“新

三进”（进社团、进宿舍、进网络）；建成国家网络视频公开课和上海市精品课程多门；形势与政策课改革

全国领先。研究生培养质量较高，马院已毕业博士生人均发表论文 8 篇（CSSCI 论文人均 5 篇）。 

4.社会效益巨大：学科建设发挥出较大辐射效应，《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销量超 100 万册，

出版英、韩等版本。核心成员在全国宣讲党的创新理论 200 多场，影响巨大。与中央编译局联合编辑出版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 

三、必要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提供更坚实的学术

支撑；为立德树人、培养出一流人才提供更富内涵的学科支持。 

 

 

 



 

 

2 

 

I-2  学科方向与特色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限 200 字）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意识形态建设方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形成的思

想脉络、三者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和意识形态建设的

历史经验教训，当代中国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特色：坚持历史和逻辑、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意识形态性和科学

性的统一，问题导向鲜明。 

优势：学科方向带头人成果积累深厚、社会影响较大；团队老中青结合，各学科互补。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及中

国化的理论逻辑，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中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 

特色：凸显当代社会思潮批判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研究。 

优势：学科方向带头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团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

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等发表论文，高层次的科学研究

有力支撑了学科建设，形成良性循环。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网络思政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学科对

思政教育和思政课的支撑，国外德育（公民教育）教育比较研究，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建设研究。 

特色：较早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创新“新三进”（“进社团、

进宿舍、进网络”）的思政教育大格局。 

优势：获得教育部“择优推广计划”等省部级教改研究项目、上海市“名师工作室”、

“高校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等。 

 

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西方理论背景，国外马

克思主义的学术边界。 

特色：关注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动向，将马克思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研究结合起

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新视野。 

优势：学科方向带头人社会影响力较大，著作等身，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

多项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团队年龄结构合理，专业互补，能够形成协同创新能力。 

 

注：学科方向按照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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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支撑学科情况 

I-3-1  本一级学科现有学位点情况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二级 马克思主义理论 硕士一级 

    

    

    

    

I-3-2  与本学科相关的学位点情况（含专业学位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法学 博士一级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一级 

公共管理 博士一级 理论经济学 硕士一级 

政治学 硕士一级 哲学 硕士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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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0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15 0 1 2 0 2 4 6 9 10 1 

副高级 19 2 7 1 1 5 3 0 12 11 0 

中  级 6 2 1 1 1 0 1 0 5 3 1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40 4 9 4 2 7 8 6 26 24 2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 

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36 人（90%）    28 人（70%）     18 人（45%） 

 

注：1. “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 3 个月以上。 

2. “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担任

导师/博导人员。 

 

II-2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限填 5 个） 

序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带头人 

姓名 
资助时间 所属学科 

1 省部级教学科研团队 

教育部示范优秀教学科

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

选题） 

朱健 2016 马克思主义理论 

2      

3      

注： “资助时间”不限于近 5 年内，可依据实际资助情况填写历次资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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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 3 人） 

方向一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专任教师数 10 正高职人数 4 

序号 姓  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   

务 

学术头衔或人

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

位 
招生 

授学

位 

1 陈锡喜 67 学士 教授 
中央“马工程”

首席专家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

成员、教育部社会科

学委员会委员 

12 3   

2 黄伟力 59 硕士 教授  

上海市高校思政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分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上海市学位委员

会第五届学科评议

组成员 

10 2 7 4 

3 谈毅 43 博士 教授 
上海市阳光学

者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

究会风险投资研究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2  7 3 

4 鲍金 37 博士 副教授 

上海市阳光学

者、全国高校思

政课教学能手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

会理事、中国人学学

会会员 

  3 1 

5 高玉林 40 博士 副教授     2  

6 祝薇 40 博士 副教授 
上海市阳光学

者 
   1  

方向二名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专任教师数 10 正高职人数 3 

序号 姓  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   

务 

学术头衔或人

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

位 
招生 

授学

位 

1 王岩 52 博士 教授 

国家级教学名

师、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

研究会常务理事、教

育部思政课教指委

委员 

32 18   

2 张玉瑜 64 学士 教授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

研究会副会长 
1  3 2 

3 胡近 58 学士 教授  
上海市高校党建研

究会副会长 
3    

4 张玲 46 博士 副教授  
上海市新四军研究

会理事 
  10 7 

5 王春英 37 博士 副教授     2  

6 邓军 35 博士 
特别研

究员 
    1  

方向三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专任教师数 10 正高职人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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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   

务 

学术头衔或人

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

博士

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

位 
招生 

授学

位 

1 胡涵锦 63 本科 教授  
上海高校“思政课教

指委”副主任委员 
10 6 8 8 

2 朱健 41 博士 教授 

教育部思想理

论教育中青年

杰出人才 

教育部思政课教指

委委员 
3  4 2 

3 陈华栋 37 博士 教授 
上海市阳光学

者 
   6 3 

4 周泽红 51 博士 副教授     15 11 

5 施索华 54 本科 副教授 

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

秀教师 

     

6 史宏波 38 硕士 副教授 
上海市阳光学

者 
   3  

方向四名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专任教师数 10 正高职人数 4 

序号 姓  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   

务 

学术头衔或人

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

位 
招生 

授学

位 

1 高福进 51 博士 教授   3  9 6 

2 高宣扬 76 博士 教授 
国务院外专局

特聘海外名师 
 9 4   

3 陈嘉明 64 博士 教授 
中国知识论学

会会长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

学会常务理事、《哲

学分析》杂志编委 

8 3   

4 王平 58 博士 教授  
上海市哲学学会理

事 
6 3   

5 吕旭龙 44 博士 副教授  

中国知识论学会理

事、厦门大学“知识

论与认知科学研究

中心”副教授 

  3 1 

6 陈鹏 38 博士 副教授 

全国高校优秀

中青年思政理

论课教师择优

人才、上海市曙

光学者 

世界政治经济学会

会员 
  5 3 

注：1.请按表 I-2 所填学科方向名称逐一填写。 

2. “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填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一人有多项“学术头衔 

或人才称号”或多项“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的，最多填写两项。 

3.“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包括在外单位兼职培养的研究生）均指近五年的招生人数和授予学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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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姓名 陈锡喜 
性

别 
男 

年龄

（岁） 
67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

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

委、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

上海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副

主任委员上海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副会长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复旦大学哲学学士 1982 年 2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意识形态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研究。

5 年中发表论文近 80 篇，主编或作为主要作者出版著作教材 10 余种（包括中央马工程教材 2 种

和教育部配套教材 1 种），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 8 项（含国家重点 1 项）、主持国家重大、国家特

别委托、教育部重大项目子课题 4 项，主持其他项目近 10 项，总到账经费 160 余万。获省部级

科研奖 3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获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上海

市社联等机构科研奖 8 项，获上海市马理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导师奖 1 项。获全国高校思政课教

师年度影响力标兵、上海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

量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一等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印数近 100 万） 

201411 主编 

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和

总体性领域 

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交

通大学学报》，p5-11 
201401 独著 

政治认同的理论思辨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二等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及其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 

201506-20181

2 
32 

教育部专项委托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战略思维中蕴

涵的世界观方法论 

201605-20170

3 
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

题 

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创新研究 

 

201506-20181

2 
6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意识形态问题

研究 
每学期 48 博士研究生 

201309-20161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每学期 32 硕士研究生 

201309-201612 科学思想和认识论 每学期 32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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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姓名 黄伟力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9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博士生导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

1988 年 6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传播研究。近年来在国内 CSSCI 及

韩国 K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近 10 篇；主编《人生第一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等论

著三部。学术成果得到认可，目前担任首届上海市高校思政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分教

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逻辑学副会长等职；担任韩国《马克思主义 21 世纪》

学术期刊国际编委。长期承担博士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选读”、硕士生“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及基本原理专题研究”、本科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及其建构 

《马克思主义 21 世纪》第 34 期（韩

国 KSSCI 来源期刊） 

 

201406 第一作者 

人生第一扣——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读本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09 第一作者 

开掘思想资源，推进马克思

主义理论创新 
党政论坛，P8 201305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市高校本科教学 

改革重点项目  

思政课“1+4”教学共同体 

模式改革 
201605-201712 5 

上海市高校课程思政 

试点项目 

《创意设计》课程挖掘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实践与探索 
201612-201801 10 

上海市学校德育 

决策咨文课题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示范课程 

“形势大讲堂” 
201612-201812 1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9-2016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选读 每学期 16 博士研究生 

201209~20161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基本原理 

专题研究 
每学年 18 硕士研究生 

201203~2016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每学期 32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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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姓名 谈毅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3 

专业技术 

职   务 
研究员 学术头衔 上海市阳光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2002 年 12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 术 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应用技术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在

科技哲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主持完成了三项国家级项目，十余项省部级课题，

相关研究发表在《科学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国软科学》等刊

物上，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合著的著作于 2010 年入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先后获得上海决策咨询二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内部探讨奖

等。近年来，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工作，并承担了《形势与政策课》、

《读懂中国》等课程，授课学生人数超过 1000 人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产学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与规范 

《自然辩证法研究》，P43-47，他引 2

次 
201503 第一作者 

新管理主义视域中日本高等

教育治理政策的改革与反思 

《比较教育研究》， P83-90，他引 4

次 
201506 第一作者 

科学传播视域下“科学商店”

的价值功能与拓展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P94-98 201610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研

究 
201507-201712 3 

上海市教委“阳光项目” 
意识形态视域中社会思潮对高校师生

的影响方式与引领路径研究 
201409-201707 3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

目 

面向需求的新型科研组织形态的创新

研究 
201506-201809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09-201612 形势与政策 每学期 16 本科生 

201603-201607 形势与政策 每学期 16 本科生 

201606-201612 读懂中国 每学期 32 本科留学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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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姓名 鲍金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7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上海市阳光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2009 年 6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自从 2009 年以来，一直从事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资本论》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工作，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 项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发表论文 40 余篇，出版《<资本论>哲学的新

解读》《消费生存论——现代消费方式的生存论阐释》等著作 4 部，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网络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教学科研奖 20 余项。每学期主讲本科生

的思政课教学（64 学时），同时承担硕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课程（30 学时）；担任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硕士点导师，培养 1 届硕士生。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资本论》哲学的新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独著 

揭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面

纱 

马克思主义研究，P108-113，他引 2

次 
2013 独著 

马克思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

危机 

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网络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无

等级 

2012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资本论》哲学的新解读 201412-201702 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消费社会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新

发展研究 
201306-201706 8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科研培育项目 

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的逻辑关系研

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203-2015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203-201512 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导读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203-2015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经典著作导

读 
每学期 30 硕士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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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姓名 高玉林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0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法学博士，2005 年 6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研究领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 2 项，发表专著 1

部，论文 10 余篇。主要承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等课程教学。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资本的域界与约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09 独著 

资本的空间限度：马克思主

义对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 
浙江社会科学，P76-82 201508 独著 

资本的历史限度：马克思对

资本内在限度的揭示及其当

代佐证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P51-57 201509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马克思的资本限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研究 
201205-201712 13.5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

目 
资本的域界与约制 201105-201702 6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9-201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每学期 32 硕士研究生 

201309-20161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每学期 32 博士研究生 

201503-2016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每学期 48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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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姓名 祝薇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0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2006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

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研究领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哲学，曾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 2 项（教育部

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 项），发表专著 1 部，论文 10 余篇。主要承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和“哲学智慧与创新思维”等课程教学，教学效果良好。曾获得上海市思政课教学比赛二等奖、

长三角思政课教学比赛三等奖。就职期间曾获得“晨星学者”、“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等。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天”、“人”如何“合一”

——论儒家阐述“天人合一”

的双向路径》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P44-50 201302 独著 

《论辛亥革命前后梁漱溟的

革命观》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P64-69 201304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现代新儒家的宗教观 

201009-20170

4 
6.5 万 

2016 年上海学校德育实践研

究课题 

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好“四个

全面”的基本理论阐述工作 

201601-20171

0 
2 万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3-2015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603-2016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203-201612 哲学智慧与创新思维 每学期 9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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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姓名 王岩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2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国家级教学名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

2002 年 6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获“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思政课教师”、“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等称号。兼任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

事等职务。从事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出版《批判与启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

流派研究》等著作 8 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2 项，一般项目 1 项；主持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项目 4 项。两项

成果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持国家级和省级教改项目 10 余项，主持国家级

精品课和精品资源共享课，6 项成果先后获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批判与启示：西方近现代政

治哲学流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获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2 第一作者 

协商治理的中国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 P26-45、人大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2016 年第 10 期 
201607 第一作者 

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对话平

台的建设及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P76-84、人大报刊资

料《思想政治教育》2016 年第 9 期 
201605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专项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精神文

明建设思想研究 

201606-20181

2 
5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 

学术思想理论动态与意识形态建设方

略研究 

201506-20181

2 
35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科研培育项目 

自由主义的中国样态与主流意识形态

安全 

201506-20181

2 
3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每学期 40 博士研究生 

201209-20161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每学期 32 博士研究生 

201203-201606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专题研究 每学期 40 博士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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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姓名 张玉瑜 
性

别 
男 

年龄

（岁） 
64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副会长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

历、（包括学校、专

业、时间）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 1982 年 1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

带头

人

（学

术骨

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从事高校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先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科学

及工程系副系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 

学术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毛泽东思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曾多次参与全国高校思政课

教学大纲的修订与教材的编写工作，主持和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代表论著：《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

义》、《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先后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全国高等

学校‘两课’教材优秀奖”、“上海市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等奖项，主持教育部社科研究专项任务

课题等，目前主持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一门。 

近五

年代

表性

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的历史命运 
学林出版社（1500 册） 201211 独著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高校

思政课话语体系的构建 
思想教育研究，P48-52 201408 独著 

增强高校思政课实效性的

路径探析 
思想理论教育，P71-74 201409 独著 

目前

主持

的主

要科

研项

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1405-201905 4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科研培育项目 

民族资本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史 
201506-201812 5 

    

近五

年主

讲课

程情

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9-2016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 

选读与方法论研究 
每学期 16 博士研究生 

201203-2015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603-2016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2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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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姓名 胡近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8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上海市高校党建研究

会副会长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1980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动力工程系、

学士 

1986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社科系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学士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的研究。曾主编上海市统编教材《思想道德修

养》，著有《公共组织行为学》、《创新与发展》等学术著作和教材。曾获全国高校公共管理（MPA）

优秀教学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2 项等。兼任上海市高校党建研究会副主任、上海市行政管

理学会、政治学会常务理事等。曾主持教育部哲社重点课题等。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第六届全国公共管理硕士优

秀学位论文导师 

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 
2015 年 10 月 唯一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科研培育项目 
党中央治国理政理念研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403-201406 网络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每学期 16 博士研究生 

201503-201506 网络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每学期 16 博士研究生 

201603-201606 网络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每学期 16 博士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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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姓名 张玲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6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

理事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华东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专业博士 2004 年 6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

方向为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独著《苏北人与上海革命运动（1921-1949）》；《变奏：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科学》、《史林》等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 30 篇。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政治运动中的上海苏北人”、

上海市学校德育理论课题“中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研究”。获得上海市“育才奖”、上海交通

大学“优秀教师奖”、“三育人”奖等荣誉称号。任上海市“华东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研究会”理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纵

向衔接和横向贯通存在之问

题及对策 

 

思想政治课研究,P17-22 

 

201602 独著 

苏北人与1925年上海反日爱

国运动 
社会科学，P143-153 201509 独著 

苏北人与上海革命运动

（1921-1949） 
人民出版社 201602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市教委德育理论项目 
中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教学比较研

究 

201601-20171

2 
5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 
政治运动中的上海苏北人 

200907-20170

6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每学期 48 硕士研究生 

201209-2015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4 本科生 

201603-2016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4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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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姓名 王春英 
性

别 
女 年龄（岁） 37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 2009 年 7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目前关注点主要是从经济领域着手看中国共产党

是如何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科研上，已有多篇相关论文发表在 C 刊上，承担了一项上海

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课题。 

自本人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来，教学就与科研并重。教学上，目前本人承担

了 4 个本科生教学班（约计授课人数 300 余人），一门研究生课程。教学效果良好。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新政权下的旧行业：鄱阳县的基

层商业网络(1949—1952) 
史学集刊》，P105-114 201501 独著 

服从与合作：日汪统制经济下的

上海同业公会 
近代史研究，P125-139 201312 独著 

新中国货币统一初探
(1949-1953) 

学术界,P195-208 201210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

点项目 
国共两党汉奸审判的比较研究 201412-201712 6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研培育项目 
新中国货币政策史研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309-2015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603-2016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609-201612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专题 每学期 24 硕士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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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姓名 邓军 
性

别 
女 

年龄

（岁） 
35 

专业技术 

职   务 

特别研究

员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学位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 2013.6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现为上海交

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特别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研究。近五年来，在海内外共计发表文章八

篇，其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相关的文章为五篇，包含 A&HCI 权威一篇，CSSCI 四篇

（权威一篇）；同时主持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一项，参与国内外项目三项。出版一本译著和多篇

译文。自 2014 年，承担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从“良心”到“主义”：五四

时期恽代英的社团组织困境 
中共党史研究，P69-78 201604 第一作者 

“献身的热望”：以陈独秀的

宗教感为主题的一项考察 
知识分子论丛，P208-240 20141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 
从心灵危机的视角探析早期中共知识

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之路 
201505-201701 5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科研培育项目 
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研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09-2015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509-2016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603-2016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2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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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姓名 胡涵锦 
性

别 
男 

年龄

（岁） 
63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法学学士 1983

年 6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主要研究领域为党的创新理论方法论研究、高校思政课建设研究。所主持的课题项目和取得

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科学总结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方法论研究》、

《高校思政课贯穿科学发展观教育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生德育衔接转化研究》等教

育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等多项课题；出版《科学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方法论研究》《江泽民教育思想研究》《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议与发展》

等著作，获得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著作、论文类优

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科学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形成发展方法论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市第十一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

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201409 独著 

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与

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03 主编 

关于文化自信“进课堂”的

若干思考—基于党的创新理

论融入思政课教学方法论的

视角 

思想理论教育,P24-28 201611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学校德育理论研究与决

策咨询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三进’

工作的演进历程及经验启示 

201312-20171

2 
8 

上海市教委项目 
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拔尖人

才研究 

201504-20170

7 
5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科研培育项目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基本范畴及相互关系研究 

201506-20181

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3-2016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每学期 64 本科生 

201209-20161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每学期 32 硕士研究生 

201209-2016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原著选读 每学期 24 博士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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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姓名 朱健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1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教育部思政课教指委

委员；教育部思想理

论教育中青年杰出人

才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上海交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 2008年

6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上海交通大学企业管理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委员，全国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思想理论教

育管理与实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在大学生德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先后发表论文

40 多篇，承担多项省部级课题及教育部社科司委托课题，获评教育部“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

设项目（重点选题）”。曾获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两项，

第九届全国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全国高校德育创新发展研究成果一等奖

等。2014 年入选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高校创业教育应着力构建创

业生态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P14-17 201517 独著 

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长效机制建设探

析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P68-71 201511 独著 

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

学发展和质量工程建设 
高校辅导员，P3-6 201606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2016 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

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

建设项目（重点选题） 

思政课精彩教案、精彩课件建设 

 

201610-20181

0 
40 

2016 年度上海市教改课题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示范课程 
201601-20171

0 
10 

2016 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决策

咨文课题 
上海市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研究 

201606-20170

6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603-201612 形势与政策课 每学期 4 本科生 

201303-201612 社会实践导论 每学期 2 全体本科生 

201303-201612 
青年马克思主义学校预备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党课 
每学期 4 

入党积极分

子、预备党员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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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姓名 陈华栋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7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上海市阳光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2008 年 12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阳光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晨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大学生思想教育与管理。在《社会科学战线》、《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近 40 篇，部分成果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上海市阳光计划课题、上海学校德育决策

咨文课题等十余项。学术研究成果曾获全国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论坛一等奖、上海市网络文化建

设与发展论坛一等奖、上海市党建研究三等奖等。主要承担形势与政策课、社会实践分论课等的

教学工作，在全国首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比赛、上海市首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比赛中均荣获一等

奖。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互联网思维模式下高校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P116-118 201608 第一作者 

社会教育及其在我国高校实

施的路径研究 
理论与改革，P180-184 201601 第一作者 

人才培养功能与高校青年教

师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P120-123 20140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课题 

大宣传格局视角下高校网络突发网

络舆情事件应对策划研究 
201505-201712 1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科研培育项目 

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研

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503-201606 形势与政策 每学期 16 本科生 

201609-201612 形势与政策 每学期 16 本科生 

201606-201607 社会实践分论 每学期 16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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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姓名 周泽红 
性

别 
女 

年龄

（岁） 
51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 

200606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 2016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课题《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研究》、《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研究》以及上海市学校德

育理论研究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课题《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及上

海市教育科学规划办课题等多项科研和教研课题。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承担本科生通识

核心课程《资本论》的教学、研究生思政课和硕博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曾

获得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三等奖和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在人才培养方面，

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获 2014 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登峰计划”。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

在机制与要求 
前沿，P97-101 201205 独著 

中国经济转型的时机选择：来

自中国的经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P12-19 201412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 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建设研究 201607-201809 3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研培育项目 
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机遇研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1-201612 《资本论》选读 每学期 48 本科生 

201209-201612 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实践 每学期 48 研究生 

201203-201606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和中国发展战

略研究 
每学期 48 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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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姓名 施索华 
性

别 
女 年龄（岁） 54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

高校思政课优秀教

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学士，199307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施索华，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思政课优秀教师，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能手，上海市高校思政

课名师工作室——“施索华工作室”主持人，上海市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示范点主持人，上海市十八

大精神“走基层”宣讲团成员。著有《施说心语：大学生的心灵花园与成长驿站》、《“施礼”有话：与

大学生的心灵对话》等著作，在《思想政治理论》、《文汇报》、《党政论坛》等发表多篇论文，承担中

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宣部重点研究课题“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心理疏导情况和机制调查研究”子

课题“施索华工作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心理疏导”，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关键技术与支持服

务系统天地网结合项目》（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子项目等项目。《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入选为国家

网络视频公开课。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

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用“立体”“融合”“标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长江日报，第 12 版 2016.12.19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研培育项目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研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203-2015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603-2016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209-201612 东西方文化概论 每学期 32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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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姓名 史宏波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8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上海市阳光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在读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头

人（学术

骨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上海市阳光学者、校晨星学者（B 类）、湖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在《思想理论教育》、《湖北社会科学》、

《高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理论与改革》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相继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项目、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上海学校德育理论课题以及学校文理交叉项目等十余项，参与国家社科

重大课题、教育部重大攻关等多项课题并多次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学术研究成果曾获上海市学校德育

研究成果一等奖、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优秀科研项目三等奖。主要承担形势与政策课。 

近五年代

表性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

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

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问

题意识 
思想理论教育，P50-53 201308 独著 

简析多学科研究与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的创新发展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P23-25 201304 独著 

浅议主体间性理论视域中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的重构 
湖北社会科学，P194-197 201312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

的主要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

项目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制度分析 201606-201804 8 

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委托项目 核心价值观教育比较研究分析 201512-201706 7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课题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201603-201703 8 

近五年主

讲课程情

况（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603-201612 形势与政策 每学期 16 本科生 

201609-201612 形势与政策 每学期 16 本科生 

201603-201612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 每学期 48 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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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姓名 高福进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1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上海世界史学会理事、上

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复旦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 1994 年 7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研究领域包括中外文化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研究方向。近 5 年来出版相关专

著 2 部，发表相关论文、文章十余篇。自 1994 年至今（2017 年），先后出版各类著述（专著、译著、

教材）15 部，包括《由独享到共有：西方人的礼仪、习俗及文化》、《社会风尚与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透析》、《新的旧世界》等。此外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60 多篇。目前从事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外文化史、文化理论等方面的教学，“推进《西方文化史》教学，提高大学生人文

素质”获上海市 2005 年度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缪斯女神的足印：欧美文化史纲》获 2011 年度上海

市优秀教材二等奖。曾主持上海市社科界联合会、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课题。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

视野下的史学引论 

译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

划项目、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

库；上海三联书店 

201212 
第一译者、 

第一校对人 

社会风尚与道德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研究：基于

文化视角的透析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3 第一著者 

 
欧洲文化史 人民出版社 201708 独著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上海交通大学通识核心课

程立项项目 
世界文化简史 201109-201709 5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科研培育项目 

上海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传承

机制研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409-201501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和中国

发展战略研究》，“文化及人的现

代化专题” 

每学期 12 博士研究生 

201509-201601 世界文化史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509-20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每学期 32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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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姓名 高宣扬 
性

别 
男 

年龄

（岁） 
76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讲席教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哲学专业，博士，1983 所在院系 人文学院哲学系 

学术带头

人（学术

骨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研究专长是当代法国哲学、德国哲学史、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艺术评论。主持国家社科重

大项目 1 项，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1 项，省部级以上课题 2 项，出版学术专著 5 部，发表论文 11

篇。坚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历史和实际两方面，深入探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西方

理论背景，紧密关注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发展动向，力图应用马克思思想对当代西方社会

及其文化进行原创性批判，将马克思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取得显著成果。专著《新

马克思主义导引》系统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变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工程开辟新视

野，提供珍贵的启示。承担课程《当代西方人文艺术思潮》（上海交通大学精品通识课）、研究生

课程《法哲学》和《西方哲学专题》。 

近五年代

表性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

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

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独著 

福柯的生存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独著 

流行文化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独著 

目前主持

的主要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 201411-201911 80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资助项

目 

当代艺术实验：蓝天野草艺术展暨艺术

生命现象学学术研讨会 
201506-201706 20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科研培育项目 
欧洲左翼政治哲学研究 

201506-20181

2 
5 

近五年主

讲课程情

况（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3-201612 当代西方人文艺术思潮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303-201612 法哲学 每学期 32 研究生 

201303-201612 西方哲学专题 每学期 32 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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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姓名 陈嘉明 
性

别 
男 

年龄

（岁） 
64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中国知识论学会会长、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

会常务理事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方哲学博士

1989 年 
所在院系 人文学院哲学系 

学术带头

人（学术

骨干）简

介 

（超过

300 字，

请删减！）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任中国知识论学会会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哲学分析》杂志编委、《清华西方哲

学研究》编委、《德国哲学》编委；受聘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外审专家、福建省社会科学咨询专家等。获得过美国政府富布

莱特基金，英国学术院王宽城基金，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基金等，在美国等从事过访问研究或讲学。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发过 100 多篇学术论文。论文有较高的转载率与引用率，数

次名列国内哲学学科“高被引作者榜”。  

近五年代

表性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

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

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

法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独著 

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

理 
中国社会科学,P40-54 201609 独著 

哲学、“穷理”与合理性 天津社会科学，P60-64 201606 独著 

目前主持

的主要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知识论的系列研究 201406-201806 30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科研培育项目 
当代知识论的发展研究 

201506-20181

2 
5 

近五年主

讲课程情

况（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603-201606 知识论研究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609-201612 当代哲学方法论 每学期 32 本科生 

201603-201606 康德哲学 每学期 32 本科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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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姓名 王平 
性

别 
男 年龄（岁） 58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复旦大学哲学专业博士 1993 年 1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近五年来发表《阿格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多维度批判》、《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可能》

等学术论文 16 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西方哲学现代转型中的杜威与马克思》；

讲授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研究》。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可能 

 
理论探讨,P69-73 201203 第一作者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实践视域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P18-21 201210 第一作者 

马克思资本主义农业批判 

的生态意蕴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P17-20 20131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杜威研究与《杜威全集》翻译       

子项目：西方哲学现代转型中的

杜威与马克思 

201608-202008 5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

研培育项目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603-201606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每学期 32 硕士研究生 

201609-201612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 每学期 32 博士研究生 

201303-2016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每学期 32 本科生 

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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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姓名 吕旭龙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4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厦门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 2007 年 6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主要从事知识论研究。近 5 年来，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在《哲学动态》、《自

然辩证法研究》、《上海交大学报》、《厦门大学学报》、《Marxism 21》、《Feminism and Korean 

Literature》等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译介，参与《新马克思

主义评论》期刊的编撰。承担课程教学情况：从事研究生思政公共课教学（硕士生《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博士生《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现代科技革

命与马克思主义》等课程），曾负责马克思学院研究生专业外语教学。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西方传统知识论的视域与困

境——为什么知识论哲学须

重新开始？ 

金琅学术出版社（德国：萨尔布吕肯

市）Golden Ligh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6 

201608 
第一作者 

（独著）） 

Marxism as the Practice of 

“Goodness” 
Marxism 21, vol. 38 (Summer 2015) 201507 第一作者 

On the Validity and Invalidity 

of the Same Evidence 

Principle:Marxism’s Answer 

to Sceptical Problems and the 

Gettier Problem 

Marxism 21, vol. 29 (Spring 2013) 20130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西方传统知识论的视域与困境 201207-201702 6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培育项目 
马克思主义的求善品格研究 201506-201812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109-20161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每学期 32 博士研究生 

201109-201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每学期 32 硕士研究生 

201203-201507 专业外语：Human Nature 每学期 32 硕士研究生 

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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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姓名 陈鹏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8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

员；上海市领导科学学

会理事；上海市逻辑学

会会员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2009 年 6 月 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带头

人（学术

骨干）简

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 字）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

义国际经济博弈原理及其发展研究；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思

想的历史逻辑和未来发展；主持其他课题 6 项，参与 2 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9 篇，出版专著 1 部，参著 3 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结构分析方法，推进了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框架的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提出论证了社会主义

公有资本逻辑及其运行模式。承担本科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选修课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源与流》，研究生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和方法》。 

近五年代

表性成果

（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论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的争取 马克思主义研究，P89-96 201401 独著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视域中的 

宏观调控 
人民出版社 201512 独著 

党的领导力集中优化机制的新发展 思想理论教育，P74-78 201407 独著 

目前主持

的主要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思想的历

史逻辑和未来发展 
201610-201710 20 

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思想中的

领导权问题研究 
201406-201706 5 

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政理论课教

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 

 

运用需要理论增强思政课教学实效

性研究 

 

201505-201805 10 

近五年主

讲课程情

况（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3-2016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每学期 48 本科生 

201409-201612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源与流 每学期 32 
本科生、 

研究生 

201609-201612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每学期 18 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 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 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注：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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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人才培养 

Ⅲ-1  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Ⅲ-1-1  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年度 

人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招生人数 5 4 4 5 6 

授予学位人数 7 13 3 5 5 

Ⅲ-1-2  硕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年度 

人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招生人数 7 8 7 7 7 

授予学位人数 8 8 6 7 8 

注：1.有本学科授权并招生的，填本学科情况；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的，填写相近学科情况;前两项都没有的，可填联合

培养情况；三类中只能选填一类。 

2.“招生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人数包括全国 

GCT 考试录取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

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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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课程与教学 

Ⅲ-2-1  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所 在 院 系 

1 

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及基本原理

专题研究 

专业基础课 
黄伟力 

鲍金 

教授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32/2 中文 

2 
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 
专业基础课 

陈锡喜 

胡涵锦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48/3 中文 

3 
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与方法 
专业基础课 

史宏波 

陈鹏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48/3 中文 

4 
中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 
专业基础课 

张玲 

王春英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48/3 中文 

5 
社会主义改革理

论与实践研究 
专业前沿课 

周泽红 

高玉林 

汪胤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48/3 中文 

6 
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专业前沿课 孔明安 研究员 中央编译局 32/2 中文 

7 
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社会思潮 
专业前沿课 王平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32/2 中文 

8 组织文化研究 专业选修课 周国华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32/2 中文 

9 学术论文写作 专业选修课 
高玉林 

王春英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1 中文 

10 学术报告会 专业选修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 32/2 中文 

Ⅲ-2-2  拟开设的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所 在 院 系 

1 

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和意识形态

问题研究 

专业基础课 陈锡喜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48/3 中文 

2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经典著作选读

与方法论研究 

专业基础课 

张玉瑜 

胡涵锦 

黄伟力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48/3 中文 

3 
当代中国社会思

潮研究 
专业前沿课 王平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32/2 中文 

4 
习近平治国理政

战略思想研究 
专业前沿课 

陈锡喜 

胡涵锦 

周凯 

教授 

教授 

讲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1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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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前沿和中国发展

战略研究 

专业前沿课 

周泽红 

王岩 

陈锡喜 

高福进 

李建强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48/3 中文 

6 
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专业选修课 孔明安 研究员 中烟编译局 32/2 中文 

7 

网络条件下的思

想政治工作创新

研究 

专业选修课 胡近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1 中文 

 

注：1.“课程类型”限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一门课程若由多名教师授课，可多填；授课教师为外单位人员的， 

在“所在院系”栏中填写其单位名称，并在单位名称前标注“▲”。 

2. 在本学科无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填写相关学科课程开设情况。 

 

Ⅲ-2-3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致

远”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杰、施索华等 2014年 

2 
上海市级教学成果

奖 
一等奖 

以“责任、奉献、创新”为导向的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践及成效 

朱健、施索华等 2013 年 

3      

4      

5      

6      

 

注：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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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3  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 10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

专利、赛事名称、展

演、创作设计等）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

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

及专利号，参赛项目及名次，创作设计

获奖 

时间 学生姓名 

学位类别 

（录取类型/入学

年月/学科专业） 

1 
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批判理论的三大转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 22-27 页，他引

3 次。 

2015 年第

1 期 
朱杨芳 

博士（全日制

/2013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2 

监控式资本主义:垄

断金融资本、军工复

合体和数字时代 

国外社会科学，第 4-13 页。 
2015 年第

1 期 
刘顺 

博士（全日制

/2013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3 

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

主义研究动向——基

于五种马克思主义期

刊(2005—2014)的计

量分析 

科学社会主义，第 35-43 页，他引 4 次。 
2015 年第

4 期 
刘顺 

博士（全日制

/2013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4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

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

系 

教学与研究，第 84-89 页，他引 1 次。 
2016 年第

9 期 
刘伟 

博士（全日制

/2014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5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实

质:怀特海式的马克

思主义观 

天津社会科学，第 22-30 页。 
2016 年第

6 期 
李国泉 

博士（全日制

/2015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6 

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

和解:《资本论》及其

手稿的生态意蕴 

学术交流，第 31-34 页，他引 1 次。 
2014 年第

4 期 

 

 

万冬冬 

博士（全日制

/2012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7 

资本主义的双重环境

危机:伯克特对马克

思生态思想的政治经

济学解读 

当代经济研究，第 15-19 页，他引 2 次。 
2014 年第

3 期 

 

 

万冬冬 

博士（全日制

/2012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8 
论习近平的马克思主

义观 
社会主义研究，第 16-22 页。 

2016 年第

6 期 

 

 

袁婷婷 

博士（全日制

/2015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9 

论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的理论权威建

设 

《理论探索》 

《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教育》 

治 

2016 年第

6 期 2017

年第 1 期 

刘伟 

博士（全日制

/2014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10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中

的社会思潮辨析与引

领 

湖北社会科学，第 19-24 页，他引 2 次。 
2015 年第

6 期 

 

 

朱文婷 

博士（全日制

/201309/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注：1.限填写除导师外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成果。 

2.“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录取类型”填“全日制、非全日制”。 

3.在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点的，可填写相关学位点在校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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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科学研究 

Ⅳ-1 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计数 

类别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国家级项目 1 15   3 66 3 124 2 62 

其他政府 

项目 
6 25 6 40 4 22 5 13.8 5 20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目） 
4 28 3 14 10 91 7 45 6 43 

合计 11 59 9 54 17 179 15 202.8 13 125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65 608.8 35 387.8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9 267 26 120.8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

（项） 
0.32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

（万元） 
3.04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万元） 
1.94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10 

出版专著数 32 师均出版专著数 0.8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420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10.5 

对照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简要补充说明科学研究情况（限填 400 字） 
 

现为上海市示范性马克思主义学院，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1 人、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1 人、教育部社会科学

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学部委员 1 人、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国家教学名师 1 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才 1 人，上海市曙光学者 1 人、阳光学者 3 人、上海市高校思

政课名师工作室 1 个等。 

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机构合作，成立“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化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和教育中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领导力国际研究中心”等研究基地和中

心。 

 

注：本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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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2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 5 项） 

序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 

年度 

1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优

秀通俗理论读物奖 

一等奖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陈锡喜 2016 年 

2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著

作类 

二等奖 
科学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方法论研究 
胡涵锦 2016 年 

3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

类 

二等奖 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 陈锡喜 2016 年 

4 

上海市第十届邓小平理

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

奖著作类 

二等奖 
政治认同的理论思辨——与大学生谈实现中

国梦的自信和自觉 
陈锡喜 2014 年 

5 

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网络

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 

无等级 马克思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 鲍金 2012 年 

注：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Ⅳ-3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限填 20 项） 

序

号 
名  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限 100 字） 

1 
平易近人——习近平

的语言力量 
陈锡喜 2016 年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外文出版社联合

出版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

优秀成果奖优秀通俗理论读

物奖一等奖 ，印数达 1000000

册，荣登光明日报“中国高校

出版社年度书榜”、中国图书

评论协会“大众好书榜”榜首，

被翻译成英、韩、日等多国语

言海外出版，反响强烈。 

2 

 

协商治理的中国逻辑 

 

王岩 

 

2016 年

第 7 期 

中国社会科学  

3 

政治认同的理论思辨

——与大学生谈实现

中国梦的自信和自觉 

 

陈锡喜 

 

2013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第十届邓小平理论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著作类

二等奖 

4 

科学总结历史和现实

经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

发展方法论研究 

 

 

胡涵锦 

 

 

2016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

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优秀成果

奖二等奖 

5 
论意识形态的本质、

功能、总体性及领域 

 

陈锡喜 

 

2014 年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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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生第一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 

黄伟力 2015 年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7 
全球化：东亚经济与

文化 

黄伟力 2014 年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8 
《资本论》哲学的新

解读 

鲍金 2016 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

项目全额资助出版 

9 

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的对话平台建设及其

重要意义 

王岩 
2016 年

第 5 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  

10 
论国际经济博弈主动

权的争取 

陈鹏 2014 年

第 1 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  

11 
揭开消费主义的意识

形态面纱 
鲍金 

2013 年

第 11 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  

12 
恽代英与基督教青年

会（1915-1921） 
邓军 

2016 年

第 7 期 

道风：基督教文化评

论 
A&HCI 期刊 

13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及其建构 

黄伟力 2016 第

6 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韩国 KSSCI 期刊 

14 
论协商民主的内在价

值意蕴 

王岩 2015 年

第 9 期 哲学研究  

15 

资本的历史限度：马

克思对资本内在限度

的揭示及其当代佐证 

高玉林 
2015 年

第 5 期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6 

论货币的社会权力—

—基于马克思货币理

论的当代考察 

鲍金 2016 年

第 3 期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7 

拜物教为什么是“客

观的思维形式”？—

—抽象视阈中的马克

思拜物教批判再阐释 

鲍金 
2013 年

第 6 期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8 
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批判理论的三大转向 
朱杨芳 

2015 年

第 1 期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 
抗争政治中的国家视

角：回顾与展望 

周凯 2015 年

第 10 期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 
基层社会治理的理性

认知与实践路径研究 
王岩 

2016 年

第 3 期 
中国行政管理  

 

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力

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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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4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 10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 

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 100 字） 

1 中国话语与理论创新 咨询报告 陈锡喜 上海思想界 2016 年第 5 期 

2 

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建

议 

咨询报告 陈锡喜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专报 2015 年第 3 期 

中国大学智库 2014 年年会咨询报告集 

3 
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

会科学 
咨询报告 陈锡喜 上海思想界 2014 年第 10 期 

4 
思政课教材对马克思的

误读和勘校 
咨询报告 陈锡喜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专报 2014 年第 8 期 

5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咨询报告 陈锡喜 

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学术

研讨会（2014 年） 

6 气壮理直讲主义 咨询报告 陈锡喜 上海思想界 2013 年第 3 期 

7 
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安

全的若干思考 
咨询报告 王岩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5 年第 1 期 

8 
中央企业腐败存量治理

策略研究 
咨询报告 王岩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5 年第 6

期 

9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的化解理念与路径研究

——基于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视角 

咨询报告 王岩 中国行政管理 2014 年第 12 期 

10 

把握三个着力点，推动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在高校落地生根 

报告 朱健 
全国高校学生工作专题研讨班 2016 年 6

月 

 

注：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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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5  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 10 项） 

序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 

到账经费 

（万元） 

1 
欧洲生命哲学的新 

进展(14ZDB0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

目 
201411-201711 高宣扬 36 

2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

国理政的精神文明建

设思想研究

（16ZZD0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专

项）项目 
201601-201812 王岩 50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 

略思维及其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新 

贡献（15AKS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 
201506-201801 陈锡喜 32 

4 

学术思想理论动态 

与意识形态建设方 

略研究（15BKS08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 
201505-201906 王岩 32 

5 

当代符合论辩护语 

境下的使真者理论 

研究（14CZX0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

目 
201406-201703 李主斌 18 

6 

马克思的资本限度 

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研究（12CZX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

目 
201205-201612 高玉林 15 

7 

马克思主义国际经 

济博弈原理及其发 

展研究（10CKS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

目 
201006-201512 陈鹏 10 

8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

经济思想的历史逻辑

和未来发展

（16FKS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

助项目 
201609-201705 陈鹏 12 

9 
《资本论》哲学的新

解读（14FZX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

助项目 
201412-201512 鲍金 12 

10 

胡锦涛关于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思 

想研究

（09YJA71005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0906-201407 黄伟力 6.5 

 

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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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6  近五年代表性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6-1  创作设计获奖（限填 5 项） 

序号 
获奖作品/ 

节目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 

时间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如：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6-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 5 项） 

序号 
展演作品/ 

节目名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

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如：本单位主要参与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6-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的其他方面，限 300 字） 

 

 

 

 

 

 

 

 

 

注：本表仅限申请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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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Ⅴ-1  近五年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项目 

计数 

主办、承办国际或全国

性学术年会（次）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

议上报告（次） 

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

告（次） 

资助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交流专项经费（万元） 

累计 6 30 6 15 

年均 1.2 6 1.2 3 

Ⅴ-1-1  近五年举办的主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限填 5 项） 

会议名称 
主办或承办 

时间 

参会人员 

总人数 境外人员数 

“马克思与现代化”高端论坛 2012 年 12 月 8 日 60 7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高层论坛 2012 年 5 月 5 日 90  

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型领袖人才培养高层论 2014 年 6 月 15 日 70 5 

全球化与东亚文化及经济 2013 年 7 月 5 日 40 8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三进”研讨会 2014 年 6 月 19 日 45  

Ⅴ-1-2  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情况（限填 10 项） 

序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时间 

1 
马克思主义阶级和国家

理论及其实践问题 

上海市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研讨会，上海 
陈锡喜 大会报告 

2014 年 12

月 5 日 

2 
中国梦：在整体与个体之

间 

中国梦的世界对话国际研讨会，上

海 
陈锡喜 大会报告 

2013 年 12

月 7 日 

3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与

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经验交流会 
王岩 大会报告 

2015 年 12

月 11 日 

4 
哲学的批判与现代价值

反思 

江苏省社科界第七届学术大会马克

思主义研究专场，南京 
王岩 大会报告 

2013 年 11

月 5 日 

5 
逻辑教学改革的思考与

尝试 
上海市逻辑学会 2013 年年会，上海 黄伟力 大会报告 

2014年 3月

9 日 

6 
十八大以来中共领导下

的基层自治与共治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日本 周凯 大会报告 

2016 年 11

月 25 日 

7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看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

思维 

全国高校学生工作专题研讨班，南

京 
陈锡喜 分会报告 

2016年 9月

26 日 

8 

把握三个着力点，推动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在高校落地生根 

全国高校学生工作专题研讨班，南京 朱健 分会报告 
2016年 9月

26 日 

9 
党关于青年论述的方法

论启示与中国梦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梦’”专

场研讨会，上海 
胡涵锦 分会报告 

2013年 9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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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践观视域中的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梦’”专

场研讨会，上海 
鲍金 分会报告 

2013年 9月

21 日 

注：“报告类型”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注：1.同一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有多种冠名的，不重复填写。 

    2.“批准部门”应与批文公章一致。 

Ⅴ-2  可用于本一级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 

Ⅴ-2-1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万册） 

订阅国内专

业期刊（种） 

订阅国外专

业期刊（种） 

中文数据库

数（个） 

外文数据库

数（个） 

电子期刊读

物（种） 

20 5 1000 200 40 20 5000 

Ⅴ-2-2  代表性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平台（限填 5 项） 

序

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基地 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化研究基地 
中央编译局、上海交

通大学 
2012 

2 中心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2012 

3 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

教育中心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

海交通大学 
2016 

4 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领导力国际研究中心 
上海市领导科学研究

会、上海交通大学 
2013 

5     

Ⅴ-2-3  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实验室总面积

（M2） 
 

最大实验室面积

（M2） 
 

Ⅴ-2-4  其他支撑条件简述（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填写，限 200 字） 

学院办公室配备一整套打印、复印设备，可为学院教师和学生提供充分的文印服务；学院为研究生课

程安排专门的教室，保证每一门课程的教学环境和秩序；学院所有教研室均有独立办公室，每个教研室均

配备电脑、打印机、空调等设备，为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学习奠定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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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推荐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增列

申请。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2017年 7月 12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

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2017年 7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