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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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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兴趣领域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中共党史研究 

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读书理论与实践研究 

4.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电子邮箱

shanxidaxuexie@sxu.edu.cn

通讯地址

030006 太原小店区坞城路92号 山西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谢忠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副院长

简介
谢忠强，1980年5月生，山东沂水人，上海大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山西省“三晋英才”、山西大学“十佳青年教师”、中国青少
年研究会理事，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兴趣领域为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系统梳理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支援全国其他
地区共同发展的历史及经验，分析研究了中共领袖的读书理念与实践。主持国家和省级课
题7项，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其中CSSCI论文30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获山西省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二等奖。接受山西卫视、山西日
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专访，为山西省司法系统、公安系统、税务系统、中石化公
司、太原市科技局等机构做报告，阐释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重
要会议精神。

教育背景
2011.9—2014.7 上海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 
2003.9—2006.7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

最高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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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 上海大学历史学博士

工作简历
2014.7—现在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2014.10—2017.9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部分学术兼职

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理事

山西省智库协会会员

山西省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教授过的部分思政课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博士生公共必修思政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硕士生公共必修思政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科生公共必修思政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科生公共必修政治理论课）

部分出版物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1]谢忠强：《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7。被国内媒体评选为“十九大”精神大学习、大讨论有针对性图书，获山西省
第十一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2]谢忠强：《系统论视阈下山西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经验研究》，《系统科学学
报》2019（3）：96-101。获山西省2019年度百部篇工程二等奖。 

[3]谢忠强：《从1949年到2009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路径——纪念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60周年》，《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3）：1-4。 

[4]谢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人教育事业的百年历程及宝贵经验》，《社会科学
家》2021（6）：33-39。 

[5]谢忠强：《山西抗战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旅游宣传与开发》，《社会科学家》2021
（1）：61-67。 

2.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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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忠强：《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厂内迁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3）：
88-99。 

[7]谢忠强：《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到中国济难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视
阈下中国济难会创建之历史解读》，《广西社会科学》2020（1）：132-137。 

[8]谢忠强：《上大五卅特刊对五卅运动的总结与反思》，《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4（1）：126-134。 

[9]谢忠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太行革命根据地救济灾荒工作述略》，《中国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42-148。 

[10]谢忠强：《1950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化艺术资源的内迁——以戏剧界支援全国为中
心》，《南大戏剧论丛》2015（1）：104-112。 

[11]谢忠强、李鸽：《上海电影界对全国电影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以20世纪50年
代后半期为中心的考察》，《文艺评论》2020（1）：119-125。 

[12]谢忠强：《跨越1949:上海慈善事业新旧转型初探》，《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13（2）：110-115。 

[13]谢忠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支援三线建设项目的差异性研究——基于数
量统计的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14（1）:5-14。 

[14]谢忠强：《1949年上海南下随军服务团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3（3）：
72-77。 

[15]谢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反轰炸斗争述略》，《军事历史研究》2012
（4）：66-74。 

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读书理论与实践研究
[16]谢忠强、邢锐锐，《20世纪90年代以来毛泽东读书观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图

书馆》2018（6）:49-54。 
[17]谢忠强、乔燕玲，《建国以来列宁图书馆事业发展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5期：1-6。 
[18]谢忠强、陈榕：《毛泽东<论鲁迅>：共产党人心中的“鲁迅精神”》，《团结

报》2021年12月25日。 
[19]谢忠强、武志涛：《“马列人生”：邓小平的读书实践》，《团结报》2020年9

月17日。 
[20]谢忠强：《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文献的编辑出版》，《团结报》2021年1月

28日。 
[21]谢忠强、贾浩楠：《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读书——李大钊的读书观》，《团结报》

2021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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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谢忠强、李鸽：《周恩来生平读书实践述略》，《山西档案》2019（2）：147-
153。 

[23]谢忠强、李敏杰：《刘少奇生平读书实践述论》，《山西档案》2019（3）：147-
135。 

[24]谢忠强、袁随芳：《习近平党员干部读书学习观论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9（3）：1-5。 

[25]谢忠强、袁随芳：《窑洞书香:七年知青岁月中习近平读书特点论析》，《延安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6-61。 

[26]谢忠强：《延安时期毛泽东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考略》，《中共山西省委党
校学报》2019（1）：113-115。 

[27]谢忠强、邢锐锐：《毛泽东读书史考略》，《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131-136。 

[28]谢忠强、武志涛：《邓小平的读书观》，《百年潮》2020年第6期，第17-23。 
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29]谢忠强：《中国慈善救助事业发展史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获山西省

第十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16年度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三等奖。 
[30]谢忠强：《近代以来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0。 
[31]谢忠强：《日本侵华背景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

社，2021。 
[32]谢忠强：《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及其在西北边疆的抗战宣传》，《回族研究》

2021（2）：32-39。 
[33]谢忠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揭露日本东京清真寺落成礼阴谋史实考略》，

《中国穆斯林》2020（5）：24-26。 
[34]谢忠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战地服务活动考论——以武汉沦陷前后

为中心》，《回族研究》2020（2）：16-21。 
[35]谢忠强：《佛教与慈善:王一亭晚年以佛施善活动考略》，《上海文化》2019

（4）：80-85。 
[36]谢忠强：《日军空袭南京罪行初探》，《民国档案》2017（3）：79-87。 
[37]谢忠强：《竺可桢与民国时期的历法改革》，《甘肃社会科学》2017（3）：92-

96。 
[38]谢忠强：《近代中国尚武思潮论析》，《青海社会科学》2016（2）：182-188。 
[39]谢忠强：《报纸与都市民俗鼎革——以<申报>在民国上海改历进程中的助推作用

为中心》，《民族艺术》2015（6）：1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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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谢忠强：《中国佛教界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赈济》，《五台山研究》2015
（3）：16-19。 

[41]谢忠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中的旧历年俗改革之议》，《文化遗产》
2015（3）：100-109。 

[42]谢忠强：《民国时期沪上慈善组织的经费考察——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例》，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45-151。 

[43]谢忠强：《民国时期沪上慈善组织的现代性特征初探——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
例》，《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08-111。 

[44]谢忠强：《清末留日政策演变述论》，《历史档案》2011（4）：100-104。 
[45]谢忠强：《景梅九留学日本期间革命活动考略》，《历史档案》2010（4）：131-

134。 
[46]谢忠强：《“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

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22-127。 
[47]谢忠强：《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风潮述略》，《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84-86。 
[48]谢忠强：《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事功考论》，《暨南史学》2021（1）：209-

217。 
[49]谢忠强、陈榕：《鲁迅的读书观》，《团结报》2021年4月29日。 
[50]谢忠强：《南京沦陷前的城市防空实践》，《黑龙江社会科学》2021（5）：104-

110。 

课题研究
主持完成中国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厂内迁资料的收集、整

理与研究》、2021—2022年度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重点课题《感受百年大党的冲霄之
气》、2018年度山西省教育厅研究生教改项目“十九大"精神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实效性提升研究”、山西省社科联晋商文化研究专项“明清至民
国时期晋商慈善活动研究”、2018年度山西省哲社规划课题“山西省改革开放40周年历程
及经验研究”、2016年度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课题“科技创新支撑抗战文化宣传与山西旅游
业跨越发展研究”、2015年度山西省哲社规划课题“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救助工作的历史
与经验研究”等7项课题。 

奖励和荣誉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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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92号山西大学

邮编：030006 电话：0351-7011244 Email：mkszyxy@sxu.edu.cn

1.2020年，山西省第十一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评审委员会。

2.2018年，山西省第十一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评审委员会。

3.2018年，山西省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三等奖，山西省教育厅。

4.2021年，2020年度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二等奖，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5.2017年，2016年度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三等奖，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6.2016年，2015年度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三等奖，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7. 2018年，山西省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决赛三等奖。

荣誉

1. 2019年，山西大学首届“十佳青年教师”。 

2. 2019年，山西省首批“三晋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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