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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 

    冯俊，男，1958年生，湖北省英山县人。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访问讲席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
原副校长、哲学院院长。哲学博士、二级教授（2007年）、博士生导师（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学会学术兼
职: 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组专家，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三理事长之一），中国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欧盟学会副会长，中国唯物辩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常
务理事，中国人权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美国Chinese Philosophy杂志编委，Springer出版的Frontier of Philosophy 
杂志编委，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4），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2009
年起）。曾任：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学科发展和专业设置委员会委员，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
高教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高校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
会理事等职。 

  

    1987年底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93年被国家教委选拔进入“全国作为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的100名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出
国项目。1994-1995年间在英国牛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1994年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学术成就奖”。 1995年6月起任正教授，1996年12月
起担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被列入“北京市跨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百人工程”（1997—2000）。1998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2001年入选为“北京市新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百人工程”（ 2001-2005）。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首批）

页码，2/15(W)w

2018/10/30http://iasec.sjtu.edu.cn/CN/show.aspx?info_lb=18&info_id=118&flag=3



被评定为二级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个人专著有《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法国近代哲学》、《当代法国伦理思想概论》、《开启
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 》，《行走于教育和哲学之间——冯俊教育讲演录》，《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以法国哲学为重点的西方哲
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冯俊卷）等；合著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西方哲学史新编》、《西方哲学问题研究》、《当代
外国伦理思想研究》、《西方哲学史》等；主编有《世界名人人大演讲录》，《谈学论教集》，《师风教艺录》，《哲学家》（2006卷，
2007卷，2008卷），《亚洲学术》（2006卷，2007卷，2008卷），《中浦院书系》（已出版10余种）、《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与龚群共
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等，翻译有《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等书，主持翻译《劳特利奇
哲学史》（十卷本）和《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国际中国哲学精译系列》（与成中英共同主编）等哲学著作和教材20余种，发表中
外文学术论文100余篇，给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十余门。主持和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
果奖和优秀论文奖一、二、三等奖20余项，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学术交流和访问，国内外10多种报刊和名人传记介绍过他的学
术成就。 

 
一、学习和工作经历 
  

1．学习经历与学位 
1994.4--1995.4  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高级访问学者。 
1985.2--1987.12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导师为庞景仁，王玖兴，苗力田教授。 
1982.1--1984.12  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导师为陈修斋，杨祖陶教授。 
1978.2--1981.12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社科系马列理论师资班（本科），获学士学位。 

 
2．职业经历与职务 
2008.7—至今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其间2010年7—8 参加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府高级管理者培训项目） 

2001．2—2008.8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2005．6—2008.7  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其间2005．9—10 参加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麦考
利大学“影子校长”项目，2003．8—10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22期高校领导进修班学习） 

1996.10—2001.10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外事处）处长兼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其间1998. 6—8法国马赛第三大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科
学大学）进修法语） 

1995.6--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0.12--1995.5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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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2--1990.11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师 

  

3. 现任职务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常务副院长  2008年7月至今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
会，职称评审推荐委员会 

主任  2009年3月至今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长江三角洲研究院  院长  2009年7月至今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
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首席专家  2009年10月起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哲学评审组  专家  2004年至今 

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  2006年3月至今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理事长  2006年8月至今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副理事长  2006年4月起至今 

中国欧盟协会  副会长  2001年11月起至今 

中国唯物辩证法研究会  常务理事  2009年12月起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  常务理事  2009年3月起 

中国人权研究会  常务理事  2007年6月起至今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副主席  2010年4月起至今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
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首席专家  2009年11月起至今 

Frontier of Philosophy杂志（Springer出版集
团） 

编委  2007年至今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杂志（Blackwell
出版集团） 

编委  2008年至今 

中国亚非交流与发展研究会  顾问  2007年1月起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兼职教授  2008年11月起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育部重点研究 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职200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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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任职务 

  

  

基地）  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  副校长  2001年2月至2008年8月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  常委  2006年11月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2006年3月起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  委员  2007年1月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院长  2005年5月至2008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主任  2002年4月至2009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2002年11月至2008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学会  副理事长  2005年起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
心学术委员会 

主任    

教育部学科发展和专业设置委员会  委员  2007年1月至2009年12月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  副理事长  2007年6月至2009年1月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副理事长  2001.7—2006.7 
中国亚非交流与发展研究会  常务理事  2001-2006年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  委员  2002-2005年 

全国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  副理事长  2001--2005年 

北京高校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  理事长  2001--2006年 

中国高教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研究会  副会长  2001年--2005年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  理事  2000年至今 

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  理事  1997年至今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评审专家  2001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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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作 

  

  

四、译著 

  

《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以法国哲学为重
点的西方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文库
·冯俊卷） 

45万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行走于教育与哲学之间——冯俊教育讲
演录》 

文集45万字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当代法国伦理思想》  专著23万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年3月版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  专著25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版 

《法国近代哲学》  专著54万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版 

《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  专著合著58万字  商务印书馆  2003年8月版 

《法国近代哲学》  专著54万字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2000年3月版 

《当代法国伦理思想概论》  专著23万字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94年版 

《西方哲学史》  合著承担12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当代外国伦理思想研究》  合著承担10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西方哲学问题研究》  合著承担10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6月版 

《西方哲学史新编》  合著承担7万  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  专著19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11月版 

牛津西方哲学简史，（英）安东
尼.·肯尼 

冯俊等译校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
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第一
版 

《中世纪哲学》，《劳特利奇哲学
史》（10卷本） 

主要译者之一并作丛书中文翻译
总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英国哲学和启蒙时代》，《劳特
利奇哲学史》（10卷本） 

主要译者之一并作丛书中文翻译
总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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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编著作文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 
《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与龚群共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长江三角洲年鉴》（2007-2008年卷），线装书局，2010年12月。 
《中浦院书系》，已出版12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 
《亚洲学术》（2008），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 
《哲学家》（2008），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康德和儒家哲学》（与成中英共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精译系列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古代哲学》，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政治哲学》，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社会科学哲学》，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伦理学理论》，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本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哲学逻辑》，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本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哲学家 2007》，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出版。 
《亚洲学术 2007》，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出版。 
《师风教艺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出版。 

《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
《劳特利奇哲学史》（10卷本） 

主要译者之一并作丛书中文翻译
总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劳
特里奇哲学史》第二卷 

主要译者之一并作丛书中文翻译
总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 

《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
熹的“理”的观念》 

翻译18万字  商务印书馆  2005年6月版 

《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二卷《从亚
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 

校译56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 

《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从开
端到柏拉图》 

校译58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版 

《人文科学的逻辑》  校译14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8月版 

《人文科学的逻辑》  校译14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出版 

《笛卡尔》  翻译9万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出版 

《解释学和人文科学》  合译承担两章约3万余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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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论教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 
《哲学家 2006》，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出版。 
《亚洲学术 2006》，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出版。 
《世界名人人大演讲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4年8月出版。 

  

六、个人论文（100余篇） 
近六年（2006.1—2012.12）科研成果 
1. 著作 
《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以法国哲学为重点的西方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文库•冯俊卷），45万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行走于教育与哲学之间——冯俊教育讲演录》，文集45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 
《当代法国伦理思想》，专著23万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2.译著： 
《中世纪哲学》，60万字，《劳特利奇哲学史》（10卷本），主要译者之一并作丛书中文翻译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英国哲学和启蒙时代》，60万字，《劳特利奇哲学史》（10卷本），主要译者之一并作丛书中文翻译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60万字，《劳特利奇哲学史》（10卷本），主要译者之一并作丛书中文翻译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9年出版。 
 
3. 主编： 
《中国国情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2012年1月第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研究》，《中浦院书系》研究报告系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长江三角洲年鉴》（2007-2008年卷），线装书局，2010年12月出版。 
《中浦院书系》，已出版12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 
《亚洲学术》（2008），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 
《哲学家》（2008），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康德和儒家哲学》（与成中英共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精译系列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古代哲学》，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政治哲学》，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社会科学哲学》，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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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理论》，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本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哲学逻辑》，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中文翻译本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哲学家 2007》，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亚洲学术 2007》，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师风教艺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谈学论教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哲学家 2006》，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亚洲学术 2006》，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4. 论文 

  

超越西式现代性，走生态文明之路——
冯俊教授与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
布教授对谈录，（中）冯俊，（美）柯
布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
第6卷第1期（总第26期），16—19
页。 

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当
代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年07月02日。 

干部教育培训的经验性认识  《光明日报》，2012年8月20日。 

邓小平干部教育培训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9
月（总第300期），13—20页。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中国的发展  《文汇报》2012年11月19日。 

时代呼唤并孕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6日，第
一版。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解放日报》，2012年12月11日。 

干部教育培训应该处理好五个关系 
《学习时报》2010年12月20日第10
版。 

应对五大挑战，提高建设和谐社会的能
力 

《理论视野》2010年第11期（总第129
期）。 

改革创新，打造特色鲜明的品牌院校  《组织人事报》，2010年9月30日。 

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学
习《改革纲要》的体会 

《干部教育培训研究》（内部发行）
2010年第3期，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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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习型党组织的基本特征和建设途径  《人民日报》2010年9月1日第7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与中、西、
马哲学对话（论文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1978—
200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
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与中、西、
马哲学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0年春季
号总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8月。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关系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1
期。 

作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实践者  《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12期。 

应对危机时局，共建和谐世界  《现代领导》，2009年第11期。 

亚洲共同体离我们还有多远？（主编的
话） 

《亚洲学术》（2008），人民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创新和贡献 

《亚洲学术》（2008），人民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 

建国以来党的干部教育培训的历史演进
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1），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新中国60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历程  《红旗文稿》，2009年第18期。 

比较哲学方法论（笔谈）  《文景》总第58期，2009年9月。 

中国哲学的多重镜像，代序 

《康德和儒家哲学》（与成中英共同
主编），国际中国哲学精译系列第一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
版。 

提升国际性是建设世界一流培训学院的
重要途径（笔谈）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
第4期。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и филоофии, ВECTHИK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2(50) 2009.(“哲学史研究方
法论问题简论” 

俄罗斯哲学学会学报，2009年（总第
50卷）第2期。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China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 Quarterly Journal, Volume 30, No. 3, 

页码，10/15(W)w

2018/10/30http://iasec.sjtu.edu.cn/CN/show.aspx?info_lb=18&info_id=118&flag=3



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英
文版) 

August 2009.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因素  《新华文摘》2009年第9期。 

后现代游戏说的基本特征（与洪琼合
作）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7 期。 

五四运动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笔
谈）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
第3期。 

大力推进领导人才教育培训的改革创新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
第3期。 

现代社会的挑战与干部教育改革创新 

《改革创新铸辉煌——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理论研讨
会论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4
月出版。 

后现代游戏说的基本特征（与洪琼合
作）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General Education and Reading the 
Classics, 

The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nglish Edition), Volume 4，
No.1 2009. 

On Levinas’s Ethic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 
35, number 4, December 2008. Wiley-
Blackwell, U.S.A 

General Education and Reading the 
Classics 

in Classics for an Emerging World,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Liberal 
Educ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Jan. 
19—20, 2008, edited by Wm. Theodore 
De Bary, Shang Wei, and Rachel E. 
Chung, pp. 76--82 ,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The Highlights of Western Philosophy 
Studi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Perceptions and Images of China"，eds. 
Heinz-Dieter Assmann, Thomas M.H. 
Chan, Karin Moser v. Filseck， in: 
"Neue China Studien" vol. 2 (eds. Xuewu 
Gu, Sebastian Heilmann,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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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221- 231  Lackner, Harro von Senger)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2008，ISBN 978-3-8329-3459-0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因素  《理论视野》，2008年第12期。 

转型社会的挑战干部教育改革创新  《人民论坛》, 2008年12月第23期。 

论列维纳斯的伦理学 

杨大春，Nicholas Bunnin，Simon 
Critchley 主编《列维纳斯的世纪或他
者的命运》（杭州列维纳斯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8年7月。 

教哲学学哲学的方法指南  《哲学动态》，2008年第2期。 

奥运精灵的舞蹈《奥运人物白描画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 

“东亚也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 
《亚洲学术》2007，人民出版社, 2008
年7月 

“公共性”的哲学视野 
《哲学家》2007，人民出版社, 2008年
7月出版 

哲学之树常青 
《哲学家》2007，人民出版社, 2008年
7月出版 

西方哲学中的“和谐”思想 
《哲学与文化》，台湾辅仁大学, 2008
年5月出版 

教哲学学哲学的方法指南  《哲学动态》, 2008年第2期 

21世纪教育的特点  科学时报, 2007-12-18. 

“从知识就是力量”到“文化力竞争”  《文景》（上海）, 2007年第10期 

让-保罗·萨特和以塞亚·伯林自由观之比
较 

《哲学家》2006，人民出版社, 2007年
10月 

《哲学家》2006序 
《哲学家》2006，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月, 

《师风教艺录》序 
《师风教艺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7年10月出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校报》, 2007.5.15 

毛泽东主席邀请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感
言 

《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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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表论文： 
加强干部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须处理好三方面关系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关系 
在继承传统中与时俱进 大力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实践者和促进者 
建国以来党的干部教育培训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5．科研项目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日韩道德教育比较研究”，2011年 
首席专家，主持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2009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7.5.15 

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人大特点的通识教
育课程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7.4.15 

Western Philosophy Studi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Journ al of Renmin University (English 
Edition)，2007.No.1 

为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2.12.15 

哲学之树常青  《光明日报》2006年11月6日 

让-保罗·萨特和以塞亚·伯林自由观之比
较 

人民出版社 《哲学家》2006，2006年
11月版 

哲学、哲学家与《哲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6.9.25 

怎样将大学办得让人民满意 
《国际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管理》，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我看人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传
统 

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6.6.25 

儒学的人文精神  《新华文摘》，2006年第8期 

校园文化建设的几个关键因素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现代大学的文
化精神》，2006年版 

自主创新和大学教育 
《科学时报》“大学周刊”，2006年5
月9日B3版 

提倡人文精神，弘扬人文传统  《学术界》，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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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组部课题子课题“官本位在干部队伍中的种种表现”，2009年 
主持中组部课题总课题“干部教育培训运行机制改革问题研究”，2009年 
主持社会横向课题“希腊哲学与奥运精神”，2008年 
主持教育部“985工程”二期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省部级）“哲学经典著作的阐释和翻译”，2006年 
主持“211工程”二期项目（省部级）“翻译十卷本《劳特利奇西方哲学史》，2005年 
主持教育部“985工程”二期“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哲学理论创新”创新基地项目（省部级），2005年 
独立承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才支持计划”（省部级）,2004 

6．获奖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  2012年 
获“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精品教
材奖”（最高奖项） 

中组部课题子课题“干部教育培训的体制机
制创新研究” 

2010年  获中组部科研项目成果二等奖 

“建国以来党的干部教育培训的历史演进与
基本经验” 

2009年10月 
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举办的
“新中国60年与执政党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中组部课题子课题“官本位在干部队伍中的
种种表现” 

2009年  中组部科研项目成果二等奖 

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实践者和促
进者 

2009年  获上海市直机关党委理论学习优秀论文奖 

《行走于教育与哲学教育之间——冯俊教育
讲演录》 

2008年9月  获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 

《现代大学的文化精神》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06年  获2006年度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 

法国近代哲学  2006年  教育部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开启理性之门  2006年  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怎样将大学办得让人民满意  2006年  北京市委宣传部局级领导学理论优秀论文一等奖 

怎样将大学办得让人民满意  2006年  北京市教工委高校领导干部理论学习优秀论文一等奖 

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和
中国入世的挑战 

2006年5月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优秀论文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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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媒体访谈 
八荣八耻：新时代的荣辱观，2006年3月24日《凤凰资讯台》“新闻今日谈”。 
以评估工作为契机 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冯俊副校长谈迎评促建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6-06-28 ）。 
中国人民大学：建世界一流知名高校，《教育双周刊》2006年第10期。 
坚持以学生为本 做好迎评促建工作——访冯俊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6年12月9日的“迎评专刊” 
迎接挑战，重铸辉煌——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哲学院院长冯俊教授，2007年《光明日报》 
干部教育创新路，浦东模式开新篇，《现代领导》2010年第3期访谈。 
干部教育直面风险社会，《南风窗》2010年第7期访谈。 
冯俊：开创干部教育培训的大格局，陈叶军，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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