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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一、学科概况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现设有中共党史党建硕士点。该院设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研室、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研室（含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

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教研室、 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研究

生工作办公室。现有专职教师 34 名，其中教授 10人，副教授 15 人，博士生导师 4人，硕

士生导师 24人，讲师 12 人，行政及教辅人员 5 人。其中，专职教师中获得博士学

位 6 人，在读博士4人，获得硕士学位的 16 人，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师占专职教师

的 77% （截至2007年底统计）。、现设有 8 个硕士点、3 个博士点和 2 个研究中心。 

     党史学科教师主要分布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研室。

它是由"毛泽东思想概论教研室"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研室合并

而成，简称"概论"教研室。"概论"教研室现有专任教师10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4人，讲师

1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有2人，在读博士2 人，获得硕士学位的有6人。该教研室承担的课程主要

有：本科生课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

政治》；全校硕士生公共理论课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全校博士生公共课程《马克

思主义原著选读》；本部硕士生课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毛

泽东政权思想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邓

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理

论》。教研室科研的主要方向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概论"教研室还承担《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教学任务。"概论"教研室成员：

陈国新，教授，博导；任新民，马列部副主任，教授，博导；金子强，教授，硕导；刘亚建，

教授，硕导；鄢显俊，教授，硕导，教研室主任，在读博士；田斌生，副教授，硕导 

；黄艳，副教授，硕导；杨仕，副教授，硕导；王景和，副教授，硕导；李维昌，讲师，马列

部研究生秘书，在读博士。 

一、 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方向设有：01 中共党史和地方党史研究；02 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03 党的组织人事工作研究。 

三、师资队伍 

中共党史（及党的学说、党的建设）硕士点导师：导师组组长： 任新民；导师： 任新民、

金子强、刘亚建、张巨成、陈梅等。 

任新民，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云南省高等

院校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演讲协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地区

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政策方面的研究。从教以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国家级核心

期刊12篇。2000年以来，共出版个人专著一部、担任主编、参与主编、副主编著作15部。近年

来，共主持完成多个项目，2007年获得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多民族边疆地区的探索与实践》。2009年获得云南大学211三期民族学建设项目《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参与主持国家级、省级各项科研项目多项。2006年以来,

共承担了本科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任务，承担

了硕士研究生公共理论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的部分教学任

务，承担了硕士研究生专业理论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题》、《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

      



源开发与人才战略》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金子强，男，出生于云南昆明，教授，硕士生导师。祖籍，海城，祖父由北京到江西，父亲

由江西到云南。1978年9月由工厂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留云南大学任教至今。曾

任云南大学马列部副主任，主管教学工作，现任马列部正处级调研员。先后从事中国通史、中

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社会思想

史、云南饮食文化八门课的讲授。主编、参著或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国革命史

论》等专著。发表有关政治学、教育学等论文20余篇、短文100余篇。 

张巨成，男，汉族，1963年2月生，云南省曲靖县（麒麟区）人，中共党员，云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党总支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

究会副会长，云南省高校毛泽东思想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云南省党

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1984年7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

教学与研究工作。1986年9月至1987年12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助教进修班

学习硕士研究生课程。1997年7月毕业于云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社会学系）政治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生班。主要讲授课程有：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行政管理学、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社会史专题研究等。在科研方面，致力于历史学、社会学、教育

学、政治学研究，已在《读书》、《抗日战争研究》、《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

《学术探索》等刊物及人民网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公开发表论文90多篇，属全国社会

科学核心刊物发表的有三十多篇。曾主持完成云南省教委课题“云南民主党派史研究”。1999

年10月至2001年6月任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2001年5月，任云南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党委副书记。2003年3月始任马列部党总支副书记。2005年底调任云南大学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2008年12月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总支书记。主要论著有：抗日战争前中国

是不统一的吗？——与刘大年先生商榷（《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龙云与民盟关系论

略（《云南学术探索》1995年第1期）；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新认识（收入《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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