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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学科点依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学院专业涉及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两个一级学

科。政治学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

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等5个专业招收博士生，在行政管理、公共管理

（MPA）、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等7个学术型专业和公

共管理硕士（MPA）１个专业学位专业招收硕士生。  

学院所属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国际政治和科学社会

主义两个专业为山东省重点建设学科。建有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各个专业招收博士后

研究人员。学院及所属各专业是国家211工程和985项目重点建设单位和学科。学院设有山东大

学欧洲研究中心、亚太研究所、政党研究所、城市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公共治理研究所、

地方政府研究所、环境政治研究所、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中国软实力研究所以及当代

社会主义研究所等11个校级研究机构。其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属于教育部高校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政党研究所属于山东省重点社科研究基地，欧洲研究中心参与了中国—欧盟

高教合作的所有项目。 

二、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硕士点设有政党学说与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思

想史三个研究方向。博士点设立政党理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当代国外共产党的理

论与实践、政党政治比较四个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有王韶兴、崔桂田、臧秀玲。  

三、师资队伍 

学院有专职教师53人，其中教授19人，副教授22人，博士生导师17人，34人有博士学位，

近30人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其中，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有： 

王韶兴，男，汉族，1956年2月生，山东龙口人。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山东大学政治学

与公共管理学院关键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点学科建设

负责人。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基地副主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杰出学者奖励基金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特邀专

家；山东轻工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山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山东省委党

校兼职教授。兼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统一战线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科

社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列·科社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自

1984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政党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现同俄罗斯国家和平基金

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等单位有密

切的学术合作关系。自1999年以来连续4次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进行合作研究。近些年

来发表的科研成果：1、工人阶级政党文明问题探讨 《社会科学》，2004.1独立 《新华文

摘》，2004.6转载。2、政党职能问题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05.3独立 《新华文摘》，

2005.11转载。3、中国共产党监督的主要经验和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5独

立 4、论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及其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2 5、也谈马恩“跨

越”设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8.1首位6、苏共党建模式历史

考，《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3独立。7、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论，《政治学研究》2000.4独

立。8、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讨，《政治学研究》2003.1等。承担研究项目：1、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研究，国家规划；2、邓小平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问题研究，国家规划；3、社

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监督机制研究，教育部规划；4、工人阶级政党文明问题研究，国家规划；

      



6、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研究，山东省社会社科规划；7、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横向合

作；8、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流变与历史经验问题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9、中苏（俄）政党

政治比较研究，山东省政府下达；10、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和基本规律研究，教育

部规划；11、政党政治问题研究，校杰出学者基金项目。 

崔桂田，博士，教授。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比较政党政治 社会主

义国家政府治理比较研究。 主要代表作品：1、《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山东人民

出版社 ；2、《越共在革新开放中处理四大危机的理论与探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主要

科研项目： 1、《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的战略策略比较研究》 山东省重点课

题 ；2、《越共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举措研究》，中共中央组织部调研课题。主要开设课程：

马克思主义原理精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专题、社会

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政党政治。 

臧秀玲，女，山东诸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开设课程： 世界经济学 国际关系史 中

国周边国家政治与经济。论文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东

岳论丛 2000 年第6期；《论当前俄共在理论与策略上的新变化》 ，理论学刊 2001年第6期

等。著作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邓小平理论：

结构、体系、特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主持2001年--2003年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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