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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 

一、学科概况 

   政法学院拥有中共党史学科硕士点。 

我院中共党史学科下分三个方向：（1）政党理论与执政党建设；（2）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现代化道路，（3）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 。所有的研究内容都服务于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学科建设 

开设课程有中共党史专题研究、中共党史文献概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马克思

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中共

党史人物研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三峡

区域党史研究专题、国外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研究等。 

目前，学科发展规划的研究方向有： 

方向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和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

验，尤其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历程，探索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等，把党史研究

与党建研究结合起来，以期有益于当前政治文明的建设。 

特色研究：宜昌地区非公企业党的组织建设调查与研究 

方向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

标、战略的形成、实践及其历史的经验教训。本研究方向的学术价值在于把中共党史研究置于

中国自1840年来社会现代化历程中考察，从新的视角说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联

系，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策略和政策。    

特色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三峡工程。 

方向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内主

要代表人物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创见，尤其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发展史。本方向的研究意义

在于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全面认识，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的本质、内涵、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地位和与当代中国现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理

论的内涵与发展轨迹。 

特色研究：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到2010年，党史学科达到以下具体目标：（1）本学科拥有一支年龄梯队结构、职称结构、

学位结构合理、学术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正教授达到6—7人，副教授10—12人，讲师6—7

人；有博士学位的教师6－7人，35岁以下的教师均有硕士学位；50岁以上教师不超过4人，

35—50岁的教师10—12人，35岁以下教师8—10人。（2）完成厅局级以上科研项目6—8项，

出版高质量的学术专著5—6部，教材3部，在1至2个研究方向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湖北省乃至

全国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和地位。（3）依托中共党史研究所，办好中共党史硕士点；办好思想政

治教育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700人左右，在校研究生30人左右。（4）拥有能够基本满足本学

科本科、研究生教学、科研需要的图书资料室，专业藏书力求达到3万册（含光盘读物和软

件），每季订阅专业期刊杂志力求至少达到30余种，配置8台电脑等设备供师生使用。 

      



三、师资队伍 

  本学科拥有一支专业、年富力强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队伍，现

有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教师25人（含挂靠教师），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23人，讲师2人，

博士后1人，博士研究生5人，博士研究生在读3人，硕士研究生16人。 

王进（1965－ ），女，政法学院教授。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

位；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概

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和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参编、与人合著教材、专著两

部。在《江汉论坛》、《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公开发表《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社会整合过

程中的文化融合》《论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放心态》等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三峡

工程外迁移民社会整合过程中的文化融合》、《张闻天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贡献》分别被人大

复印资料《文化研究》、《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主持完成了省教育厅《新时期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三峡移民后期致富问题研究》等科研项

目。目前，正主持的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有《党的执政方式选择与运行的制约因素研究》、

《三峡区域和谐社会建设途径研究》等，参研项目多项。 

黎见春，男，1967年出生，湖北浠水人，汉族，中共党员。199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

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200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2年晋升副教授。2004年被聘为硕士生导师，指导方向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为政法学

院马列二部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等课

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主持省级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人民内部利益关系及

思想研究》等和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

等5个课题的研究。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等刊物发表《从中共第八届

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试析毛泽东知识结构的特点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影

响》论文20多篇。参与编写了《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等著作。其

中《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建国初期的社会转型与党对意识

形态的整合》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刊物全文转

载或摘录。论文《建国初期的社会转型与党对意识形态的整合》、《建国初期社会转型时期思

想文化研究》分别获得湖北省高校思想政治研究会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峡大学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目前，正主持和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人民内部利益关系及思想研究》、

《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李敏昌教授，男，1965年1月生，湖北秭归人，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共党史专

业硕士生导师。1987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9年6月毕业于

华中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社会兼职有：湖北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宜昌

市党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公共管理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等。长期从事中共党史邓小平理论的教学工作，科

研主要涉猎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农民及农村问题。近几年来，主编《“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邓小平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武汉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等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代表性论文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着力点的思想（载《社会主

义研究》2002年第4期），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探索（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5

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论丛》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论邓小平对思想政治教育地

位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专刊），评罗

易在中共五大的几个报告（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研究课题有《湖北农业及农

村发展研究》，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鄂社领办[2001]5号；三峡后靠式移民可持续

发展研究，湖北社科基金，鄂社领办[2004]51号；三峡工程农村后靠移民稳定与致富问题研

究，2008年度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水库移民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2008KYM15。 

张永红，男，1960年2月生。湖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法学硕士。民进宜昌市委主委、省委常

委。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西陵区政府副区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3—2000年先

后在宜昌大学、湖北三峡学院、三峡大学任教，并长期担任马列教研室主任和邓小平理论研究

所所长等职。其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国内访问学者一年，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三年。主

讲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另外也开设过

《中国传统文化》等选修课程。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政治学及行政管

理学、统一战线理论、民主党派的建设问题、邓小平理论等。几年来，参与全国教材编写1部，

参与其它论著撰写2本，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个，省级教研课题1个，撰写并在各级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近年主要研究成果如下：《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课题，本人完成其中一部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地方及基层党委执政能力研

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课题，本人为主要参与者。研究成果已基本完成。《邓小平理论概

论教学研究问题》省级教研课题，本人为主要参考者，获校级科研成果二等奖。论党派的民主

监督，《民主》，2002(6)。论科技创新的道德环境，《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1(6)。关

于民主党派职能发挥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考，《湖北社院学报》，2001(1)。三代领导核心的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三峡大学学报》，2001(6)。素质教育下的“两课”教育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天中学刊》，2000(12)。论邓小平权力监督思想，《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00

(1)。邓小平多党合作思想初探，《湖北三峡学院学报》，1999(4)。   



皮海峰，男，1963年4月出生，湖北松滋人，汉族，中共党员。1999年被评为硕士研究生导

师，2004年评为教授，重庆三峡学院兼职教授，2005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攻读博

士研究生。1980-1984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读本科，获史学学士学位。1987-1990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获史学硕士学位。曾任经济学教研

室主任，学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三峡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科学技术处副处

长，现任三峡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兼任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三峡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宜昌市党史与党建学会常务

理事、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

员、湖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会员。三峡大学“151人才工程”学

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移民问题的教学

与研究。近年来，主持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与三峡移民可持续安置与发展研究”

(2005年)、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教育思想比较研究”(2002

年)、湖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三峡移民后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2005年)等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主持湖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科学发展观与三峡移民问题研

究”(2005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三峡移民与全面小康社会研究”(2004年)等厅级

项目5项。主持校级项目4项。作为主要成员参研省厅级以上项目9项，校级科研项目多项。在

《江汉论坛》、《社会主义研究》、《农村经济》等刊物发表《三峡移民思想稳定状况研

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三峡移民工程》、《小康社会与生态移民》等学术论文近50篇，

出版《和谐社会视域中的三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专题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等各类著作5部。其中，“三峡移民思想稳定状况研究”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人口

学》、《社会学》全文转载；“毛泽东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比较研究”一文获中国国际共运史

学会2000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有些重要论文被引用达10多次，关于三峡移民

的系列论文被湖北省政府、湖北省移民局和宜昌市移民局文件采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三

峡移民问题研究”（系列论文），获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年），“三

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专题研究”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6年）。目前，正主持湖北省社

科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与三峡移民可持续安置与发展研究》、湖北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移民问题研究》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阎颖：湖北大冶人，先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三峡

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共党史专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生导师，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省级重点学科责任人。长期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教学与研

究，著有专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中共党史出版社），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近三十篇，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核心刊物及CSSCI源刊多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

级、校级项目6项，三峡大学科技创新团队《三峡移民与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研究》团长。教学

相长，希望与同学们共同进步。 

四、学术研究 

从整体上，学科点教师结构年轻化，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高层次人才和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的培养基础比较雄厚。且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出版专著《中国共产党领

导体制的历史演变》、《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等5部；公开发表论文260篇并承担国

家级项目1项，省部级5项，厅局级2项，共计经费2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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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



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考探析 ——以

试论1940至1953年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深化与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

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业述略

试论新形势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系统建构 

第4期中共党史学科青年教师工作坊纪要

建国初期北京市房屋管理政策的实施与变动（1949-

抗战时期中共国统区组织发展研究



七日排行

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最初的突破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

邓 小 平 与 香 港 回 归

美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概述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征稿启事

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评论排行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上）

深切怀念：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与山东大学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2011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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