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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一、学科概况 

公共事务学院设有中共党史硕士点。其政治学、行政学和社会学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1920年代中期，就设立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系科。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成立于2003年11月，由

原法学院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人文学院的社会学系和经济学院的人口研究所组建而成。目

前，学院下设5个教学单位（公共管理系、政治学系、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思想政治教育系和

MPA教育中心）、8个研究及培训机构（人口研究所、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政治学与

行政学研究所、福建省公务员培训基地等）和1个教学实验中心。学院现设有中共党史、政治学

理论等6个硕士点。 

二、师资队伍 

李德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经济史、国际政治

等。主讲课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美国社会和文

化》、《建国以来中共党史前沿课题研究》等等。主要科研项目：1、《统一战线与和谐社会研

究》，2006年福建省政府招标课题，2万元，第一合作者。 2、《海峡西岸和谐文化研究》，

2007年福建省社科调研课题，2万元，参与人。 代表性论文：《论深化“中国革命史”的教学

改革》，《厦门大学教学研究论文汇编》（政治理论分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12；

《和谐共赢：中国政党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研究综述》，《学术论坛》，2008、

7。 

罗礼太，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

社会问题研究等。主讲课程《中国革命史》、《邓小平理论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党的若干重大问题评述》、

《当代中国社会热点问题透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当代社会各阶层若干问题研

究》。学习工作经历：1991年厦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从事思想理论课教学达14年。先后开过

《中国革命史》、《邓小平理论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党的若干重大问题评述》、《当代中国社会热点问题透

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当代社会各阶层若干问题研究》等必修课和选修课。积极参

与学校和本单位教学改革，能独立制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多媒体教学课件，并应用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过程中。代表性论文：《冯玉祥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

蒋桂矛盾与美国对华政策》，《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专著有《蒋桂矛盾与美国对华政策》

（21.3万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 

邱志强，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等。主讲课程：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三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概论）、十年文革史、共和国自卫战争史、毛泽东的辉煌之路等。主要科研项

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政权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代表性论文：《对梁

漱溟乡村合作运动的反思〉》，《〈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制结构的两次重大变化》，

《新文化运动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试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专著教材：《中

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原宗丽，助理教授，主讲课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

邓小平政治魅力分析、周恩来政治谋略评析。 

      



庞虎，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研究。主

讲课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法律基础与道德修养，挫折心理教程等。主持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本人为第二合作者）；参加福建省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2项（本人为第一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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