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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学科巡礼 

1、学科概况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前身是院内设机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综合研究部，成立于1989年。1997年4月纳入

正式编制，定名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2007年7月改为现名。现有专职科研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4人，助

理研究员4人，实习研究员2人。设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党史两个研究方向。其中，党的建设和中共

党史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拥有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是湖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中共

党史学科点自2006年以来正式招收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研究生，设有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两个研究方向，现有指导教师4名，均为研究员，在读学生12人。 

2、学科建设 

本学科点研究方向有： 

（1）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研究，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研究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规律，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研究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及其基本规律，研究中共党史杰出人物的活动及其贡献，研究中国共产

党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 

（2）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历程与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共

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研究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研究党务管理实务。 

3、师资队伍 

邓剑秋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马列部顾问，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建理论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论》、《邓小平治国方略》等。 

朱建中研究员，马研所所长，国家公派瑞士访问学者、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通向现代企业制度之路》、《立足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共三代领导人现代化建设思想》等。 

黄家顺研究员，马研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和谐社会指标体

系》、《以党内和谐促进和谐湖北建设》等。 

寇从俊，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党建理论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毛泽东与八七会议》、《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的科学指南》、《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等。 

4、学术研究 

近20年来，马研所承担了大量的课题研究任务。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有：《百县市调查——洪

      



湖卷》、《邓小平理论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中国民主论争》、《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当前我国

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等。湖北省社会科学基

金课题有：《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和出路》、《湖北在中部崛起战略研究》、《邓小平理论在湖北的实

践》、《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性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治国方略》、《科学发展观在湖北的

实践》等。湖北省软科学重点课题有：《WTO框架下的国内支持体系建设研究》、《湖北工业经济效益研

究》、《湖北省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研究》、《湖北省贸易救济体系研究》等。此外，还完成了

《建设创新型湖北》、《“十一五”时期湖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与对策》、《以党内和谐促进和谐湖北建设》等多项省领导交办的重大研究项目。 

近20年来，马研所组织编写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丛书》、《中共三代领导人治国方略丛书》，形成了一

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科研成果。累计公开出版著作28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共计920多万字。

代表性著作：《改革：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邓小平治国思想》、《邓小平民富论》、《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邓

小平理论与湖北二十年实践》、《改革开放新实践与邓小平理论新发展》、《通向现代企业制度之路》、

《WTO与国际贸易》、《党建工程研究》、《三代领导人与中国社会主义五十年》、《邓小平理论研究文

集》、《永恒的主题——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治国方略》、《邓小平治国方

略》、《江泽民治国方略》、《加快湖北发展促进中部崛起》等。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湖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重要理论文章，主要有：《论思想大解放》、《立足以人为

本促进科学发展》、《招商农业与农业变革》、《一代伟人的荆楚情怀》等。有10多项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奖、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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