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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 

一、学科概况 

武汉理工大学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点由湖北省学位办公室于2000

年批准设立。中共党史学科点所依托的政治与行政学院下设政治学系、社会学系、行政管理

系、政治理论部、思想教育部、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中共党史党建

研究所、政治与文化研究所、应用心理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所、图书馆人文分馆、人文综

合实验室、社会学实验室。现有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理论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有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2个本科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和电子政务1个专科专业。学院从1986年

开始招收本科专业以来，先后培养毕业生约1500名，其中研究生60多名。目前在校的学生中本

科学生643人、研究生113人、留学生28人。 

二、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专业共设有4个研究方向，即：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

践。本专业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32人。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现有导师12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5人，博士2人（博士后1

人），在读博士3人。 

王盛开，男，1966年7月生，江西余干人，法学博士（中共党史专业），武汉理工大学政治

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8年上饶师专历史系毕业留校从教；1997年7月北京师范

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

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10月9日至2007年11月6日参加了由中组部、中宣

部、中央党校、教育部、解放军总政部等五部委组织在中央党校开办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

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研究方向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史、农村问题研究等。先

后从事过《形势与政策》、《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人力资源管理》等专科、本科教学；《中共党史党

建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现代化史专题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研究生教学。研究

成果：主持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党的理论建设与社会主流思想关系的历史考察》

（2001年7月，2002年12月结题），江西省社科“十五”规划课题《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

农”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的反思》（2003年立项，2005年12月结题），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

“十五”规划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不规则波动原因探析》（2004年立项，2005年

12月结题）等多项。参与北京市农工委“十百千”农民增收工程《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王庄村

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2005-2010）》，云南省农村“十一五”规划委托项目《云南省农村经

济空间布局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研

究》（07JJD7701103）等多项。论文有《邓小平的农村发展观分析》，《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1期；《试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的文化背景》，《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

期；《整合旅游资源，促使上饶市经济跨越式发展》，《企业经济》2002年第12期；《改革开

放以来党的理论建设特点的历史考察》，《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三农”话语

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国评论》2005年3月号；《两委关系：农村社会和谐的重要标

尺》，《求索》2006年第3期；《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思考》，《老区建设》2006年第6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取向演变的历史考察》，《求实》2006年第12期；《从农

村政策演变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制度建设》，《红旗文稿》2007年第4期；《民国时期三种社会思

潮下民主化运动的特点》，《武汉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20多篇。专著有

《农村改革三十年：政策取向与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历史演变与反

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参著参编有《中共上饶市地方史（第一卷1925-

1949）》，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6年3月版等多部。 

毛传清，男，1963年6月出生，湖北松滋人，硕士，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

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1984年6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

位。1990年6月研究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7月来原武

汉交通科技大学任教师，1996年晋升副教授，2000年遴选为硕士生导师，2004年晋升为教授。

1996-1997学年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2001年12月在湖北省第四期优秀中

青年专家理论培训班学习。2005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等五部委举办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

研骨干研修班学习。出版专著《国共两党及海峡两岸关系》（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参加撰

写《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思想概论》（湖北省统编

教材2003版）、《近代武汉城市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先后在《中共党史研

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党史研究资料》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主持湖北省教

育厅委托项目“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运作机制研究”等课题2项，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研究3项以及横向课题多项目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国共两党关系史

以及新时期党的建设。研究生指导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与

实践。主讲研究生课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史》等，主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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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等。 

邓亦武：女，1966年9月生，湖南沅陵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

位。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讲授《中国近代史专题》硕

士生课程和《中国近代史纲》、《中华民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

等本科生课程。曾多次参加民国史国际学术会议，在《党史研究与教学》、《军事历史研

究》、《民族教育研究》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近40篇，其中多篇被人

大复印资料《中国近现代史》全文转载，出版《1912-1916年北京政府统治研究》专著1部，合

著《天下巡抚胡林翼》（第一作者）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潮》(第三作者) 2部，参编教材2部，

主持、参加省部级、校级、横向课题研究8项。 

陈哲，男，1967年生，湖北省安陆市人，中共党员，法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

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员、中国未来学会会员、中国未来

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主持和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15项，已在

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近60篇，专著1部，合著专著1部，参编教材3部（其中1部获河南

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曾获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

果三等奖。主要研究领域：邓小平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发展与现代化研究

等。主讲研究生课程为：《邓小平理论专题研究》、《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动态》、《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高鸣放，男，1957年5月出生，湖北省蕲春县人，中共党员。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党总支书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2年1月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

治系，哲学学士。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大学从事政治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3年

来，在全国各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和参与各种科研课题10余项。目前主持（第一

负责人）的科研课题有：《社会福利学》（学术专著）、《龙川县农村税费改革研究与设想》

（调研报告、研究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政治社会学、福利社会

学。主讲研究生课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赵经，男，湖北武汉市人，1965年4月出生，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1985年本科毕业于本校自动化专业，获工学士学位；后分别在华中师范大学思政教育

专业第二学位班获法学士学位、在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到北

京大学和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进修。1998年被确定为湖北省普通高校重点培养的学术骨干，

是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91年以来先后担任校思想教育研究室副主任和自动控

制工程系党总支副书记，现任校党委办公室主任。长期担任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多

次获得校教学优秀奖、教学竞赛奖和林维德堂青年教师奖，主编和参编公开出版的著作、教材

10余本，发表论文20余篇，完成省部级和横向科研课题10余项，并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主要

研究领域：党的建设与党务管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主讲的研究生课程为《思想政治教育

史》。 

袁晓建，男，1955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导师，武汉理工大学教授。现任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及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主持或参



加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如：新时期高校德育目

标、模式及内容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环境研究，企业文化创新研究，民营企业党的

建设研究，贵州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教育部远程资源建设项目“法律基础知识”网络

课程开发，高等教育结构变革与资源配置优化研究，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

究，高校学生工作过程控制的理论与实践，大学生学习动机体系及其机制研究等。科研经费计

15万元。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3篇被人大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参编专著及教材4部。

教学效果良好。 

王世超，男，1961年4月生，湖北省罗田县人，硕士，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1983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学专业，2001年12月毕业于武汉

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7年7月在武汉

交通科技大学晋升为副教授，2005年11月在武汉理工大学晋升为教授。曾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

任、党支部书记、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和院党总支书记，现任武汉理工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1997年以来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近40篇，主持或参加校

级、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主编或副主编《高校党建与人力资源管理》、《高校党课教程》、

《高校党建理论与实践》等著作、教材8本。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建理论与实

践。主讲的研究生课程：《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李运祥，教授、硕士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

与思想政治教育。1982年1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大政治系。1986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

研究生班毕业。1982年起一直先后担任本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中国革

命史》、《行政管理学》、《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和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与

方教学法》等课程教学。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教学研究论文3篇。合著专著1部，主

编、参编著作5部。参加省、部级教研课题研究2项，主持横向科研课题3项。 

黄岭峻，男，1965年11月16日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历史学博士，现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

行政学院教授，（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政治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政

治学理论硕士点学科带头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湖北省政治学会常

务理事。1982-1986，湖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1989，吉林大学研究生

院，获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1992-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中国近现代史

专业博士学位；1999-2000，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政治学系，从事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后研究；

2007-2008，将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1989-1995，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1996-2003，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常务副主编，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6-1999，《湖北日

报》时事版兼职编辑，专栏作者）；2003-今，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政治学系主

任，政治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2002，自己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获全国

理工农医类高校社科学报转载率第一名，并重新进入CSCI；同时该学报还获得中国社科学报核

心期刊，湖北省优秀期刊。2003，武汉理工大学双语教学竞赛三等奖；2004，武汉理工大学年

终考核优秀；2005-2006，自己指导的学士学位论文获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二等奖二人，

三等奖三人。 承担的课程：本科生：现代中国政治；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双语教学，武汉理工

大学优质课程）；中国历史文化，中华文化经典导读，西方文化经典导读。硕士生：中国近现

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学原理；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共党史文献学。留学

生：中国概论（英语教学） 目前学术兴趣：（1）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2）当代西方政治

思潮；（3）政治心理学。 主要研究成果：出版《激情与迷思——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三个误

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4部专著（其中独著1部，合著3部）。在《近代史研

究》、《中共党史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来60余篇，其中被人

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6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2篇。目前正在承担的课题包括：“当

代中国国企工人政治意识研究——以H省为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6）；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武汉理工大学人才引进项目，2003）；“口述历史教学的引入与硕士

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2005） 

龙士云，男，1955年10月出生，湖南常宁市人，硕士。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获硕士

学位。长期从事高校政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参加“社会交通与社会发展”、“改革

开放与武汉文化发展”、“历史不能忘记”“同步与超越”等多项社科课题的研究，发表论文

数十篇。参与编写的教材、教学参考书有4部，独自撰写的教学辅导书1本，参与著述的专著1

部，个人独著的专著1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论文是《“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性质认

识的一次飞跃》，《人民日报》曾刊登摘要，包括《人民网》在内的数十家网站予以收录（网

上可以查到）。专著《中国“假祸”》是第一本对我国社会各方面“假”的巨大危害和“假

祸”泛滥的原因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和论述的学术专著，其中不乏新颖、独到而又比较深刻的

观点。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中国文化等。主讲的研究生

课程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文道贵，男，1962年11月生，湖北罗田人。1989年6月毕业于湖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

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7年9月被遴选为学校“151人才工程”重点培养教师。1997年

9月—1998年6月，受学校派遣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作“访问学者”。历任教研室

党支部书记、政治理论部主任、系主任助理等职务，现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副院长、中共党史党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近年来先后参加国家、湖北省、武汉市等各级社

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4项；在《党史研究与教学》、《社会主义研究》、《团结报》等国内重要

的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加教育部及湖北省教育厅教学研究课题多项，参与

主编（参编）著作、教材7部，是湖北省优质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建设负责人、湖北省

首届精品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建设的主要组织实施者。曾先后荣获湖北省人民政府优

秀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湖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委宣传部优秀专题论文奖、湖北省

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项；多次获得学校“教学优秀奖”、“优秀教学成果

奖”等教学奖励。目前在研的主要科研课题有：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武汉市新社会阶层

思想文化现状与特点研究》（主持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湖北省新

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长效机制研究》（主持人）、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目标创

新与功能拓展：新形势下宣传文化工作的改进和创新》（主要成员）等。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

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主讲的

研究生课程为：《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专题》。 

邱观建，男，1953年2月生，贵州省贵阳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共

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82年1月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社会科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兼系副主任，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

学工部（处）长、党委副书记，现任武汉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建、思想

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主讲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邓

小平理论概论等本科生课程，曾多次获学校教学优秀奖，主持的“中国革命史教学改革”项

目，曾获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主编和参编《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邓小

平理论学习指导》、《新编形势与政策教程》等高校教材8部、《德育论丛》（1-2集）、《高

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研究》等论著5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论毛泽

东的上山思想》、《构建新世纪高校素质教育新体系》等5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

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多篇论文获湖北省省级优秀论文奖。主持和参加国家、

教育部和湖北省重点科研项目和地方、企业科研课题16项，其中“大学生综合素质量化管理研

究”曾获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目前，主持在研的项目有教育部重点项目“法律基

础网络课程”、湖北省高校十五规划研究重点“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网络传媒的研究”、省交通

厅“楚天高速公路战略发展研究”、湖北省教育厅“民营企业党的建设”等6项课题。兼任湖北

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全国航海类院校

毕业生就业协作组到副组长、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网球分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 

四、学术研究 

近年来，本专业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教育部规划

重点课题、湖北省以及其他各类纵向、横向研究课题共计20余项。在《光明日报》等各级报刊

上公开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教材）近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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