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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 

一、学科概况 

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成立于2009年6月，由原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分解和更名而

来。而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于2002年5月由原由原中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南医科

大学社会科学部、长沙铁道学院社会科学系组建而成。政治学院既是直属中南大学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科研机构，也是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历史学等专业的重要学术研究机

构。 

政治学院辖有6个教研中心和3个研究所。根据课程类型和教学对象，学院分别设立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中心、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中心、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教研中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中心、形势与政策教研中心、研究生公共政

治课教研中心，主要承担全校3.5万名本科生和1.5万名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学校部分

人文素质课的教学。按照学科类型和专业优势，学院分别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政治学研

究所、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主要承担院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和相关管理工作。 

政治学院现中共党史等20个硕士点，3个省部级研究基地（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基地、湖南省网络德育研究基地、教育部辅导员培训基地），1个校级研究基地（中南大

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二、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硕士点依托政治学一级学科，在该校研究生培养中起步

早、影响大、成果多，具有优良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该学科多次获教育部的“两课”网络

建设重点资助，是湖南省多门“两课”教材的主编单位。该学科与国内一些著名大学及知名学

者的学术交流密切，与校内相关学科形成了互相支撑、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其学术带头人分

别担任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教

育部基金课题评议专家、湖南省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该学科运用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整合历

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以德性教育为核心内容，以网络德育

为手段，注重理论和应用，系统地研究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该学科在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学科点研究方向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中共党史人物、湖湘政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等。开设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中国近现代政党史专题、中共党史

专题、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等。 

该学院拥有图书资料室、信息中心、教工之家、展览室、多媒体教学演示中心等完善的教学

设备和科研条件。主办有“东方红讲堂”等大型学术讲坛，可与海内外著名学者开展学术交流

与思想对话。 

学院积极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和美国、德国、俄罗斯多所高校的相关学院建立了

友好合作关系，在学生培养、学术交流、学者互访等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学院每年有至少两

名以上教师到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并且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出国深造计划。同时，与港澳台及

国内一流大学也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三、师资队伍 

肖铁肩，1947年生，男，湖南涟源人；现为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政治学、历史学学科

硕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科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党建学会、毛泽东

思想研究会、政治学会理事。1978-2000年，考入湘潭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执

      



教。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我国著名现代史、政治思想史专家彭明先生，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0年调入中南大学，工作至今。在大学从教已28年，1996年晋升为教授，开设《党建理论与

党的建设》、《中国政党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1994

年开始指导硕士生，现在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博士生，已培养研究生17届40余名。从事中

国特色社会思想、政党理论及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等的研究。先后主持湖南

省政府、湖南省教委课题3项，参与国家课题1项、湖南省政府课题4项、校级课题3项；出版个

人专著有：《工人阶级政党论》、《领袖心中的上帝-毛泽东的人民观》、《孙中山政党思想研

究》、《彭德怀和他的父老乡亲》、《彭德怀军事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研

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合撰专著及参编教材等11部，在《中

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求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湘潭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中央党校

《理论动态》、《广州大学学报》、《湖南日报》、民革中央《团结》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130余篇；其中CSSCI索引6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全文复印12篇，新华文摘论点1篇

录目2篇。著作《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湘籍师友》、论文《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观》获湖南省政府

社科优秀成果优秀奖2项，论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农村税费政策》获全国中共党史党

建优秀论文张静如基金奖一项，还获市级社科优秀成果奖1项，获校级社科优秀成果奖3项，还

有两篇论文分获省党史学会优秀奖、省社科联三等奖。专著《工人阶级政党论》、《领袖心中

的上帝》《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彭德怀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研究》

及一些论文曾得到学界的好评。20多年来学者主要在研究政党理论及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

的成果，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有原创性研究。

党建专著《工人阶级政党论》，由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历

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苏联、东欧剧变以后，对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领导、执政

问题作了冷静、严肃的思考，在学界首次提出，党的建设除了有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

设，还有政治建设，并划出了政治建设的范围，论证了关于党的领导的观念的更新问题。该书

得到著名政治学教授陈宗瑜的好评（见《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中共党史通信》

（1995年2月10日）发表寒晓的“简评”也予以较高的评价。该书被评为湘大优秀教材，供中

共党史专业本科生使用。至2009年发表的党建理论系列论文中，主要有《毛泽东党风建设的基

本思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到列宁：建党思想纵向比较》《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纲领》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庐山会议看处理党内人际关系的

教训》《实践三个“代表”，优化党的基础》《社会转型与党建模式之纵向考察》《论我国政

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的归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共产

党政党文化浅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社会化的实

现途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研究现状及其反思》《建国后党建目标模式的探索与提升》

等，在学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其学术上的创新之处在于：1.归纳出党建理论的目标模

式，马克思的是理想型党，第二国际的是议会型党，列宁的是军队型党，毛泽东的是战斗队型

党；2.探讨了社会状态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社会转型对党建模式的影响，我们曾经建设了一个

什么样的党，现在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内斗型

党向开放务实型党转变：3.对我国的政党制度与外国的政党制度进行了比较，归纳出一个新的

类型，称之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既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多党（或两党）制”，也

不同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党制”，还不同于前苏联等国的“一党领导制”.指出这是我国

的政党制度创新，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完全不必拿别国原有模式来套我国的政党制度。4.依据

“政党文化”的一般概念，在学界最早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具体概念进行了界定，从

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其内涵，认为它应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和外部标识

等三类要素；并论述了其功能，除了学界已经论及的政党文化的一般功能，学者还特意指出，

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既是先锋队又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政党文化作为政

治文化的一种，在中国是一种先进文化，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政党的魂灵》（赵理富著）中得到肯定。另外，学者在党史人物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的成绩，有较高水平的成果发表。著作介绍：（1）《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研

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彭德怀和他的父老乡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版。开设课程：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政党史》、《中国近现代政

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等多门课程。研究方向：政

党政治学、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党的建设。 

曾长秋，湖南浏阳人，1950年生，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湖南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南大学网络德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兼任湖南省中共党史学

会副会长、湖南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世界政治与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

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1994年晋升教授，2002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

湖南省“网络德育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带头人。

曾担任湖南省研究生“两课”教学研究会会长（2004-2007年）和湖南省高校毛泽东思想教学

研究会会长（1997-2003年）。从教30年，从事公共政治理论课和思政专业的教学，坚持教书

育人，探索教改之路，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10多门，教学工作量饱满，面授本科生超过1.5万



人次、研究生超过5000人次（含公共政治课的大课），培养硕士生近百人（多人获湖南省优秀

学位论文）、博士生25人、博士后1人。教学效果好，全省闻名；教改力度大，实施和总结了一

套“教学五法”，即：教学内容专题化，教学手段电教化，教学形式多样化，教学环节规范

化，教书育人制度化。被评为全国“宝钢基金”优秀教师，湖南省优秀马列课教师。主编湖南

省高校规划教材《毛泽东思想概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科学社会主义教程》，副主

编的有教育部面向21世纪研究生教材《中共思想政治教育史》等。单独或第一作者名义出版的

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

史》《中国改革开放20年》《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德育科学的探索》《网络德育学》《青少

年上网与网络文明建设》《中国思想史论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回声》等26种。在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理论版以及《国外社会科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

平理论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300多篇，其中50多篇

为CSSCI刊物，2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30多篇被人大书报资料全文转载。新世纪以来，已主

持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2项、湖南省研究生精品课程1项、

湖南省社科基金等课题5项。曾获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排名第三）1项、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

二等奖（单独）1项、湖南省“十五”教育科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1项，以及湖南省“五

个一工程”理论文章奖和著作奖3项、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4项和湖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2

项（以上均排名第一或单独）。主要著作：《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红旗出版社1997年；《中

国革命与建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国革命概论》，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

《大潮——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共思想政治教育史》，高

教出版社1999年。 

彭升，湖南汨罗人，1964年生，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湖南省高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

省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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