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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一、学科概况 

   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党建教研部设有中共党史党建硕士点。 

二、学科建设 

党建专业研究方向设有：１．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２．党的领导３．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史４．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思想研究５．世界政党比较研究 。 

三、师资队伍 

李新泰，男，山东省桓台县人。1983-1986年在中央党校脱产学习三年，获研究生学历。先

后担任中学负责人、县委常委、副县长、淄博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市委书

记等职。1997年底调入山东省委党校，任常务副校长，后晋升为教授。2007年2月转省人大常

委会工作，现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200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

贴，2006年被山东省政府聘为“泰山学者-党建专业特聘专家”。长期坚持对党的理论的研究和

宣传，在繁忙的工作实践中笔耕不辍，近年来尤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

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在省及省以上报刊发表理论文章130多篇，出版专著5部，主编著作20

多部。其中，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论》一书获全国党校系统科研成果一等奖，专著《新时

期党校工作论》、《胡锦涛同志重要论述学习辑要》等书获全国党校系统科研成果二等奖，

《江泽民党建重要思想研究》获全国党建研究会优秀党建读物奖，专著《学风建设论纲》获山

东省社科成果二等奖，主编的《齐鲁文化丛书》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 

李剑，男，1955年3月生，山东省宁阳县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现任中共山东省委

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党的建设专业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马克思主

义政党理论、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等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党

的学说经典著作与文献、执政党建设理论、党的领导理论、世界政党比较研究等课程。荣获全

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学奖、校优秀教学奖11项。在《党政干部论坛》、《党建研究》、《东岳论

丛》、《大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研

究》、《中国共产党》全文转载1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和主编著作《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

史》、《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研究》、《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研究》、《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

论研究》、《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研究》、《进一步增强党的执政基础研究》、《党的领

导概论》等12部，担任《党建研究系列丛书》（18部）副总编，参编著作10余部。主持完成省

社科规划“十五”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3项，全国党校系统课题2项，中组部课题4项，全国

党建研究会课题4项，省委委托课题7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科研成果获中央党校

优秀科研成果奖2项，中组部优秀科研成果奖4项，全国党建研究会优秀科研成果奖4项，省党校

系统优秀科研成果奖6项，校优秀科研成果奖10余项。曾被评为中央党校函授教育十周年先进教

育工作者（1995年），荣获1999－2000年度、2005－2006年度、2007－2008年度省委党校优

秀教师称号。兼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省委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共党

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硕士点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省党建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学术

带头人，省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省领导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常务理事；省委讲师团兼职教授，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全国党建研究会非公有制

企业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全国党建研究会党建理论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库成员。 

张洪修，男，1961年5月生，山东省郓城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专业毕

      



业，法学硕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党的建设专业教授。主要从事党的学说

和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等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讲授干部队伍建设、党的作

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党性修养、《党章》及其他重要文献等课程。获省委党校优秀教学奖

三项、全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学奖二项。在《人民日报》、《文汇报》、《求是&S226;内部文

稿》、《党建研究》（京）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90余篇；获准立项国家级课题一项，主持

完成省级课题一项、全国党校系统课题两项、省委委托课题一项、吴官正同志交办课题两项，

参与国家级课题两项、省级课题一项、省委委托课题两项；主持或参与编写著作12部。其中获

校级科研奖九项，全省党校系统科研成果一等奖二项，山东省党建基地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

山东省纪念建党80周年理论研讨会一等奖一项，全国人事人才科研成果奖一项。系山东省党的

建设研究基地学术带头人，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人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

家库成员。曾挂职担任中共泰山区委副书记。 

王立新，男，山东省济宁市中区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

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从事党校教学和干部教育工作28年，在省委党校长期担任市厅级班、县处级班、县委书记

班、人大政协班、中青班等各种主体班次的教学，担任党政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导

师工作，经常到机关、部队、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讲学、作报告，受到听众的广泛好评。是省委

党校学习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和团省委宣讲团特邀教授。11次获得全省党校系统和

省委党校优秀教学奖，并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文明职工等荣誉称号，两次荣立

三等功。在国内、省内发表学术文章三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和参编教材《毛泽东建党思

想》、《中国革命史》、《山东抗日救亡运动》等九部。经常参加全国和全省学术会议。 

章猷才，男，安徽桐城人，博士研究生，党史教研部主任。 研究方向：1、党执政六十年

的历程与经验；2、党的执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问题；3、毛泽东与邓小平晚年思想与当

代中国发展；4、现代化建设中的风险与挑战问题；5、党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变化

问题。承担中共党史、国史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问题研究等课程，著有专著《对

局与风险》2004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民国初年社会结构论稿》2009年人民出版社，《党在山

东革命根据地的执政研究》2006年黄河出版社，编著《党在山东解放区的建设》。在《湖南师

大学报》、《湖湘论坛》、《山东社会科学》、《理论学刊》、《经济研究导刊》、《学习时

报》、《青岛科大学报》等发表论文70多篇。2006年主持完成山东社科重点项目《党在山东革

命根据地的执政研究》，2006年承担“山东革命文化研究”子项目《党在山东解放区的建

设》，2008年主持山东软科学项目《当前山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变化问题研

究》，2009年主持完成《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应对困难和成绩的经验研究》，完成校级课题

两项。 

杨明清，男，山东省招远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

共党史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学与研究，讲授中共党

史、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在《光明日报》、《抗日战争研究》、《中央党

校学报》、《理论学刊》、《延安大学学报》、《党政干部论坛》等省级及以上学术理论刊物

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4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人民网等转载，多篇论文入选全国和山东省大

型学术会议；出版《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民国山东史》（合著）、《中国共产党八

十年奋斗与辉煌·山东卷》（合著）、《山东重要历史事件·抗日战争卷》（主编）等著作，

参与主编著作、教材10余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省级课题、中央党校校级课题、省委委托课题

研究7项；先后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项，全国党校系统优秀党史论文、山东省党校系统

和山东省委党校优秀科研成果奖10余项。1997年至今任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

长。 

刘贵丰：男，山东郓城人，中共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党

建原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基本理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

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承担学位研究生班次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基本原

理；政治学；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党的领导学；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近几年主持完

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全国党建研究会课题一项，参与完成国

家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十余项，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党建论文50余篇，与他人合著党建著作4

部。获山东省党校系统科研成果二等奖一项、山东省委党校优秀教学奖一项。主要社会兼职为

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 

魏磊，男，山东莒南人。中共党员，曾是机关干部，现为党的建设专业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山东省委、省政府泰山学者科研团队成员，英国林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客座研究员、省政

府公派留学回国人员、山东省党的建设研究基地学术带头人、省委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副主

任、党建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教研室主任。研究领域或方向：1、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执政

党建设2、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侧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3、政党政治与政党比较研究

4、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海外留学经历：2004年、2005年经省政府选

拔，以访问学者身份被公派至英国林肯大学留学，其间被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聘为客座研究员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科研课题：负责全国党校系统课题《关于地方党委发挥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调查与思考》，2001年4月结题并收入中央党校科研部《新形势

下党的建设问题调研报告》，报中组部；山东省委课题《我国乡镇政权建设和农村发展的出路

何在》，2001年1月2日结题；山东省委课题《该是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的时候了》，2002年



12月结题。论文有：关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考，《党建研究》２００２

年２月５日；毛泽东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时代特点与现实启示，《探索》２００２年４月

１５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全文转载。合著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山

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主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精神》，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12

月版；《改革创新与党的建设》，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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