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员登录 | 会员注册

您的位置：首页 > 中共党史 > 学科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巡礼 

分享按钮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来源：全国中共党史学科点资料汇编（2010年8月） 

发布：2012年05月08日 

点击：1332次 

评论 

打印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收藏 

华东师范大学 

一、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硕士点自1983年起招收研究生，至今已连续招生20余年，培养硕士生约100多名，

其中已有不少毕业生担任教授、副教授，成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骨干，也有多人在党政机

关担任领导职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硕士点拥有教授、副教授10余名，多名教授在国内

学术界有较高知名度，从而使该硕士点在全国中共党史学科有较大影响。先后受教育部委托，

举办多期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助教进修班和研究生班，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现已成为学科带头

人。目前，该硕士点有齐卫平、唐连英、朱华（兼职）、陶伯康（兼职）等4名教授，徐锋副教

授1人。导师力量较强，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其中有2人担任中共上海

市党史学会副会长，1人担任中共上海市党史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近现代政治制

度和政治思潮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和理论、党的建设、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基层党组织

建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开设课程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执政党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专题、政治学理论、中外

政党制度、上海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题、邓小平理论研究专题、基层党组织建设等。该

硕士点每年招收硕士生10余人。近年来，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生毕业后的工作去向主要为：区、

县、局党校教师、国家和上海市党政机关公务员、上海市和外省市高校教师、学生辅导员。 

二、学科建设 

招生人数 

研究方向有：1. 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和实践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 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现代化。课程有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执政党建设研

究、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 

三、师资队伍 

该硕士点有齐卫平、唐连英、朱华（兼职）、陶伯康（兼职）等4名教授，徐锋副教授1

人。导师力量较强，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齐卫平，男，1953年出生，浙江慈溪人，研究生学历，教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自

1993起招生，已培养硕士研究生近30名。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

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潮变迁、共产党执政实践和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主编、合著、参编著作十余部，主要代表作有：《抗战时期的上海文

化》、《1937：悲壮抗战》、《毛泽东思想概论》等。参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研

究荟萃》、《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邓小平理论辞典》等多部工具书。先后在《中共党史

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海党史党建》、《党史研究与教学》、《近代史研

究》、《史学月刊》、《江淮论坛》、《江海学刊》、《江汉论坛》以及各种学报和党史杂志

上发表论文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现兼任全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共上海市党史学会副会

长、中共上海市市委党校兼职教授、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招生年

份 
录取人数 

免试直升人

数 

录取计划内

人数 

录取计划外人

数 

2007 13 1 10 3 

2008 11 0 8 3 

2009 10 3 7 3 

2010 9 1 9 0 

      



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咨询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高校党建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 

朱华，兼职教授，1985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

校教育长、研究生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中国现代史、上海

史。主要学术兼职：上海市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上海高校都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共党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

果有 ：《从兴业路到天安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合著《中国共产党创建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在《探索与争鸣》、《上海党史》、《党政论坛》及

《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近年来偏重于党建理论与党建史的研究，主

持完成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中共党史与党建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转载或

摘要。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课题“上海地下党基层组织群众工作的历史经

验和启示”。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参著《上海近代史》上、下册（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1985、1987年出版）；《上海一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在《历史

研究》、《近代史研究》、《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国》、《史林》、《档案与历

史》、《上海研究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译）文30余篇，其中的《九一八以前上海民族资产

阶级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杜月笙其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再探讨》三文，分别

获得上海市 第一、二、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徐锋，男，1965年出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2—1989先后在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

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攻读学士、硕士学位。发表论文30多篇，论文代表作是：《斯大林对国民

党的政策演变》、《毛泽东早期建党思想》、《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共

产国际的关系》、《邓小平新时期的建党理论》、《江泽民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三大贡献》、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外交政策》等。著有《中国革命史》、《辛亥革命》等。先后承担

的课题有：《毛泽东思想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目前正在参与承

担国家教育部课题：《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思想轨迹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

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四、学术研究 

科研获奖 

科研项目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合作与分离》获上

海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齐卫平 

    

《试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获上海市第三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纵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探索模式的思路演变》获

上海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论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几个问题》获上海市第一届邓小

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新世纪党的建设》获上海市第

五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项目名称 主持人 

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研究 

齐卫平 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轨迹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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