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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一、学科概况 

该学科点招收硕士研究生，依托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2005年3月，是承担全校本科生、

硕士生、博士生三个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本学院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以及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等任务的教学科研单位。2007年，获准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学院设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

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设立中共党史硕士点。学院设

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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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等6个教研室；设有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

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6个研究所。 

二、师资队伍 

学院设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6个研究所。其所长分别为高文新、宋连

胜、韩喜平、张文显等。 

韩喜平，男，1965年8月生，内蒙古巴彦淖尔人，经济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吉林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

员，吉林省政治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教育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民族大学兼职教

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委员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理论报告团成员。公开出版了

《中国农户经营系统分析》等4部专著。主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

导读》等教材，在《光明日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学习与探索》《求是学刊》等杂

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校文科

学术文摘》等转载。参加中共中央“16号”文件的重点调研和文件起草工作。主持完成教育部

社科基金项目1项、欧盟项目1项，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吉林大学项目2项，目前主持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教育部

重大委托课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研究》以及吉林省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吉林省软科学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项目1项，

吉林大学精品项目1项，获得吉林大学优秀著作等多项奖励。为本科生主讲《马克思主义伦理经

济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课程；为硕士研究生《资

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课程，为博士研究生主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等课程。现指导硕士研究生10名，博士研究生17名。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

优秀教师、宝钢优秀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吉林省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人才、吉林

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三育人”优秀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

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 

刘洁，女，1963年12月出生，现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

师。主要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农村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东北革命历史与社会发展研究

为主攻研究方向，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关系的研究方面形成了具有一定优势的

研究领域。近年来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如《民主党派监督与中国执政党建

设》（《长白学刊》2007.1）、《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理论学刊》2008.8）、《解放

前后东北土地占有关系的变革及其作用》（《史学集刊》2008.3）、《论当代我国政党关系和

     



谐发展的政治保障和基本路径》（《理论学刊》2009.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间

党派合作模式及成因的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9.8）等；学术专著3部，代表作《当代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主持和参加国家和省部级课题5

项，校级课题2项。现任吉林省党史学会理事、吉林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多次荣获吉林

省党史学会和统战理论研究会的奖励，荣获吉林大学三八红旗手称号。 

宋连胜，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所所长，吉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分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吉林省决策

咨询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吉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吉林省普通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政党与中国社会发展和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编吉林省统编教材4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杜君，1958年生，男，汉族，中共党员。1978年以来，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吉林大学历史系、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9月评为教授，2005年被

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

担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副所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 

四、学术研究 

近4年来，学院及该学科点教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

《教育学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高校理论战线》、《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求是》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等权威学术期刊转载；出版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著作和教材73部；承担省部级以

上科研课题86项，其中，国家级课题8项，教育部重大课题1项，教育部一般课题9项，省级课题

68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16项；拥有1门国家级精品课、1门省级精品课、一个

省级重点学科和一个省级教学团队。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

和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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