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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学科点依托的社会学科基础部，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等三个二级学科，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共党史（含党建）等二个二级学科，共五个硕士

点，四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有教授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8人），正高级讲师2人，副

教授19人（其中硕士生导师19人）。  

二、学科建设 

 本学科点研究方向有：1、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它的

事业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历史。特色：注重比较研究，即资本主义现代

化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比较；重视中国国情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致力于整体探讨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现代化的关系。对于现代化迅速发展的中国，围绕这一方向展开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指导意义。导师有杜艳华、陈明明、杨宏雨、高晓林。2、执政能力与社会治理，主要内

容：执政理论（包括执政方向、理念、原则和方法等）；执政方式研究。特色：注重一般政治

学理论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研究；“三个代表”与共产党自身现代化研究；突出科学

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研究。意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和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导师有桑玉成、刘红、陈华杰。3、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

史，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条件、背景、历史过程、重大成果及其影响。特色：中

共思想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文化的承接关系；中共重要领导人理论

创新成果的研究。意义：这个方向的研究，可为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探索提供智慧的火花，为我

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启迪。导师有吴景平、钱玉莉、顾关林。4、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主要内容：研究中共党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等。特色：注重研究人物思想、人格和历史地位；突出搞清在历史上有是非争议的一些人物，

如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注意人物思想比较研究。意义：对于推动党史的深入研究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导师有杜艳华、杨宏雨、钱玉莉。 

课程设有中共党史专题研究、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人物

研究、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本学科点招生人数：2009：硕士研究生4人，博士研究生2人，2008：硕士研究生4人，博士

研究生2人。 

三、师资队伍 

中共党史（含党建）（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现有教授2人，正高级讲师1人，副教授3

人。 

杜艳华，女，1957年7月生。法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

方向：1、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2、毛泽东与中国文化。近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研究。开设的主要课程：1、本科生课：《近代史纲要》；2、硕士研究生课：《中共党

史专题研究》；《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3、博士生专业课：《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研

究》；4、博士生政治共同课（合上）。主要论著有：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研

究》学林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２、《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转变的缩影》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年9月出版。代表性论文：1、《严复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5期转载。2、《李大

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 2003年1期。人大报

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3年第12期转载。3、《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科

     



学战线》2005年第2期。4、《论影响政党执政绩效的几个关键要素》；《学习与探索》2005年

第4期。5、《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先发现代化条件的分析》；《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近

年承担的研究课题：1、《十六大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立项时间：2003年。2、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复旦大学“211工程”学科建设经

费资助项目，立项时间：2006年12月。3、《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的历史地位研究》，教育部项目；立项时间：2008年2月1日。 

桑玉成，男，1955年4月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法学博士，政治学者，现任上海市社联党

组副书记，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专业领域为政治学理

论、当代中国政治、公共政策等。主要社会及学术兼职: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政治学会会

长；上海市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廉政研究会副会长。主要学术研究成果有：《国家

公务员制度概论》、《世界走向新秩序》、《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学卷》、《自治政治》、《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角色》、《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等20多部。 主编教材：《公共政策学导论》（合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1993年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科研成果二等奖，1994年全国首届行政管理

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企业管理思想与运用》、《人类政治问题》、《管理思想史》

等。 论文：《廉价政府：一种新的廉政观》（1994年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科学成果三

等奖）、《论国际竞争新态势》、《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合著）、《理

清政府与个人的权限关系》、《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论腐败》、《权力正位：反腐败的

关键机制》、《经济发展之政治观》（1995－199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论政府管理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1997－199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行政伦理：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关于自然状态与自然法的遐想与思考》等130多

篇。 主持研究的主要市级以上课题：《中国公共政策：案例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政府行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关于反腐倡廉规范性文件

有效性的研究》、《政府成本问题》、《关于流动人群公共教育与权利保障问题研究》等。  

杨宏雨，196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承担课题有中

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研究等，  

四、学术研究 

2000年以来，社会学科基础部共获得国家、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约15项，其中“改革

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07），“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

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与学科创新研究”是上海市科教党委、市教委重大德育课题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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