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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学科点属于该校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覆盖之下，但博士点并不招生，仅在三

个学院设有硕士点： 

一是政府管理学院，该院政治学系设有中共党史硕士点，招生方向为政党理论、中共与当代

中国政治。中共党史专业自1980年被批准为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以来，经过二十四年的发展，

已经招收近200名硕士研究生，形成了导师结构合理、专业建设完整、学术影响广泛的重要学

科，为党政领导与管理部门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目前，中共党史硕士点有以下两个专业方

向：（1）政党政治方向。研究内容：政党政治是世界各国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本研究方向

主要包括：政党学专题、中国政党政治专题、中国执政党建设专题、政治学理论与方向专题等

研究内容。研究特色：以研究中国特色政党政治为出发点，讲授中国政党体制结构与中国政党

政治的基本格局；突出中国政党与社会政治稳定、科学决策、党派监督等方面研究；比较分析

世界政党政治，吸纳先进的模式与方法。研究意义：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全面、深刻地认识中

国政党政治的地位与作用。（2）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方向。研究内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

治研究方向主要讲授中国现代政治专题、中国当代政治专题、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

专题、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专题等研究内容。研究特色：本研究方向在以往对中国共产党党史

进行历史性之外，还从政治学、行政学、政策科学等学科角度，研究中共与中国政治，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研究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主导力量，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为此，

从中国现、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出发，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全面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政治变迁、政治发展、政治关系互动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该硕士研究生点的导师有李成

言教授、关海庭教授、金安平教授等。  

二是马克思主义学院，该院建立于1992年4月，中共党史为该院现有的9个硕士、9个博士学

科点之一，但在学院没有独立的建制，党史教师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代表学

者有康沛竹、程美东、王久高等。与党史相关的课程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全校本科公共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全校本科公共课）、《中国政治

思想史》（学院本科专业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研究》（硕士专业课）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内普通高校中建立最早的国际关系学院，是我国培养国际问题、外

交以及涉外工作的教学、研究与应用的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三是国际关系学院，前身为1960年北京大学建立的政治学系，1963年改名为国际政治学

系。1996—1998年，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亚非研究所经合并调整，正

式成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院现有3个本科、7个硕士和5个博士专业对外招生，中共党史

为其硕士点之一。党史教师主要集中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现有教师5人，其中教授3人，副

教授2人。代表教师为印红标、杨朝晖、张植荣、李义虎、孙岩等。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为中国的

社会政治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学科建设 

国关党史硕士点开设有中共党史与党建专题研究、中共对外政策与思想研究、20世纪中国

政治专题研究等课程。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党史硕士点设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研读、现

代中国政治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政治专题研究、政党学专题研究、民主革命时期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专题研究、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专题研究、中国政

府与政治专题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专题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政治学研究方法等。 

三、师资队伍 

沙健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4年2月生，江苏宜兴人，回族。1958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历史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兼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党史党建学科规划

评审组组长、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

央候补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党史党建学科规划组（学科评审组）组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

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1958年秋至今，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毛

泽东思想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等的研究。专著：《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概论》、《中国革命史论稿》、《中国革命问题散论》。论文：一百余篇。主编：

《中国共产党通史》（五卷本）；《毛泽东思想概论》（获教育部两课优秀教材奖）；《走什

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社会主义与新中国五十年》；《五四运动与20世纪的中国》

等。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初稿主持人，也是该书的执笔人和

改稿人之一；同时是该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三个统稿人之一。主持完成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学科的现状与九五期间的发展趋势》和《中共党史、党的

建设学科调查研究报告》。  

梁柱，男，汉族，1935年生。福建福州人。1953年参加工作。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后分配到北京大学工作。任教授，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2005年聘为资深教授。

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副组长，全国高教自考“两课”专家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此外，还被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聘为兼

职教授、研究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的专著有《毛泽东民主

政治建设的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若干理论研究》、《国民革命的兴起》、《蔡元培与北

京大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等十余部：在各种报刊发表了近二百篇学术

论文，并从中选编出版了《履冰问道集》。  

陈占安，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班导师。山东荣城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全国高校马克思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毛泽东

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北

京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企业文化建设协会常务理事，《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和《高校党建和

思想教育》等杂志编委。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哲学与中国革命》（合著）、《毛泽东哲学思

想概论》（合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合著）、《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合

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合著）、《真理之树常青》（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

学》（主编）、《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主编）、《毛泽东思想专题讲座》（主编）、《邓

小平理论概论》（主编）、《邓小平理论简明教程》（主编）、《面向21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

研究》（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导读》（主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主编）等。先后承担有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课题7个，其研究成果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一

等奖；所主持的"邓小平理论概论"课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课程，荣获北京大学、北京市和国家

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教学组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个人曾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

奖。 

程美东，男，安徽无为人，中共党员，1969年7月出生，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主

要从事中共党史、近现代社会思潮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学习与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建研究》《江海学刊》《人文杂

志》《江淮论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

余篇，出版专著3本，主编、参编教材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北京市“十一五”规划项

目一项、 北京市精品教材项目一项。2004年被北京市教工委评为第三批“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

课学术带头人”。 

关海庭，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1978-1982年，东北师范大学，法学学士。1982-1984年，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

法学博士（1999年）。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发展、中俄体制转型的比较研究。著有《大国转型

发展之路——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中

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编有《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

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金安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1978-1982年，首都师

范大学，哲学学士。1985-1988年，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1998年。研

究方向：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史、政党政治、毛泽东政治发展理论。代表作：《毛泽东政治发展

学说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中国知识分

子与政党政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代表论文：《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党

概念》，《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 

印红标，1951年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93年—199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

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进修和任访问学者。2000—200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学者。教

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活动和思

潮。代表作有《失踪者的足迹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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