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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学科概况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是在原中共党史教研室和原党的建设教研室合并的基础上

建立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现设有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专业硕士学位点一

个,开设全日制硕士学位生教育。在职研究生教育开设2个专业：中共党史专业、党的学说与党

的建设专业。 

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属于政治学学科，是北京市委党校的重点、优势学科。党史党建教研部主

要担负干部进修班、硕士研究生、在职研究生班、成人教育本科和专科的党建系统课、专题课

的教学任务，并研究关于中共党史和党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是北京市党建研究基地所在地，是全国省级党校最早批准

的硕士点之一，在省级党校同类学科中处于领先地位；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党建教研部、

人民大学党史系、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长期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 

   党史党建学科的教学科研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注重教学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强调知识更新和能力培养，及时把最新学术信息传授给学员，在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教

学相长。 

   多年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培养了大批具有系统专业知识和较强工作能力的

学员，许多人毕业后在中央机关、北京市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

理和研究工作，大都成为本单位骨干。  

二、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专业课程设有八门：1.民主革命时期党史专题研究，对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

党作为革命党期间历史的回顾及若干问题的研究；2.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专题研究，对1949

年至2004年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执政党期间历史的回顾及若干问题的研究；3.中国共产党建设

史，对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4.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对中国近

现代历史上若干人物生平、思想、活动和影响的研究；5.党的领导的理论与方法，党的领导理

论与实践的产生、发展，以及对党的领导理论、方式和方法若干问题的研究；6.执政党建设问

题研究，着重对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以及执政规律问题的研究，兼对外国执政党

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研究；7.中国政治体制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进程及改革方向的研

究；8.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现代化与国外现代

化的比较研究。专业基础课设有：1.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主要内容，

及其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2.中国近现代政党史，中国近现代政党的产生、发展，在中国革命

和建设史上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关系问题的研究；3.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

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思想主张、文化观点的起源、特点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 

三、师资队伍 

该学科点所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研人员15人，其中

有2位教授、10位副教授；1人任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人任本校硕士生导师，

2人任副导师；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者各2人。主要学术带头人在北京和全国有一定

影响。 

姚桓，男，1948年生，北京市人，汉族，现任党校校委委员、党史党建部主任、校硕士生

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兼职博导。198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起至

今在市委党校从事党史党建教学科研工作。1992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

1995年因教学科研成绩突出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6年被破格评为正教授，1998年起享受

政府津贴。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党史党建学科评审组成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研

      



规划办公室科社、党建、政治学学科评审组副组长，北京市党的建设专家顾问组成员，北京市

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市党史学会副会

长，多所大专院校兼职教授。多年来，独立完成、主持完成和协助主持完成三个国家级课题，

三个北京市课题和一些部委课题。出版党建著作10余部，其著作五次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多次获全国党校系统科研优秀成果奖。在《求是》、《求是内参》、《党建研

究》、《党建研究内参》、《党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人民日报》、《经济日

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前线》、《北京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逾百篇。多篇论文

被《新华文摘》、《中国共产党》转载。论文《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入选《全国纪念

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理论研讨会》。多次在全国党建研究会、中央党校、北京市举行的学术讨论

会上发言，多次应邀在一些省级党校作学术报告。担任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博士生论文评审委

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委员。1996年，作为访问学者参加《美国竞选考察》项目，2003年参加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举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学术讨论会，提供论文，并应邀在大会上发

言。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着重研究执政理论、执政能力建设、外国政党执政经验和基

层党建工作，主要成果有：著作《中国共产党党章研究》、《执政党反腐败斗争研究》、《市

场经济与党的思想建设》、《市场经济与党的优良传统》、《“三个代表”与执政党建设》、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教程》、《北京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改革与创新研究》等；论文《总结执政

经验，研究执政理论》、《试论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创新的历史经验》、《执政党建设理论是

常青的科学》、《五年来党建研究新进展》、《关于民主政治若干问题的思考》、《八大党章

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毛泽东对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思考》、《邓小平对毛泽

东的科学评价及其意义》等。承担校主体班各种党建专题课，近年来主要讲授“邓小平党建理

论”、“‘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

党建设前沿问题”、“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等；为硕士生开设多门党建系统课，包括“党的学

说史”、“中共党章研究”、“外国政党研究”等。近年来探索研究式教学，率先在校内进行

关于一些党建专题的案例教学，曾获得党校教学一等奖。参加北京市委宣讲团，在中央和北京

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讲党课、做报告，多次获得北京市“灵山杯”优秀报告一等奖。 

李燕奇，女，1954年11月出生于北京，汉族，中共党员，博士，教授，《新视野》主编，

校刊编辑部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1、中外政党政治、政党制

度及其比较研究。2、党史党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中国

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国政党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获法学博士学位。1991年在中央党校培训

一年。1997年破格晋升教授。任党史党建专业硕士生导师。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

会委员，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入选北京市培养跨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教学情况： 1、为校内主体班开设课程：（1）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制的理论与实践。（2）中

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3）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发展新趋势。2、指导硕士

研究生并系统开设专业课两门：（1）中外政党政治比较，14讲。（2）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党

政治发展历程，14讲。科研情况：1、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1998年结项）。（2）《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

新发展和基本经验》（2003年立项，正在进行中）。2、主持一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

划课题： 《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世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2006年6月立项，正在进行

中）。3、公开出版三本学术专著，并均获得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二等奖。即：（1）

个人专著：《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形成和演变》，统战部华文出版社出版。（获北京市优秀

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个人专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九

州图书社出版。（获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二等奖）。（3）合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4、在《求是》、《中共党

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理论探讨》、《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若干篇。社会兼

职：全国党校期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北京政治文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殷庆言，男，1952年9月，山东省龙口市。1987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生，获法学

硕士。自1983年历任市委党校助教、讲师、副教授、研究员、校务委员。1994——2001年援藏

8年，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市人事局决策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审

委员会委员；市委《北京工作》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党校系统思想政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

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会员。教学情况：为主体班开设选修课“民

族宗教问题与国家安全”等课程；为硕士研究生开设“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等课程。科研情

况：《人民日报》1995、8、28第9版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西藏”；《光明日报》1995、

11、10第7版   “西藏人权状况的历史性飞跃”；《求是》杂志1995年第16期  “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西藏的光辉实践”，《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转载该文；《北京周

报》1995年专刊（英、法、德、日、西班牙5种文字版） “西藏人权的今昔”；  《人民日

报》1996．5．23第9版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5周年”，《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转载该

文； 《光明日报》1997．4．11第7版   “谈谈西藏的人权问题”； 1999年完成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办公室课题  “中国财经50年（西藏卷）”；中组部《党建研究》2005年第11

期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克服的几个错误认识”；2005年完成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

课题  “基层党组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研究”。获奖情况：1993年获中组



部全国优秀党建论文三等奖；1994年入选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科院、

国家教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国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

会；1995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6年4月获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优秀成果奖；

2006年5月入选北京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

会；  2006年5月入选北京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研讨会。 

侯且岸，祖籍山西平遥，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94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

治研究所，获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3月至1999年6月，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思

想史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参加中共中央实施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专家组成员），入选北京市培养跨世

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现任北京行政学院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北京师范大学

兼职教授、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

任，北京师范大学“风云论坛”特邀嘉宾,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兼

职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担任国际中国文化研

究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对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

事、副秘书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北京大钊学社社长，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特邀研究

员，首都社会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特约报告人，《百年潮》编委，

《党史研究与教学》编委，《北京党史》顾问。主要学术著作有：《认知中国：文化研究的路

径》（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与思想新论》（人民

出版社2000年版）、《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

版）、《毛泽东研究史论》（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费正清与美国汉学》（《国际汉学漫

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中共党史学概论》（合作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译著有：《李大钊与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1982》（合译，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主持并完成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课

题：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获北京市政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中西毛泽东、邓小平研究比较（结题时被评为A 类研究项目，即将正式出版）。他多次获北京

市政府奖、市级优秀论文奖。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研究》（日本）、《中共党史研

究》、《文史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党史》、《新视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光明日

报》、《学习时报》、《北京日报》等学术期刊和报纸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2004年始，为

《学习时报》“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等专栏系统撰文。他现在承担的主要研究课题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委托课题，该课题相当于国

家重大课题）、美国汉学史1830-2000（已被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理论史（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跨文化比

较。主要的学术、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国内开创了系统的、跨学科与跨文

化的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在该项研究中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得到学术界同行的公认。其二，

在国内率先对毛泽东研究进行深入的学术史研究。这项研究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

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三，在国内开辟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将

这一研究逐步科学化、规范化。其中，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最有影响。其四，在

国内率先开展文化理论取向研究，为培育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

荣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在国内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其五，努力尝试学术与现实的结合，重

视对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近年来在《学习时报》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和在北京电视台、湖北电

视台的文化、历史讲座已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自1995年起担任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以来，同

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担任博士学位研究生副导师。招生的研究方向为：毛泽东

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中美文化关系研究。近年来，他指导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先后获

全国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点论文演

讲比赛一等奖和三等奖。自2002年始，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博士学位

研究生导师，招生的研究方向为：国外现代中国学、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现有在校生4人，已毕

业4人。侯且岸教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他强调以“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为导向，注重对研究生进行必要的“思想训练”，给研究生严谨的

“修业指导”。他讲授的课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生修业导论》、《近现

代中西文化导论》等，对研究生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多次出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和

教育考察，先后出访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俄罗斯、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瑞

典、芬兰等国。1999年4月，他应邀参加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项目，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里，重点考察了12所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机构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同时，也向美国学术界同行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增进了相互理解，扩大了学术影响。 

靳连芳，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中

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与执政党建设问题研究。担负着校主体班、硕士研究生和研究生班等

课程。教学效果良好，多次获得校级教学奖。独撰有《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与思想政治工

作》、《北京城市社区党建问题研究》、《革命激流的砥柱》等专著，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与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城市

社区党建问题研究》分别获北京市第八、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是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子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研究》的副主编和

主要撰稿人。在全国核心期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50余篇。其中获全国类

的奖项6篇，获北京市类奖项4篇。有20余篇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材料和清华学术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转载。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学科在科研方面业绩突出，曾多次

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党校系统、行政学院系统科研优秀成果奖。目

前承担3个国家级科研课题和4个省部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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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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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



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考探析 ——以

试论1940至1953年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深化与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

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业述略

试论新形势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系统建构 

第4期中共党史学科青年教师工作坊纪要

建国初期北京市房屋管理政策的实施与变动（1949-

抗战时期中共国统区组织发展研究

七日排行

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最初的突破

邓 小 平 与 香 港 回 归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学科巡礼

美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概述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征稿启事

回忆录传真

评论排行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上）

深切怀念：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与山东大学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2011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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