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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依托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组建于2003年10月，其前身先

后为政治教育系（1953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1978年）、法律与政治研究所

（1994年）。学院中共党史硕士、博士点，此外还招收政治学博士后科研人员、高级访问学

者。 

学院设有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本所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

代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和后来的中共党史教研室。1980代初分设中共党史研究室

和李大钊研究室。1990年代末仍合并为中共党史研究室。2005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成立

后，组建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为朱志敏教授。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学研究、马克思

主义概论、中共党史学概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共党史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

会主义范畴学、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等。本所现有教授5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兼职教

授2人；博士生30余人，硕士生近50人。本所设有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点、中共党史硕士点，分设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全国高校党建、领导科学、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文化、邓小平研究等博士专业方向；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

化、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公民能力建设研究、当

代中国社会问题与对策研究等硕士研究方向。  

学院设有高校党建研究中心，2004年成立。该中心由我国著名党史学专家张静如教授出任

首任主任，孙秀民副主任。该中心的成立旨在依托我校拥有的中共党史党建博士点和其他相关

学科，围绕我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主题，开展开放性科学研究。作为党的整体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校党的建设如何在新形势下解决新问题，探寻新规律，是北师大高校党建中心研究

的主要方向。该中心负责人将坚持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研究高

校党的建设理论；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教育部及其他部门的工作和决策提

供咨询和服务。该中心不仅吸纳我校相关专家学者，而且吸纳北京市和全国的学者参加。 

二、师资队伍 

该学科点教师主要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高校党建研究中心，该所现有教授5人，副教授

2人，讲师1人，兼职教授2人。 

张静如，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高校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全国中共党史

学会副会长、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李大钊、中共党史党建、高校

党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首倡中共党史学研究、以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提出并论证了中共党史是历史科学及其重要意义。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了《李大钊同志

革命思想的发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共党史学》、《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

学》、《中国共产党通史》等40余部专著和教材。其中：《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是国

内第一部研究李大钊生平及思想的著作，《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获北京市1996年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国共产党通史》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在几十年的

教学生涯中，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仅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和高级访问学者

已100多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是国内著名的教授、研究员。同时，注重学科建设和教学改

革。发起并连续主持召开了20多年的全国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硕士点

      



年度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建立了此类专业研究生学习交流的制度。主持的“中共党史博士点教

育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获2001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1988年9月获北京市高校系统“教

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1997年7月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先进党员标兵。2006年7月被评为北

京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朱志敏，男，1953年9月生于吉林梅河口市，汉族。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北京中国革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

中共党史学会人物研究会副会长。1978－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起在北京师

范大学任教，其间1985－1991年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和中共党史博士学位。1993年晋升

副教授，1998年晋升教授。1995年起任硕士导师，方向：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现代化。2000年起任博士导师，方向：1、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2、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领域：1、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2、中共党史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

实践开设主要课程：本科：1、毛泽东思想概论；2、邓小平理论概论；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传统文化与近现代人物。硕士生：1、中共党史专题；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3、当代

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4、传统文化与近代人物；5、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6、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现代化；博士生课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科研项目：主持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对

传统文化的扬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等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精品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建设和改革等教学改革项目；参加的项目有：五四时期知识群体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成就、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等。代表性科研成果有：（1）五四民主

观念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 

（2）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3）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出版2004

年（4）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历史研究》1997年2期（5）

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6期 

王炳林，男，1961年10月生，汉族，山东省东营市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

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任首都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统战理论研究会

理事、教育部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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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央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任课题组负责人。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等方面的研究，有关

论文和著作曾多次获奖，其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

文6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1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2项。

曾获北京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优秀教师奖、北京市教育系统德育先进工作者、北京市爱国立功

标兵、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基金优秀青年教师奖、2001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百人工程培养人

选”。2002年获教育部教学“精彩一课”奖，2002年入选北京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课

学科带头人培养人选。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孙秀民，男，汉族、教授、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

导师，高校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大钊学社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政治与政治学、

党的建设、高校党的建设。主要讲授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主持的课题：曾主持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口政治

学研究”，担任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研究”子课题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精神”的负责人，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的重要成员。近年来的代表性科研成果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

政党立法研究综述》，《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3期。《邓小平关于高校党的建设的思想》，

《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8期。《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程序化法律化》，《新视野》

2005年第6期。《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述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3期。《中国

古代治国理政经验论要》，《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 

赵朝峰，男，1 9 6 9年1 1月生，山东省莘县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 开

设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参与的

课题： 参与了“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的撰

写。目前正在进行《中国当代社会史》第五卷的编写。发表论文：《对中国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

特定时期称谓变化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 0 0 6 / 0 5  ；《评述1 9 5 6年苏东政局对中国政治的影

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0 0 4 / 0 6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灾荒与中国共产党

的对策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  2 0 0 4 / 0 5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救灾工作述评》，《党

的文献》2 0 0 3 / 0 4    ；《简评建国初期的救灾渡荒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 0 0 0 / 0 4。 

周良书，1 9 7 3年生，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领域：中共高校党建史。  

三、学术研究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承担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项目（首席研究员为张静如教授）、全国高校党的建设研究、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研

究、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课程建设与改革研究等多项科研和教改项目。 

该所张静如教授是国内外著名学者，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中共党史人物及思想、中

国近现代社会史诸多研究领域成果丰硕。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评审



组成员，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陈独秀研究会名誉会长、

北京党史学会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5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中青年学者王炳

林教授曾获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奖。自1980年代中期起，本单位就承担起主持全国党史党建硕士

点及博士点教学研究交流的工作，对推动全国党史及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点的工作起了重要作

用。本所还同日本京都大学等建立有经常性的学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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