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论述“繁

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时，强调指出“要巩固发展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决定》之所以唯一点明这一学科，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我国是一个事关全局、
极为重要的学科，事关党和国家的思想理论建设、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

设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

固。高校都很重视这个学科的建设、发展，有这样的积

极性是大好事，但要把着力点放在内涵建设上；要巩

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和研究，努力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规范

化建设。

一、学科规范化建设是学科发展的“生命

线”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

“无规矩，不成方园”。学科建设只有规范化，从有

序到更加有序，才能可持续发展。不规范，无序，就必

然鱼龙混杂，危及学术声誉、有违设置初衷，甚至危害

学科生命。
提高质量必然要求加强学科规范化建设。“中国

研究生教育 20 多年就走完了美国 100 多年的路”。数

量“大跃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博士授权学校至

2008 年达 310 所（美国是 253 所）。从研究生规模看，

1978 年全国在读研究生为 1.1 万人，1988 年增加到

11.3 万人，1998 年增至 19.9 万人。2000 年研究生规模

达 30 万人，2005 年增加三倍达到 97.9 万人，2010 年

在读研究生规模达 153.8 万人。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的跨越式发展也很显著。仅看博士点：1996 年，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 （二级学科）初

设，批准三个学科点招生（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
清华大学），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慢到快，发展迅

速；1998 年发展到了 6 个点，新增的 3 个博士点是中

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2000 年发展

到了 13 家，新增加的 7 个博士点是华中师范大学、复
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2003 年发展到 28 家，

新增的 15 个博士点是天津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东

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中共中央党校；2005 年，新增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 20 个：即中国政法大学、
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

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

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苏
州大学、长安大学、中国国防大学、西安政治学院。共

达 48 个。2005～2006 年两次审批，升格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一级学科后，批准一级学科博士点 21 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 73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老博士点一分为二，

新博士点是 2006 年批的）共 213 个，其中：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学科 52 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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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 47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学

科 22 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66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共 842 个，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 204 个、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 189 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

100 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 96 个、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 253 个。2008 年，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学科；2010～2011 年，又增列了一批一级学科硕士

点、博士点。至今，全国已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37 个、硕
士点 133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近 600 个。这种

跨越式发展固然有与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发

展相适应的背景，但也有过快、过宽、无序的成份和因

素。不论从什么原因看，都要求我们迅速从规模扩张

向内涵发展转变。
发达国家对授予学位资格有严格的评价标准。有

的国家还建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来抓这项工作，

考核评价规范、客观、严格。我国尚未建立此类机构、
制度和统一标准，但从数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提高

质量就成为紧迫任务，就更必须走规范化建设之路。
提高质量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的今后两

大重点任务之一，包括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

体系、人才评价体系，这些措施成为《纲要》的亮点之

一。这说明规范化建设是学科巩固、发展和人才培养

质量的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规范化建设是高

校教育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学科规范化建设的政策法规依据和参

照系

除学习贯彻《纲要》（2010－2020 年）、中央关于发

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的文件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规范化

建设还应具体依据下述文件：

第一，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

级学科的通知》，特别要关注和贯彻该文件的附件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简介》的

精神。2008 年下发的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二级学科的通知。
第二，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

设、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规定和规划的一系列文件，社

科司《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等。
第三，除上述政策法规依据外，还可参照：武汉大

学主持的学位办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建设与二级学科培养方案研究。其成果已在《思想·理

论·教育》2006 年第 19 期上刊发；中国人民大学中标

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建设研究。其成果也可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马

克思主义研究》、人大复印资料中查到，其中包括张雷

声、段忠桥、张新、秦宣等同志发表的成果；学习老点

的先进经验，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

学等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经验。

三、学科建设不规范的表现和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存在着一些不规范

的现象，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科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边缘

化。有些课题或科研成果内容单一，明显属于别的学

科。或“借船出海”、“借鸡生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名义招收的研究生，实质上搞的是别的学科研究。
第二，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有些科研成果或

学位论文所列参考文献国外文献居多，没有或极少有

马克思主义的论著。
第三，概念、范畴、术语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意识。以用别的学科术语为主，随意拿来，界限模糊，

思维无序。
第四，导师遴选把关不严。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也让申报。
第五，研究方向面过窄。未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

体性、综合性特色，或不是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研究和思想理论教育上，等等。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部分同志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研究不够、价值认同不够；二是有的同志

受到西化倾向的影响；三是有的同志受原从事学科和

知识结构的局限，兼未兼好、转未转好；四是资料占有

不全面不充分，攻坚克难不够；五是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内涵、性质和外延、边界不了解等。

四、学科规范化建设要突出整体性原则和

要求

学科建设包括学科方向的凝炼、课程建设、师资

队伍建设、教材建设、科学研究、研究生（学生）培养等

等方面，都应努力搞好规范化建设，着力贯彻马克思

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原则和要求。总的来看，要解

决好以下问题：

1.要深刻领会为什么说“从整体性上研究马克思

主义更有必要”
建国后，学习苏联经验分门别类研究马克思主义

是应该的，很有必要、也有很大成绩，还应长期坚持搞

好。但过去从整体上进行研究比较薄弱，要迅速弥补。
国家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意欲着重加强从

整体性上研究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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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时，提出过要完整、准
确地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领会、把握

精神实质。这一论断也完全适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而这一任务要牢靠地完成，既要从对待马克思

主义的态度上、从学风上来抓，又必须从学科建设上

来抓。
普及马克思主义，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贯彻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

也要求大大加强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从

整体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势必难以达到使大学

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事物、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2.整体性研究，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

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等学科的关系

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建

立、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显著特征。分门别类

研究虽然也应该立足整体性，但它们都侧重分科研究，

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则侧重科学体系的整体研究。
分科研究和整体研究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3.整体性研究，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

部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是首要的、龙头学科、
基础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重要观点

和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是纵向研究马克思主义

如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学科。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是横向比较不同国

别、不同流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是我们学习应用马克思

主义的中心、要重点研究的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学科：是史论结合、论从史

出、专门用史实来论证“三大选择”历史必然性的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人

们“三观”形成中的问题、研究如何增强人们思想政治

素质的学科。
上面六个学科可分为三大层次：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第

一层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

问题是第二层次，思想政治教育是第三层次。这三个

层次明显存在着从理论到实际、从宏观到微观、从基

础到应用，落脚到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一

个层次递进的逻辑关系。在弄清它们紧密的内在联系

的基础上，应坚持各个二级学科内在的自身的整体

性，使之不变味、不走样，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

与学科存在一定对应支撑关系的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也都是从整体上梳理、整合、学习、研究其科学

体系的。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也不是思想

道德修养+法律基础，而是在思想政治品德修养中不

仅要重视思想道德修养，而且要重视法制修养，把法

制修养作为思想政治品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予以强调。
4.整体性研究，要求各二级学科抓住自身的核心

内容，明确自己学科研究的对象，处理好全面与特色

的关系

做到全面研究基础上有特色；有特色却不能抛弃

全面、不顾全面，否则就可能模糊学科边界，甚至“种

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或给别人提供了“借船

出海”、“借鸡生蛋”之机。
2010 年增列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时，文件指

出填申报表设置方向可以突出本学科点的研究特色。
这一规定在执行中出现积极与消极的两方面情况：

积极方面：一是在设立研究方向时，突出自己优

势填报，不是六个二级学科全面开花；二是在某一个

方向命名和论证中，既有整体性研究，又有特色的成

果（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向中突出经典

著作研究、理论体系研究的优势成果）。
消极方面：一是突出的特色小了。一看就知道此

方向老师是搞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如方向名称写

“马克思主义与三峡库区生态建设”（搞科技哲学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搞政治学的），离

开了整体性、综合性要求；二是虽然方向名是整体的，

但论证材料、成果不仅不足以支撑该方向，甚至有的

还全无该方向的成果。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
向的人员、项目、成果，几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
向无什么差别。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

究的确薄弱的现状。有的设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方向，填的内容完全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某

一方面的内容，是把搞专门史研究的人员、材料拿来

申报。
从现状看，今后建设任务的确繁重、紧迫。各二级

学科在建设中既全面又突出创新和特色，都必须围绕

各自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经典著作、科学体系、基
本原理和重要范畴的研究，重点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马克思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和基本规律、理论成果及重大前沿问题的研究，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新的实践。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以重点史实有力地论证



三个基本选择的必然性、正确性。
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横向比较、流派研究中，重点

应从哲学、文化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转向现实，

从“西马”转向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纵向比较中，深入研究一

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特色和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

根本内容，遵循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去搞

好思想理论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使人们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己成人成才。
目前有一级学科授予权的学科点正转向按一级

学科制定培养方案，这是国际国内学科发展以整合发

展为主要趋势的必然要求。所有学科点应及早领会、
自觉贯彻 2011 年学科目录的精神，争取尽早实现在

一级学科层面上培养素质全面、适应性强的高级专门

人才。大多学科点缺乏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研究师资，这种情况要尽快改变。除引进人才

外，可指定素质好的年轻教师转向研究这些学科，安

排他们进修，为本科生、硕士生开选修课或搞专题课，

专题由少到多，并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逐步建设，

经过几年便会取得成效。
5.整体性研究，要拉开档次，处理好本科、硕士、

博士的层级和衔接递进关系，保证人才培养规格质量

本科：要懂得打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的看家本领和根本，绝不能仅仅研究思

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技巧。毕业生应有较强的社会适

应性，又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优质生源。懂得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历史和它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就懂得为什

么不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科的原因了（六个二

级学科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设本科层次）。
有一些学校只有硕士点、博士点，无思想政治教

育本科点，因此，在学科建设中应注意基础课、专业课

建设，安排教师研究，否则，跨学科录取的研究生，按

规范化要求应补修两门以上低一层次的专业主干课

时，有的学校要么无人开课无法补修，要么把硕士生

教学水平降低到本科学术水准。
硕士：各个二级学科专业除学好本专业的课外，

应力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典著作、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基础课开齐，对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应尽早安排教师

研究和开课。这不仅有利于打牢研究生理论功底，也

为二级学科建设和搞好一级学科建设创造条件。严格

说，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学习经典著作应面宽，通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选

集、精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资本论选读、
科社原著选读、思想政治教育原著选读。

博士：在研究中学习，在更广博基础上更专深。

五、处理好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关系，力争互动双赢

2005 年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所依托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决

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目的就是要为党的

思想理论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

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为了贯彻落实这一精

神，首先要求学科骨干、研究生导师要树立服务观念，

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首要和主要的是要为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理论、人才支撑。学科骨干

也应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骨干。由于历史的原

因，这在由专业课教师申报硕士、博士点的单位，思想

阻力较大；应从制度、体制等方面逐步妥善解决。比

如，校院领导带头参与公共课教学工作，对新增教师

一律先安排做公共课教师或承担公共课任务，至少应

要求学科专业教师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教学

和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情况，把公共课中的问

题作为学科专业建设研究的重点，主动开展研究，自

觉服务于公共课建设实际。
同时，公共课教师要树立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意识，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学科归属，加强科

研，促进教学科研含量的提高，以自己的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的榜样和激情去感染带动学生也实现“四

真”。
此外，学科规范化建设还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比如，

研究生论文选题的认定，严格学制年限，导师资格考

核和遴选，研究生录取的程序公正，等等。都应当逐一

研究，针对差距，推进制度、机制的完善，才能使学科

建设走上科学发展、良性运行的轨道。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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