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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悠久，是全国高
校较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
阵地之一。1949 年 2 月开设了马思主
义政治理论课，当年 11 月成立了政
治理论课教学委员会。改革开放后，
1979 年 1 月成立政治理论课教研室，
2011 年 4 月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学

全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排名为 B+ 首位，学科总排名第 24 名。

历史沿革
与现状

师资队伍
情况

01 \ 学科领军人物 

02 \ 专家团队

03 \ 支撑平台

学科排名

马克思主义学院10
SCHOOL OF MARXISM

院现有 8 个教研部、中心及多个科研
机构，现有教职工 76 人，硕士博士生
导师 34 人，其中具有国家和省部级称
号的专家多名。1998 年获批二级学科
硕士点，2006 年获批博士点，2011 年
获博士学位一级学科点，2012 年获批
博士后流动站。

现任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
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
个一批”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团 队
2015 年获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优秀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院长，教育部全国高校
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首都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头
人，省级教学名师，省级学术与技术
带头人。

韩振峰 高正礼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简介

1
教育部
创新团

队

教育部全国
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
学科研团队
择优支持计
划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支撑带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围绕“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
力建设”这一主题，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通过不断推
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能力，提升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学科层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 北京市

北京市习近
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北京
交通大学研
究基地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研究基地成立于 2018 年 1
月，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科联批准，依托北京交通大学建立的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21 个研究基地之一，为我校获得北京市认定的第二个新型智
库。研究基地坚持把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首要任务、主攻方向，
充分发挥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优势，汇聚校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高层专家学者，努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协同创新中心和高层智库，形成以我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为高质量、高层次的开放性研究平台，更好地推进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努力建设国内一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传播平台和基
地，同时积极开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更好的肩负起在新时代争取新作为，奋力为国家、民
族的发展贡献力量，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思想理论建设的时代使命与担当。

3 北京市

首都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基地

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学规划办和北
京市教委依托北京交通大学建立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是我校人文社科类省部
级研究平台。基地的成立是北京交通大学党委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关精神，统筹整合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力量，切实加强新形势下
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重大举措。

表 3-1：支撑平台

该团队以《用马克思主义学科引领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为主要方向，以
“三轮驱动”（教学主动、科研拉动、

学科带动）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经过几年来的建设，该团队已
取得一批有影响的教学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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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质量

科学研究
情况

对外交流
情况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地，能够系
统的、完整的对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教育和实践活动。学院培养
的研究生具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哲学素养，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大部分毕业生毕业后留京，在国家党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近几年大力推行
和实施“三轮驱动”综合改革战略，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紧紧围绕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框架布局，从整
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中共党史党建等。深入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学院积极组织和支持教师参加国外学
术会议、学术活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拓宽教师的学术视野，切实提高教师
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目前学院与英国、

政机关、高等院校、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宣传和新闻出版行业、社区街
道和乡村等从事行政事务、党务、宣
传、管理、辅导员、村官等相关工作；
部分毕业生攻读博士研究生接受继续
教育。

会主义思想，研究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取得一大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近 几 年 先 后 在 CSSCI 期 刊 发 表 论 文
300 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求是》发表 40 余
篇，出版教材 40 余部，国家级和省部
级课题 50 余项，获省部级科研项目奖
10 余项，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部
级领导批示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和专家
建议 10 余项。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合同总经费
（万元）

1
全国“四个一
批”人才项目

重大委托
项目

中国梦与核心价值观深层次问题研究（2015） 韩振峰 50

2 国家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习近平关于时代新人的重要论述研究（2019） 何玉芳 20

3 国家社科项目
后期资助

项目
复兴与共享： 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价值内涵

研究（2019）
李效东 25

4 国家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1 世纪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逻辑范式的

激进转向及对我国的启示（2018）
赵伟 20

5 国家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自媒体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制及策略

研究（2018）
安娜 20

6 国家社科项目
后期资助

项目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价值认同 陶蕾韬 20

7 国家社科项目 重大项目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理论创新经验研究 高正礼 60

8 国家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重要

论述研究
韩振峰 20

9 国家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转型的协同演化研究 邬晓燕 20

10 国家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民国时期中日黄海渔业争端与中国政府的渔权维

护研究
王楠 20

11 国家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同推进研究
郑士鹏 20

12 国家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体系研究 王晓青 20

序号 奖励类别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时间

1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韩振峰 2017.8

2 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思想的剥离与锻造 ——《神圣家族》文本释

读 刘秀萍 2019.3

3 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论述
韩振峰 2019.3

4 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人学视域下的立德树人 路日亮 2019.3

5 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研究 吴琼 2019.3

6 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生态文化论 路日亮 2021.1

表 5-2：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获奖项目（近五年）

表 5-3：国家级或有代表性科研项目（近五年）

美国、巴西等国家的部分高校围绕“一
带一路”、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社会
综合治理、大学生教育等方面展开深
入交流和密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