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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教育相关数据

（一）学位授权点情况

现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个（哲学、理论经济学、

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位类别 0个，目前正在

招生的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10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政

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硕士学位授权二级

学科 10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

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党

的建设））。

（二）招生情况

2021年，招收博士生 52人、硕士生 59人。在 2021级

研究生（不含港澳台籍、留学生）中，98.08%的博士生来自

双一流高校，位列全校第 2/37名②、本学部第 1/9名；77.97%

的硕士生来自双一流高校，位列全校第 23/35名、本学部第

10/10名。

（三）在校生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在校生中，博士生 197 人，硕

士生 117人（其中非全日制硕士生 0人）；其中港澳台生 0

人，外国留学生 0人。

（四）教学培养情况

在课程教学方面，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研究生

课程 31门，第二学期开设研究生课程 37门。

在教学优秀奖方面，2021年度魏波因研究生教学优秀获

奖，全校共评选出 45位获奖教师。

在综合素质提升方面，2021年度立项“研究生教育创新

计划”4项，全校共立项支持 72项。

（五）过程管理情况

在确定导师方面，2018 级及以前的在校博士生中

100.00%已确定导师，位列全校第 1/37名、本学部第 1/9名。

在完成综合考试方面，2018 级及以前的在校博士生中

87.76%完成综合考试，位列全校第 29/37 名、本学部第 8/9

名。

在完成开题报告方面，预计于 2022 年 1 月和 7 月毕业

的在校博士生中 0.00%完成开题报告，位列全校第 37/37名、

本学部第 9/9名。

在延期毕业方面，按学制应于 2021 年 7 月毕业的博士

生中 0.00%首次延期，位列全校第 35/37 名、本学部第 9/9

名；按学制应于 2021年 7月毕业的硕士生中 5.04%首次延期，

位列全校第 18/39名、本学部第 7/10名。

（六）论文评阅与答辩情况



在论文评阅方面，2021年 7月批次完成博士论文专家评

阅 137次，其中，总体评价为“中”17次、“差”1次，论文选

题、文献综述、创新成果、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科研能力、

学术规范、写作规范等 7个具体评价为“中”共 108次、“差”

共 9次。

在学位授予方面，2021年 7月批次完成答辩的研究生中，

答辩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0人，不建议授予硕士学位

0 人。获博士学位用时平均年限为 4.7 年，低于全校平均年

限 5.2年。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情况

毕业 74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7 人，硕士研究生 47

人；结业 2人。获得博士学位 31人、硕士学位 48人。

（八）导师队伍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研究生导师共 48 人，其中，博士

生导师 42 人，硕士生导师（学术学位全职）6 人；60 岁以

上博士生导师 2人，占 4.76%。具有 2022级研究生招生资格

的博士生导师共 39人，其中，全职博士生导师 39人，兼职

博士生导师 0人。

截至 2021 年 7 月，52.27%的研究生导师完成在线答题

培训，低于全校完成率 54.80%，位列全校第 20/37名。

二、研究生教育工作情况

（一）研究生招生

2021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顺利完成招生任务，

招收博士生 52人（其中硕博连读生 6人，推免生 16人）、



硕士生 59 人（其中推免生 20 人）。在 2021 级研究生（不

含港澳台籍、留学生）中，98.08%的博士生来自双一流高校；

77.97%的硕士生来自双一流高校。

（二）项目开展

2021 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科研立项总数为

15项，项目经费达 484万元，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中重点

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中一般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中

青年项目 2项、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重点项目 1项、

教育部重大项目 1项、高校思想政治课理论课建设项目 2项、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

项目 1项、北京市社科基金决策咨询重大项目 2项。

（三）课程教学

我院围绕培养目标，设置层次分明、结构完善的课程体

系。在全校范围内开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六门思想政治课程。2020—2021学

年第一学期，我院开设研究生课程 31 门，第二学期开设本

科生课程 17门，研究生课程 37门。在全校教学优秀奖方面，

1名教师因研究生教学优秀获奖；在综合素质提升方面，2021

年度立项“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4项。

（四）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首届全国教材评选中荣获

多项奖励。我院顾海良教授被授予“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奖，多名教师在获奖教材中担任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在高

等教育类教材中，沙健孙教授为第一首席专家、仝华教授为

主要成员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荣获特等奖；

顾海良教授为第一首席专家，李健、贺大兴老师为主要成员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18年版）》荣获

特等奖；孙蚌珠教授为首席专家，程美东教授、陈培永老师

为主要成员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2018年版）》荣获特等奖；孙来斌教授为主要成员的《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年版）》荣获特等奖；孙代尧

教授为主要成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018年版）》

荣获特等奖；顾海良教授为第一首席专家、王在全教授为主

要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第二版）》荣获一等奖；

沙健孙教授、田心铭教授为首席专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第二版）》荣获二等奖。在基础教

育类教材中，田心铭教授为编委会主任、孙熙国教授为主编

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政治 4必修生活与哲

学（第 6版）》荣获一等奖。

（五）过程管理

2021年，我院加强了对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的监督控制，

按期组织全体研究生完成在确定导师、开题报告、中期考核、

毕业等各环节。在确定导师方面，2021级及以前的在校硕士

生中 100.00%已确定导师。2018 级及以前的在校博士生中

100.00%已确定导师。在完成综合考试方面，分别于 2021年

5月对 19级博士研究生进行了年度审核，于 2021 年 9月中



旬对 20 级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了年度审核。在完成开题

报告方面，预计于 2022年 7月毕业的在校硕士生中 100.00%

完成了开题报告。预计于 2022 年 1 月和 7 月毕业的在校博

士生中 100.00%完成开题报告。在毕业情况方面，按学制应

于 2021年 7月毕业的博士生中 0.00%首次延期；按学制应于

2021年 7月毕业的硕士生中 5.04%首次延期。

（六）奖助学金

我院博士研究生生每年获得 48000元的岗位奖学金，硕

士研究生每年获得 14000元的学业奖学金。对于经济困难的

学生，学院视情况予以助学金。在年度综合素质测评中成绩

优异的同学，予以校级奖助学金。

（七）国际交流

由学院主办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是师生与世界马克

思主义学习研究者交流的重要渠道，并在学院设有办事处。

学院为有能力并且愿意出国交流的师生提供必要的经济支

持与国外交流通道。

（八）学位授予

学院学生根据专业不同，可获得法学学位或经济学学位。

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并符合毕业条件，获

得经济学学位，其余专业学生获得法学学位。2021年学院总

计 79人获得学位，获得博士学位 31人、硕士学位 48人。

（九）学科建设

在最近一轮学科评估中，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获得 A的评级。学院所设学科含盖马克思主义三大领域：马



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专业的师

生的充分交流与互相学习，促进了学院学科建设，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继承、传播与创新贡献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十）导师队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导师共 48 人，其中博

士生导师 42人，硕士生导师（学术学位全职）6人，研究生

导师规模将继续朝质量并进方向发展。学院导师年龄结构整

体健康，形成了老中青合理有序的导师梯次，保持了学术动

力与教育经验的动态平衡。关于导师队伍建设在当下的主要

问题是研究生导师培训答题参与率不足。

（十一）实践活动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期举办暑期社会实践调研

活动，由学院教师与工作人员带队，与学生共同考察各地文

化产业、理论机构、行政单位。截至目前，我院已组织过赴

河北邯郸、青海西宁、甘肃陇南等地的实践活动。在北京大

学党委领导，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

具体指导下，我院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讲

师团。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导师团指导下，讲师团面向校内学

生党（团）支部以及校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乡村社区

基层开展党的重要会议精神宣讲、形势与政策报告、党（团）

课授课任务，以青年风格、青年视角和青年话语，解读经典

理论、阐释党的政策、回应现实问题，扎根中国大地讲好中

国故事。同时，我院设立了研究生学术交流基金，资助优秀

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此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于 2019



年 12 月开始执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并具体实施。

（十二）职业发展

在研究生毕业去向构成上，包括签订就业协议、国内升

学、灵活就业、拟深造等多元化的职业发展情况，其中，硕

士生普遍去向更为多元，博士生则更倾向于签订就业协议。

在岗位选择上，硕士生较为倾向于公务员与办事人员，博士

生则以科研人员、教学人员为主要选择。为保障我院研究生

职业发展顺利，我院综合采取信息分享、单位协同、人才推

荐、教育动员等管理手段，长期举办毕业生就业动员会，向

同学们介绍学院毕业、就业工作的具体流程，为毕业生们梳

理就业季的重要时间节点、整理关键信息。她详细解释了与

就业政策相关的重要概念，并对最新的就业政策变化进行系

统解读，为毕业生顺利就业提供指导。

三、亮点工作与重要举措

我院亮点工作——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

我院博士研究生在第二学年进行中期考核，考核的主要

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与掌握情况。中期考核

是促进博士研究生努力研读经典著作、巩固所学文本、扫除

知识盲点的重要举措。

我院于 2021 年 12 月对 20 级博士研究生进行了中期考

核，其中经典著作口试部分采取专家线上考核，学生在学院

集中面试的方式进行，考核成绩完全由专家独立打分得出。

中期考核以经典著作口试的形式进行。2021年度共计 47名



博士研究生参加中期考核，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五名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的校外专家组成考试委员会，采

取专家线上、考生线下口试的形式。本次中期考核考生们取

得了较为优异的成绩，一方面体现了我院对中期考核的重视

力度，另一方面体现了我院博士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钻研程度的加深。

中期考核是我院博士研究生必须通过的一项考核，是检

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情况的重要一环。中期考

核的考核形式、内容以及学生的备考方法也在逐渐改进之中。

（图为我院举行 2021年“博士生中期考核经验分享”活动）

四、优秀导师案例

郇庆治，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



任，先后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

领域为环境政治、欧洲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郇庆治教授素来关心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上不遗余力，

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

合作伙伴基金项目等研究生教育项目。2010年以来，郇庆治

教授指导的博士生有 2人获得国家奖学金，硕士生有 2人获

得国家奖学金，毕业生中有 2人成功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课题项目，并有多人获得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

生奖学金等各类荣誉。在院校各类计划与政策支持下，郇庆

治教授组织主办了许多向全体学生开放的学术研讨会、博士

生论坛、国内外学术讲座等活动，针对某一个学术议题进行

讲解和讨论，让同学们体验到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魅力。

（图为郇庆治教授与研究生开展博士论文写作技巧分享会）

五、优秀研究生案例



赵睿夫，湖北荆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专业 2020级博士研究生，师从郇庆治教授。

赵睿夫同学在读期间表现全面：在党团活动上，主动参

与“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践行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实践活动、

“永远跟党走”学生党团日联合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等党团日主

题活动，多次担任发言人角色。在学术科研上，课程总成绩

列专业第一，于 10门功课中取得 6个 A+的课程成绩。在《经

济学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理论月刊》《理论导刊》《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学报》等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取得

国家奖学金、双百奖学金等各级奖励多项。在活动交流上，

获得“第四十二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论坛”一等奖等

十余项各级荣誉奖励，参与各类学术交流二十次以上，在各

学术活动上作个人学术报告数十次。

（图为赵睿夫同学代表所在党支部作党团日活动主题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