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代码：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

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2005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设立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共包括六个二级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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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2006年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二级学科学位授予权，

2011年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学位授予权。本专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

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学科方向上招生，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适应国家特别是首都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

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具备良好的政治洞察力、

学术思辨力和写作表达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专门人才。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充分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进程、基本规律和所形成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掌握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前沿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问题；掌握思想政治教

育的基本理论与科学方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社会现实

问题。 

二、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需要而设立的学科方向。该学科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为研究主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重点探索当代中国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路径和现实政策。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 

2.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 

3.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为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

求而发展起来的学科方向。该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本规律，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途径

及方式，重点探索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与规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与规律。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1.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3.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三、学制 

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四、应修学分:33学分。 

1．课程学分：所修课程总学分不得少于 30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 7学分，学科

基础课程 9学分，专业主干课程 8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6-8学分。 

在完成以上规定学分的基础上，可在导师指导下选修校内其它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

程。 

2．必修环节：必修环节包括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学术讲座、学术研讨班、

科学研究、专业实践、学科竞赛、社会服务等活动。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的同时，需

完成必修环节 3学分。 

五、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 

本专业课程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必修课（含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主

干课三类）共计 24学分，选修课程在导师指导下选择教学计划所列的选修课应不少于 6

学分。（包含必选的其他一级学科选修课一门） 

课程教学应加强对研究生文献阅读与检索能力的培养，每门课程任课教师应为研究

生指定阅读书目并进行必要的考核和检查。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程应指导研究生撰

写课程论文，并将课程论文成绩纳入考核成绩中。 

2．补修课程 

    同等学历和跨专业录取的研究生须在导师指导下补修相应专业本科主干课程 2 门，

参加课程考试并考核合格，不计学分。补修课程由学院组织实施，须在第二学期结束前

完成。学习方式和考核方式由学院学科组确定。补修课程 60分以上 (含 60 分) 为合

格，不合格者可参加一次补考。研究生补修课程成绩在学院存档，未完成补修计划者，

不得进行论文开题及后续论文工作。 

3．学科中期考核 

学院在第三学期组织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进行学科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重在检查本

学科专业文献的阅读情况。考核成绩合格，方可申请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成绩不合格

者，取消其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考核方式：研究生自入校开始，每学期需提交至少两篇专业文献读书报告（3000

字以上），并在学科组内进行读书汇报；学科组 3-5 位导师组成评审组，对学生的读书

报告进行评阅，按照百分制给出成绩；研究生的学科中期考核成绩由历次读书报告（六

次及以上）的平均成绩构成。 

4.考核方式 

培养计划中所有课程和必修环节均要进行考核，考核通过后方能取得学分。研究生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学生选修的学位课一律闭卷考试，非学位课程可采

用考试或考查方式。 

研究生课程考核成绩按百分制评定，60 分为合格。课程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

成绩组成，平时成绩占 30-50%，期末成绩占 70-50%。平时成绩考核可采取平时测验、

读书报告、作业成绩、课堂讨论等方式进行，必修课的平时成绩必须包含小论文的成绩。 

必修课考试不合格须申请随下一年级重修，不单独进行补考；选修课不合格允许随

下一年级重考或经导师同意改选课程。 

重修或重考合格的课程可以取得学分，经重修或重考仍不合格者，不能参加学位论

文答辩。 

研究生在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后须参加学科中期考核，学科中期考核成绩合格方可参

加学位论文答辩。 

 

 

 

 



专业经典文献目录  

类别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著
作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2 《列宁选集》1-4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3 《毛泽东选集》（1-4 卷） 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4 《邓小平文选》（1-3 卷） 邓小平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5 《江泽民文选》（1-3 卷） 江泽民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6 《胡锦涛文选》（1-3 卷） 胡锦涛 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9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10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教育部社政司 高等教育版社 2002 年版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研
究
专
业
必
读
书
目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

果》 
庄福龄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2 
《国际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 
杨建新 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3 
《雄关漫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 
王向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 方松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16 年版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30

年》 
侯惠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6 《从一大到十七大》 李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7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胡绳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8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金冲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十五讲》 
本书编写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大

参考》 
红旗大参考编写组 红旗出版社 2013 年版 

11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社

会主义》 
鄢一龙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 田克勤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版 

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要文

献导读四十篇》 
刘先春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4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塞缪尔･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 

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

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龚育之、石仲泉著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16 《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 田国强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17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

治学原理》 
王沪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18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郭德宏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 年版 

19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

代化进程》 
罗荣渠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20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谢春涛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年版 

21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专
业
必
读
书
目 

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张耀灿、陈万柏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2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 张耀灿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3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册） 罗国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4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刘泽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5 《西方政治思想史》 徐大同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6 《道德教育论》 苏振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7 《中国思想史》（三卷本） 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8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修订版） 郑永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9 《公民道德论》 焦国成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

国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刘建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11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第

三版) 
沈壮海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12 《西方伦理思想史》 宋希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3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前沿论略》 张澍军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14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 唐亚阳 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15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16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17 《老子译注及评介》 陈鼓应 中华书局 2016 年版 

18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19 《德性之后》 [美]A.麦金太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20 《尼各马科伦理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说明：培养方案中所列书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经典书目和专业必读书目，培养过程中，任课教师要结合课程内

容为研究生指定课程学习参考书目，导师要结合研究方向为研究生指定论文写作参考书目。 

 

 

 

 



重要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期 刊 名 称 主 办 单 位 

1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2 新华文摘 人民出版社主办 

3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 

4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 

5 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6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 

7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室主办 

8 思想理论教育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9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 

10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1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 

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 

13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 

14 当代思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 

15 国外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 

16 思想教育研究 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 

相关网站目录 

1．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 myy.cass.cn/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网 http:// myy.cass.cn/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 http:// marxism.org.cn / 

4．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http:// socialism-center.cass.cn/ 

5．中国共产党新华资料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 

6．求是理论网 http://www.qstheory.cn/ 

7．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 www.cssn.cn / 

8．中国政治学网 http://www. chinaps.cass.cn / 

9．中国政府网 http:// www. www.gov.cn / 

10．环球视野 http:// www. globalview.cn / 

11．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网 http://cnzgw.org/ 

12．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13．人民出版社网/理论时空 http://www.ccpph.com.cn/ 

14．理论网 http://www.cntheory.com/ 

15．全国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建设网 http:// www. jpkcnet.com / 

六、必修环节 

1．学术讲座（1学分） 

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至少 10 场由研究生院和学院组织的专题讲座、学术报告

或研究生论坛。 

2．学术研讨班、科学研究、专业实践、学科竞赛、社会服务等活动（完成其中四

项，1学分） 

（1）学术研讨班：由导师指导、研究生自主组织与管理、定期举行的学术研讨活

http://cnzgw.org/
http://cnzgw.org/
http://cnzgw.org/
http://www.qstheory.cn/
http://cnzgw.org/
http://cnzgw.org/
http://cnzgw.org/
http://cnzgw.org/
http://www.people.com.cn/
http://www.com.cn/
http://www.cntheory.com/
http://cnzgw.org/


动，可围绕某一研究主题进行文献综述并在本学科范围内进行交流汇报，研究生须累计

参加 10 次以上。 

（2）科学研究：在导师指导下，学生参与导师的科学研究，累计工作时间不少于

40小时。 

（3）专业实践：研究生到实习单位从事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实践活动，经导师同意，

累计实践时间不少于 3个月，并提供相关证明和接收单位鉴定。 

（4）学科竞赛：学生完整地参加完一项学科竞赛，含全国性、全校性或学院主办

的学科或专业竞赛，或者完成学校或学院组织的研究生科技立项一项，并提供相应竞赛

或研究成果。 

（5）社会服务：研究生参加助管、助教及其他志愿者服务活动，累计服务时间不

少于 40 小时。 

3.《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学生在线学习，在线考试）和《论文撰写规范

指导讲座》（各学科组织学习）（线上与线下学习相结合）（1学分）。 

七、学位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论文文字重复率检测合

格；匿名评审和答辩通过后授予硕士学位。 

1．学位论文开题：学位论文开题工作于第三学期末完成。 

2．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于第四学期末完成。 

3．专业论文发表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在相关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具体

要求详见《北京工商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4.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于第五学期末完成。 

5．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学位论文经过文字重复率检测合格后进行匿名评审和答

辩。 

6．论文的写作与装订：按《北京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进行。具

体要求详见《北京工商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办法》。 

八、授予学位：法学硕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安排表：附后。 

  



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安排表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 

基础课 

A060101 英语 I 2 36 1 外国语学院  

A100103 专业英语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1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应修 7     

学科 

基础课 

A1001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06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文本研究 3 54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专题研究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08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2 36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应修 9     

专 

业 

主 

干 

课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研

究 

A100111 当代中国经济专题研究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09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10 中国文化专题研究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12 当代中国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应修 8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A100116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13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究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15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应修 8     



专业 

选修课 

A100120 国际政治经济热点问题研究 1 1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22 科学技术与网络社会 1 18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19 西方政治思想史 2 36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17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2 36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研究 2 36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21 伦理学专题研究 2 36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24 政治学专题研究 2 36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25 生态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 1 18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18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宗教 1 18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26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研究 1 18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A100127 全面依法治国专题研究 1 18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跨学科课 其他一级学科一门课程（必选） 1-2 18-36 1-2   

 应修不少于四门课 6/8     

必修环节 

 学术讲座 1  1-4   

 
学术研讨班、科学研究、专业实践、

学科竞赛、社会服务（选四项） 
1  1-5   

 
《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和

《论文撰写规范指导讲座》 
1  1-4   

 应修 3     

学科 

中期考核 
        3    

学位论文 

 开题   3 末   

 中期检查   4 末   

 预答辩   5 末   

 
文字重复率检测、匿名评审、 

答辩 
  6 初   

补修课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68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51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