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代码 315） 
学院及专业简介 

一、学院概况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成立于 2011 年）、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成立于 2010 年）、社会科学系（成立于 1994 年）和马列主义教研室（1964

年）。2014 年 3 月，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重庆市高等学校“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市级重点

学科，是学校立项建设博士点学科。2006 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硕

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5 年，获得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副教授职务评审权和教授职务评议权。在重庆市高等学校“十二五”和

“十三五”市级重点学科建设终期检查中，均以“优秀”通过验收。在第三轮、第四轮全国

学科评估中，学科整体水平均并列重庆市属高校第 1 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学校信息学科优势，拥有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互联网大数据舆情科研平台”，加盟“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与其他学科

共建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网络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合作建立“理论创新基地”，建有第五批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色文化

虚拟仿真科普基地”，成立校级科研平台“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和

“廉洁文化教育中心”，为学科发展和教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科研平台。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点建设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

育、党的建设等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着力探讨信息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发

展的相关问题。 

近 5 年，本学科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68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5 项，科研经费

353 万元；省部级项目 153 项，科研经费 236 万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71 篇。出版著作 20 余部。科研成果获得重庆

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10 余项。10 篇咨政报告获国家或省部级

领导肯定性批示。 

 



二、学位点简介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涵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03050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030504）、思想

政治教育（030505）、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030506）、党的建设（030507）七个二

级学科。 

本学科的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专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中共党史专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络社

会发展问题研究等。 

三、导师团队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导师团队指导和培养研究生制度。现有专兼职教师 84 人，其中

教授 11 人，副教授 24 人，博士 41 人，博士生导师 2 名，硕士生导师 33 名。其中重庆英才·优

秀科学家 1 人，重庆英才·名家名师 1 人，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重庆市“巴渝

学者”青年学者 1 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后备人才 5 名。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

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入选者 1 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7 年度影响

力人物 1 人、2015 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 1 人，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1 名，重庆

市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1 名。 

四、研究生资助 

马克思主义学院奖助学金覆盖面广，在校研究生可以参评国家奖学金、企业奖学金以及

学业奖学金。另外，每位在校研究生均可获得国家助学金。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

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学院设立了研究生临时困难

补助、爱心基金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五、研究生培养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一直坚持“以科研促学习、以科研强专业”的思路。在



认真落实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通过成立研究生会，

打造“读原著品经典”等品牌活动，使我院研究生教育与培养工作更加规范，学术研究氛围

逐渐浓厚，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五年来，我院研究生公开发表论文 185 篇，其中 CSSCI 期刊论文 21 篇；在“西南地

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论坛”和“重庆市研究生马克思主义论坛”中我院研究生有 110

余人次获奖；近 20 名同学在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重

庆市高等学校“中华魂”（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主题征文等

省部级竞赛中获奖；44 名同学获得重庆邮电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优

秀研究生干部”等校级荣誉称号；5 名同学获得“国家奖学金”。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获得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

赛区选拔赛银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苏雅雯获得 
四川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年会暨“百年奋斗路、伟业铸

辉煌：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高峰论坛一等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邢佳振、李晏沄获得重庆市第

十二届研究生“马克思主义论坛”一等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黄必琼、吴海静获得 
西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第九届研究生论坛二

等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开展 

“感受红色情怀、追忆革命精神”外出研学活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赴重庆周公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开展“读原著 品经典”系

列读书活动 
参加学术研讨会 

  
参加重庆市研究生马克思主义论坛 参加重庆市研究生马克思主义论坛 

六、就业状况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就业去向主要为党政机关、高等院校、

国有企业以及华为、腾讯、京东等头部企业。毕业研究生叶升蔚的事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

业毕业生 获多家一流网络企业争抢》被新华网、光明网、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主流媒

体报道。多名毕业研究生成功考取中央党校、中央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马克思主义学院（315） 

 41   
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00)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代金平  教授 
郑  洁  教授   
伍安春  教授 
黄意武  研究员 
敖永春  研究员 
徐  强  副研究员 

初试科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④819|思想政治教育学

原理 
 
复试科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思想道德与法治 
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 

专 

业 

接 

受 

推 

免 

生 

(0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谢  俊  教授 
郭海成  教授 
郑  洁  教授 
张绍荣  教授 
曹  华  教授 
谈  娅  副教授 
董  翼  副教授 
邓庆伟  副教授 
范春婷  副教授 
朱方彬  副教授 

(03) 思想政治教育 

符明秋  教授 
刘秀伦  教授 
张  东  副教授 
张亚丹  副教授 
袁春艳  副教授 
杨  帅  副教授 
王桂林  副研究员 
夏吉莉  副教授 
王  婧  副研究员 
黄  齐  副教授 
吴朝文  副教授 

(04) 党的建设 

代金平  教授 
敬菊华  研究 
郭海成  教授 
滕金生  副研究员 
李俊斌  教授 
仰义方  副教授 
李文清  副教授 
叶长安  副教授 
范春婷  副教授 
刘  旭  博士 

注：① 指导教师中含部分外聘指导教师。 
② 专业目录中各专业 2022 年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实际招生人数以国家下达的 2023 年研

究生招生规模为准，我校将保留根据国家下达的规模以及各专业上线生源情况对各专业招生

人数进行调整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