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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位授权点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位授权点代码： 0305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学科建设系统全面。拥有完整建制的 7 个二级学科和

按照二级学科建设的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方向。

实体化建设马研院，孵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等 5 个大马学科，

以马理论一级学科带动大马学科群繁荣发展。马理论学科

在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基础上，2021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

建设学科，实现跨越式发展。

教师队伍结构合理。截止 2021 年底，思政课专任教师

共 64 人。其中 45 岁及以下教师 45 人，高级职称教师 42

人。专任教师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18 人，占比 28.1%；硕士

研究生导师 33 人，占比 51.6%。高层次人才突出。国家级

人才计划入选者 9 人次、上海市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20 人次，

马工程专家、教育部教指委委员 6 人次，国家级、省部级

思政课教育教学相关获奖者 10 余人次。

学生培养质量显著。截止 2021 年底，共有在校研究生

400 余人。其中，2021 年度招收博士研究生 56 人（包括教

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专项及思政骨干专项招生计划等），授

予博士学位 11 人；招收硕士研究生 59 人，授予硕士学位

17 人。2021 年度毕业生中 30%左右赴各类学校任一线思政

课教师（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和西部高校等），4 人考取选

调生（包括中央选调生 1 人、省级选调生 3 人等），政法单

位 2 人。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就生源质量而言，2021 年度共招收博士研究生 56 人、

硕士研究生 59 人。其中，80%左右均来自国内双一流建设

高校，生源质量较高，学生专业基础较强。

就培养质量而言，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

引，以马院研究生为主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

服务队踔厉奋进，讲解 700 余场，服务数万人次。2021 年，

志愿服务队获 “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提名奖、第十三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者优秀组织奖。学生获全国研究生思政课

讲课大赛特等奖、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

动一等奖等。学生研究成果突出。2021 年度发表 CSSCI 期

刊论文 38 篇、权威期刊论文 3 篇，部分成果被《人大复印

资料》等转载，出版《从中共党史学治国理政：治国理政

大学生论坛精粹》等书籍。此外，依托研究生教育举办各

类学术会议、讲座、座谈会、研讨会 20 余场，被《人民日

报》等专题报道，部分论坛邀请数十位国际知名学者与会，

极大增强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国内外影响力。

改进思路、措施与建议：

创新招生方式。完善夏令营预选拔复试机制，畅通本

校相近专业学生报名通道，减少入围考生流失；联系沟通

校内相关学科推免工作，争取校内优质生源；谋划设立优



质生源基地，与兄弟院校建立生源输送选拔合作机制；邀

请领导专家、师生代表等参与招生政策宣讲会等，讲解学

科信息，回应学生需求，吸引优秀学生。

优化培养方案。形成硕博主线一致又各有侧重的目标

管理、课程设置、教学设计和考核评价等，通过师生见面

会、学位点讨论会等做好培养方案的精准论证、系统宣讲

等。编制印发《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培养制度汇编》。

严格论文管理。形成研究生论文质量全过程闭环管理

体系，严把“六关”。制定学院《关于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

管理的若干规定》《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和抽检处理办

法》《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调研资助管

理办法》。论文写作各环节执行“一票否决制”，增加院系

盲审环节。持续开展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选工作，常态

化开设《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专业课程。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抓好价值教育，注重学术道德。构建“自评+互评+专

业教师+辅导员”的信仰教育评价机制。实体化建设望道研

究院，学生参编《陈望道文存全编》。通过宣言展示馆现场

教学、望道学社互动、红色寻访等，拓宽信仰教育新领地。

通过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会、论文引注规范讲座、研

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和论文写作指导等，夯实科学道德和伦



理规范教育。

坚持党建引领，加强文化建设。成立望道讲师团、六

中全会精神师生宣讲团。提交入党申请书的学生比例超过

90%，多人为复旦青马研究会、党建 CG 等骨干。开通“复

旦马院青年”公众号，推出以“真真”“甜甜”命名的虚拟

信仰形象，拍摄“望道”系列短视频，并依托“学习强国”

平台广泛展播。

创新培养体系，强化能力锻炼。打造“导师-课程-学

科-科研”四维育人机制。强化导师第一责任人，建立复旦

特色的课程体系，新增新思想、中特政经研究方向，习教

育论述专业方向。二是构建“本-硕-博”螺旋上升的课程

培养体系。本科筑牢基础，硕士开设原著选读、历史流派

等系列课程，博士聚焦研究方法、专题研讨、前沿问题

“三大板块”。形成 60 余门必修+选修的课程体系。三是探

索“学-研-讲-行”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符合规律

的教学体系（学）；设立学生专项课题，搭建全国性学术平

台，常态化开展研究生学术报告会等（研）；依托复旦马院

创设的“三集三提”机制组织师生同堂思政课大练兵，提

升后备人才教学技能（讲）；打造系列实践教学品牌（行）。

优化日常管理，提升服务效能。建立研究生本人、导

师、学科带头人、分管副院长、院长“五位一体”责任体

系，压实研究生培养管理主体责任。精细化设置研究生管



理工作条线和体制机制，激发育人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