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之一，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诞生地。1920 年开始，李大钊和陈启修、高一涵等教

授一起，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系、法学系的不同年级开设“唯物史

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多门马克思

主义理论课程。 

1992 年 4 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这是全国建立的第一家马克

思主义学院。2016 年 1 月，学院被中宣部、教育部确定为首批“全国重点马克思

主义学院”。2017 年 9 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确定为全国“双一流”

建设学科。2018 年 1 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一体建设，互相推进。 

2014 年，学校通过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马院姓马 

在马言马”的办院原则，提出了建设具有“北大气派、中国特色、世界先进的马

克思主义学院”总体目标。学院先后启动和着力于系列工程建设：办好思想政治

理论课，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卓越人才，启动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

基础性学术工程——《马藏》编纂与研究，定期举办世界性高端学术论坛“世界

马克思主义大会”，培育和建设“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建

设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建设全国第一座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马克思楼”等

等。目前，全院师生奋发努力，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马克思主义学院视

察指导工作时强调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要坚持‘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



明导向和办学原则”等重要讲话精神，为完成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把学院建设成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传播中心和理论高地而砥砺前

行。  

学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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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还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

哲学、政治经济学 3 个二级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形成层次齐全、结构合

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拥有一支较为完整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师资队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常设基地，于 2015、2018

年召开了两次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2016、2017、2019 年召开了三次小型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大会。通过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平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

全球 200 多位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的顶尖学者建立了直接的学术交流，学院聘请十

多位国际学者作为学院客座教授，每年为学院开设讲座近百场。 

学院现有的学术平台主要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三个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研究基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研究中心，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

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和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世界马克思主义大

会常设基地，北京大学重点培育的国家“2011 协同创新中心”——中国道路与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协同创新中心。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卓越人才培养的目标定向、本硕博一



体化、大量经典研读、学生自组织的多形式读书活动、与学院高端平台有机融合、

导师和导师组协同指导、严格考核机制、国际化、规范的程序控制、与学界动态

密切结合等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每学期组织 300 多场活动，活动形式包括午餐沙龙、读书会校级交流

会、博士生四校论坛、研究生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讲

师团、《马克思主义经典读书报》编辑、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辅导讲座、全国马克

思主义青年学者北大论坛、学年论文演讲沙龙、“本硕博协同读书小组”，由博士

生、硕士生带动本科生同学一起研读经典。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具有广泛的继续深造的学科平台。马克思主

义学院九个硕士点和博士点对接一个本科专业，提供本硕博直通培养渠道；以世

界马克思大会为平台，提供广泛的国际访学机会；高校、科研单位、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对我院毕业生需求旺盛。 

  



二、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30504T 马克思主义理论 Marxist Theory 四年制 法学 

二、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于鸿君 —— —— 

主管教学副院长 宋朝龙 —— songchaolong@163.com 

教务管理人员 姚苏薇 62751940 yaosuwei@pku.edu.cn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学计划  

一、 专业简介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历史

与现实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专业。本专业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重要

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间的内在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前提、方法论基础、

本质特征、发展历程、现实形态、理论和实践价值，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学科是一门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

会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 

 本专业计划在新招的本科生培养中实行导师制培养模式，贯通本硕博人才

培养体系。 

学院现在有在岗专职教师 46 人，其中教授 24 人，副教授 20 人，讲师 2 人。

另聘有 10 多位国际知名学者作为学院客座教授。在教师队伍中重点人才方面，

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5 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2

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3 人，教育部马克思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5 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5 人，国家“万人计划”等一批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 1 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 人，教育部跨

（新）世纪优秀人才 5 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2 人，青年长江学者 1 人，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6 人。参加中央“马工程”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者 12 名，

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 2 名。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 



1．培养高素质专业理论人才。本专业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重创新、国际性”的培

养模式，致力于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人文素养高、综合创新能力强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2．培养治国理政的马克思主义人才。马克思主义最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本专业坚持“埋首经典、关注现实”的培养理念，坚持以当代世界、当代中

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培养具有理论思维、战略思维、政治坚定、品德高尚的

治国理政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 

1、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2、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进行整体性掌握，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系统掌握。 

3、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有明确的理解和掌握。 

4、根据“宽口径、厚基础、重创新、国际性”的培养要求，成长为基础扎实、

知识面宽、人文素养高、综合创新能力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5、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坚持以当代中国实际问题为导

向，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和卓越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须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 131/132 学分，方能毕业。达

到学位要求者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27-45 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15-33 学分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47/48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13/14 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31 学分 

2-3 毕业论文：3 学分 

3、选修课程：39-57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17-25 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22-40 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 公共基础课程：27-45 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15-3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

语教研室

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0 大一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 大一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3 0 大二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0 大二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2    2 0 大一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0 一上 

61130030 思想政治实践（上） 1   一上 

61130040 思想政治实践（下） 1   一下 

04831433 计算概论 C 3 3 2（上机） 一上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 



2.关于公共必修课的培养目标、修读要求、课程设置等内容，详见 2020 年发布的《通识课

程培养方案》、《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课教学管理办法》《大学英语课程培养方案》、《军事

理论课培养方案》以及《北京大学体育课程方案》。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艺术与人文”

以及“数学、自然与技术”四个系列，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

部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通识课程培养方案》。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 12 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 1 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

系列至少修读 2 学分（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 1 门课程。 

2. 专业必修课程：51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13/14 学分 

专业基础课包含“综合学科基础课”、“语言基础课”两个模块，要求学生必须

修习“综合学科基础课”模块中全部课程，选修“语言基础课”中任一课程。最终获

得专业基础课 13 学分或 14 学分。 

模块一：综合学科基础课（10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3 3 0 大一上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3 3 0 大一下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大二上 

模块二：语言基础课（3/4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2601 公共基础德语（一） 4 6 0 大一上 

03730821 公共俄语（一） 3 4 0 大一上 



2-2 专业核心课：31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030001 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 3 3 0 大一上 

04030002 政治经济学 4 3 16 大一上 

04030003 科学社会主义 2 2 0 大二下 

0403000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3 3 0 大三下 

04030005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2 2 0 大一下 

0403001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3 3 0 大三下 

0403001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3 0 大二下 

04030008 中国近现代史重要问题研究 3 3 0 大三上 

04030009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导读

（上） 
4 3 16 大一下 

04030011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导读

（下） 
4 4 0 大二上 

2-3 毕业论文：3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毕业论文 3 —— —— 大四 

 

3. 选修课程：39-57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17-25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030101 列宁经典著作导读 4 3 16 秋季学期 

04030200 《资本论》导读 2 2 0 春季学期 

04030300 当代资本主义

0�‰��C|�U



04031100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建 2 2 0 春季学期 

0403121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英语 2 2 0 秋季学期 

04002527 
《列宁全集研读》（一） 

（注意：本研合上） 
4 4 0 秋季学期 

04031501 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动态系列讲座 1 2 0 全年开课 

待定 本科生科研 2   秋季学期 

3-2 自主选修课：22-40 学分 

以下列表选取了历史学系、哲学系、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

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及社会学系等院系开设的部分课程。这些课程主要反

映人类社会（含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探索过程

和建设成果。选课要求： 

（1） 列表中课程至少选修 12 学分； 

（2） 剩余学分课自主选择其他院系任意课程（辅修专业学分课替代此部分学

分；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课程同名的其他院系课程不计入有效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学时 开课院系 

02131380 中国政治史专题 4 4 0 历史学系 

02131350 中国古代史专题 4 4 0 历史学系 

02130180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4 4 0 历史学系 

02132240 中国古代法制史 4 4 0 历史学系 

02132190 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题 3 3 0 历史学系 

02131360 中国近代史专题 4 4 0 历史学系 

02138840 中国近代思想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2250 中国近代政治与外交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570 中国近代社会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0230 中国近代经济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370 中国现代史专题 2 2 0 历史学系 

02138850 中国现代社会史 



02131240 资本主义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480 战后东亚政治发展 2 2 0 历史学系 

02132570 民族主义与世界历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9370 俄国史专题 2 2 0 历史学系 

02130650 苏联东欧史专题 2 2 0 历史学系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哲学系 

02334060 哲学与当代中国 2 2 0 哲学系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 哲学系 

0233031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2 2 0 哲学系 

02333460 马恩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3470 列宁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381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420 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361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 2 2 0 哲学系 

02330391 辩证唯物主义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394 人学概论 2 2 0 哲学系 

02330395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310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322 当代中国哲学重大问题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350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471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问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460 全球化问题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091 中国现代哲学史 2 2 0 哲学系 

02333321 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3282 儒学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3281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2074 道家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5060 西方哲学史 2 2 0 哲学系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哲学系 

0233508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哲学系 

02333180 东西方哲学比较 2 2 0 哲学系 

02333371 政治哲学 2 2 0 哲学系 

02431771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2431772 西方政治思想史（下）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2433092 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03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323005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80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910 西方政治思想史 4 4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660 政治哲学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8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91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750 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 0 0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870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2820 中国政治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2870 欧洲政治思想史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2880 中国社会研究（政治学）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5250 外国经济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2 0 经济学院 

02532120 世界经济专题 3 3 0 经济学院 

02534590 经济全球化 2 2 0 经济学院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经济学院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4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93 发展经济学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25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26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讨论课 0 0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60 社会公正与中国实践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7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 2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82 中国改革专题 2 2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13 中国宏观经济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38 经济和政治哲学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0 社会学系 

03130590 社会人类学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8 —— —— 

按大学英

语教研室

要求选课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 

（2）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中的政治课、军事理论课包括：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0 大一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 大一 

0403173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2 0 大二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0 大二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2 16 大三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0 一上 

61130030 思想政治实践（上） 1   一上 

61130040 思想政治实践（下） 1   一下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 

 

 

附：课程地图及培养说明 



 

课程地图说明： 

1、大一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课程，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

一般轮廓、主要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部分即政治经济学原理初步

掌握。对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有一般性的掌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

一般性、通俗性文本进行研读。 

2、大二课程内容，进一步从哲学基础上夯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世界历

史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做拓展性研究，理解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专题性、学术性较强的文

本进行研读。对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学习和掌握。 

3、大三的课程在第一和大二夯实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世界观和方法论、发

展脉络进行掌握的基础上，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对中国近代选择马克

思主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成果进行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



形态和时代意义，能够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4、大四主要是实习、实践和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答辩等，是对全部本科阶

段学习的总结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