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概况】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以下简称思政教研部）设有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教研中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中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中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中心等 4个教研中心

（2011 年更名），承担了全校从本科生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公共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思政教研部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等

2个校级研究所，宗教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所、公民教育与法治建设研

究所等五个部级研究所。拥有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浙江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基地。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为浙江省重点学科。

思政教研部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予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国际政治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是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单位。

思政教研部现有教职工 54人。其中，教授 6人、副教授 24人（2011年新

增 2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3人（2011年新增 1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8人（2011

年新增 2人），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1人。

2011年，招收博士研究生 9人，硕士研究生 24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8人，

毕业硕士研究生 23人；毕业生就业率 95%。

科研总经费 89万元，比 2010年增加 12.83%。在研的各类基金项目 20 项，

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基金、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等。共发表一级刊物论文 6篇（其中权威刊物 2篇）；出版著作及教材 7部。

思政教研部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间学术交流互访频繁。2011 年，

教师出国进修 3人次、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和交流共计 5人次；接待美国、德

国、丹麦、法国、意大利、瑞典、韩国等国外专家来访 10 人次，举办学术讲座

24 场。



附表：2011 年度学院基本情况（人文社科类）

项 目 数量 项目 数 量

教职工总数（人）

教授数（人）

副教授数（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

54
6
24
44.7

获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项目数（个）

获国家级教育奖励项目数（个）

0
0

SSCI入选论文数（篇）
权威刊物论文数（篇）

一级刊物论文数（篇）

出版学术专著（部）

0
2
6
7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数（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数（人）

浙江省特级专家数（人）

浙江大学光彪教授数（人）

浙江大学求是教授数（人）

0
0
0
0
0

在校本科生数（人）

在学硕士研究生数（人）

（其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数）（人）

在读博士研究生数（人）

在校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数（人）

0
51
0
42
0

*国家和省级教学名师（人）
*入选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数（人）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获得者（人）
*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人）

1
0
0
0 应届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

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研录取（出国）率（%）
应届毕业研究生一次就业率（%）

0
0
95

国家重点学科数（个）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数（个）

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含教学、教育基地）（个）

0
0
0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累计数（篇）
0

科研总经费（万元）

其中国家社科基金比重（%）
其中纵向经费比重（%）

89
16
49.7

教师出国交流（人次）

学生出国交流（人次）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数（次）

8
0
0

社会捐赠经费总额（万元） 0

说明：教授数只统计教授，不包括其他系列的正高；副教授只统计副教授，不包

括其他系列的副高人员数。

加*为累计数。



学院亮点

【顺利完成教育部思政理论课督查评估】2011 年 7 月 5 日，以教育部社科司原

司长杨瑞森为组长的督查组莅临我校，全面检查《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标准（暂行）》（以下简称《建设标准》）贯彻落实情况。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

水、副校长来茂德、党委副书记郑强等校领导及学校相关部处参加会议。郑强代

表学校向汇报了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总体情况，并和相关部处负责人一起

回答了督查组提出的问题。督查组专门召开教师座谈会，认真听取教师代表对学

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重点查阅了思政教研部设立的相关文件、思政课专项经费

管理、专兼职教师档案、课程表、规章制度和教学科研成果等材料；实地查看了

思政教研部的办公条件、教学设施、阅览室等配备情况。督查组充分肯定浙江大

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主要成绩。认为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思想政治课、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能够按照中央和教育部的要求，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 05 方

案的要求，在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同时，对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成功申报教育部思政理论课网站建设合作团队】2011 年 10 月，我部集聚大学

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的教学力量，作为省内唯一一所大学成功申报教

育部社科司“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站”建设合作团队，极大地提高了浙江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在全国的影响力。

（徐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