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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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构建战略需求导向教育布局。推

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三个一级学

科协同发展，形成人才培养的跨学科、跨领域支撑。依托

马院—马研院从联动到融合发展的新机制，持续发挥大马

学科群的“雁阵效应”。深入实施“两大工程”，累积出版

专著 20 本、教材 11 本，开设课程 9 门，获批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招标项目等 10 余项，高标准建设省部级重点研究基

地平台 20余个。 

健全教育教学改革机制，探索理论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体系。动态调整学科招生配置计划，严控招生总量，提升

生源质量。深化以“育三家”为培养目标，以“通三马”

为专业基础，以“学、研、讲、行”为能力本位的本硕博

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学生总体就业率保持在 97%左右，居

全校前列。2024 年 11 月 2 名博士入选 2023 年上海市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登峰计划。 

强化育人服务保障力度，提升教育管理高质量发展温

度。完善研究生论文质量提升“六关”法，形成“研究生

论文质量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出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博士生提前毕业申请实施细则（试行）》。加强导学

队伍建设，高层次师资比例和规模持续扩大。建立师生双

向选择机制、导学典型示范机制，探索学科点、团队式的



导学新形式。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就生源质量而言，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 66 人，

本科阶段一流建设高校生源占比超 92%、本校生源占比超

25%。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 38 人，50%为硕博连读（含人才

工程）、直博生。 

就培养质量而言，2024 年学院发起“日码三百”写作

活动，学生累积打卡 4000 余次。开展“导师下午茶”“小

马过河”“朋辈交流”活动近 30 次，100%覆盖全院研究生，

累计辐射 207 所院校近千名学生。“泮林望菁”新资助科创

项目 17 个，上海学校共青团课题立项占全校 35%。学生发

表科研论文 60 余篇（50%以上为核心期刊论文）。打造 40

余场“复旦人的国之大者”研学活动，孵化 4 门优质课程

参评全国讲思政课大赛。望道学生讲师团以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学习为主题，宣讲约 160 次，受众近 1.3 万人次。

望道讲师团获评“十佳志愿服务先进集体”，2 支队伍入选

团中央红色精神志愿宣讲团。全年组织“光荣之城”上海

City walk 等研学实践项目 170 余项，服务近 5000 人次，2

支队伍入选全国暑期实践展示。 

改进思路、措施与建议： 

深化人才培养一体化改革理念。着眼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一以贯之、学段进阶与课程功能衔接贯通、理论教学



与社会实践有机统一、专业素养与能力提升同频共振，深

化马理论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推动破解国家战略性人

才需求与高质量人才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完善人才培养一体化链条机制。根据创新理论武装学

生头脑的要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具体学情教情

的特点等整体调整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设置“研读

马经典、理解马发史、悟透马当代”的全链条课程教学体

系。深入实施“望道”培育计划、“笃信”领学计划、“致

远”实践计划等有组织的学术训练。持续完善一体化培养

制度，制定本硕博一体化学术科研过程管理和课程管理方

案。 

优化人才培养一体化资源调配。压实育人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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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奖助育人功能，健全由奖学

金、生活津贴、三助岗位津贴、困难补助和国家助学贷款

等五部分组成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健全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深化人才培育能效改革。

一是加快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整合马理论、中共党史党

建学、政治学（科社与国际共运）三个一级学科的教学资

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打造多

门研究生核心课程。二是加快构建全链条科研育人体系。



将关注现实、深度思考、创新探索的学风研风贯穿研究生

培养各环节，对科研潜质突出的研究生在评奖评优中加大

政策倾斜，提升科研诚信教育引导和失信惩戒力度。 

推进研究生招生提质增效，深化人才选拔机制改革。

一是前瞻性制定各学科招收配置计划。严格控制博士生招

生数量，稳定硕士生招生规模。二是拓宽研究生招生宣传

渠道。调整创新了“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校内外政策

宣讲、发动在校生回母校宣讲等线上线下招生宣传工作机

制，完善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选拔机制，保持适

当直博生、硕博连读培养比例。 

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深化导学育人机制改革。

学科点积极规划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进一步

优化完善师生双向选择机制，探索学科点、团队式的导学

新机制。在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学位论文写作、职业生

涯规划等方面，严格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角色，对导

师指导精力投入做出适当量化要求。主动用好典型示范和

警示机制。 

优化学生优质资源供给，深化管理服务机制改革。一

是优化经费支出结构，保障研究生教育经费足额投入。适

度提高了研究生资助投入，保持面向研究生的助管助教助

研岗位数量，优化学生自习室、活动室的运营和维护工作。

二是逐步推进了研究生教育工作台账制度。对不同年级的



研究生分类管理，整合导师、辅导员、教务员、学生支部

等不同端口资源，打造了一支有觉悟、高素质、专业化的

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