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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 年鉴 

 

【概况】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着全校研究生、本科生以及成人教育等各层次学

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其前身杭州商学院马列主义教学部

（1980 年），于 1986 年更名为杭州商学院社会科学部。为适应学科发展需要，又进

行了 3 次更名与机构合并：2001 年为杭州商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

学部）；2004年杭州商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后，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文

社会科学部）；2007 年 11 月，学校发文撤销人文社会科学部同时成立马克思主义学

院，与公共管理学院合署办公。2009 年 3 月与公共管理学院分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独立建制。 

学院下设 4 个教学机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

研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设有浙江工商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有 2 个校级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和浙江宗

教研究中心；有 5 个院级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所、近现代史纲要研究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有 3 个

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学院拥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截止 2011年底，学院在校研究生 29人。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中青年相结合，职称、年龄、学历、学缘结构较

为合理的专业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40 人，其中专任教师 36人；教授 15人，

副教授 1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18人，其中博士后 3人，硕士学位者 14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授 4 人，硕士生导师 20 人，入选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2 人，浙江省

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 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重点资助人员 1 人，省

教坛新秀 1 人，校级教学名师 1 人。 

2011 年，全院科研经费到款 129.22 万元，其中纵向项目经费 56.62 万元、横向

项目经费 72.6万元；获得省部级科研项目 4项，其他纵向项目 9项，横向课题 5项。

获得科研奖项达 12 项，在一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1 篇，出版学术专著 2 部、

编著 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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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1 年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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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5 
15 
50 

 

科研总经费（万元） 

出版学术专著（部） 

科研获奖（项） 

一级以上刊物论文数（篇） 

 

129.22 
2 
12 
11 

 
浙江省 151 人才（人） 
浙江省教坛新秀（人） 

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重点资助人员 

校级教学名师 

2 
1 
1 
1 
1 

 
硕士生导师数（人） 

 
在校硕士研究生数（人） 

 

 
19 

 
29 

 
省级精品课程 

          校级精品课程 

3 

1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个） 

 

1 
 

【组织和制度建设得以完善】2011 年学院领导班子配备齐全，确定了新的党政

联席会议成员，召开了学院二届一次、二届二次两次教职工大会，成立了“岗位聘

任评审委员会”，完成了学院教职员工的全员聘岗工作以及学院内部研究所、教研室

等机构负责人的重新选任工作，制定了学院二级管理的有关制度和细则说明。 

【学科建设跃上新台阶】2011 年学院正式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予权，与此同时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属二级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凝聚团队力量，詹真荣老师主持申报的“中国道路与浙江实践”，被确定为第二

批校级科研创新团队，学院聘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

建中教授、南京大学桑志芹教授、复旦大学孙时进教授等 4位教授为学校兼职教授，

截止 2011 年底学院聘请的兼职教授达 11 人，他们的加盟为学院教师队伍的提升和

学科建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学术交流和对外宣传有新的突破】2011 年学院聘请王建中教授做了百家百科

讲座、聘请北京大学陈占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叶险明教授、法国 Jean 

Salem 教授为本院师生做了专题性的学术讲座。学院骨干教师在王兴杰书记的带领下

到浙江传媒学院进行了学习和交流。选派 10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实地学习考察，听取经验介绍、深入课堂听课，与师生交流，并撰写了考察报告。

杜利平教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2011 年派送优秀中青年教师等人员赴英国培训”的

项目，参与学校的“蓝天计划”，选派凌志老师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日本近畿大学进修

学习。先后选派 4 人参加了中央六部委组织的哲学社会科学骨干研修班，13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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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浙江省暑期思想政治理论课备课会议，16 人次参加了各类学术会议和交流。学院

接待了来访的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严雄飞副院长一行，双方就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建设、人文社科基地建设等方面做了详细交流。宣传部理论处陈贤村处长来

学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全体教师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相关问题做了

深刻细致的座谈交流。 

【教学改革初见成效】2011 年学院在学校领导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

和配合下，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对本科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日常教学和

考试方面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平时教学环节增加了“时事评论”，平时成绩和期末

考试成绩由原来的三七比例调整到五五比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行“一

页纸”的半开卷考试。 “阅读机”阅卷的启用，既减轻了教师批改试卷的工作量，

又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脱出来。2011 年完成了本科四门主干课程系统性教

案的编写任务，并请专家做了评比，明确了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发展中求创新】 2011 年在校院两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下，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承办了全国性“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

会第五届第一次会议暨 2011 年高校心里健康教育发展专家论坛”，参会人数达 200

人。接待上级领导、兄弟院校参加心理梦工场 10次，与校工会合作为本校教职工提

供多种形式的心里健康服务。送出参加学术会议 8人次、业务培训 41人次，制定了

“浙江工商大学学生严重精神卫生问题应对方案”。中心在继续为全校师生开展好心

理咨询服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等常规工作的同时，不断创新思路、拓展了社会

服务的渠道，并积极筹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全校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2 年 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