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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二级学

科，2023年度包括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理论、中共党史、公共政

策与公共管理四个方向，由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管

理研究所共同承担专业教学工作。

本学位点现有研究员 14人，副研究员 9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共 2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人，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4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3人，天府青城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人，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7人。导师中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1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1人，中组部

“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人，2人被聘为西南交通大

学博士生导师，多位导师被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共四川省委

宣讲团特聘为教授。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简介

本学位点专业设置旨在为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外交外事、高校

教学等领域培养应用型和研究型人才。本学位点主要研究方向（培养

方向）如下：一是中外政治制度方向，包含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基层治理研究、两岸关系研究、纪检监察研究四个研究方向；二是政

治学理论方向，包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地方政

治理论与实践研究二个研究方向；三是中共党史方向，包含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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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三个研

究方向；四是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方向，包含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研

究、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研究三个研究方

向。

（三）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2023年，本学位点共招生 14人，本学位点在读学生共 60人，

毕业授予学位 16人。其中，根据院所实际情况，科学社会主义与国

际共产主义运用专业于 2020年恢复招生，于 2022年停止招生。基本

情况如下：

表 1：2023 年度本学位点各专业学生结构表

专业 招生人数 在读人数 入学时间

（级）

在读人数

及性别

备注

中外政治

制度

4 16 2020级 4（男 2女
2）

2021级 4（男 1女
3）

2022级 4（男 2女
2）

2023级 4（2男 2
女）

政治学理

论

4 8 2020级 1（女） 按上级要求，政治学理论专业从

2023届（2020年）起恢复招生

2021级 1（男）

2022级 2（女）

2023级 4（3男 1
女）

科学社会

主义与国

际共产主

义运动

0 5 2020级 3（1男 2
女）

2021级 2（男 2女
0）

根据院系实际情况，科学社会主

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用专业于

2020年恢复招生，但2年后（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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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停止招生。

中共党史 1 11 2020级 2（1男 1
女）

2021级 3（男 2 女

1）

2022级 6（男 4 女

2）
2023级 1（男 0 女

1）
公共政策

与公共管

理

5 20 2020级 6（男 3
女 3）

2021级 5（3男、

2女）

2022级 4（1男、

3女）

2023级 5（1男、

4女）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时而行、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2023 年，本教学点

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紧密融合，带动师生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和研究

领域，围绕纪念毛泽东诞辰 130周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形成了近 40篇论

文成果，切实发挥思政课程对于课程思政的引领作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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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

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谆谆教诲，积极提高教学

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打造了一支科学化、专业化队伍。科学化，是指

本学位点思政教育队伍的安排力求科学合理。

在数量上，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从青年教师中选拔德才兼备者充

当兼职辅导员。在年龄上，尽量做到老、中、青结合。在知识结构上

要求全面性，在人员的安排上尽量挑选知识面广,具有多学科背景的

人担任。

本学位点定期开展理论培训，同时适时开展技能培训，以提升教

师队伍的理论水平和教育技能。2023年度，本学位点先后组织近 13

位青年教师到省内外干部学院培训党建和思政教育，为本教学点教师

队伍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建强思想政治教育青年人才队伍。全体党

员在学习中增加了党性意识，增强了党员队伍的活力、凝聚力及团队

精神。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政治学所支部书记上党课 3次，

与党员谈心谈话 2次以上。

（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

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

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

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本学位点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引导

性相统一，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教

学点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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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经申请培养考察，本教学点同学代萍、尹可馨、吴羽

寒、罗吉存、余芯瑶等多位同学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此外，本学

位点近十名学生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志愿者服务，用实际行动彰显了

本学位点学生关心社会发展、积极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

也反映了本学位点立德树人的能力和水平。

（四）学位授权点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将文化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工作，通过凝

练宣传精神文化，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学生学习的各个环节和过程

中；弘扬繁荣学术文化，着力构建新时代科研文化体系；传承创新校

园文化，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加强党史学习教育，使学生坚定

“四个自信”，增强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信念。

学位点通过吸纳学生参与红色文化研究相关课题和教学实践基

地实际工作，依托四川仪陇张思德干部学院、成都青白江廉政实践教

育基地、温江涌泉街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等学习实践研究基

地，以课题促理论学习，以工作丰实践路径，理论、实践“两手抓”，

实现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师资队伍

1.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培养方向带头人、学术骨干、师资队伍：

（1）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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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吴翔

学术骨干：侯文莉

师资队伍：李景峰、陈萌、付国英、谢静

（2）基层治理研究方向

带头人：陈井安

学术骨干：廖冲绪、任振宇

师资队伍：张人才

（3）两岸关系研究方向

带头人：郭丹

学术骨干：廖子夏、谢静、张人才

师资队伍：郭丹

（4）纪检监察研究方向

带头人：廖冲绪

学术骨干：廖冲绪、周冬

师资队伍：任振宇、张莉、吴杨

2.政治学理论专业培养方向带头人、学术骨干、师资队伍：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方向

带头人：郭丹

学术骨干：吴翔、廖冲绪

师资队伍：郭丹

（2）地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向

带头人：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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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骨干：吴翔

师资队伍：郭丹、任振宇、腾翀

3.中共党史专业培养方向带头人、学术骨干、师资队伍：

（1）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方向

带头人：杨先农

学术骨干：张叶婷

师资队伍：张叶婷、陈杰

4.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专业培养方向带头人、学术骨干、师资队

伍

（1）公共政策研究方向

带头人：伏绍宏

学术骨干：段莉、刘福敏、张磊

师资队伍：洪运、余思

（2）公共服务研究方向

带头人：张序

学术骨干：里昕、徐洁

师资队伍：徐洁、李明、严茜

（3）公共管理研究方向

带头人：李俊霞

学术骨干：徐彬、张义佼

师资队伍：张义佼、胡宏、张玺、裴亮亮

（二）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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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政治学学位点无教材出版情况。

学位点持续改进教学机制，认真执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课程教学管理办法》，不断优化课程设置，2023年度的核心课程如下

表。

表 2：政治学学位授权点核心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政治学原理 必修课 郭丹

政治学名著选读 必修课 伏绍宏、段莉、裴亮亮

中国政治思想史 必修课 侯文莉

外国政治思想史 必修课 吴翔

中国政治制度史 必修课 廖冲绪

外国政治制度史 必修课 付国英

地方政治理论与实践 必修课 任振宇

纪检监察学概论 必修课 廖冲绪

国际关系 选修课 李景峰

两岸关系研究 选修课 郭丹

刑法学（纪检方向） 选修课 李霓

管理学原理 必修课 张磊

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 必修课 张序

管理思想史 必修课 徐彬

公共政策分析 必修课 伏绍宏、余思

公共管理学理论与前沿 必修课 张玺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 必修课 里昕

毛泽东思想史 必修课 胡学举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必修课 赵小波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选读 必修课 曾敏

中共党史理论前沿 必修课 张叶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 必修课 王义平、郝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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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原著选读 必修课 帅倩

（三）导师指导

导师履职尽职尽责。首先，强化规则意识。严格遵循教育部相关

文件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全心投入指

导，严把学术规范。其次，将师德考核纳入对导师的培训和考评范畴。

严格按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

细则》管理并考核导师。2023年本学位点导师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其中 6名考核为优秀。学位点注重青年导师的培养，2023年度新增 2

名青年导师，为导师的梯队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

（四）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注重研究生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社会

适应能力培养，通过增加导师和学生一对一的辅导交流，解决学生在

学习研究中面临的问题。此外，学位点还加大学生参与课题调研的力

度。遵循“老师指导、学生参与”的原则，深入基层调研，积累研究

素材。再如研究生新苗课题申报等方式，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能动

性，锻炼了他们独立自主的学习和研究能力。

具体情况如下：一是科研项目。学位点学生本人主持和参与各导

师主持的国家、省部级、本院重大项目共计 14项。二是论文发表。

学位点学生在公开刊物发表了学术论文共计 4篇。此外，学位点还为

学生营造“想学”的氛围，充分利用各种学习方式强化学习效果。本

学位点各专业开学后就随即举办了 2023级新生见面会，老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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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见面会沟通交流，学生很快就融入到新的学习环境中。为了提高

全所师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素养，中外政治制度和政治学理论专

业先后举办了“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学术活动和“师生读经典交流会”，

我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颖教授亲自出席了读经典交流会并作重要讲

话。中共党史专业 2023年举办了师生学术交流会 4次，公共政策和

公共管理专业组织了学生读书会 4次。师生在交流会和读书会中相互

交流，通过交流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学术思维能力。

表 3：2023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主要学术成果（论文、课题等）

姓名 项目（省部级以上）或论文名称 主持或参与

张艺瀚 四川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政策创新研究 参与

张艺瀚
四川省高层次创新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建

设研究
参与

申淞超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中的府际

合作研究 ，学院第七届“新苗项目”一

般项目

主持

袁紫龙

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功

能作用研究——以广安市政协工作为例

学院第七届“新苗项目”重点项目

主持

吴昌思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优化

研究

学院第七届“新苗项目”一般项目

主持

常馨予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网络群众路线研

究——以成都市“群众呼声”为例

学院第七届“新苗项目”一般项目

主持

宋智轲、袁紫龙、罗

娇、杨之溢、肖潇、

余芯瑶

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强国工作的历史演

进研究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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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智轲、常馨予、袁

紫龙、罗娇、肖潇

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研究
参与

常馨予、吴昌思、王

昆、杨之溢、吴羽寒、

余芯瑶

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弘扬民族

精神的经验研究
参与

吴昌思、王昆、吴羽

寒

百年撷萃：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功能

提升研究
参与

袁紫龙
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功

能作用研究
参与

袁紫龙、吴昌思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毛泽东三线建设的

战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参与

吴昌思 红军长征在川时期后勤保障工作探析 独作

吴昌思、袁紫龙
“三个务必”融入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

育的应然追求与必然路径
独作

赵小波、吴昌思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

重要论述研究

学生为第二作者，

第一作者为导师

袁紫龙、吴昌思、胡

学举

延安时期党领导自然科学教育事业发展

的生发逻辑、实践路径及现实启示——以

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例

学生为第一、第

二作者，导师为

第三作者

苏陈程
数字赋能成都市老旧小区公共服务研究

学院第七届“新苗项目”重点项目
主持

董昱宏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学院第七届“新苗项目”一般项目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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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具体政策与 2022年

一致。就具体实践看，2023 年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积极参加国内各

级学术会议，积极参加省级学会主办的年会等省级会议。2023年，

本学位点共计参加各类会议 26人次，入选会议论文 26篇。

表 4：2023 年度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时间 学术会议名称 论文题目 作者

2023年 2月

中韩公共管理学

术论坛：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n Context:

Local Actions and
Innovations"

Research on the supply of
digitally-empowered public

legal service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董昱宏

2023年 5月

中国式现代化与

西部发展暨 2023
年“华狮社”研究

生学术研讨会

数字经济赋能“天府粮仓”建
设的内在机理与路径

董昱宏

2023年 12月
2023年第四届“华
狮社”研究生学术

研讨会

后疫情时代数字赋能公共

法律服务供给研究
董昱宏

2023年 11月
四川省晏阳初研

究会 2023年学术

年会

浅析“双减”政策下小学课后

延时服务的困境与对策

——以成都市金牛区 X小

学为例

王子路

2023年 11月

推进乡村振兴 促

进共同富裕

四川省晏阳初研

究会第八届理事

会第一次学术会

议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赋能乡

村振兴
张小代

2023年 12月
2023年第四届“华
狮社”研究生学术

研讨会

乡村基层女干部能力提升

研究综述
孟祥娜

2023年 12月 第六届中国国防

教育学年会

青少年国防教育军事训练

基地发展研究
许莉红



14

2023年 5月

中国式现代化与

西部发展暨 2023
年“华狮社”研究

生学术研讨会

数字赋能乡村基础教育发

展研究综述
陈沙沙

2023年 11月
四川省晏阳初研

究会 2023年学术

年会

乡村青年数字素养框架构

建研究
陈沙沙

2023年 12月
2023年第四届“华
狮社”研究生学术

研讨会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多

个茶品牌案例

陈沙沙

2023年 3月

“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与新时代中

国政治发展”理论

研讨会暨四川省

政治学会 2022年
会

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

作的使命任务和发展路径，

获优秀论文二等奖，大会分

论坛发言

张艺瀚

2023年 3月

“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与新时代中

国政治发展”理论

研讨会暨四川省

政治学会 2022年
会

共识型决策体制中的政协

及其提案功能，获优秀论文

一等奖

孟榆

2023年 5月 四川省人民政协

理论研讨会

人民政协制度的完善——

论协商程序的规范化与协

商主体的精确化

常馨予

2023年 5月 四川省人民政协

理论研讨会

《群体代表制视角下政协

委员协商能力提升研究》 罗娇

2023年 8月

“延安十三年与

中国式现代化”高

端论坛暨延安十

三年与中国式现

代化研究院（延安

院区）成立大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自然科学教育事业发展

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探

赜——以延安自然科学院

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袁紫龙

2023年 10月 “高校党史教育

研讨会”

《百年党史视域下新时代

坚持理论武装探赜——内

在意蕴、现实意义与实践样

态》

袁紫龙

2023年 11月
“毛泽东哲学思

想与中国式现代

化”学术研讨会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

的哲学溯源、内涵意蕴及经

验启示》

袁紫龙

2023年 11月
四川省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研究会、

四川省哲学会二 0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

现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

反思》，在大会分论坛发言

罗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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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学术年会

2023年 11月

四川省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研究会、

四川省哲学会二 0
二三年学术年会

《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国式

现代化探索历程回眸》，在

大会分论坛发言

袁紫龙

2023年 11月

四川省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研究会、

四川省哲学会二 0
二三年学术年会

《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培育时代新人的价值意

蕴及实践进路》，在大会分

论坛发言

吴昌思

2023年 9月
第一届中国科技

城（绵阳）廉政论

坛

《坚持自我革命：破解大党

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大

会分论坛发言

吴昌思

2023年 9月
第一届中国科技

城（绵阳）廉政论

坛

《邓小平廉政思想的新时

代价值研究——基于国有

企业反腐倡廉视角》，大会

分论坛发言

袁紫龙

2023年 10月
“农村基层党建

与农业农村现代

化”学术研讨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论述

研究》，大会线上发言

吴昌思

2023年 11月

石油科学家精神

与中国式现代化

学术研讨会

《石油科学家精神赋能中

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大会分论坛发言

常馨予

2023年 12月

第五届四川红色

文化学术论坛暨

“红色旅游助力

铸魂育人”学术研

讨会

《红色系列作品对革命文

化资源展陈价值探微——

以《勇士连》再现飞夺泸定

桥战役为例》

袁紫龙

2023年 12月

第五届四川红色

文化学术论坛暨

“红色旅游助力

铸魂育人”学术研

讨会

《乡村振兴视域下泸定县

红色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吴昌思

（六）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学位论文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

办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办法》和《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组织评阅与答辩。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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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院内外的两次抽检中，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全部通过。2020级

学生毕业论文正式答辩前的“双盲”外审仅有 1人未一次性通过。

（七）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要求师生政治上要坚定、理论上要清醒、作风上要扎实、学风上

要踏实，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

理论上的清醒。学位点充分发挥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优势，组建一

支科研见长、科教兼顾的专任教师团队。同一教师在长期承担类似专

业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教学经验、形成了一批有参考价值的典型教

学案例。

在课程教学改革方面，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采用“理论+

实践”的培养方式，科研人员将课题研究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把课

堂搬到实际调研场所。

培养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组织学生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指导学

生申报和研究“学术新苗”课题；持续举办学生读书沙龙。

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预答辩、

“双盲”评审、正式答辩及答辩后的再修改，学位点在论文环节的整

个过程中，全程按照学院对论文质量的要求，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管

理。已毕业的学生论文，每年还在学院和省教育厅进行两次抽检，抽

检不合格的，需修改后再次送院外专家盲审。在以上管理措施的保证

下，2023年毕业的我学位点学生学位论文仅 1人未一次性通过，其

中 2篇被评为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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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风建设

按我院师德师风方面的文件规定，给学生发放了研究生导师履行

立德树人职责评价表和研究生导师禁行行为评价表，请同学们匿名填

写，依据填写情况，无师德师风方面的任何问题。本学位点开设了“科

学精神与论文写作”课程，培养学生的科学道德精神和学术规范。按

我院硕士研究生学风建设实施细则，学生均需签署诚信承诺书。我院

还制定了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管理办法和论文做假行为处理办法，以制

度来保证学术不端行为得到惩处。由于制度和措施得当，本学位点全

体师生未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九）就业发展

2023年，本学位点共有 16名硕士顺利毕业，12人就职。毕业生

就业去向多元，其中，2人在党政或事业单位就职，2人在大学或中

学任教，5人在国企或民企就业。经用人单位反馈，接收学位点毕业

生的单位满意度较高。

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本学位点以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为

依托，为研究生教学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撑和科研平台。研究生

院的奖助体系和各类管理服务为研究生学习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科学研究

论文发表：2023年本学位点公开发表论文共 43篇。其中，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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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合著 CSSCI来源期刊 5篇、SSCI来源期刊 2篇。入选全国和省级

会议论文 11篇，其中 3篇为全国性会议论文。在省级报纸发表文章

10篇。

著作出版：本学位点 2023年共有 4部著作出版（其中 1部国外

出版）。课题情况：学位点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1项，结项 1项。

立项省部级项目 6项，结项 12项。立项我院重大课题 2项。

对策建议：应用对策研究获省市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9项，其中 1

项获中央领导批示。

在成果获奖方面，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项 5项，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项，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一等奖（调研报告类）2项、优秀奖 1项。

表 5：2023 年度学位点在 CSSCI、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文章细目

作者 论文题目 来源

周冬
政府支持、创业培训与包容性创业——来

自脱贫地区农民电商样本的分析
CSSI《农村经济》

张序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 四川日报理论版

徐洁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Voprosy Istorii

徐洁
The revitalizing China strateg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Voprosy Istorii

段莉

The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Methods
of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al Education

Based on New Media Technology

MOBILE INFORMATION
SYSTEMS

段莉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Diffusion on
Financial Risk Spreading on Two-Layer

Networks
FRONTIERS IN PHYSICS

（二）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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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研究生在读期间，广泛参与指导老师的各层次课题，在

各种教学实践平台中实体实地学习和调研，形成了知识面广、视野开

阔、动手能力强的研究型人才特点。

学位点目前提供的教学实践平台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研究基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张思德精神研究中心、邓小平故

居陈列馆、青白江廉政教育基地、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四川省廉政

建设研究中心、四川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中心、“四川省川港澳

交流合作研究中心”、四川省政治学会。此外，本院主管主办的期刊

《毛泽东思想研究》和《邓小平研究》也能为本学术点研究生学术训

练提供直接的平台。

（三）奖助体系

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学院制定了较完善的资助体系，尽可能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尽可能让他

们德智体全面发展。

2023年度，本学位点学生获得学校一等奖学金 6人，二等奖学

金 8人，三等奖学金 18人。其它获奖情况：省级会议优秀论文 4人，

2023 年四川省“逐梦扬帆计划”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实习生 1

人，本学位点优秀毕业论文 2人，院优秀毕业生 2人，优秀学生干部

3人，优秀志愿者 9人。

（四）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日常管理服务严格按照学院制定的《课程教学管理办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教室使用管理规定》《四川省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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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生学院宿舍管理规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申述管理

办法（修订）》《关于加强毕业研究生就业管理的意见》等规章制度执

行，使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毕业后就业等权益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学位点配备 3名兼职教学秘书和 1名兼职辅导员，协同管理本专业学

生相关工作。

五、典型案例

受射洪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前往射洪

县瞿河镇中黄村“3536”三线城，为办好中国毛泽东手书馆四川分

馆——毛泽东手书馆四川馆建言献策。该地原址是三线建设遗址，被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认定为“四川工业遗产”。在文旅融合蓬勃发

展的新时代，通过与地方三线工业遗产结合，筹建“中国毛泽东手书

馆四川分馆”。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中共党史研究特色，从学术和学

理角度进行“毛泽东在四川记忆”馆的设计和展陈工作。该项目包括

了毛泽东生平、毛泽东在四川的早期革命活动、毛泽东与四川人民的

互动等毛泽东的“四川记忆”，突出“四川特色”，是精度挖掘四川红

色资源的壮举，有力地宣传和弘扬了四川红色文化。项目建成后，对

地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公共管理专业为地区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2023年度，公共管

理专业对策建议获中央和省部级领导肯定批示 6篇。其中，党和国家

领导人（国务院总理）重要批示 1篇：《关于扩大对原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重点人群帮扶政策覆盖面的建议》；国家民委主任、四川省委书

记等领导批示 5篇：《增强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建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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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构建良好网络生态对策研究》《关于加快构

建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建议》《加强防范川甘青三省交界

地区社会风险跨区域扩散转移的对策建议》《关于四川形象品牌打造

的几点思考》。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2023年度，本学位点继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科研产出，人才培

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本学位点依然面临学生就业形势严

峻、学位点科研水平如何突破瓶颈更上层楼、如何提高学位点社会服

务水平和社会声誉、如何加强思政教育和如何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等

问题和挑战，在学科建设上存在上升和发展的空间。师资和科研力量

有待加强。教师队伍在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上虽有所提升，但与发展

的需要仍有差距，同时，师资队伍的梯队结构有待优化。为了较好地

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求，还需持续引进高层次的科研人员和教师，同

时鼓励学位点的中级职称教师晋升高级职称，没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攻

读博士学位。

（二）改进措施

1.人才培养改进计划

为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提升在校生的综合能力并提高毕业生的

竞争力，本学位点拟采取以下改进措施：一是更新课程内容。定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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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更新课程内容，确保反映政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和变化，加入跨

学科元素，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二是增加实践教育机会，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为学生提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实践机会，以锻炼他们的

实际操作能力。三是加强学术支持。建立学术辅导中心，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学术支持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研究项目。

2.科研水平改进计划

本学位点将加强科研平台打造，营造良好科研氛围。拟采取以下

改进措施：一是继续以国家社科基金等高级别项目为载体，加强科研

项目申报，吸纳高级别项目资源。二是增加横向合作。积极推动各类

合作项目，与院内外不同的研究机构深化合作，提高影响力。三是加

强学术交流。鼓励教师和研究生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展示学

科的研究实力。

3.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改进计划

本学位点将进一步推进社会服务水平提升与学科声誉的打造，拟

采取以下改进措施：一是依托与政府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机

会，将本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社会服务水平。

二是利用好各类各专业合作交流平台，通过论坛、峰会等学术形式，

推广本学科和学位点，进一步寻求本学位点与行业、产业的结合点，

提高社会声誉。三是积极利用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分享学术观点、

宣传本学点相关研究和动向，提高公众认知。

4.思政教育改进计划

本学位点将加强常态化思政教育，完善教育内容，作好师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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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相结合的思政教育工作。拟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多元化思政课

程，扩展教育内容，覆盖更广泛更新颖的社会议题。二是将日常教师

支部主题教育拓展覆盖至研究生，建立定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讨

论。三是继续依托四川仪陇张思德干部学院、成都青白江廉政实践教

育基地、温江涌泉街道等学习实践基地，做好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深化思政教育。

5.师资队伍改进计划

本学位点将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结构，提升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

力，拟采取以下改进措施：一是内培外引，培养青年教师，引进高水

平教师；二是聘请院外本学科著名学者担任合作导师；三是增加专任

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高校进修、访学或短期培训的人次；四是进一步完

善学术交流机制，有计划选派本学科成员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活

动，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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