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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建设进展 

2024年1月3日，在北京大学教务部指导下，探讨基

地官方网站建设。 

2024年1月11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召开第二次工作例会。 

2024年1月12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组织学习了文件精神，深刻理解了指导思想、总体

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对如何落实进行了讨论，确定了近

期工作计划和分工。 

2024年2月6-8,24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制定了2024年预算和绩效指标。 

2024年2月28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制定了2024年工作计划，并提出7项年度主要任务。 

2024年3月14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执行副主任严洁参加教育部召开的2024年度全国教

材工作会议。 

2024年3月15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召开教育部规划项目开题报告会。 

2024年3月17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提交关于政治学教材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2024年3月18日，由北京大学搭建的国家教材建设重

点研究基地网站讨论完成第二版设计稿，基本明确网站

的功能模块、用户角色等内容，开始架构布置。 

2024年3月19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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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三位专家参加教材局座谈会。 

2024年3月29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组织专家座谈会，研讨中国政治学教材与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建设。 

2024年4-5月，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

地完成数据中心工作大纲设计，并按工作大纲完成面向

授课教师与学生的教材使用反馈问卷和访谈提纲的初稿

设计； 

2024年5-6月，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

地收集整理教育部门的教材编写政策；收集5门课程的教

学大纲（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政治思

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收集6门课程的教材与参考书

目电子版共5.5GB（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

府与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 

2024年6月，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整理完成38本中外《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清单 

2024年6月，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官方网站架构已经确定，开始后台开发，预计10月左右

正式上线。 
 

二、研究动态 

1.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制定2024年

工作计划 

2024年2月28日，为了落实教育部教材基地的建设要

求，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教学体系、人才培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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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教材体系，依据《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管理

办法》（教材〔2020〕1号）和《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

设重点研究基地实施细则》，制定本年度工作计划。 

本年度工作计划包括7个主要任务，分别是：第一，

开展中国政治学教材理论基础研究，提出教材建设指导

意见；第二，构建政治学教材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形成

初步方案；第三，开展全国高校政治学教材建设和使用

情况调查，形成调查数据库；第四，推进教材建设课题

研究，形成战略报告；第五，搭建政治学教材历时性统

计数据库，保证数据实时更新；第六，搭建政治学教材

建设交流平台，举办教学研讨会；第七，建设政治学教

材基地宣传资讯窗口，开设网站和公众号。 

2.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深入调研政

治学教材体系建设情况 

2024年3月17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完成并提交了关于高校政治

学教材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重点围绕教材领域坚

定“四个自信”的情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开展系

统性深入研究的情况、构建中国特色教材体系的基本情

况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总体看来，高校常用的政治学教材，尤其是新时代

以来涌现的一批将原创学术理论和知识脉络传承良好结

合的政治学教材，在将原创性实践转化为原创性理论、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表现突出，作出了系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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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贡献。当前面临教材编写出版节奏较慢，部分新近

成果的理论性总结尚未广泛地进入当前政治学教材当中，

以及新形态教材建设较为滞后等问题。 

3.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制定五年工作

计划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国家教材委加强教材

建设和管理有关要求，依据《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

地管理办法》和《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实

施细则》，2024年4月9日，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

点研究基地完成并提交了五年工作计划。 

政治学教材基地总体工作目标旨在建设成为国家级

政治学教材研究专业平台，政治学教材研究领域的专业

人才培养培训基地，政治学建设规律研究的理论高地，

政治学教材建设的数据资源中心，政治学教材研究成果

交流传播的平台，以及中国政治学自主教材体系建设与

创新发展的咨询服务平台。未来五年重点开展以下六项

工作：（1）开展教材建设研究；（2）组织专家提供咨

询服务；（3）交流传播研究成果；（4）建设教材研究

队伍；（5）培养专业人才；（6）汇集教材建设数据。 

4.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完成数据中心

五年计划 

依据党的二十大和国家教材委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

的有关要求，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数据中心在

《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指导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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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五年的工作计划。总体工作目标是摸清国内外高校

政治学专业核心课程的设计方案与教材使用情况，形成

各门课程的核心内容与主要教材目录，掌握授课教师对

教材的使用方式与思考，了解学生对教材的使用体验与

建议，总结政治学学科主要分支的发展对教材编写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为新教材的编制需求与设计思路提供经

验证据支撑。 

5. 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整理完成38

本中外《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清单 

1-6月，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整理

了32本中文版《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清单和6本国外译

文版《西方政治思想史》。 

 

三、重要活动 

1.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次工作

例会顺利召开 

2024年1月11日，举行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第二次工作例会，基地主任燕继荣、基地学术

委员会主任王丽萍、基地执行副主任严洁、基地副主任

张长东及基地教材开发团队、研究团队、交流与宣传团

队、平台建设团队参加会议。主要围绕工作计划、实施

方式等问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研讨。 

2.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参加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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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全国教材工作会议 

2024年3月14日，教育部在京召开2024年度全国教材

工作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总结经验，分析形势，部署推进2024年

教材工作。会议强调，教材战线要充分认识教材工作面

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基地执行副主任严洁代表高校政治学国家教

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向基地成员传

达了会议精神。 

3.教育部重大项目“高等教育政治学教材建设和管理

战略研究”和重点项目“全国高校政治学教材建设历史、现

状及对策研究”开题报告会顺利举行  

2024年3月15日，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教育部规划项目开题报告会在基地会议室召开。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浦劬，国家教材委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

学系教授张小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

主义研究所所长蒲国良、联合国秘书长高级别咨询委员

徐步、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佟德志组成专家组出席会议。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刘建波受邀出席，基地有关负责

人员和项目组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重大项目负责人燕继荣作重大项目“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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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治学教材建设和管理战略研究”和重点项目“全国

高校政治学教材建设历史、现状及对策研究”开题报告，

介绍了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选题依据、研究内容、预

期成果、研究基础和时间安排。燕继荣提出：重大项目

将面向2035年、2049年两个关键节点的政治学教材展开

全面调研，研究新时代将中国治理的思想及中国式现代

化经验融入政治学教材的路径，研究中国自主政治学知

识和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在政治学教材中的呈现方式，结

合未来国家教材事业和高素质政治学人才培养要求，为

新时代政治学教材建设规划和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建议。

重点项目将从政治学五个分支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深

入分析全国高校政治学教材的整体情况，以支持政治学

教材建设资源的科学配置并促进国内政治学教材建设和

研究的蓬勃发展。 

专家组评价，项目意义重要，研究内容完整全面，

重点突出，研究计划详细合理，预期成果丰富且符合需

求和目标。同时，专家组成员分别在研究重点、项目特

点、调研范围、核心问题、多元方法、技术路径，以及

预期成果转化及共享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期待项目

产生更加全面系统、丰富、可共享的高质量成果。 

4.高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参加教材局

座谈会  

2024年3月19日，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主任燕继荣、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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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张小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

参加教材局座谈会。 

5. 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专家座

谈会召开 

2024年3月29日，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

廖凯原楼召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王浦劬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唐士其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王正毅

教授，国家教材委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专家委

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张小劲教授，基地主任燕

继荣教授，基地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丽萍教授，基地执

行副主任严洁教授，基地教材研究团队负责人段德敏长

聘副教授出席会议。会议由基地副主任张长东教授主持。 

会议围绕“中国特色政治学教材建设如何与中国自

主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相结合”的议题展开研讨。与会

专家分别讨论了“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

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等若干领域内的

原创性理论”“各领域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

做法、经验和教训”“如何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教材体

系与构建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相结合”等议题。与

会专家认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当今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各学科发展的核心议题；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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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在原创性概念和自主知

识贡献方面也多有进展；中国政治学知识的自主性构建

首先表现在知识来源的本土化，然后是学科化和专业化；

教材建设与构建中国自主政治学体系相结合，要在遵循

教材的出发点和知识逻辑的基础上，体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体现价值观与科学性的统一，坚

持中国情怀、本土问题、世界眼光、科学方法，力求中

国问题、中国经验的知识化。 

此外，会议讨论了基地五年工作计划，与会专家针

对基地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发表了意见。会议强调基

地建设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充分体现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要求，充分体现中国和

中华民族风格，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要

求，充分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充分体现人类文

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服务国家教育发展和教材建设

重大战略，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撑。 

6. 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参加全

国教材研究人员培训班 

2024年5月24日至27日，教育部开展教材建设和管理

国家级系列培训之一的全国教材研究人员培训班在浙江

宁波举办。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副主任张长东教授，教材研究团队负责人段德敏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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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管马啸副教授参加了本次培训班。 

7. 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参加

《国家治理导论》教材研讨会 

2024年6月19日，《国家治理导论》教材编写研讨会

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

点研究基地研究员马啸副教授参加会议开展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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