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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从学科内容、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方面来看，中共党史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中
遇到的种种问题、坎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将中共党史归为
政治学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其特征和内涵。高校想要加强学科建
设，体现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应当重视和挖掘学科之间的
相互嵌套，组织可以协同的学科群[1]。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组成一个学科群，就体现了
高校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

1　中共党史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定位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成长过程都充分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引领，这就决定了想要研究中共党史就离不开研究马克思主义
思想，中共党史在学科建设上应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一定
的结构关系。

1.1中共党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上层建筑，带有对统治阶级的

维护和服务特征。任何在人类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都需要
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和发展方向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作为领
导阶层同样需要有带有自身特征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研究中
共党史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中国特色，
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我党
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提出了“党史姓党”的明确要求，这一要
求也决定了高校学科建设中的中共党史研究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坚持党的执政地位，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2]。

1.2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

生走到如今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每一个阶段都以马克思主
义思想为重要的行动指南，但又不完全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不照搬外国成功的经验，更讲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
结合。因此，在研究中共党史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主
义思想，最重要的研究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情况相
结合，从我党的成长历史中总结教训和经验，并寻找新的发展理
论、发展方向。中共党史学科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对中国共产党过
往历史的总结，更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学科。

1.3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学说内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普遍规律，还是中国共产党在近代历史中领导中国人民时所应用
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影响
的同时，也指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决定性力量，揭示了
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因此，在中共党史学科研究过程中，辩
证唯物主义是研究的主要方法。

2　中共党史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整合
中共党史在学科建设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的整合符合中共党史的自身特征，是一种比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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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党史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支点，是高校历史学、政治学的重要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并不仅仅是一段
历史，共产党所走过的路中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渗透，有与中国现实的联系，因此中共党史并不能简单被归为历史学还是政治
学。目前，中共党史被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共同组成学科群，相
互之间优势互补。本文主要围绕高校学科建设中对中共党史的定位进行探讨，希望可以为充分发挥协调高校学科结构，促进高校学
科体系发展完善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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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整合方式。因为中国共产党诞生、领导中国解放、建设新
中国、改革开放的90年历史中，一直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领导，解决发展、解放、建设过程中所遇到问题时也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而且，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
中所得到的深切体会，中国共产党曾经因为照搬外国经验而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历史证明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
更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2.1三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
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

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共产党，至少中国共产党是其中的主要力量。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这三门学科非常适合集合在一起进行研
究，结成一个学科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2.2三个学科的时间跨度是一致的
三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共产党，所研究的时间跨度也

是一致的。中共党史的研究起点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点，
从党的诞生才有党史的记录。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比
1921年稍微前延，最初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可追溯到李大钊先生们
对宣传，但当时更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外国经验的学
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尝试所得到的，因此在
时间跨度上与中共党史是一致的。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中
国近代史的起始时间一致，1840年是中国进入近代史的起点。虽
然这个时间点比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间1921年更遥远，但正是中
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多方尝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奠定了基础，也让中国人民走上共产主义的奋斗之路坚定了信心。

2.3三个学科内容上有密切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更注重思想理论层面上的融合，中

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内容更注重对具体问题上的分析，中共
党史的内容则更注重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
训，是理论与具体问题的融合。因此，三个学科组合成学科群比
较有基础，内容上的密切联系提高了三个学科之间的凝聚力量，
也使得三个学科更适合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3　结束语
高校在学科建设中，无论是构建一体两翼结构，还是三位

一体结构，亦或者是大部制结构，最终都要充分考虑学科的研究
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跨度。能够组成学科群的学科，必须要充
分考虑组成学科群中学科之间的理论、实践支持，这样才能尽可
能发挥学科结构的优势。合理、合适的学科定位是培养出更优质
的人才的保障，也是调动专业人才、科研力量的基础和前提，应
当引起高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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