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暨
首届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研讨会”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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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暨中共党史党建

研究院成立仪式”隆重举行。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欧阳淞，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党委副书记、校长董奇，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徐青森，共

同为研究院揭牌。成立大会结束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于７月１０日

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暨首届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校的专家学者，

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部分师生共计１３０余人参加会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晓兵、中共党史党建

研究院院长王炳林为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学术顾问和特约研究员颁发了聘书。

程建平在致辞中指出：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

成立仪式，充分体现了北师大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庄严宣告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和奋斗成就；

激励人心，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开创未来，吹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 前 进 号 角。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就是要整合学校优势力量，为思政课教学和课程思政建设提

供学理支撑，为资政育人提供理论支撑。希望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能够凝聚人才，服务好国家重大战

略，推出一批有理论深度和广泛影响的成果，建设有特色有活力的党史党建学科。

徐青森在讲话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一篇充满真理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北京师范大学依托学科优势组建中共党

史党建研究院，可谓正当其时，希望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能够深入挖掘党史育人资源，为思政课教学

提供有力支撑；深化党史党建理论研究，为党史学习教育做出积极贡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党史

研究培养优秀后备人才，早日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具有鲜明北师大特色的学术研究重镇、党史教育基

地、新型高端智库。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总

结了百年党史的历史主题与伟大成就，深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与历史经验，擘画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这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政治宣言。“七一”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推进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思想、新

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阐明了“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理论贡献。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于深入研究党的历史、党的建设与加强党史

党建学科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其一，深入学习与研究党的百年历史，树立正确党史观。“七 一”讲 话 明

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 兴 作 为 百 年 党 史 的 历 史 主 题，运 用“四 个 伟 大 成 就”清 晰 地 划 分 了 历 史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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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从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角度构建了中国共产 党 带 领 中 国 人 民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历 史

叙事，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创 新 党 史 研 究 提 供 了 基 本 遵 循。其 二，科 学 总 结 党 的 建 设 历 史 经 验，

坚持和完善党 的 领 导。必 须 加 强 党 的 建 设 史 研 究，围 绕 思 想 建 设、组 织 建 设、作 风 建 设、制 度 建

设、反腐倡廉建设进行历史研究，科学总结中国 共 产 党 应 对 风 险 考 验、勇 于 自 我 革 命、永 葆 先 进 性

和纯洁性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 新 的 伟 大 工 程 提 供 支 撑。其 三，“七 一”讲 话 是 推 进 党

史党建学科发展的根本遵循。贯彻落实“七一”讲 话，必 须 从 制 度 建 设 层 面 解 决 学 科 属 性 问 题，确 立

党史党建学科的独立发展空间，从科研层面研 究“七 一”讲 话 的 新 思 想、新 论 断，加 强 党 史 党 建 学 科

的学理内涵建设；从思政课建设层面推动“七 一”讲 话 进 教 材、进 课 堂、进 头 脑，增 强 党 史 党 建 学 科

对思政课的支撑作用。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党史党建学科担负着资政育人的战略功能，在服务党和国家发展、提供决策

咨询、支撑思政课建设、开展科研工作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进入新时代，党史党建学科的重要性

更加凸显，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首先，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外部机遇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必须面向这一最具特点的中国实际，把党史党建学科建设作为题中之义。党史党

建学科建设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解读中国发展奇迹的成功密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百年大党，不

仅需要总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不懈奋斗的百年历史经验，还需要研究一个拥有９５００多万名党员的执政

党建设问题。其次，解决学科属性与发展空间问题是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内部条件。党史党建学科具

有相对独立的学理内涵和发展规律，应该从学科属性与制度建设层面上予以确认，赋予其独立发展的

制度空间，避免党史党建学科处于各个一级学科的边缘性从属学科，解除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制度瓶

颈。党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历史，党的建设是党汲取历史经验、解决历

史任务的过程，二者相互支撑、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中共学”。因此，党史党建学科的融合发展是

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拓展党史党建学科的内涵，形成一体化的

培养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必须增强学科共同体意识。在党史党 建 学 科 建 设 进 程 中，

必须增强学科建设共同体意识，既要从各自实际出发、挖掘红色资源、办出有特色的党 史 党 建 学 科，

又要重视合作交流与集体协作，避免千篇一律和重复建设，推动形成有序推进、协同互助的学科建设

规划。进而言之，党史党建学科不仅需要解决学科属性、政策支持等问题，更需要加强自身理论与方

法建设，提升学理性与科学性。与会学者从学科理论内涵、方法论体系、资料建设、学术规范等角度

分析了增强党史党建学科理论与方法建设的路径，强调必须从党史党建学科自身的实际特点出发，吸

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把多学科视野与本学科特质统筹起来，注重从自身实践经验中提炼行之有

效的理论、方法与规范。同时，加快党史党建学科一体统筹发展，有助于推动“四史”学习融入高校思

政课程体系。党史党建学科建设与思政课改革创新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更是推进“四史”教

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党史党建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关系，

特别是与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马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两 个 二 级 学 科 的 关 系，树 立“学 科 群”大 视 野，

优化结构、改善布局，把“四史”教育与理论教育结合起来，构建历史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统一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体系。

（责任编辑　孟大虎　责任校对　孟大虎　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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