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分论坛 类别 姓名 学校 论文题目 获奖等级

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博士 赵  方 北京大学 “碳政治”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一等奖

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博士 任宇东 天津大学 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实践评价 一等奖

3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博士 张保军 中国人民大学 改革开放初期江苏无锡发展社队企业的历史考察 一等奖

4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博士 唐  燕 兰州大学 《布尔塞维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一等奖

5 国际关系 博士 陈若芳 中国人民大学 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逻辑、动因与有效性 一等奖

6 科学技术哲学 博士 白双航 马伟鹏 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共谋——数字异化的深度剖析与批判 一等奖

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王立文 山东大学 资本与劳动的形态转型、关系嬗变及其校正途径 一等奖

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吴大娟 南开大学 情归何处？——数智时代情感资本主义的生发机理及其本质澄明 一等奖

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孙红玲 东北师范大学 恩格斯对黑格尔“两个凡是”命题的改造 一等奖

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杨晨鑫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概念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 一等奖

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魏  晋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和实践指向 一等奖

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蔡佳卉 南京师范大学 毛泽东对“两个结合”的原创性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一等奖

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 乔雨露 北京师范大学 解释性与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激活——基于《实践论》的分析 一等奖

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卢  崎 江南大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探析 一等奖

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樊艳茹 吉林大学 历史生成、实现路径与现实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三维释读 一等奖

1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陈在天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海外对中共领导力的认知 核心要素、动力来源和建设路径 一等奖

17 中共党史 博士 周  伟 西北工业大学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贷研究 一等奖

18 党的建设 博士 董德冬 新疆大学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等奖

19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博士 王若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自由时间的剥夺与获取：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超越 一等奖

20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博士 李建鑫 东北大学 毛泽东“伟大斗争”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及其时代镜鉴 一等奖

21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张瑞芳 东南大学 从构成论到生成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超循环进化机制 一等奖

22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张龙丽 北京交通大学 文化消费主义的衍生机制、样态演变与纠治路径 一等奖

23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张乃亮 兰州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生成逻辑、问题表征和路径优化 一等奖

24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梁明伟 中国人民大学 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实转向 一等奖

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博士 王慧芳 南京大学 情感劳动的异化向度：基于数字资本批判视角 二等奖

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博士 刘诗成 复旦大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及其启示 二等奖

第四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中原论坛获奖论文名单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张  晨 中国矿业大学 超越资本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场域中的生态文明 二等奖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杜曼利 山东大学 “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二等奖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 王金斗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内涵意蕴及现实路径 二等奖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王  俊 北京大学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丰富内涵、生发源泉和实践路径 二等奖

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朱权辉 韩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二等奖

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 万泳忻 南京大学 新时代延续文化根脉的基本向度与重要意义 二等奖

9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博士 杨斐然 武汉大学 毛泽东“人民共治”思想初探：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考察 二等奖

10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博士 王文浩 武汉大学 在业之难：1930年代初中国纺织女工的群体画像 二等奖

11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博士 杨可鑫 上海交通大学 民国时期我国学术文化团体登记管理制度研究 二等奖

12 国际关系 博士 王  巍 吉林大学 全球工会联盟的经济治理功能及其影响研究 二等奖

13 科学技术哲学 硕士 刘皆成 山东科技大学 ChatGPT人机对话下网络舆论极化风险的哲学省思 二等奖

14 科学技术哲学 硕士 吴林智 厦门大学 科技哲学视域下碳信息披露之博弈问题研究 二等奖

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郭  恺 宁夏大学 马克思、恩格斯神话观对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指导意义 二等奖

1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郭军炜 清华大学 从“经济基础”到“经济秩序”：埃利希对马克思法律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二等奖

1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胡德庆 东南大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两化”及其相互作用 二等奖

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秦耀政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 二等奖

1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和  立 中山大学 《穆勒笔记》的交往观及其意义 二等奖

2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李心蕊 中央民族大学 新媒体背景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 二等奖

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田瑶瑶 武汉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等奖

22 中共党史 博士 苏跃林 华中师范大学 1931-1932年洪湖苏区修堤工作政策的演变与成效 二等奖

23 中共党史 硕士 张杰 胡凤 安徽大学 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形象塑造——以新闻活动为中心 二等奖

24 党的建设 硕士 姬海龙 武汉大学 抗战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历程及经验启示 二等奖

2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博士 魏小雪 李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与中国经验 二等奖

26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博士 袁朝飞 复旦大学 告别赫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哲学共产主义的超越 二等奖

27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张慧双 中央财经大学 图像叙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困境及突破 二等奖

28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周  静 同济大学 高校网络虚拟社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分析 二等奖

29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吴一凡 刘宏蕊 北京师范大学 国家象征与标志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研究 二等奖

30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白  如 华中师范大学 数字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主导性发挥的样态、挑战与提升策略 二等奖

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硕士 田  甜 南开大学 从二元模式到三维一体：试论弗雷泽正义理论的结构转换 三等奖



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硕士 谢爱民 上海财经大学 数字主体的自由困境——基于韩炳哲“自我剥削”理论 三等奖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 李雨潇 西北大学 中国共产党“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三重维度探赜 三等奖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何燕青 华南师范大学 从“人民”到“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的中国化 三等奖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王  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阶段契合研究 三等奖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刘泽峰 方增泉 北京师范大学 重塑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人类美好生活样态 三等奖

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马丹丹 南开大学 中国共产党纪念仪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三等奖

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雷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轨迹探究 三等奖

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 苏  楠 武汉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创造性实践 三等奖

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 黄  童 浙江大学 “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价值意蕴与实践理路 三等奖

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殷路豪 王樊 西安交通大学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逻辑及其方法论自觉 三等奖

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 王之富 东北师范大学 六个必须坚持的三维深度分析：起源动因、内涵解构与实证探讨 三等奖

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 向文君 西南大学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对“人民”话语的构建及当代启示 三等奖

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 丁耀鹏 中国人民大学 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三个关键问题及其澄明 三等奖

15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博士 梁  依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小三线建设探析 三等奖

1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硕士 殷志鹏 东北大学 解放战争时期党报正反面报道及宣传原则——以《冀中导报》为中心的考察 三等奖

17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硕士 韦思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新时代以来口述历史与党史国史研究的深化 三等奖

18 国际关系 硕士 李博文 上海大学 碳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为例 三等奖

19 科学技术哲学 硕士 王  佳 华中科技大学 推荐算法的历史考察 三等奖

20 科学技术哲学 本科 白硕杨 复旦大学 论人机竞争关系及其现代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 三等奖

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叶啸雨 吉林大学 论费希特在马克思辩证法形成中的作用 三等奖

2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赵恩德 中国人民大学 意识形态理论转向的科学方法和时代价值——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研究 三等奖

2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焦学弢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式现代大城市住宅问题何以解决——论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的内在结构与当代价值 三等奖

2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博士 代依晴 南京师范大学 列宁文化思想中的边界话语及其现实启示 三等奖

2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宋鹏慧 山东大学 《法兰西内战》及其《导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思想探析 三等奖

2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王澳卫 上海财经大学 “实物”的消解与“客观关系”的发现——《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的唯物主义倾向新探 三等奖

2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王星儿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论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基于《哥达纲领批判》的分析 三等奖

28 中共党史 博士 王一众 南开大学 鄂豫皖苏区社会教育成就及当代启示 三等奖

29 中共党史 博士 刘  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八路军留守兵团正规化建设探析(1937-1942) 三等奖

30 中共党史 硕士 俞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解放区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活动及其作用 三等奖

31 党的建设 博士 张金金 北京师范大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逻辑理路及经验 三等奖



32 党的建设 博士 谭  壮 复旦大学 “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逻辑关系与实践进路 三等奖

3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博士 武天森 清华大学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自由思想探微 三等奖

34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博士 郑维维 中山大学 直观与活动：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感性”概念之辩 三等奖

3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博士 谢  婧 南开大学 伟大斗争精神的辩证思维根基 三等奖

36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博士 韩记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历史合力论对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三等奖

37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张  权 武汉大学 隐喻：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 三等奖

38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张人天 北京大学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维度与方略 三等奖

39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游志纯 浙江大学 全媒体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挑战与优化策略 三等奖

40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李  志 大连理工大学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三等奖

41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柯增金 江南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共情力：理论分析、生成机理及实现路径 三等奖

42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 覃思惠 广西民族大学 象牙塔外的踌躇：“孔乙己文学”视域下青年价值观的异化及其应对 三等奖

43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 毛晓慧 安徽大学 境遇·隐忧·进路：ChatGPT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三等奖

44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张治夏 南开大学 数字劳动异化冲击意识形态安全：内在机理与破解路径 三等奖

45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 张  彩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仪式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 三等奖

46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 杨  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自媒体意见领袖的形成机制及引导对策研究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