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河北大学 

 

代码: 10075 

  

一 级 学 科或 

�

 



2 
 

（2023 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河北大学哲学学科始建于 1960 年，经过 60 多年的建设

与发展，在科研与教学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成为河北大学

传统优势学科之一。1993 年、2001 年、2003 年、2005 年，

先后建成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

学硕士点；2005 年，建成中国哲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同年批

准为河北省省级重点学科；2009 年建成国家哲学特色专业；

2010 年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12 年被批准设

置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6 年被确立为河北省“国家一

流建设学科”，2018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河北大学燕赵文化学

科群重要支撑学科，2020 年哲学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一）专业方向 

本学位点设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三个博

士招生方向，下设儒家哲学、先秦诸子哲学、马克思经济哲

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五个博士培养方向。各方向主要研

究领域、特色和优势如下： 

1.儒家哲学方向。开展先秦、宋明、明末清初儒学及现

代新儒学研究，注重经典文献研读，着重发掘儒家哲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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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儒家思想价值，探索哲学理论创新，在儒家哲学史、现

代新儒家、美国儒学史研究三个方面形成优势特色。 

2.先秦诸子哲学方向。立足先秦诸子经典文献研读，研

究经典的原创性、理论内涵及现代价值，促进研究范式突破

和理论研究创新，以老、庄、易“三玄”为核心，在经典文

献诠释、以“大生命哲学”为视角研究两个领域形成优势特

色。 

3.马克思经济哲学方向。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挖

掘经典作家经济哲学理论内涵，彰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特

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典作家文献诠释、马克思

经济哲学理论体系建构、经济伦理前沿问题三个方面形成优

势特色。 

4.逻辑哲学方向。立足现代逻辑，以意义理论为核心，

研究意义理论的不同形态、历史发展及与真理理论的关系，

促进现代逻辑的发展，围绕弗雷格、达米特、戴维森、普特

南等人，在逻辑哲学、模态逻辑和归纳逻辑三个方面形成优

势特色。 

5.语言哲学方向。立足现当代语言哲学经典文本，深入

研究语言哲学主要问题和历史发展，促进当代中国语言哲学

研究，在英美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思想研究、语言哲学发展

史研究两个方面形成优势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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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环境与条件 

本学位点拥有“中国哲学”河北省重点学科平台，2016

年确立为河北省“国家一流建设学科”，2018 年被教育部

确定为河北大学燕赵文化学科群重要支撑学科，2020 年

哲学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2 年，获批河

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北大学燕赵

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目前拥有仪器设备总值 400 万元，

教研室、资料室等总面积达 320 平方米。图书馆与资料室

的哲学学科藏书和期刊丰富，中外文藏书 11 万余册，订

阅国内外专业期刊 60 余种，具有及时获取开展研究工作

所需的信息、技术和设备。学位点建设经费投入充足，能

很好地满足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 

学位点在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招生与培养、学术

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师资队伍建设 

学位点继续实施培养、引进、接收、聘用“四轮驱动”

12%

88%

教师学缘结构

本单位4人 非本单位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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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战略，完成引进优秀博士 2 人。1 名教师晋升教授职称，

1 名教师晋升副教授职称。1 名青年教师遴选为“坤舆学者”

青年学者。儒家哲学创新团队、逻辑哲学创新团队、燕赵伦

理思想与燕赵精神文化创新团队获 2023 年度河北大学科研

创新团队立项建设，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二）科学研究与教学科研支撑建设 

学位点 2023 年科研成果显著。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2 项，教育厅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1

项，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1 项，累计

纵向科研经费 85 万。横向课题立项 4 项，累计经费 21 万。

发表高水平论文 26 篇，其中 CSSCI 来源期刊 13 篇，光明日

报 2 篇，出版学术专著 6 部。 

在平台建设方面，学位点建设的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全面推进燕赵哲学研究，出版“畿辅哲学研究丛书”著作 2

部；编辑出版《畿辅哲学研究》（第 2 辑）。基地组织开展多

场高端学术讲座，进一步增强学位点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三）招生选拔 

2023 年，本学位点共录取研究生 43 人，博士研究生 6

人，硕士研究生 37 人，完成了年度计划目标。录取的博士研

究生主要是哲学硕士或者已在高校工作的具有硕士学位的

青年教师，生源质量较好。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主要以一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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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维能力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必修课设置坚持“夯实基

础、注重前沿”的理念，加强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1 项省级

研究生示范精品课程《逻辑哲学》立项，1 项省级研究生示

范课《模态逻辑》验收合格。 

哲学核心课程教研室荣获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称号；

逻辑学教研室、中国哲学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

外国哲学教研室均获基层教学组织省级达标备案。 

（六）导师指导 

根据《河北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与考核实施细则》，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每年开展一次研究生导师选聘作，本学位

点严格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规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和硕士生

指导教师的遴选条件，开展选聘工作。 

学院将学校集中培训与学院分散培训相结合，将岗前培

训和在岗培训相结合，形成了导师培训的长效机制。为加强

导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导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学校制定了

《河北大学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实施细则》，增强了对研究生

导师在立德树人方面的要求。 

（七）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提升

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研究生发表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3 篇；2 人次获国家奖学金。多名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线上、

线下学术会议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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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主办的“坤舆哲学讲坛”在 2023 年度累计举办

22 期。邀请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清

华大学王路教授、南京大学王克喜教授、南京大学张力锋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黄志军教授、燕山大学惠吉星教授、厦门

大学曹剑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徐敏教授等专家为学位点师

生讲学。选派多名教师参加了国内重要学术会议。 

（八）论文质量 

河北大学建立了学位论文质量保障制度。学位论文要

分别通过外审、内审才能进入答辩程序。通过预答辩的学

位论文全部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

台”进行外审。每篇博士学位论文送5名非同一单位的校外

专家评审；每篇硕士学位论文送2名非同一单位的校外专家

评审。在学校内审阶段，使用“CNKI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

为检测系统”对全部申请学位人员的论文进行检测。2023

年，本学位点送审论文50篇（博士学位论文5篇，硕士学位

论文45篇），外审通过率达到100%。1篇论文获2020/2021年

度河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十）学风教育 

    河北大学一直重视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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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剽窃、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理办法》等政策法规，分析学术

不端对个人、学校乃至社会的危害，充分认识遵守科学道德

和学术规范的重要性，自觉按照教育部、学校的有关制度规

范自己的学术行为。学院层面，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训练或

学术实践，激发学生从事哲学研究的兴趣，提高研究生研读

文献、创新性学习的能力，为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提供技术保

障。截至目前，本学位点学术风气良好，近年来没有出现违

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十一）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设立了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研究生可以通

过教研室、系、学院逐级申诉，确保自己的合法权益。如

学位申请人及指导教师对论文评审结果有异议，可按照

《河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复议管理规定（试行）》申

请复议。 

河北大学学校、学院两级研究生管理机构健全，职能

明确。学校设有研究生学院、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处等行

政机构，设有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设有科研科等行政机构，设有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学术分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各机构职能明确，

运转有效。 

（十二）就业发展 

2023 年，本学位点共授予学位 50 人，其中博士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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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45 人。毕业去向主要有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

同形式就业、灵活就业以及升学四类，具体比例分布如下表

所示。 

博士毕业生毕业去向比率表 

就业方式 
签约 

就业 

合同 

就业 

灵活 

就业 

自主 

创业 

人数 2 1 2 0 

占比 40% 20% 40% 0 

硕士毕业生毕业去向比率表 

就业方式 
签约 

就业 

合同 

就业 

灵活 

就业 

读博 

深造 

人数 13 9 16 6 

占比 29% 20% 36% 13% 

2023 年，博士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硕士研究生就业率

为 98%。毕业生的就业领域集中在高等教育单位，所占比例

为 40%；党政机关，所占比例为 18%；企事业单位，所占比例

为 20%；其它领域就业所占比例为 22%。 

（十三）服务贡献 

哲学学位点以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和燕赵文化高等研

究院“燕赵思想文化研究”项目为依托，出版辑刊《畿辅哲

学研究》（第 2 辑），出版“畿辅哲学研究丛书”2 部，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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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思想史研究为燕赵文化立根、立题，使燕赵文化作为一

种地域性文化真正确立起来，为河北省和雄安新区的经济、

社会、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师资队伍人数依旧偏少。哲学学科的师资规模既与河北

大学哲学学科的地位不相吻合，也与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要

求不相适应。高层次的教学成果获奖未实现突破。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和河北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

政策，推进河北省唯一的哲学类“双一流”学科建设，哲学

学科将不断扩大师资规模，尤其是加大青年人才和领军人才

的引进和培养，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实施有组织科研。整合

哲学学科力量，加强高层次教学成果奖的培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