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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骆小平      

职称：    副教授      

所在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方向：Focus Are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Marxism with Sinicization) 

 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National Governance including urban and migration） 

 

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华北电力大学教三，C区 233室 

电子邮箱：zhonghuaxiaoping@sina.com 

    办公电话：010-61773490 

 

个人简介及主要荣誉称号： 

骆小平，女，中共党员。分别于 2008 年，2013 年获得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

学博士学位。2016-2018年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2015年晋升副教授，2019年被聘为硕

士生导师。2014年-2015年美国波士顿大学访问学者，2020年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兼任北京大

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2016- ）、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2018- ）。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体领域为国家治理，具体方向为社会治理、城市治理、流

动人口管理，以及移民（流动人口）比较研究。作为课题负责人或骨干人员负责及参与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 3 项、教育部国外教育调研课题 1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课题 2 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

项目 1 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重点委托课题及横向课题多项。出版中文专著 2 部、主要参与英文著

作 2 部，发表 SSCI和 EI收录论文多篇，为 Wiley-Blackwell 社会学百科全书词条撰写人。在《马

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社会科学》以及《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中

文 CSSCI 期刊、主流媒体等发表理论文章多篇。应哈佛大学、悉尼大学等大学邀请赴多个国家多次

参加国际高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教学与人才培养情况: 

1.教学课程：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3 年起，108学时，200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生课程，2018 年起，32学时，230人  

    专题课《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治理》，博士生课程，4学时，200人 

2.学生培养 

   硕士生：王凝（2019- ） 

3.主要科研项目情况 

[1] 北京大学首批博雅博士后，《人口迁徙与国家治理：机制、模式与变迁》， 2016-2018，

经费 40万。 

[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3 批面上项目一等资助，《人口迁徙与社区治理的政治学研究》

2018-2019，经费 8 万。 

[3]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2018 年重点委托课题，《马克思主义人口流动理论与群众凝聚力研究》

2018-，经费 10 万。 

[4]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 《“西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困境》，2016-2018 

经费 15 万。 

[5]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子课题负责人，2016-2018，经费

22 万。 

[6]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街道委托课题，《社区治理与党建工作研究》，2016-2017，经费 5 万。 

[7]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委托课题， 《浙江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研究》，2014-2015   

经费 8 万。 

[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高等教育强国：意义与使命》子课题负责人，2009-2013，经费

35 万。 

 

4.主要获奖 

[1] 北京大学，2016，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    

[2] 浙江海洋大学   2016， 优秀班主任 

[3] 第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浙江省舟山市宣讲团成员，2015      

[4] The Excellent Mentor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Boston University ，2015 



[5]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高层次人才，2015 

[6] 浙江省第八届高校思政政治理论研究，优秀论文，2014 

 

5.代表性论著 

[1] 著作，骆小平，黄建钢，《积极的心理管理学导论》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2] 著作，骆小平，黄建钢，《积极的公共心理管理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 

[3] Luo Xiaoping, John Stone,“Bringing the Migrant Back in: Mobility,Conflict,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y and Society， Volume56,Number3,2017 (249-259)（SSCI 一区） 

[4] Luo Xiaoping, “Quo Vadis?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t Home or Abroa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39,Issue 8，June 2016 (1467-1485 ) （SSCI 三区）    

[5] Luo Xiaoping,“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2015.Dec.（著名学术出版商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会学百科

全书） 

[6] 骆小平，潘维，《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展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气派》，《光明

日报》理论版，2018 年 6 月 23 日 07 版。 

[7] 骆小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双重危机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研

究》2015 年第 3 期，(16-22)（CSSCI）。 

[8] 骆小平，《边界与多样性：美国社会学研究动向》，《国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

（151-159）（CSSCI）。 

[9] 骆小平，《马克思主义“太平洋时代”理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文摘》2014

年第 1 期转载，（13-15）（CSSCI）。 

[10] 骆小平，《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开放时代》2019年第 1期，（48-50）（CSS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