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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蔡利民 

职称：教授 

所在院系：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方向 Focus Area： 

 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农路 2号华北电力大学 

电子邮箱：010-61773362（办公）   010-61773213（传真） 

办公电话：caihanfu@sina.com 

个人简介及主要荣誉称号 

蔡利民，男，1964 年 9 月生，江苏盐城人，汉族。1983—1987 年就读于山

东大学哲学系，1987 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996—199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99年获哲学硕士学位；2007—2011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2011 年获哲学博

士学位。1996年被聘为副教授，2004年被聘为教授，2006年被聘为硕士研究生

导师，兼任全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

位论文通讯评议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近年来先后在《哲学动态》、《光明日

报》、《中国文化研究》、《求是学刊》、《天津社会科学》、《理论视野》等全国中文

核心期刊以及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近 30篇，出版学术专著《天

地君亲师的命运》（中国书店 2013 年）、《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4年）2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宣部、国家电网公司等省部级

项目多项。 

先后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高校优秀德育工作者、

中华电力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等荣誉称号。 

教学及人才培养情况 

1、教学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本科生），32学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硕士研究生），32学时。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专题）》（博士研究生），4学时。 

《哲学与人生》（本科生），32学时。 

《论语孟子导读》（本科生）、32学时。 

《大学中庸导读》（本科生），32学时。 

《孝经导读》（本科生），32学时。 

2、学生培养： 

毕业硕士：朱周斌、邱昭祎、黄峰、邢广伟、王之源、修晓日、王群、刘

书锋、肖洪晟、解紫桐。 

主要科研项目情况 

[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今时代文化

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2015 年 6 月—2018 年 3 月，第五主研人，经费 6

万元。 

[2]教育部，教育部哲学与社会科学项目《文化哲学视野下中国人的终极关

怀——天地君亲师的命运》，2009 年 11 月—2013 年 12 月，主持人，经费 16 万

元。 

[3]中宣部，中宣部 2009年度重点课题“增强企业诚信意识调查研究”中的

子课题“企业诚信缺失的道德因素”，2009年 10—2010年 7月，主持人，经费 5



万元。 

[4]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软课题《国家电网公司与企业社会责任研

究》，2005 年 9月—2007年 12月，主持人，经费 12万元。 

 主要获奖 

[1]北京市人民政府，2018 年 4 月，《以中华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教学探索与实践》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负责人。 

[2]华北电力大学，2017 年 9 月，《以中华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教学探索与实践》2017年华北电力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负责人。 

[3]教育部，2017 年 9月，指导大学生研究课题《公平视角下 211 高校自主

招生机制的研究》在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中获国家级

优秀，唯一指导老师。 

[4] 北京市教委，2007年 10月，2006——2007年度北京市高校优秀德育工

作者，独立。 

[5]华北电力大学，2007年 12月，2007 年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独立。 

[6] 华北电力大学，2006 年 12 月，华北电力大学 2006 年度管理工作突出

贡献奖，独立。 

[7] 北京高教学会哲学研究会，2008年 1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终极关怀

研究》获 2007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独立。 

[8] 华北电力大学，2004年 9月，《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研究》华北电力大

学 2003-2004年度学术专著奖，独立。 

[9] 北京市委统战部，2003年 1月，“风雨同心”主题歌曲征集大赛三等奖，

作词。 

[10] 电力工业部，1994年 9月，“中华电力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独立。 

[15] 北京动力经济学院，1994年 9月，“十佳青年教师奖”，独立。 

代表性论著 

专著 

[1]蔡利民，《天地君亲师的命运——从文化哲学视野看中国人的终极关怀》，

中国书店，2013年 11月出版。 

[2]蔡利民，《中国当代语境下的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项目结题成果）负责第七章《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3.5 万字，首都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9 年 6月出版。 

[3]蔡利民，《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研究——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国防大学出

版社，2003 年 5月出版。 

代表性论文 

[1]《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3），2020年 6月。 

[2]《求索马克思的文化理想与批判精神》，《光明日报》2020年 7月 13日。 

[3]《君子之学的历史演变和超越性意义及其当代价值》，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科版）2019（4），2019年 7月。 

[4]蔡利民，《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光明日报》 2018 年 6 月 7

日 02版。 

[5]蔡利民，《儒家君子之学的超越性意义》，被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收录 

2018年 2月。 

[6]蔡利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日报》“人

民论坛网” 2017年 10月 25日。 

[7]蔡利民，《哲学的生命体验》，《理论视野》（CSSCI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2012

（11）。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 2013（4）。 

[8]蔡利民，朱周斌，《<论语>中求仁的方法与仁学的现代意义》，《价值论与

伦理学研究》2012 年（5）。 

[9]蔡利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 ，《两岸三地高校《四书》

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2011年 12月。 

[10] 蔡利民，《邓小平主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崛起之路》“National 

Leader’s Leadership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Korea?China Academic 

Conference论文集，2011年 11月。 

[11] 蔡利民，《从全球文化融合看中华文化的主体自觉》，《求是学刊》2009

（3）。 

[12] 邹广文，蔡利民，《从文化哲学视角看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天津社会

科学》（CSSCI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9（5）。 



[13] 蔡利民，李成旺，《当代文化哲学建构:何以可能与路径展望》，《哲学

动态》（CSSCI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8（7）。 

[14] 蔡利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终极关怀研究》，《价值多元与和谐社会》，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月。 

[15] 蔡利民，《尼采对德国文化的态度》，《求实》（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4

年 10月。 

[16] 蔡利民，《尼采为什么要写〈悲剧的诞生〉》《江汉论坛》（CSSCI 全国

中文核心期刊），2004 年 5月。 

[17] 蔡利民，《毛泽东诗词境界新探》，《探索》（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2

年 6月。 

[18] 赵伟民，蔡利民，《奥义书》对叔本华哲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研究》

（CSSCI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6（4）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

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