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广西省共建高校，广西省重点建设

高校。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 个；本科专业 71 个，其

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3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5 个。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 2013 年，拥有全国优秀教师、教育部高校网络教育名

师、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军人物、广西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

等。学院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智慧思政、网络舆情、高端智库和

社会服务方面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多次获得中宣部表彰。

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3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广西重大招标课

题、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 40 余项；撰写专著和教材 30 余部；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 20

余项；近 5 年科研经费达 3000 余万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权威报刊发表

论文 200 余篇。学院拥有广西最大的跨学科联合创新团队，国家级智库 1 个，省部级重点人文基地、平

台和数据中心 13 个。近 5 年来，学院教师完成的相关决策咨询报告有 360 余篇被中央和省部级单位采

用，其中被中央领导批示 14 篇，被省部级领导批示 20 余篇。

学院现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建设的关键时期，急需引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四个方向的高层次人才，具体条件

和待遇如下。A 类人才原则上在 55 周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并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一项：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级人才

称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过去 10 年在学院认定的 A 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独著

或第一作者）8 篇。引进待遇：在学校待遇的基础上，学院再配套 100 万科研平台建设经费。B 类人才

原则上在 50 周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主持上述四个方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近 5 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以独立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相应四个方向学术论文 5 篇，或 1 篇我院认定的 A

刊学术论文。引进待遇：在学校待遇的基础上，额外增加 30 万元科研配套经费。C 类人才原则上在 40

周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近 5 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以独立或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

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发表相应四个方向学术论文 3 篇，或 1 篇我院认定的 A 刊学术论文。引进

待遇：在学校待遇的基础上，额外增加 15 万元科研配套经费。D 类人才原则上在 40 周岁以下；具有博

士学位，较为优秀者。引进待遇：在学校待遇的基础上，额外配套科研经费 5 万元。

当前学院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热烈期盼各位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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