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柱泻
经济研究

。关于抓住重要战略机遇的若干思考

囝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探索

◇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三大风险及其防范

纪念中国共产党谴立g[阔年

赵振华

李欣广

娄季芳

舒克龙

◇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维度下的广西民族大团结 何成学

。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实践的历史演进和经验启示

卢继元，李守超

O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有效探索

——以南平下派村支书做法为例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思考

哲学研究

黄羽新

何友鹏，郑丽娟

。从实践思维向创新实践思维的自觉推进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

。党的群众路线的再审视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

◇论道家伦理精神与和谐交往

。体面劳动与尊严生活的伦理审视

政治学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突破与创新谈起

。关于自耕农历史命运相关争论的研究

——兼评自耕农在现代社会中兴盛的原因

田辉

路向峰，高宏利

汪怀君

曹根记

刘歆立

张树焕，李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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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中国政府过程的特殊性

——基于政治用语的视角

。基于SWOT分析法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扶贫模式探讨

公共行政管理

。公共治理理念视角下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

——以安徽为例

。政府危机公关的求索：机制与方法

o“两型社会”背景下地方政府组织规模优化研究

——以“长株潭”为例

。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障碍与路径选择

兴柱方略

。广西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策略思考

。论城镇化建设中广西民族城镇城市意象的塑造

。关于中小城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思考

——以贺州市为例

历史与文化

口清代地方政府市场干预行为探析

——以广西地方官府为例

移论当代农村多元文化选择的理性诉求

党校教育

。始终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党校教学的全过程

。从领导干部的成长要求把握市级党校干部教育的着力点

其他

韦长伟

张勇

陈宏军，等

陶建钟

谭英俊

罗文岚

宁健

林轶

刘秋梅

侯宣杰

韩美群

贺先平

刘丽霞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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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No．3，201 1

o The Reflections on Seizing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ZHAO Zhen—hua

o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Ecological Marxist Economics

——A research ofapplication ofecological Marxist economics

LI Xin-guang

o The Great Un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Guangxi under the Dimension of the

Party’s Policy of the Unity ofAll Ethnic Groups

HE Cheng—XUe

o From Practice Ideology to Innovation Practice Ideology

——me inner logic of modern construction i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China

TIANHui

o Ethical Spirit of Taoism and Harmonious Communication

Ⅵ硷NG Huai—Jun

◇ANew Viewpoint abou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_F舢the innovation ofthe theory offive social formation

LIUXin．1i

◇The Building of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Rural Public Cris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ublic Governance

——Taking Anhui province for example CHEN Hong．jun

o A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s the Focu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uangxi NING Jian

o The Market Interventio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Qing Dynasty

——础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Guangxi for example

HOU Xuan-jie

o The Teach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CPC Should Be the Centre of the Teaching of

the Party Schools of the CPC

HE Xia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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