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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动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计算舆论”科学研究

■ 后真相时代：真相认同与社会共识的可能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个体认知的类型与效用机制

■ “电影工业美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与科学研究的

 “折衷主义”方法

■ 关于全媒体思维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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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处理。

4. 为遏制学术不正之风，本刊将全面启动学

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所有拟发的文章进行严

格检测，希望投稿诸君严格自律，请勿抄袭、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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