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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导刊》是由中共陕西省委党校主办的综合性理论月刊，1979年6月创刊，面向国

内外公开发行。

《理论导刊》是中国西北五省(区)唯一的连续七届国内中文(中国政治类)核心期

刊，陕西省确定的“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重点组织推荐单位。

《理论导刊》围绕大政方针，突出理论指导；关注改革实践，透视时代热点；立足学

术前沿。反映最新成果。

《理论导刊》重点栏目有：△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执政党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时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带一路”建设△区

域经济发展△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战略△跨学科研究。此外，本刊还开辟有：民主与

法治、探讨与争鸣、科技与教育、热点透视、文史纵横等栏目。

本刊尤其强调文章选题的问题意识。提倡在创新基础上具有较强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

指导性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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