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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改革 双月刊

论“中国理论”

——理论中国与理论力量⋯⋯⋯⋯⋯⋯⋯⋯⋯⋯⋯⋯⋯⋯⋯⋯⋯⋯⋯⋯⋯韩庆祥(1)

100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五个环节”和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俞良早(8)

南极治理研究

南极安全影响扩散效应与中国南极安全利益⋯⋯⋯⋯⋯⋯⋯⋯⋯⋯⋯丁 煌 云宇龙(21)

网络政治专题研究

人工智能与网络社会情绪的规制⋯⋯⋯⋯⋯⋯⋯⋯⋯⋯⋯⋯⋯⋯⋯⋯张爱军 师 琦(34)

多元动因与网络聚合：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机制⋯⋯⋯⋯⋯⋯⋯⋯⋯刘小龙(47)

社会治理研究

我国农地物权的国家义务与重构⋯⋯⋯⋯⋯⋯⋯⋯⋯⋯⋯⋯⋯⋯⋯⋯吕军书 杨毅斌(60)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分析

——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付翠莲 吴 帅(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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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建设专题研究

执政党依宪执政的政治逻辑⋯⋯⋯⋯⋯⋯⋯⋯⋯⋯⋯⋯⋯⋯⋯⋯⋯⋯⋯⋯⋯⋯王若磊(85)

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类型化研究⋯⋯⋯⋯⋯⋯⋯⋯⋯⋯⋯⋯⋯⋯⋯⋯王建芹 王钰(96)

推进以监察法为中心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化⋯⋯⋯⋯⋯⋯⋯⋯⋯⋯⋯金成波 张航(108)

个人意愿、组织吸纳与高校青年教师入党行为研究

——基于A大学的问卷调查分析⋯⋯⋯⋯⋯⋯⋯⋯⋯⋯⋯⋯⋯⋯⋯⋯⋯倪 星(121)

改革开放以来省级领导干部空间流动的多维特征分析

——以省委书记(省长)为考察对象⋯⋯⋯⋯⋯⋯⋯⋯⋯⋯⋯⋯⋯⋯⋯⋯向 杨(133)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性观的流变与发展⋯⋯⋯⋯⋯⋯⋯⋯⋯⋯⋯⋯⋯⋯⋯⋯樊士博(147)

城市治理专题研究

城市治理：关于理念、价值及动力的哲学思考⋯⋯⋯⋯⋯⋯⋯⋯⋯⋯董 慧 李菲菲(157)

城市正义的历史生成与中国建构⋯⋯⋯⋯⋯⋯⋯⋯⋯⋯⋯⋯⋯⋯⋯魏 强 庄友刚(167)

利益分化、差异共融与城中村治理⋯⋯⋯⋯⋯⋯⋯⋯⋯⋯⋯⋯⋯⋯⋯叶继红 杨鹏程(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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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REFORM No．4，2019(General No．228)

Main Contents

0n”Chinese Theory”：Theory China and Theoretical Power ⋯⋯⋯⋯⋯⋯⋯⋯⋯⋯⋯HAN Qing一】|【iang(1)

FiVe“nks”of the Centenary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istory and Xi Jinpin97s Imponant Exposition

⋯⋯⋯⋯⋯⋯⋯⋯⋯⋯⋯⋯⋯⋯⋯⋯⋯⋯⋯⋯．．．⋯⋯⋯⋯⋯··YU Liang—zao(8)

The Di妊hsion Ef{色ct of the Antarctic Security Innuences and China’s Antarctic Security Interests

⋯⋯⋯⋯⋯⋯⋯⋯⋯⋯⋯⋯⋯⋯⋯⋯⋯⋯⋯⋯⋯D矾G H岫ng YUN Yu—l蚰g(21)

Artificial InteUigence and Re印lation of Network Social Emotion ⋯⋯⋯⋯⋯ZHANG Ai-jun SHI Qi(34)

MultiVariate Motivation and Network Aggregation： 0n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Current Network Populism

inChina⋯⋯⋯⋯⋯⋯⋯⋯⋯⋯⋯⋯⋯⋯⋯⋯⋯⋯⋯⋯⋯⋯⋯⋯⋯⋯⋯⋯⋯⋯⋯⋯LIIJⅪao—l仰g(47)

On the State Obligation and Reconstmc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LV Jun—shu YANG Yi—bin(60)

The Political Logic of Ruling Party GoVerning by Constitution ⋯⋯⋯⋯⋯⋯⋯⋯⋯⋯WANG Ruo—lei(85)

IndiVidual Willingness，Organizational Abso叩tion and Young CoUege Teachers’Joining the Party

Based on a UniVersity Su n，ey⋯⋯⋯⋯⋯⋯⋯⋯⋯⋯⋯⋯⋯⋯⋯⋯⋯⋯⋯⋯⋯NIⅪng(121)

Urban GoVernance：Philosophical 7I、hinking on Idea，Value and Motivation ⋯⋯DONG hui LI Fei—fei(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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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新中国成 周年

2019年10月1日，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风云际会，中国的历史性跨越世人瞩目。当

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的历史坐标，我们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传递中

国声音。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都理工大学共同主办“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强

国时代高峰论坛”，会议拟于2019年9月28—3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会议将由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原理部、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理论与改革》杂志社协办。现诚邀全国从事该领域研

究的专家、学者积极投稿。本次研讨会将紧密围绕会议主题，重点研讨如下内容：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国思想研究

2．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4冲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研究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贡献与世界意义

6．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与创新强国的相关性研究

稿件要求：所有应征论文均应为未发表的新作，字数在80()I)一12000字，并附作者简历、论文摘要、关

键词。要求主题鲜明、观点正确；注释规范，引文准确。

稿件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lo日。请将论文电子版发送到会议论文邮箱：1iesishi@126．com。

特别提醒：如果参会稿件需要发表，请将稿件提前发送到519940574@qq．com，会议组每月向编辑部

集中提交一次稿件，杂志社将择优刊发。
。

所有征文经有关专家评审后，向入选论文作者发出参会通知。会后将出版会议论文集。

论坛时间与地点：2019年9月28—30日，成都理工大学。

联系人：苑秀丽，电话：1368334607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廖怀高，电话：13330998453(成都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成都理工大学

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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