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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马克思主义巾国化学木论1云”征文启事

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与规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丰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和研究，推

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拟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仓0新”为

主题召开第八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现面向全国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征文。

、论坛丰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

二、论坛时间： 2017年6月17日(星期六)报到，6月18日(星期日)正式会议，6月19日(星期一)离会。

_一、论坛地点：两华师范大学(四川省南充r}丁)

四、论文写作要求：紧扣主题，观点正确，突出学术性；独立研究的未公开发表成果；篇幅在6000字以内。

五、征文截稿日期：2017年5月20口。请将论文电子稿(不接受纸质稿)发送到电子邮箱：mkszyzghlt@163．

COIII，并附作者学术简历、论文摘要、关键词。论坛将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评审，5月25日前通知论文入选者以文

赴会。

六、本次论坛不收取会务费，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七、论文参考选题：

1．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研究

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特点、经验与规律研究

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整体性研究

4．改革开放以米党的实践创新与理沦创新互动研究

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当代启示

6．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系列成果研究

7．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西华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两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席、 《马克思

丰义研究》杂志等单位协办。

联系人：杨俊峰：1581092668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晓明：15882621669(南充西华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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