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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民卿研究员 本刊记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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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岳云(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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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l)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本刊微信公众号

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
征文启事

2020年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深入宣传、学习和研究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要一年。为了促进全国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研究、相互学习与交流，中国

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西安交通大学联合主办、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共同承办的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将于2020年4月在陕西西安举行。现面向全国从事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与教学的青年学者征文。

一、论坛主题及论题

1．论坛主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

2．论坛论题： (1)“两大奇迹”的马克思主义解析； (2)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3)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研究； (4)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现代化关系研究； (5)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论述研究； (6)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

重大意义研究； (7)扩大开放与独立自主发展和自力更生为主的关系研究； (8)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联； (10)其他与主题相关的论题。

二、时间、地点

时问：2020年4月，具体时问请关注：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myy．CaSS．cn)、“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

(www．mkszyyj．org)、“马克思主义研究”公众号。

地点：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三、参会方式

以文参会。来稿经专家评审后，向入选者发送参会邀请函。

四、来稿要求

1．来稿截止日期：2020年2月29日；2．文章篇幅以1．O一1．57J字为宜，论文主题鲜明、观点正确、论证清晰，

体现学术性和创新性，且未公开发表；3．论文正文前附内容提要(300字左右)、关键词(3—5个)、作者简介

(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称、职务、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正文请参照《马克思主义研

究》投稿体例。

五、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mkszyyjqnlt@163．corn

联系人：高涛：029—82668282 15991658737贾士壮：029—82663717 18009273508郝云梅：010—85196310

耋 编≯篓辉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年12月

：随 她：北家逋国门内大衡5·笱t
邮 编：100732

电 靖：010—85196310

救稿闽妻睡：w帆I：I，．mkszyyj。org

订购处j垒闺各地邮碍

图内总缆行t社会科学：逆谳出版社
国外憋发行：中国围际图书爨器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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