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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张曙光  “天”之重释与“仁”之重光
   ———纪念《天演论》与《仁学》发表 １２０ 年 ／５

王建光  道德的探险与反叛：清末儒学的主体觉醒及形
   而上学重建 ／３３

任 平  出场学叙事 ／4７

唐亚林
于 迎  大都市圈协同治理视角下长三角地方政府事权

划分的顶层设计与上海的选择 ／５７

学科前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和 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创新 ／６９

王 丰  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８３

张志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伦理意
   蕴 ／９５

学术批评

韩东屏  回应《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
   ———答刘向军、姜永健二位先生的“商榷” ／１１２

李寿平  国际责任制度发展与《国际公法学》中国际责任法
   编写 ／１２１

万方数据



  推动学术进步   
  ACADEMICS
     Monthly
   No.2 Feb.2018.2

学者专论

裴学进  论主导价值观转化为主流价值观的四个基本理论
   问题 ／１２７

杨 佩
李建群

  后哲学话语背景下价值共识的可能性探究 ／１３９

姚尚建
梅 杰  城市治理的差序参与———基于“市民服务热线”的分析视角 ／１4９

吴志敏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下公众主动参与有效性研究
   ———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１５９

学术史谭

徐改平  略论史沫特莱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 ／１７０

唐 蕾  以“苏联”“延安”“重庆”为地标的文学构建
   ———以《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为例 ／１８７

学界观察

张秀琴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英美的传播与接受 ／１９７

史少博  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上的突破
   点”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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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征订《学术界》
  本刊国内邮发代
号： ２６ -６８；国外代
号： BM4２０１；邮购地
址：安徽合肥徽州大
道 １００９ 号社科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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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im at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Humanities
We Strive for Promoting
Academic Research

论点摘编 ／２１4
 此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其对现代性的批判

此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此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投资治理

此高铁经验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启示

此制度绩效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素

此完善当代中国农村双向互动式政治传播模式

此警惕和批判中国经济法“干预论”
此规范《民法总则》中“有效”和“生效”的使用
此未来我国应从多个方面加大反贫困行动力度

此情感是社区治理不可忽视的维度

此以消除权利差别体系为中心推进城市化地区户籍制度改革

此世界史研究正在出现范式转型

此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迫切需求与路径

此应立足原典客观评价陈独秀“反孔非儒”问题
此域外文论本土化的普遍特征

此媒介融合趋势下网络文学的三大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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