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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 4０ 年回顾与前瞻 ／３５

任保平
刘鸣杰

  我国高质量发展中有效供给形成的战略选择与实现
路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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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伟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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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征订《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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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安徽合肥徽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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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汤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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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im at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Humanities
We Strive for Promoting
Academic Research

论点摘编 ／２１4
 ▲儒家价值观为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协商民主制度化是协商民主研究领域的重点

▲马克思正义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

▲“建设者”是促进实现国家现代性的重要主体
▲优先发展健康生产力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程

▲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必然途径

▲科学推进智能社会有助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

▲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为我国民法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法体系应从 “碎片化”实现“体系化”
▲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需要国际化

▲打破文化霸权需发展民族文化

▲传统孝文化有助拓宽解决当代养老问题的思路

▲春秋时期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是诗礼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

动力

▲伦理的力量是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最终的决定性力量

▲史家和读者均是介入历史学实践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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