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总目录

第 74 卷第 6 期 2021 年 11 月
Vol.74 No.6 Nov. 2021 197~2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共建专栏）

小康社会理想及其实现 ……………………………………………………………………………………… 江 畅（第 1 期）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法治基因及其百年历史演进 …………………………………………………… 叶海波（第 1 期）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理阐释 ………………………………………………… 江国华（第 1 期）

百年大党有效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唐皇凤（第 2 期）

党的纪律建设之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 杨正军（第 2 期）

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与课程属性反思……………………………………………………………………… 张福贵（第 2 期）

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探索与形成………………………………………………………………………… 李维武（第 3 期）

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美国卡尔逊上尉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考察及认知 ……………………………… 胡德坤 卢晓娜（第 3 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关联 ……………………………………………………… 刘怡达（第 3 期）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 ……………………………………………………………………………… 荆世群（第 3 期）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 ……………………………………………………… 成 龙 郭金玲（第 4 期）

论中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主要特色 …………………………………………………………… 周叶中 任 澎（第 5 期）

百年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出发……………………………………………………………………… 汪信砚（第 6 期）

全面从严治党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李少文（第 6 期）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成就…………………………………………………………………………… 刘晓莉（第 6 期）

跨学科研究

一种关于“判知结论浮动”现象的多元主义解释框架 ……………………………………………………… 徐英瑾（第 5 期）

迈向可解释的交互式人工智能：动因、途径及研究趋势 ………………………………………… 吴 丹 孙国烨（第 5 期）

论人工智能算法的法律属性与治理进路 …………………………………………………………………… 王德夫（第 5 期）

足与秦汉礼、法规范的基点 ………………………………………………………………………………… 王子今（第 6 期）

历史上的江西、江西人和江西文学 ………………………………………………………………………… 易闻晓（第 6 期）

场景视阈下城市夜间文旅消费空间研究

——基于长沙超级文和友文化场景的透视………………………………………………… 傅才武 王异凡（第 6 期）

哲学研究

论密里本德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辩证理性思想 ……………………………………… 乔瑞金 贾文雅（第 1 期）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6 期

论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概念 ……………………………………………………………………… 敖 琴 彭 坚（第 1 期）

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主题之疑难的解决 ……………………………………………… 王成军（第 1 期）

如何破除概念拜物教——阿多诺的理论及其启示………………………………………………………… 王晓升（第 2 期）

《资本论》自由观的新共和主义阐释及其困境……………………………………………………………… 周 可（第 2 期）

《共产党宣言》序言的理论价值及其方法论启示………………………………………………… 郑召利 王瀚浥（第 2 期）

马克思对洛克财产权理论的定性与继承 …………………………………………………………………… 段忠桥（第 3 期）

神人交互的精神辩证法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机制 ………………………………………………………… 陈 赟（第 3 期）

如何理解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 …………………………………………………………………… 刘秉毅（第 4 期）

中外文明视域下政治合法性的伦理向度 …………………………………………………………………… 姚新中（第 4 期）

论天下中国的“土”气与“洋”气 ……………………………………………………………………………… 陈建洪（第 4 期）

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及其困境 ……………………………………………………………………………… 黄小洲（第 4 期）

恩格斯的解释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 桑明旭（第 5 期）

胡塞尔论真与真理 …………………………………………………………………………………………… 王 路（第 5 期）

论哲学的普遍性面向 ……………………………………………………………………………… 戴茂堂 葛梦喆（第 5 期）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李佃来（第 6 期）

《春秋》“三传”中的政治美学思想…………………………………………………………………………… 陈望衡（第 6 期）

后现代主义：寻找希望的形而上学 ………………………………………………………………………… 马 妮（第 6 期）

文学研究

俗文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 廖可斌（第 1 期）

方物：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 ……………………………………………………………… 程章灿（第 1 期）

子部世界中的欧阳修——古代经典作家知识结构的一个案例分析……………………………………… 何宗美（第 2 期）

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 张 均（第 2 期）

周作人研究的起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话语事件的错位对话 ………………………………………… 张先飞（第 4 期）

语言学研究

语文现代化的内涵及当代使命 ……………………………………………………………………………… 赵世举（第 3 期）

“言可复也”究竟谓何 ……………………………………………………………………………… 杨柳岸 杨逢彬（第 3 期）

历史学研究

智者光芒 通博气象——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 ……………………………………………………… 周积明（第 2 期）

··198



2021 年总目录

经济学研究

营商环境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制造业层面的分析 ………………………………………………………………… 邹 薇 雷 浩（第 1 期）

从加密资产视角探寻中国资本流出的应对策略 …………………………………………………………… 张 焞（第 1 期）

文化差异、消费功能与城际消费流动——基于中国银联大数据的分析 ………………………… 王 磊 杨文毅（第 2 期）

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对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 刘孟飞（第 2 期）

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趋势及特征 ………………………………………………………………… 万晓琼 王少龙（第 3 期）

互联网联合贷款：理论逻辑、潜在问题与监管方向 ……………………………………………… 胡 滨 范云朋（第 3 期）

农村儿童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展关系研究 ………………………………………………… 王春超 林俊杰（第 3 期）

全球价值链嵌入会增加雾霾污染吗？——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考察 ………………………… 史本叶 马晓丽（第 4 期）

多维资本外部性与贫困县经济增长

——来自县域贫困区的空间计量分析 ……………………………………………………… 徐春华 龚维进（第 4 期）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产业创新效应 …………………………………………………………… 李 政 王思霓（第 5 期）

数字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及人民币国际化新机遇 ……………………………… 戚聿东 刘欢欢 肖 旭（第 5 期）

互联网使用与信贷排斥的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 …………………………… 韦 倩 徐 榕（第 5 期）

数据资产与科技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 孙 颖 陈思霞（第 5 期）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 李 戎 刘璐茜（第 6 期）

基础设施投入、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 郭鹏飞 胡歆韵（第 6 期）

生态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激励………………………………………………………… 张朝举 陈怡心（第 6 期）

管理学研究

我国社会保障研究的轨迹与前沿探析

——基于CSSCI数据库 1998 年至 2018 年初的文献计量 …………………………………………… 刘丹丹（第 1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保障权益累积模式、分配准则与选择性逻辑 ……………………………………… 王增文（第 4 期）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的变化 ………………………………………… 张海波 陶志刚（第 4 期）

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方案的抉择与设计思路 ………………………………………………………… 陈 峰（第 4 期）

复兴公共行政科学：以“统一价值论”为视角 ……………………………………………………………… 汪 霞（第 6 期）

突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风险沟通模式——基于专家知识与民众认知差异的视角 …………… 肖梦黎 陈肇新（第 6 期）

法学研究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过程及面临的挑战 ………………………………………………………… 秦天宝（第 1 期）

··199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6 期

人工智能时代个性化定价算法的反垄断法规制 …………………………………………………………… 周 围（第 1 期）

中美贸易战的美国法根源与中国的应对…………………………………………………………………… 彭 岳（第 2 期）

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规制…………………………………………………………………………… 杨 东 臧俊恒（第 2 期）

《民法典》视域中不动产买受人的法律地位——以“执行异议复议”的修改为中心 ……………………… 冉克平（第 3 期）

《民法典》对产权保护的完善与发展 ……………………………………………………………… 石佳友 高郦梅（第 3 期）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区域特征、差距缘由与优化对策 …………………………………………… 许中缘 范沁宁（第 4 期）

《民法典》与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 ………………………………………………………………………… 李 飞（第 4 期）

数字货币语境下“过失参与洗钱”的行为不法类型 ………………………………………………………… 敬力嘉（第 4 期）

野生动物禁食立法的法理省思和立法建议 ………………………………………………………………… 曹 炜（第 6 期）

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制度逻辑及其适用 ……………………………………………………………… 侯 卓（第 6 期）

政治学研究

国民对现代国家的意义 ……………………………………………………………………………………… 周 平（第 2 期）

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若干重要问题——基于特大型城市的思考 ………………………………………… 俞可平（第 3 期）

美国国家战略传播机制的特征及特朗普政府涉华战略传播 ……………………………………………… 李格琴（第 3 期）

国家能力与国家概念再审视 ………………………………………………………………………………… 张 禹（第 3 期）

政治信任风险视角下的政治安全逻辑 ……………………………………………………………………… 胡象明（第 4 期）

社会学研究

空间、地点与城市社会学 …………………………………………………………………………………… 王天夫（第 2 期）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反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治理 ………………………………………………… 张文宏（第 5 期）

社会资本与疫情风险的应对 ……………………………………… 边燕杰 缪晓雷 鲁肖麟 马旭蕾 郭小弦（第 5 期）

教育学研究

对大众高等教育平等政治乌托邦的哲学反思 ……………………………………………………………… 张文喜（第 1期）

关于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 袁利平 姜嘉伟（第 1期）

··200


	目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共建专栏）
	百年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出发
	全面从严治党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成就

	跨学科研究
	足与秦汉礼、法规范的基点
	历史上的江西、江西人和江西文学
	场景视阈下城市夜间文旅消费空间研究

	哲学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春秋》“三传”的政治美学思想
	后现代主义：寻找希望的形而上学

	管理学研究
	复兴公共行政科学：以“统一价值论”为视角
	突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风险沟通模式

	经济学研究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础设施投入、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生态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激励

	法学研究
	野生动物禁食立法的法理省思和立法建议
	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制度逻辑及其适用


	Contents
	Column
	The Re-start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of the Centennial Party
	How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Promotes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ow Body Constitutes Law and Rite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t" and Social Order
	Jiangxi, Jiangxi People and the Literature of Jiangxi in Chinese History
	Urban Nighttime Tourism Consumptio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Implications of Criticism of Modernity of Western Marxism
	Political Aesthetic Thoughts in the Three Chuan to The Springs and Autumns
	Postmodernism: Seeking the Hope of Metaphysics
	The Reviv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fied Axiology
	Risk Communication Model in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
	Green Finance and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Market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cological Transfer Pay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centives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and Legislation Suggestion on Legislation Prohibiting  Consumption of Wild Animals
	The System Logic and Application of Anti-avoidance Rules of Personal  Income T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