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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阐释 江国华

■　 当代政治

１５　 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与不懈追求 龙　 钰

■　 经济理论与实践

２２　 论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模式与机制

　 　 ———以库布其模式为例 刘明远

■　 三农问题聚焦

２９　 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障碍因素与路径选择 高　 强

３６　 新时代走出“谁来种粮”困局的思路和对策 高　 鸣　 张哲晰

■　 法学研究

４３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内在取向及实施路径 徐晓明

５０　 大数据背景下“算法杀熟”的法律规制 黄　 毅　 宋子寅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５５　 健康中国背景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重构

　 　 ———基于健康乡村的三重逻辑 王三秀　 卢　 晓

６５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 徐依婷　 沈　 毅

７２　 构建大学健康学术生态的路径选择 田子俊

■　 伦理与道德

●　 “共同富裕与社会正义”研究专题

８０　 全球正义与权力、资本、劳动的国际伦理冲突

　 　 ———以《棉花帝国》的历史叙事逻辑为例 靳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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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共同富裕与税收公平

　 　 ———亚当·斯密与罗尔斯税制理论的当代启示 李　 石

９９　 论相对剥夺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左高山　 赵　 琦

■　 哲学研究

１０６　 精一之传

　 　 ———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许家星

１１６　 陆西星庄学中的礼学思想初探

　 　 ———以《南华真经副墨》为基础 丁四新　 费春浩

■　 历史研究

１２３　 邵雍的学术渊源、思想特性及其与政治理念之关系 范立舟

１３３　 董其昌的书画应酬策略与明代书画商业模式的形成 刘中兴　 杨　 峰

■　 文学与艺术研究

●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艺评论”研究专题

１４０　 云中漫步还是退而却步

　 　 ———论社交媒体与文艺评论的转型 胡疆锋　 刘　 佳

１４８　 从“作品”到“说话”：建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 黎杨全

１５５　 社交时代的文艺批评与数据库诗学的建构 何　 榴

■　 新闻与传播

１６１　 结构张力与情境诱发：网络谣言的生成及其治理 张广利　 赵时雨　 王伯承

１６９　 媒介融合环境下提升领导干部舆情素养的思考 张新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