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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１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百年历程的阐释逻辑 宋争辉

■　 当代政治

９　 共同富裕与政府再分配能力现代化 魏传光

■　 经济理论与实践

１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金晓燕　 任广乾

２３　 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与商业银行体系兼容问题论析 孙晓雷

■　 三农问题聚焦

２７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合作社融合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郭晓鸣　 张耀文

３５　 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定与实施：现状、障碍及对策 李铜山　 董立星

■　 法学研究

４３　 守信激励的类型化规制研究

　 　 ———兼论我国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 王　 伟　 杨慧鑫

５１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救济机制的审视与完善 曹　 璨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５７　 乡村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与行为选择 伍　 麟　 朱搏雨

６６　 家庭式托育服务供给：特点、困境与出路

　 　 ———基于广州市 Ｆ 品牌托育园的调查 樊晓娇　 陈　 炜

７５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创新 翁士洪

８３　 中原传统节日习俗文化的现代意义及其价值转化 刘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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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与道德

８７　 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发展路向

　 　 ———基于道德判断问题的分析 余天放

■　 哲学研究

９６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乐爱国

１０４　 道家“自生”概念的三重意蕴 高　 源

１１０　 马克思生活哲学纲领性文本的深耕 杨　 楹

■　 历史研究

１１９　 禹都阳城地望再论 乔凤岐

１２５　 汉代循吏与孝思想的传播 王晓晖　 韩国河

１２９　 乾隆本《州县须知摘要》暨所辑秋审比较条款初识 王肃羽

１３３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价值构建与逻辑表达 宋朝丽

■　 文学与艺术研究

１３７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高中华

１４２　 古医论视角下《文心雕龙》刺文论 桓晓红

１４７　 现代“形式”意识的自觉

　 　 ———以王国维“古雅”说为中心 贺昌盛　 陈玥颖

１５４　 合拍片的发展思路与意义再审视

　 　 ———从当下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的消费现状谈起 陈林侠　 宿　 可

■　 新闻与传播

１６１　 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元宇宙的传播伦理学研究 郑达威　 施　 宇

１６７　 从文本盗猎到文本围猎：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 付　 佳　 赵树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