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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１　 习近平关于党史重要论述的哲学意蕴 刘　 慧

■　 党建热点

９　 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破解 兰　 洋

■　 经济理论与实践

１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及其应对 邢天才　 王　 笑

２１　 数字经济背景下城市空间演化与治理路径探析 刘一丝

■　 三农问题聚焦

２８　 种业育种创新保障我国食物安全的制约因素与突破思路 崔宁波　 兰　 惠

■　 法学研究

３６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解读 焦艳红

４４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国际法路径与中国方案 龚向前　 樊亚涵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５２　 特殊困难老人服务供需失衡及其治理

　 　 ———基于需求管理视角的调查分析 曾　 莉

６２　 过渡型社区的空间“聚—离”与包容性治理 吴宗友　 丁　 京

７１　 网络时代青年文化认同圈层化现象透析及价值引导 刘运来　 曹乾源　 董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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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与道德

●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研究专题

７７　 孔子“仁者寿”发微 焦国成

８５　 传统家礼文化的功能、影响及当代价值 朱莉涛

９２　 “情”“义”相须：孔子情理关系思想新解 贾伟玮

■　 哲学研究

１００　 《老子》“自然观”探微 顺　 真　 汤　 伟

１０８　 阳明学“万物一体之仁”说析论

　 　 ———以河南王门后学王以悟、张信民为例 钟治国

■　 历史研究

１１４　 １０—１３ 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僧侣往来与中西文化交流 杨　 蕤　 田　 文

１２１　 墓志所见明代公主的丧葬礼仪 董粉和　 邢　 鹏

１２５　 清咸同年间江南漕粮改折均赋述论 晏爱红

１３３　 毛泽东日常谈话研究的学理探析 唐正芒　 张春丽

■　 文学与艺术研究

１３８　 文本差异与思想分歧

　 　 ———《韩非子》与《孔子家语》“重文”现象研究 杨　 玲

１４９　 《洛阳伽蓝记》的“恋地书写”与价值重估 席　 格

１５８　 蒲松龄的夜读书写及其苦乐传达 张　 含

■　 新闻与传播

１６４　 作为制度创新话语的“一国两制”：媒体建构与变迁特征

　 　 ———以《人民日报》报道为例 张志安　 李宜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