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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暋学

知识、恶与“原罪暠———黑格尔《哲学全书·逻辑学》对“原罪说暠的解读 张桂权(4·5)…………………………

试析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起源与实质 章暋勇(4·10)……………………………………………………………

宗教研究

道教生命观的当代审视 毛丽娅(4·18)……………………………………………………………………………

关于隋释彦琮生平的几个问题 黄小芃(4·24)……………………………………………………………………

政治学

陈独秀与民主集中制的确立 何益忠(4·52)………………………………………………………………………

论高校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暠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 黄钢威(4·58)…………………………………………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制度改革探析 魏暋刚(4·65)………………………………………………………

“不折腾暠与法治国家建设 田承春(6·31)…………………………………………………………………………

制度设计的逻辑前提、路径选择与意义评析———政治制度生成的学理阐释 马雪松(6·37)…………………

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贫困及其治理 翟绍果暋黄国武(6·42)……………………………………………………

管理学

中国模式的完善:构建一个富有弹性的复合模式 王德忠暋董暋杰(3·5)………………………………………

论我国行政程序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 周暋毅暋刘德兴(3·11)………………………………………………

国外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新形式

———基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实践创新的分析与展望 石国亮(3·19)……………………………

法暋学

宪法解释方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区别及其法理成因 刘暋国(1·41)…………………………………………

刑法的人文性论要 石聚航(1·50)…………………………………………………………………………………

非刑罚处罚方法之功能探析与体系完善 陈伟强(1·59)…………………………………………………………

参与式民主:网络时代行政法治的新范式 熊暋宇(2·5)…………………………………………………………

制度环境视角下户籍制度改革的行政法治逻辑解析

———兼论国内几种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模式 胡暋燕(2·12)………………………………………………

论人役权缺失视域下的遗嘱“自由暠不能 王明中暋陶钟太朗(2·19)……………………………………………

沉默权入法之证成与自愿供述制度之构建

———关于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一百一十七条的思考 梁成意(2·23)……

网络宪政论纲 陈暋驰(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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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少年权益的宪法保护 卢雍政(3·38)…………………………………………………………………………

论对少数族群语言的特别保护———兼对现行宪法中语言地位平等政策的反思 谢维雁(5·5)………………

论国有股权行使产生的法律关系属性 张培尧(5·12)……………………………………………………………

论原件与原本———兼辨复制件与副本 全暋亮(5·18)……………………………………………………………

论侦查阶段精神障碍者轻微犯罪的处置 贺小军(5·23)…………………………………………………………

试论宪政视野下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完善 龚文龙暋李友林(6·48)……………………………………………

论纠纷解决中法律的限度 毛高杰(6·53)…………………………………………………………………………

经济学

对经济学形式化的非主流解读 赵暋磊暋赵晓磊(1·29)…………………………………………………………

国内循环经济背景下的企业行为研究述评及建议 王兴琼(1·34)………………………………………………

马克思货币危机理论与西方货币危机理论比较研究 陈伟华暋张红伟(2·30)…………………………………

银政合约的经济法调整研究 李西臣(2·35)………………………………………………………………………

四川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实证研究 杜暋伟暋黄暋敏(2·44)…………………………………………………

ECO2:低碳城市的第三种模式? 王彬彬暋杜受祜(3·45)……………………………………………………

我国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贡献测度 罗暋岚(3·51)……………………………………………………………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多维测量及政策意涵———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陈暋琦(3·58)………………………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生成机理及管理模式创新 刘萍萍暋唐暋新(3·64)…………………………………

论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规则谈判中的作用 杜玉琼(3·70)……………………………………………………

文化产业发展的品牌机制及战略研究 吕承超(4·71)……………………………………………………………

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路径与模式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区为例 王暋倩(4·79)………………………………

气候变化下城市灾难应对策略研究 吴铀生(4·84)………………………………………………………………

农民迁移权益保障制度建设———以成都改革为例的探索 何暋燕(4·87)………………………………………

战略产业观下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谢莲碧暋张义佼(6·61)………………………………………………………

农户资金互助:认知、机制与逻辑 张暋畅(6·67)…………………………………………………………………

基于EVA的国企资本结构优化模型 李小平暋何暋燕(6·74)…………………………………………………

旅游论坛

宗教旅游异化论析 高暋科(2·50)…………………………………………………………………………………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刘宏芳暋明庆忠(2·56)………………………………………………

基于内容分析的我国公益旅游发展研究 宗圆圆(2·63)…………………………………………………………

关系营销策略、关系质量与旅游者忠诚关系研究 粟路军(4·141)………………………………………………

民族村寨游客服务质量感知量表的开发与构建 赵艳林(4·151)………………………………………………

论旅游经济的有智增长模式 李庆雷暋白廷斌(5·102)…………………………………………………………

海防遗址浙南蒲壮所城保护性开发中相关利益诉求与协调的实证研究 张金玲(5·110)……………………

城市旅游文化景观失忆的对策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王暋超暋王志章(5·116)……………………………

教育学

构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探索 顾美玲(1·67)……………………………………………………

从“资格能力暠评价体系看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文化建构———以“高中国际班暠为例 王暋熙(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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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儿童托管教育:课外活动中心运作模式及其启示 邹燕舞(1·81)…………………………………………

《教育与职业》杂志与国外职业教育介绍 罗银科暋曲铁华(1·87)………………………………………………

不事教育的教育学———论现代教育学的使命 荣司平(3·75)……………………………………………………

论教学观的认知转向 马明辉(3·7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差别教学 李北东(3·84)…………………………………………………………

初中英语综合实践课背景下的语言项目学习 徐永军暋罗晓杰(3·88)…………………………………………

论以个体权利为本的教育现代性———政治哲学的视角 侯素芳暋何宏俭(4·104)……………………………

大学章程的性质与效力审视 李暋华(4·110)……………………………………………………………………

家庭原子化的教育学思考 牛楠森(4·117)………………………………………………………………………

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及其发展策略

———基于成都市青少年媒介素养现状调查的研究 林三芳(4·122)………………………………………

关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问题 纪宝成(6·5)………………………………………………………………

大学协同创新的内部现实困境与制度改进 周继良(6·15)………………………………………………………

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形成的比较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范春林(6·23)…………………………………………

心理学

自我效能感对工作灢生活冲突关系的实证研究 苗暋佳暋马暋丽(2·70)………………………………………

策略在成就目标影响学生考试焦虑中的中介作用 王宽明暋夏小刚(2·77)……………………………………

已感染艾滋病毒的吸毒劳教人员人性哲学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张暋皓暋田暋焰(2·81)………

海洛因成瘾者对吸毒线索图片认知偏向的实验研究 郭暋英暋张暋妍(5·124)………………………………

中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策略问卷编制 孔博鉴暋路海东(5·129)…………………………………………………

美学·文艺学

“栖心大乘,每以笔墨而作佛事暠———“禅宗书学思想的现代诠释暠之一 皮朝纲(4·30)………………………

审美的现象性与建立审美现象学之可能 杨春时(4·40)…………………………………………………………

“气暠:诗性感知的生命基础 蔺暋若(4·47)………………………………………………………………………

生成追求:杜威审美价值观中的人性生态关怀 曾永成暋艾暋莲(5·32)………………………………………

论《淮南子》身体叙事的诗学构成 郑暋毅(5·38)…………………………………………………………………

语言学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起(O)暠的句法语义考察 杨万兵(1·96)………………………………………………

致使性述补式的构造过程、句法性质和歧义解释 刘培玉(1·101)………………………………………………

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湖广话暠的来源———成渝方言与湖北官话代表点音系特点比较 周及徐(3·94)……

关联副词“也暠多义性的认知解释 陈鸿瑶(3·102)………………………………………………………………

“洋腔洋调暠汉语的语言艺术发声学对策 杨小锋(3·106)………………………………………………………

试论语言符号(词)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何文彬(5·44)……………………………………………………………

话语标记“你说暠的语境及其功能 鲜丽霞(5·50)…………………………………………………………………

文献学

出土文献与《天问》所见商末周初史事 代暋生暋江林昌(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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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创作的几个问题 王暋皓(1·130)……………………………………………………

《文渊阁四库全书》某些卷首首行误出“荟要暠考 李祚唐(1·137)………………………………………………

中国文学

梁孝王文人集团的地域成因 尧荣芝(1·107)……………………………………………………………………

《文心雕龙·隐秀》风格说辨正 王万洪(1·111)…………………………………………………………………

从意义论角度看老庄与海德格尔诗学的不同指向及其意味 张暋婷暋吴兴明(1·118)………………………

论《史记》中的感生神话 杨暋显(2·87)……………………………………………………………………………

《刘公嘉话录》的版本流传及校勘举隅 王红霞暋李德生(2·90)…………………………………………………

诗话新论———对诗话研究中存疑之处的探讨 肖砚凌(2·97)……………………………………………………

明代屈原戏论考 何光涛(2·105)…………………………………………………………………………………

陈子昂仙道诗探析 李暋柯(3·110)………………………………………………………………………………

蟒衣逾制与晚明小说的民间书写 黄维敏(3·114)………………………………………………………………

《聊斋志异》写实作品刍论———以17世纪清贫士人家庭妇女的经济活动为例 屈小玲(3·119)………………

现代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 曹万生(3·126)…………………………………………………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王德华暋宋雪玲(4·92)………………………………………………………………

《国朝名家诗余》版本及成书考辨 黄贤忠暋郭远霜(4·99)………………………………………………………

周穆王与西王母昆仑之会的新阐释———兼论“历史情结暠与自然空间 杨亦军(5·57)…………………………

清商乐曲辞定义、内涵与范畴界定 林家骊暋潘筱蒨(5·63)……………………………………………………

百年来古典诗文今译的回顾与反思 唐暋瑛(5·70)………………………………………………………………

屈辞“西极暠再探索 汤暋洪(6·81)…………………………………………………………………………………

范仲淹《赋林衡鉴》与宋体律赋的定调 许瑶丽(6·87)……………………………………………………………

论胡适改称“白话诗暠为“新诗暠 李暋丹(6·95)……………………………………………………………………

文学地理学视域中文学话语策动的西部机会 白暋浩(6·100)…………………………………………………

外国语文及翻译

论“济慈式暠东方神秘主义 李暋增暋龙瑞翠(2·115)……………………………………………………………

重建自我: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华人形象再现 朱暋峰(2·122)……………………………………………………

“势暠与“语势暠:庞德翻译理论研究 谢暋丹(2·128)………………………………………………………………

自然导向的强烈诉求: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纳桑尼尔·霍桑———以其三篇短篇小说为例 蒙雪琴(6·105)……

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美国南方知识分子的话语演变 王暋欣(6·111)…………………………………………

历史学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汪高鑫(1·5)………………………………………………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学术个性之比较 周文玖(1·13)……………………………………………………………

近十年来“通俗历史热暠现象探析 王记录(1·19)…………………………………………………………………

纯粹理性的元批判———论哈曼的浪漫主义 易暋兰(1·24)………………………………………………………

派出机构、王朝兴衰与统县政区———历代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演进规律与历史影响 张小稳(1·144)………

“进呈取旨暠:从御前决策看宋代君主与宰辅的关系 王化雨(1·153)……………………………………………

试论古格时期藏传佛教诸教派在阿里地区的弘传与纷争 黄暋博(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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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族主义暠阐释中医药———民国中医界的话语选择(1912—1937) 李晓涛(1·168)………………………

宋代赐宅简论 魏华仙(2·134)……………………………………………………………………………………

北宋弓箭手的军事作用 刁培俊暋贾铁成(2·143)………………………………………………………………

过渡时代的边疆学术: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引论 汪洪亮(2·151)………………………………………………

袁世凯的“去北洋化暠与“北洋正统暠幻灭 杨天宏(3·132)………………………………………………………

中共早期党人对辛亥革命认识述论 凌兴珍(3·142)……………………………………………………………

1854年波罗的海之战的重要历史价值

———基于法国国家档案馆与外交部档案馆所藏档案的探讨 郭华榕(3·153)……………………………

宋代富民问题断想 张邦炜(4·129)………………………………………………………………………………

从翻译到教授———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的养成 王维江(4·136)…………………………………………

《宋诗纪事》时政谣谚论略 方暋燕(5·75)…………………………………………………………………………

论威廉·吉尔的康区行及其代表作《金沙江》 向玉成(5·84)……………………………………………………

日本明治前期议会主义思潮的勃兴 许晓光(5·93)………………………………………………………………

清代士大夫纳妾并非易事———以19世纪中叶曾国华纳妾过程为中心的考察 郭玉峰(6·139)………………

官方与民间合力,制定法与习惯法并用———清末民初债务问题的解决途径与方式探析 王雪梅(6·145)……

14-17世纪意大利纺织业的整合与衰落 孙锦泉(6·152)………………………………………………………

外交关系委员会与美国卷入东南亚冲突和战争 金龙云(6·160)………………………………………………

暋 传媒研究

被深化的后现代文化———微博的文化认同研究 陈华明暋李暋畅(4·160)……………………………………

论新媒体对城市空间的四重影响 刘暋路(4·165)………………………………………………………………

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通讯的变革 张暋萍(4·170)………………………………………………………………

试论社科学术期刊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构建 唐暋普(5·135)…………………………………………………

传统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陈暋颖暋陈玉霞(5·147)…………………………………………………………

纪录片解说的美学意蕴 米斯茹(5·152)…………………………………………………………………………

“声音风景暠理论与广播新闻声音质量评价的联系与思考 李暋静(6·117)……………………………………

智慧城市视域下传统媒体发展变革研究———以私家车广播为例 任占文暋眭海霞(6·123)…………………

新媒介环境下国产电视纪录片的传播策略 骆志伟(6·130)……………………………………………………

论学术作品的网络传播与著作权保护 苏雪梅(6·135)…………………………………………………………

巴蜀论丛

《成都文类》所载庾阐《为郗鉴作檄李势文》考辨 赵晓兰暋佟暋博(2·159)……………………………………

《女神》文本变异略论 陈晓春(2·161)……………………………………………………………………………

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以黎庶昌为个案的分析(1891—1895) 苟德仪(2·166)……………………………

柏濩考 贾雯鹤(3·162)……………………………………………………………………………………………

民初川边治理及其成效 黄天华(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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