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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 Dazhao’ s Marx、 t Lherary Viewpoint

WU Han-quan
(Law and P。 htics Insti1ute, Be刂 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875,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May4th Movement,Li Dazhao,initiator of China’ s Marxist hterature,

publicizes the Marxist literary ideas, sums up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pros-

pects for the new literature, introduces progressive ideas of Western literature, advocates the popu-

lace literature, and thus paves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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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我校一项国家课题、一项邓研中心课题正式结题并出版

我校祁晓玲教授主持 ,经济学院万顺福副教授、丁明鲜副教授、曾令秋教授、刘琚副教授主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999—

zO01年度课题、教育部 1999年专项课题
“
企业家队伍建设与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99EJLO01)已 正式结题并由天地出版社出

版。该成果得到了经济学界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博士研究生导师赵国良教授在
“
最终成果鉴定意见

”
中评价道 :“ 研究成果

中有不少观点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特别是强调企业是企业家成长的土壤 ,企业发展是激励和约束企业家的载体 ,企业是企业

家实现其自身价值的
‘
舞台

’
等

”
观点及论述 ,体 现了学术创新意识。博士研究生导师杜肯堂教授在

“
鉴定意见

”
中也指出 :

“
研究成果中关于企业家概念若干原则的论述 ,特别是从企业财产关系的角度明确企业家的特殊社会身份、从企业创新的角

度揭示企业家本质的论述 ,关 于企业家的职责和职权的具体分析 ,关于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环境制约与制度缺陷以及基于这

些分析后提出的对策建议 ,如成长机制、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等有独立创新见解。
”
博士研究生导师郑景骥教授认为 :“ 本

研究成果具有实用性。所论证的问题 ,都是企业发展、企业家成长、企业功能发挥的实际问题 ,故对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中

的企业家队伍建设的对策部分 ,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

另悉 ,祁 晓玲教授主持 ,经济学院丁明鲜副教授、刘屠副教授、万顺福副教授、骆天银教授主研的成都市邓小平理论研究

中心 1999-2001年 度课题、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课题
“
成都平原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品牌战略研究

”(成邓研发

[1999]10号 )也 已正式结题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 zO01年 11月 出版。该成果正式出版后 ,得 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好

评 ,认为本课题成果立论正确、结构合理、资料翔实、观点鲜明、有理有据 ,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强 ,书 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建议

可为成都市各级部门制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和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俞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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