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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认识公平正义地位的三重维度 陈文林(2·5)…………………………………………………………………

国民革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地位认识的历史考察 李亚男 王久高(2·14)…………………………………
论胡华对中共党史学发展的历史贡献———纪念胡华诞辰100周年 石宏亮(2·23)……………………………………

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改革的百年历程与历史启示 冯留建(3·5)…………………………………………………………

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话语的建构与拓新 罗永宽 蓝天(3·1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干部选用技术的历史探索 段治文 陈锋(3·25)……………………………………………

中国共产党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百年成就和基本经验 丁俊萍 杨欢(4·5)………………………………………………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及其历史实践 徐斌 冯楠楠(4·20)…………………………………………………………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的劳动育人资源论析 樊新华 李北东(4·27)…………………………………………………
习近平关于“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创新价值 李新芝(5·5)…………………………………

立德树人与时代新人培育的内在逻辑 冯刚(5·13)………………………………………………………………………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土地改革历程与展望 黄敏 丁娟 吴晓伟(5·20)…………………………………
继承党的光荣传统 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兼论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 李捷(6·5)………………………

马克思主义理论

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时代价值 王洪树 罗文双(5·28)……………………………………………
西方政治马克思主义话语框架的解释性反思———以“过渡-危机”之争的论证为例 亓光 魏凌云(5·35)…………

哲学

美德伦理视域下先秦德性伦理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余达淮 甄学涛(1·5)………………………………………………
清代汉宋关系辨析 崔发展(1·13)…………………………………………………………………………………………
重情与非情:《毛诗正义》的“夫妇为兄弟”说 潘忠伟(1·21)………………………………………………………………
《周官》改名《周礼》考 张厚知(1·29)………………………………………………………………………………………
实践作为人的自由与本质———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马克思的发展变革 李科政(2·31)………………………………
康德论统觉的同一性 罗喜(2·38)…………………………………………………………………………………………
时间的收集和保存———塞涅卡的时间观阐释 黄琬璐(2·46)……………………………………………………………
胡塞尔的内时间研究与超越论现象学 马迎辉(3·34)……………………………………………………………………
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无自我之辩:从经验自我到纯粹自我 岳富林(3·42)…………………………………………………
克里格尔论现象意识及其自身表征 罗志达 李羽基(3·50)……………………………………………………………
论陈淳的生命观 杨中启(4·34)……………………………………………………………………………………………
易学“生生”思想的本体论建构 彭卿(4·40)………………………………………………………………………………
陈概对“道统”的传承倡导及其“道统”思想探析 胡杰(4·49)……………………………………………………………
从限制命题推出一般命题之谬误———芝诺追及悖论新解 邓曦泽(5·92)………………………………………………
心灵何以具有历史性? ———论赫尔德的“经验”概念 陈艳波 陈漠(5·99)……………………………………………
理由响应机制、因果机制与道德责任———兼评刘清平与苏德超的争论 田昶奇(5·108)………………………………
道德责任的根据不在理性而在自由意志———回应田昶奇 刘清平(6·100)………………………………………………
超越例外状态:阿甘本论范例逻辑及生命形式 孙飞(6·109)……………………………………………………………
现代国家的建构: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 雷勇 曾馨(6·119)……………………………………………………………
理解与事件:布尔特曼诠释学思想的内在理路 陈绿洲(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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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论宪法询问答复 周伟(1·75)………………………………………………………………………………………………
大数据时代个人医疗信息利用的入罪界限———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再思考 储陈城 胡子昕(1·82)…
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研究 曾文忠(1·91)…………………………………………………………………………………
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构建的再审思 杜玉琼 黄子淋(1·97)…………………………………………………………
论普通法视域下法条竞合的演进与启示———兼论中国语境下的路径选择 付恒(2·53)………………………………
律师网络披露刑事证据行为的合规性与正当性分析 马静华 杜笑倩(2·62)…………………………………………
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中的配套 邓嵘(3·58)…………………………………………………………………………
系统、成员与风险控制:党内法规制定权限的组织行为论 赵谦 余月(3·69)…………………………………………
论“空壳社”的破产退出:基于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考量 于新循 薛贤琼(4·87)…………………………………………
民事排除合理怀疑的本土解读与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展开 余朝晖(4·95)………………………
大数据视角下《劳动合同法》的司法适用 王蓓 周秘(4·105)……………………………………………………………
先行先试授权与否的判断依据 杨登峰(5·115)……………………………………………………………………………
合宪性审查决定的效力与实效 达璐(5·124)………………………………………………………………………………
监察权的逻辑认知与功能拓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阈 张震 黄鑫(5·135)………………………………………
论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从宪法走向规范依据 卢野 陈一(6·62)………………………………………
统筹设置党政机构的类型化研究 伍华军 穆远灿(6·74)………………………………………………………………
赋予乡镇政府行政处罚权的价值分析与法治路径 杨丹(6·82)…………………………………………………………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中政策与法律的互动与融合———基于法政策学视角的分析 王东 汪磊(6·91)……………

经济·旅游与管理

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与区际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 姜泽林 叶燚 陈灿平(1·33)………………………………………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与商业银行绩效———基于中国214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李雪 胡梦飞(1·42)………
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与异质性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平滑转换模型与分位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何宜庆 王茂川(1·54)………………………………………
行为金融视角下信托公司对上市房地产企业“股价异象”的影响 钟晨 吴雄(1·65)…………………………………
旅游减贫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 郭凌(2·72)………………………………………………………
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郭向阳 明庆忠 丁正山(2·80)………
高铁发展对后现代旅游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胡北明 黄欣(2·92)…………………………………………………
价值转向视角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 陈美岐(3·78)……………………………………………………
建构专一性的“回应官员”可以提高回应性吗? ———以横村“回应员”为分析对象 李华胤(3·87)……………………
旅游虚拟社区中顾客间社会互动对品牌至爱的影响研究 胥兴安 薛凯妮 王立磊(3·96)…………………………
制度交互作用视角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提升路径 钟成林 胡雪萍(4·58)……………………………
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的家庭旅游消费:机遇还是挑战?

———来自CHFS的微观证据 蒋志平 孙显超 蒲艳(4·68)………………………………………………………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业信息化与家庭经营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钟秋波(4·78)…………………………………………
区域发展目标主导下的高层次科技人才政策演化趋势研究

———基于四川省高层次科技人才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 姚娟 刘鸿渊 彭新艳(5·143)…………………………
四川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2006-2019年的数据 徐万刚(5·151)…………………………
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民族村寨的保护与活化 杨浏熹(6·151)……………………………………………………………
遗产地社区重组后居民对社区管理信任的影响

———以黄山风景区汤口镇为例 吴文智 王汝安 邱扶东(6·157)…………………………………………………
同群效应下的旅游非理性经营与主客角色冲突 王进 周坤(6·165)……………………………………………………

教育学

教育思想组织的历史和理论维度———指向方法论的思考 刘庆昌(1·105)………………………………………………
中小学教师教材素养:现状与进路 丁浩然 刘学智(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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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善治之路 陈亮(1·122)…………………………………………………………………
核心概念视域下的美国本科STEM课程设计———以密歇根州立大学为例 洪志忠 程菁菁(1·128)………………
课程知识观重构视野中的深度教学 王芳芳(1·136)………………………………………………………………………
新时代高校学术权力共享机制建构 马健云 陈恩伦(2·103)……………………………………………………………
跨界与融合:短视频时代高校网络文化育人的价值困境与路径探析 隋文馨 秦燕 黎红友(2·112)………………
“双高计划”院校办学绩效评估及建设策略 马欣悦 汤霓 石伟平(2·119)……………………………………………
加拿大教师教育改革特色探析 曲铁华(2·130)……………………………………………………………………………
由“他者”走向“我者”———新生代乡村教师的乡村社会融入困境与破解路径 蹇世琼 彭寿清 冉隆锋(3·107)……
基于实践逻辑的中小学教育科研课题成果探微 王真东 尧逢品 杨贤科(3·114)……………………………………
“比较制度分析”视角下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路径 陈坚(3·119)……………………………………………………
“县管校聘”体制下教师交流轮岗的机制建构 袁媛(3·127)………………………………………………………………
大学课程治理:根本点·关键点·突破点 王洪才(4·119)………………………………………………………………
情境的二重性与中介作用———探讨促进学生发展的情境教学路径 郭艳芳(4·126)……………………………………
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教师混合学习模式设计与实践 王亚军 胡东(4·132)………………………………………………
脱域·再嵌入·共同体:现代学徒制的演进与愿景 陶军明 庞学光(4·139)…………………………………………
关于教师教育教材质量标准的理论探讨 王本陆 汪明(5·160)…………………………………………………………
“深度学习”与知识的深度认识 周序(5·169)………………………………………………………………………………
优质而均衡的义务教育治理:取向、模式与展望 邹维(5·176)……………………………………………………………
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核心能力结构模型建构 张姝 邓淑予(6·11)……………………………………………………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中女性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 申文昊(6·21)…………………………………………………………
中学政治课程目标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李寒梅(6·27)……………………………………………………………………
“双减”引发的对基础教育的几点思考 杨兆山 陈煌(6·35)……………………………………………………………
“后减负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重构 范涌峰(6·42)…………………………………………………………
“双减”政策有效落实的潜在困境与应对策略

———兼论公共在线教育服务体系建设 杨小敏 阳科峰 张艳荣(6·53)…………………………………………

国际中文教育

汉语伴随性词汇习得中多音字词习得研究 干红梅 赖丽琴(3·133)……………………………………………………
美国华裔中文使用者量词习得研究 刘娅莉 王玉响(3·142)……………………………………………………………
自然会话中“太A了”负面意义表达的话语研究 鲜丽霞(3·151)………………………………………………………

文艺·文学与文献研究

《左传》的占断式叙述及其文化史意义 刘文勇 叶根虎(1·143)…………………………………………………………
汉画的空间特征述论 黄忱忱 刘敏(1·151)………………………………………………………………………………
藏族民间“热巴”艺术的民俗审美研究 刘波(1·159)………………………………………………………………………
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 安生 许结 (2·140)………………………………………………………………………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全宋文》《全齐文》 林家骊 邓成林(2·151)……………………………………………
“二卡”的世界:卡夫卡与卡尔维诺寓言小说之比较 罗文彦 曾艳兵 (2·161)…………………………………………
科幻英雄的神话之旅———论《一无所有》中的仪式思维 肖达娜(2·169)…………………………………………………
何以妖孽:对清代民初《文选》派的“考古学”考察 郭宝军(4·147)………………………………………………………
钱穆与牟宗三的交往及治朱子学之异 陈勇 陈艺瑞(4·160)……………………………………………………………
索绪尔与本维尼斯特话语思想之对比研究 庞茂森(4·168)………………………………………………………………
中唐诗僧皎然的家族意识与诗性呈现 李乃龙 陈文畑(5·183)…………………………………………………………
《群玉山头》经典成因探微 胡筱颖 韩倩(5·193)…………………………………………………………………………

历史学

“嘉祐之治”:一个叫不响的命题 张邦炜(1·166)…………………………………………………………………………
解缙二修《明太祖实录》相关问题研究 谢贵安(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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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界:雍正时期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与康藏治理 王丽娜(1·183)………………………………………………
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关于琉球领土归属权的对策研究与实践活动(1945-1947) 李超(1·192)…………………………
清末铁路建设与多方势力的路事博弈———基于锡良筹办川汉铁路的讨论 潘崇(2·177)………………………………
从“区隔”到“交通”:李安宅边疆建设思想的文化地理学新解 孙红林 汤庆园(2·187)………………………………
蒋介石与豫湘桂战役 贺怀锴(2·196)………………………………………………………………………………………
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阶段性特点及成因(1840-1875) 肖萍 向玉成(3·161)…………………………………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李长银(3·170)……………………………………………………………………
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发展 周励恒(5·43)………………………
“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为中心的考察 靳宝(5·51)…………
民国时期吕振羽批评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原因及史料学意义 李勇(5·58)………………………………………………

巴蜀论丛

多维度视阈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探析 何一民 崔峰 何永之(3·180)…………………………………………
晋隋间巴蜀僚人的华夏化———基于政区与户口视角的讨论 张兢兢(3·191)……………………………………………
民法制度转型时期的冲突格局与适用困境:以民国川省大佃纠纷为例 王有粮 刘子璇(3·200)……………………
清代中后期四川乡场的管理机制及权力关系———以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 郑成林 李升涛(4·176)…………………
论20世纪40年代古史研究思潮对早期巴蜀古史重建的影响 龚伟(4·190)……………………………………………
“阆中引力”:政区地位变迁对蜀官道走向的影响

———兼论巴蜀古代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陈俊宇 蓝勇(5·199)…………………………………
明代巴蜀文学家族地理分布、籍源与著作考察 黄维敏(6·180)…………………………………………………………
川督锡良与中英江北煤铁公司交涉———以锡良档案为中心 刘萍(6·191)………………………………………………

边疆研究

学科交叉与融合视角下中国边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的注意事项与遵循原则 朱尖(6·134)……………………………
干部训练与边疆建政:民国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 张冉(6·142)……………………………………………

南亚研究

美国千禧年挑战公司对南亚国家的援助:进展、影响与对策 戴永红 姬广礼(5·65)…………………………………
跨国公共卫生安全的共生·共治·共享

———论南亚新冠危机及其向我国外溢的风险与治理 谢贵平 张会丽(5·76)……………………………………

编辑出版研究

作者与编辑的责任界分———以学术论文为例 苏雪梅(6·174)……………………………………………………………

书评·学术信息·文史拾零

“发现边疆”的重要学术机构的“再发现”
———评周蜀蓉著《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 汪洪亮(1·203)……………………………………………

2020亚洲教育论坛年会暨第八届高等教育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中心(1·207)……………………
第五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暨第一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硕博论坛召开 朱晓舟(1·208)…………………
“无名艺术史”的概念与引喻

———评刘渟著《实证与寻根: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1940-1944)》 杨天宏(4·199)…………………………
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解码

———“党史党建要论”高峰论坛暨四川师范大学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述要 何毅 杨羽航(4·205)…………
李源澄先生诞辰112周年学术研讨会暨《李源澄研究与史料集》出版发行会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 陈鹤(4·207)……
中华关公文化在印度洋区域流布的见证:《忠义堂重建后堂碑记》文存 王川(6·201)…………………………………
“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王淼(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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