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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年度科研论文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全部作者 
发表刊物名称 

（转载注明原刊） 

发表（或转载）

时间 

学校

级别 

1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的方式 刘同舫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原刊

《哲学研究》2021 年第 12 期） 
2022 年第 9 期 权威 

2 
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百年探索

与基本经验 
代玉启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 年第 1 期 权威 

3 
作为话语的个性及其辩证的 

历史逻辑 
包大为   《哲学研究》 2022 年第 5 期 权威 

4 
“德福一致”何以可能：“加速社会”中

的德育危机与理念再造 

张  彦 

李  岩 
《教育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权威 

5 广义政府及其功能性分权 

陈国权 

皇甫鑫 

（通讯 

作者） 

《政治学研究》 2022 年第 4 期 权威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Goal Pursuit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Just-World Beliefs 

Dan 

Chen; 

Xiaolong 

Miao; 

Yuning 

Ma; 

Yulong 

Ta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年第 13 期 

权威

一区 

7 

The Employabilit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Finance and Trade 

College Graduates  

Xiang 

Huang； 

Jiajia 

Cao；
Guojing 

Zhao； 

Zehai 

Long； 

Guanshua

ng Han 

and 

Xiaowei 

Cai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年第 1 期 

权威

一区 

8 

Dynamic changes and convergence of 

China's regional green productivity: A 

dynamic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翟绪权；

Rui XUE；

何彬；杨

冬；裴祥

宇；Xian 

Li；Yuli 

SHAN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22 年第 2 期 

权威

二区 

9 消费的对象性结构与意识形态 包大为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4 期 一级 

10 论中国式现代化 
马重阳 

成  龙 
《浙江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12 期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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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逻辑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代玉启 《浙江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1 期 一级 

12 论新时代青年历史主动精神的涵养 
代玉启 

姚乃文 

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

育》全文转载（原刊《思想教

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2022 年第 10 期 一级 

13 
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理路创

新研究——以社会运行为主要视角 

代玉启 

李济沅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 年第 6 期 一级 

14 
元宇宙：技术乌托邦与数字化未来 

——基于技术哲学的分析 
董扣艳 《浙江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8 期 一级 

15 试论富裕阶层的道德义务 
伏佳佳 

张国清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一级 

16 
《资本论》的意识形态批判 

及其辩证张力 
付文军 

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列宁主

义研究》全文转载（原刊《马

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9

期） 

2022 年第 2 期 一级 

17 
理论转向与逻辑跃升：马克思社会批

判图景的历史性建构 
付文军 《浙江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2 期 一级 

18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 

及其当代意义 
付文军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4 期 一级 

1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一项历史性考察（1921—2021） 
付文军  《经济学家》 2022 年第 2 期 一级 

20 
马克思资本积累论的历史辩证法 

蕴涵 
付文军   

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列宁主

义研究》全文转载（原刊《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

年第 6 期） 

2022 年第 10 期 一级 

21 

试论新中国“规划科学”模式的延续

和发展——以“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

草案”为中心的考察 

李  洁 

刘  超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2 年第 1 期 一级 

2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 

及其实现 
刘同舫 

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研究》全文转载

(原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 年第 12 期) 

2022 年第 3 期 一级 

23 共同富裕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刘同舫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22 年第 1 期 一级 

24 
论“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对“人的解放”主题的开解 
刘同舫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 年第 4 期 一级 

25 
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意识的 

前提批判 

杨韵韵 

刘同舫 
《浙江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2 期 一级 

26 
重思“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经

典命题 
刘同舫 

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

文转载（原刊《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2022 年第 9 期 一级 

2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 
庞  虎 

蔡亦恬   
《浙江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8 期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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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作为“社会历史前提批判”的辩证法 彭双贞 《哲学动态》 2022 年第 8 期 一级 

29 
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对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 

桑建泉 

陈锡喜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原刊《湖北社会

科学》 2021 年第 9 期） 

2022 年第 2 期 一级 

30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 

历史确证、理论创新与价值引领 

桑建泉 

陈锡喜 
《浙江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3 期 一级 

31 
1949-1956 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 

浅析 
尤云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

史》(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2022 年第 2 期 一级 

32 
高校思政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的内蕴与发展 
张  彦 

  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全文转载

（原刊《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研究》2021 年第 6 期） 

2022 年第 3 期 一级 

33 迈向共同富裕时代的价值观挑战 
张  彦 

魏  颖 

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

育》全文转载（原刊《思想理

论教育》2022 年第 2 期） 

2022 年第 6 期 一级 

34 
赛博空间人的解放迷雾及其消退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张  彦 

赵馨姝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6 期 一级 

35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哲学意义 包大为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 年第 4 期 核心 

36 
从合理走向危机： 

黑格尔现代国家理论的自由限度 

包大为 

陈  珂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37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悲剧美学的实践化 

包大为 

田  重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2 期 核心 

38 从建构到再生产的现代性审美主体 包大为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39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公共性价值理念 
包大为 

杨晓彤 
《教学与研究》 2022 年第 1 期 核心 

40 黑格尔的解放伦理与历史主义意图 包大为 《人文杂志》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41 机会不平等的历史唯物主义检视 包大为 《江海学刊》 2022 年第 2 期 核心 

42 
现代文学从理念走向唯物史观的 

“延安时刻” 
包大为 《求索》 2022 年第 5 期 核心 

43 想象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失真与还原 包大为 《世界哲学》 2022 年第 5 期 核心 

44 
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古典与启蒙的

真理探寻 
包大为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45 
 论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 

辩证关系 
包大为 《现代哲学》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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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 

四重逻辑 

陈宝胜 

冯  昊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1 期 核心 

47 基层干部“心中有数”的具体表现 陈宝胜 《人民论坛》 2022 年第 9 期 核心 

48 
邻比冲突治理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评

价：一个理论框架 
陈宝胜  《学海》 2022 年第 1 期 核心 

49 国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多向度解读 
成  龙   

王  楠 
《浙江学刊》 2022 年第 4 期 核心 

50 数字异化：表象、根源及其破解途径 
成  龙   

王  楠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10 期 核心 

51 
《中国建设》（1952-1966）西藏报

道的国际传播策略及现代启示 

程早霞 

冯小桐 
《青海民族研究》 2022 年第 4 期 核心 

52 
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生成逻辑、 

知识版图与学术建构 
池步云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核心 

53 探索“三个规律” 培育时代新人 
代玉启 

杨  瑞 
《中国高等教育》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54 
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 

境遇与理路创新 
代玉启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 年第 5 期 核心 

55 
中国共产党凝聚共识的百年历程与

基本经验：基于三个历史决议的考察 

代玉启 

覃鑫渊 
《江苏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2 期 核心 

56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生成逻辑与

当代审思  
代玉启  《浙江学刊》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57 
 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跨越

卡夫丁峡谷理论 

丁堡骏 

吴  霞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 年第 7 期 核心 

58 

为资本全球化游说，还是为共产主义

宣言?——重温《资本论》第一版《序

言》和第二版《跋》兼与聂锦芳教授

商榷 

丁堡骏 

刘  泽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 年第 4 期 核心 

59 
中国道路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

社会主义道路 
丁堡骏  《当代经济研究》 2022 年第 1 期 核心 

60 
品牌消费、身份建构与符号秩序 

——基于微商群的网络民族志考察 
董扣艳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 期 核心 

61 
元宇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前景探测、伦理风险及其规避 
董扣艳  《思想理论教育》 2022 年第 4 期 核心 

62 
元宇宙数字协商民主的机遇、风险 

和逻辑进路 

段治文 

于雯美 
《学术界》 2022 年第 11 期 核心 

63 共同富裕的三个观念 
伏佳佳 

张国清 
《社会科学家》 2022 年第 1 期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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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付文军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65 
“课程思政”的学术探索： 

一项研究述论  
付文军 《兰州学刊》 2022 年第 1 期 核心 

66 
《资本论》的社会历史辩证法思想 

释义 
付文军 《东南学术》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67 
《资本论》的世界历史叙事 

及其当代意义 
付文军 《学术界》 2022 年第 4 期 核心 

68 共同富裕的政治哲学阐释 付文军 《思想理论教育》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69 关于“中国道路”的三点新诠释 付文军 《理论探索》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70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的四重逻辑 
付文军 《江汉论坛》 2022 年第 11 期 核心 

71 

马克思的“总体工人”概念及其社会

历史意义——基于《资本论》及其手

稿的批判性考察 

付文军 

卢  江 
 《经济纵横》 2022 年第 1 期 核心 

72 
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理论阐释 

及其当代意义 
付文军  《浙江学刊》 2022 年第 2 期 核心 

73 
马克思新闻出版思想的文本考释 

及其当代启示 
付文军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74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 

及其整合 
付文军 《探索》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7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议题梳理与前景展望 

付文军 

夏  晴  
《当代经济研究》 2022 年第 5 期 核心 

76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场及批判 

——兼论列宁对卢森堡等人批判的

超越 

靳思远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77 
中华民族发展史进程中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 
刘同舫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 年第 12 期 核心 

78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重张力

及其进路 
刘同舫 《江海学刊》 2022 年第 2 期 核心 

79 
党的二十大的重大论断 

及其理论意蕴 
刘同舫 《理论视野》 2022 年第 10 期 核心 

8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成逻辑与实践 

指向 

刘同舫 《南京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10 期 核心 

81 马克思论证世界历史总体性的维度 刘同舫 《学术界》 2022 年第 9 期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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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如何引入历史性

观念 

刘同舫 

张  旭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83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

创造性重塑 
刘同舫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核心 

84 

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战略思维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刘同舫 《思想理论教育》 2022 年第 11 期 核心 

85 
在走好群众路线中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常态化长效化 
刘同舫 《红旗文稿》 2022 年第 8 期 核心 

86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识彰显与共同

意志凝聚——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 

刘同舫 《思想理论教育》 2022 年第 2 期 核心 

87 
中国共产党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

科学认知与价值追求 

周  泉 

刘同舫 
《探索》 2022 年第 5 期 核心 

88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的深意 
刘同舫 《教学与研究》 2022 年第 11 期 核心 

89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 

《资本论》世界历史观之比较 

练元浩 

刘召峰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90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 

逻辑探究与争论评析 
刘召峰 《教学与研究》 2022 年第 5 期 核心 

91 
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与全球经济 

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卢  江 

许凌云 

梁梓璇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92 
中国共产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历史主线与理论依据 

卢  江 

许凌云 
《财经科学》 2022 年第 11 期 核心 

93 
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创造伟大成就的重要秘诀 

马建青 

钟尉今 
 《教学与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94 
回信：习近平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 

创新方法 

游志纯 

马建青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年第 11 期 核心 

95 

人工智能“以人为本”伦理准则反思

——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 

思路 

潘恩荣 

孙宗岭 
《云南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96 
图像证史：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邮票

的三重叙事 
庞  毅 《党史教学与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97 
观象设教： 

儒家君子人格的培养径路探析 

彭  鹏 

何善蒙 
《东岳论丛》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98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构与芬伯格的

技术代码方案 

王晓梅 

何  丽 
《伦理学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核心 

99 
网络空间虚拟共同体的出场逻辑、 

负向效应及规制方略 
严  松 《东南学术》 2022 年第 6 期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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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科技革命与健康风险：现代科学技术

的生命困境及其出路 
余根雄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 年第六期 核心 

101 论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解放逻辑 余根雄 《社会主义研究》 2022 年第 1 期 核心 

102 开拓创新永葆奋斗动力的逻辑进路 张  彦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年第 7 期 核心 

103 
论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道德的 

客观性问题 

张  彦 

李家祥   
《教学与研究》 2022 年第 8 期 核心 

104 数字化改革与共同富裕的制度协同 赵永帅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核心 

105 
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共同体” 

与“虚幻共同体”辨析 
赵永帅 《浙江学刊》 2022 年第 3 期 核心 

106 
弗朗西斯·培根的政治哲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 
包大为 《长白学刊》 2022 年第 1 期 普通 

107 
马克思的自然历史概念： 

文本厘定与当代意涵 

包大为 

田  重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22 年第 4 期 普通 

108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方法论革命 
包大为 

陈  珂 
《湖南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5 期 普通 

109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哲学表达 
包大为 《治理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普通 

11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 

崭新视野 
成  龙 《社会科学动态》 2022 年第 5 期 普通 

111 
习近平关于权力监督重要论述的科

学内涵、鲜明特征和话语价值 

李文君 

成  龙 
《理论导刊》 2022 年第 6 期 普通 

112 
中国共产党百年宣传思想工作的 

历程、特征与启示 

姜华帅 

程早霞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

学版)》 
2022 年第 4 期 普通 

113 
以“四个结合”推动人民政协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池步云 《甘肃政协》 2022 年第 2 期 普通 

114 

政协协商引领其他协商形式 

共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以浙江省为例 

池步云 《甘肃政协》 2022 年第 3 期 普通 

115 
“董宇辉青年”现象的分析和研究 

——兼谈新时代青年的形象建构 

代玉启 

罗  琳 
《青年学报》 2022 年第 5 期 普通 

116 
基于社会实验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初探 
代玉启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普通 

117 青年付费自习室消费现象分析 

代玉启 

王  昕 

姚乃文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2 期 普通 

11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发展宣言——解

读《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 

代玉启 

姚乃文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 年第 17 期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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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 

历程与经验研究 

代玉启 

杨  瑞 
《治理研究》 2022 年第 5 期 普通 

120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实践创新 

代玉启 

杨晓帆 
《高校辅导员》 2022 年第 5 期 普通 

121 坚持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青年 
代玉启 

赵  磊 
《高校辅导员》 2022 年第 1 期 普通 

122 
基于社会运行视角的“大思政课”形

态优化 

李济沅 

代玉启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 年第 7 期 普通 

123 

寻求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自甘坠入

资本主义制度?——关于马克思晚年

两封书信的解读与俞良早教授商榷 

丁堡骏 

吴  霞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8 期 普通 

124 
媒体融合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 

媒介逻辑探论 
董扣艳 《理论导刊》 2022 年第 4 期 普通 

125 
青年网络“种草”现象的 

消费符号幻象与价值引导策略 
董扣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22 年第 2 期 普通 

126 
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 

媒介逻辑及其内在向度 
董扣艳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普通 

127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 

媒介逻辑探赜 
董扣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3 期 普通 

128 
中国共产党党际协商民主 

百年进程的逻辑演进 

郑  珺 

段治文 
《观察与思考》 2022 年第 9 期 普通 

129 
全球正义： 

从书斋哲学到社会运动的转向 
伏佳佳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2 年第 8 期 普通 

130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 

思想内涵和实践旨归 
伏佳佳 《理论与评论》 2022 年第 2 期 普通 

13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 

重要论述的多维阐释 
靳思远 《青年发展论坛》 2022 年第 4 期 普通 

132 
透视资本世界的假象：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当代价值 
刘召峰 《新视野》 2022 年第 6 期 普通 

133 
大数据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评价

的变革方向和风险规避 

陶  进 

马建青 

欧阳胜权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 年第 9 期 普通 

134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

系：亲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的 

中介作用 

马建青 

黄雪雯 
 《应用心理学》 2022 年第 1 期 普通 

135 共同富裕的文化基础 
庞  虎 

陈仁锋 
 《治理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普通 

136 

消解与重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

思辨历史哲学——基于《德意志意识

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的分析 

张丹丹 

吴旭平 
《现代交际》 2022 年第 10 期 普通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CurRec=3&recid=&FileName=LLPL202202005&DbName=CJFDLAST2022&DbCode=CJFD&yx=&pr=CJFX2022;&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CurRec=3&recid=&FileName=LLPL202202005&DbName=CJFDLAST2022&DbCode=CJFD&yx=&pr=CJFX2022;&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50&CurRec=1&recid=&FileName=XISY202206003&DbName=CJFDAUTO&DbCode=CJFD&yx=&pr=CJFX2022;&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50&CurRec=1&recid=&FileName=XISY202206003&DbName=CJFDAUTO&DbCode=CJFD&yx=&pr=CJFX2022;&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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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案例研究的 

范式与发展 

姚明明 

王憬忆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普通 

138 “大思政课”需要“大评价观” 张  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普通 

13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人类情怀及内在逻辑 

张  彦 

陈炜枫 
《高校辅导员》 2022 年第 5 期 普通 

140 
宜居城市生态环境构筑的美学理念

与实践路径 
张应杭 《国家治理》 2022 年第 22 期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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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年度出版著作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成果

形式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字数

（千） 

1 马克思的晚年岁月 
刘同舫

谢  静 
译著 人民出版社 2022.01 210 

2 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论 刘同舫 著作 人民出版社 2022.09 800 

3 历史哲思与未来想象 刘同舫 著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02 249 

 4 
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第二版） 

刘同舫 

陈晓斌 
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04 439 

5 

传承·发展·创新——浙江大学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成立 30 周

年纪念文集 

刘同舫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08 728 

6 
新发展理念的价值逻辑 

与实践研究 
张  彦 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12 328 

7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治理研究 
代玉启 

白永生 
著作 团结出版社 2022.09 201 

8 
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批判维度 

研究 
包大为 著作 人民出版社 2022.10 450 

9 凝聚共识与创新发展研究 桑建泉 著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09 200 

10 
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思

想研究 
赵  坤 著作 人民出版社 2022.09 220 

11 
原因、理由与解释——从“哲学模

型”到“生活世界” 
郭  喨 著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07 200 

12 
20 世纪 50 年代归国留美学人：

困境、组织与贡献 
陈  丹 著作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2.09 234 

13 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 董扣艳 著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08 163 

14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哲学溯源 余根雄 著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22.10 240 

15 《论犹太人问题》：这样学 李  洁 著作 研究出版社 2022.04 50 

16 新视野下的比较政党研究 池步云 著作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2.10 210 

17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

态：理论形态与价值阐释 
赵永帅 著作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2.11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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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年度 

省部级以上课题立项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时间 项目类型 

1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中国道路

经验研究 
丁堡骏 2022.0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核心要义研究 
张  彦 2022.01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重点委托项目 

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信息传播论 黄  铭 2022.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4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争与探索 张  彦 2022.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5 
古今之辩的启蒙政治哲学方法论 

及其批判 
包大为 2022.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6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逻辑研究 赵永帅 2022.10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7 新时代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研究 马建青 2022.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

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 

8 
能动反映论与预测加工理论的 

比较研究 
王晓梅 2022.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

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 

9 高校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路径研究 代玉启 2022.08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委

托课题 

10 
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渠道、 

体系建设与优化研究 
庞  虎 2022.11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

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 

11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系列研究 代玉启 2022.11 浙江省文化工程重大项目 

12 
建设“法治浙江”发展民主政治：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的政治意蕴 
陈晓伟 2022.11 浙江省文化工程重点项目 

13 
创新工作方法 提高工作水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的方法意蕴 
靳思远 2022.11 浙江省文化工程重点项目 

14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实践 
王晓梅 2022.11 浙江省文化工程重点项目 

15 
建设“绿色浙江”，发挥生态优势：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的生态意蕴 
吴旭平 2022.11 浙江省文化工程重点项目 

16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

进性：《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的党建意

蕴 

姚明明 2022.11 浙江省文化工程重点项目 

17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区域协调思想

意蕴系列研究 
张立程 2022.11 浙江省文化工程重点项目 

18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

民族地区如何通过转变生产方式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包大为 2022.04 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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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与社会公共管理

职能关系与边界研究 
陈宝胜 2022.04 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 

20 时代新人培育针对性科学性机制研究 代玉启 2022.04 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 

21 
国有经济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 

作用研究 
翟绪权 2022.04 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 

22 
从百年党史中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历史

主动 
楼俊超 2022.09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三报一刊”后期资助课题 

23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需要把握的

几对重要关系 
刘同舫 2022.08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三报一刊”后期资助重点课

题 

24 
习近平党内监督思想的理论透辑 

和实践逻辑研究 
陈晓伟 2022.09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

规课题一般项目 

25 
人类解放进程中的技术困境 

及其破解研究 
王晓梅 2022.1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年度常规课题 

26 
建立共同富裕生产方式推动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议 
潘恩荣 2022.06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 

27 
“八八战略”与浙江全过程人民民主 

实践研究 
池步云 2022.1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 

28 
“八八战略”与全面从严治党的 

互动逻辑和互动机制研究 
皇甫鑫 2022.1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 

29 “八八战略”的辩证观研究 彭双贞 2022.1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 

30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同体监督与 

异体监督的协同机制研究 
陈晓伟 2022.0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 

31 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激励机制研究 赵永帅 2022.06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 

32 
龙港市“扁平化”改革实践进展 

及深化建议 
陈宝胜 2022.06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 

33 浙江省分配正义理念和机制创新研究 伏佳佳 2022.08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 

34 
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程思政的机制优

化研究 
伏佳佳 2022.11 

浙江省课程思政教学 

研究项目 

35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要义和 

国际传播 
桑建泉 2022.0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专项课题 

36 新时代团员先进性评价指标研究 赵永帅 2022.07 
共青团中央 

“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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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年度理论宣传文章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文章名称 
发表媒体 

名称 
发表时间            

1 刘同舫 凝聚起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 《人民日报》 2022.09.09 

2 张  彦 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日报》 2022.11.16 

3 代玉启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人民日报》 2022.11.21 

4 刘同舫 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要求 《光明日报》 2022.01.14 

5 刘同舫 以哲学创新引领时代发展 《光明日报》 2022.02.28 

6 刘同舫 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开创历史伟业 《光明日报》 2022.07.01 

7 刘同舫 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光明日报》 2022.10.17 

8 
代玉启           

黎  滢 
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光明日报》 2022.06.06 

9 楼俊超 共同富裕须得“富脑袋”“润生活” 《光明日报》 2022.01.28 

10 楼俊超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光明日报》 2022.07.25 

11 
楼俊超       

贾华强 

读懂“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红利 

与压力考验 
《光明日报》 2022.11.24 

12 桑建泉 
深刻认识和把握“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的深厚意蕴 
《光明日报》 2022.03.22 

13 王永昌 科学认识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及其重大意义 《光明日报》 2022.05.09 

14 刘同舫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 

必由之路 
《浙江日报》 2022.04.25 

15 刘同舫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与中国制度的优势 《浙江日报》 2022.09.19 

16 刘同舫 坚持以系统观念奋力推进“两个先行” 《浙江日报》 2022.10.18 

17 刘同舫 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浙江日报》 2022.11.07 

18 刘同舫 
“五个必由之路”： 

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成功密码 
《浙江日报》 2022.12.26 

19 张  彦 
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 

——推动“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 
《浙江日报》 202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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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代玉启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创新 《浙江日报》 2022.01.12 

21 代玉启 坚持系统观念是基础性思想方法 《浙江日报》 2022.11.21 

22 伏佳佳 
数字化改革破题“扩中”“提低” 

——以精准画像实现精准施策 
《浙江日报》 2022.07.04 

23 陈晓伟 民企促共富须抓“主业” 《浙江日报》 2022.01.12 

24 刘同舫 精神之“强”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重要成果 《长江日报》 2022.11.08 

25 庞  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激发创新活力 《长江日报》 2022.08.29 

26 成  龙 
“六个坚持”：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 
《南方日报》 2022.11.21 

27 
孙冲亚

等 
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解放日报》 2022.08.23 

28 
孙冲亚

等 

毛泽东曾批评的这个问题， 

在形势复杂严峻的今天仍须警惕  
《解放日报》 2022.08.16 

29 代玉启 “五个必由之路”：奋进新时代的关键支点 《中国教育报》 2022.03.31 

30 
代玉启 

姚乃文 
新时代治国理政科学思维的生动展现 《中国教育报》 2022.10.20 

31 刘同舫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多维思考 《中国教育报》 2022.01.13 

32 池步云 构建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新常态 《中国青年报》 2022.09.23 

33 赵永帅 让青年更有就业“安全感” 《中国青年报》 2022.07.20 

34 池步云 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利器 《中国青年报》 2022.11.09 

35 池步云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5.26 

36 郭  喨 把握学术研究中论证与论辩的有效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9.13 

37 伏佳佳 寻求多元文化的价值共同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3.16 

38 
池步云

等 
从中心任务看百年大党革命性锻造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1.24 

39 陈  丹 彰显自我革命这一最大优势 《解放军报》 2022.03.30 

40 程早霞 奏响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壮歌 《解放军报》 2022.09.16 

41 靳思远 坚持三个务必谱写时代华章 《兵团日报》 202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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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傅夏仙 制度重在可操作性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2.11.30 

43 傅夏仙 继续发挥清廉交通建设的行业标杆作用 《反腐败导刊》 2022.09 

44 傅夏仙 以扎实有力监督护航共同富裕 《反腐败导刊》 2022.11 

45 潘恩荣 赛博格进化设计指南来了！感兴趣不？ 《中国科学报》 2022.07.07 

46 潘恩荣 马斯克已“上传大脑”，可信吗？ 《中国科学报》 2022.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