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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

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拓展其研究视域，深化其研究层次。

拓展与深化，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面临的诸如意识形态

与科学、现实与思想、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限等的辩证关系。唯

有如此，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

主导权和话语权，才有可能进一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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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波

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理念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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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理

论，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再到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思想和理念日

臻成熟、不断完善。新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实际，直指中国

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加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发展观以新的时代内涵，

是我们党发展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１５ 张端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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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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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迷失与出路

———评京特·安德斯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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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时代，作为主体的人，其生存方式已被植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性元素，在一定

程度上已经进化为与作为客体的技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技术主体。京特·安

德斯在其《过时的人》中指出，技术主体面临着羞愧化、同质化和间离化的异己局面。

然而技术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只是其存在的特殊形式，具有肯定性、实践

性和社会性存在特征的技术主体，会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技术，不至于因过分悲伤

而陷入“否定的人类学”，也不至于因过度喜悦而陷入“自傲的中心主义”，在批判性

追问的逻辑前提下注定会走向希望性的现实生成之路。

３８ 杨晓，

王凌云

“极端选择”与“不稳定的平衡”

———韦伯与伯林价值多元主义思想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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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任帅军 人权价值：从抽象到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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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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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都市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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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题材电视叙剧一般以爱情、家庭、奋斗为主题，通过影像来满足受众心理的某种

诉求。在叙事策略上，一方面通过设置跌宕起伏的情节，塑造典型的都市人物形象，

编织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网，设计具有时代特色的台词，实现时空的完美结合，以展

现都市人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物形象进行潮流包装，将音乐与影像恰当

配合，以凸显其都市特征。“内容＋包装”的叙事策略是当下都市题材电视剧火爆的
一个重要原因。

５７ 王春枝 中国政治宣传片的平民化取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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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科技创新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

设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的关键。我国长期技术引进存在的局限性，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要求、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要素禀赋的变化、对外贸易战略

调整和前期科技自主创新的成功实践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科技创新模式转型的

多要素环境。消除各类创新主体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大

政府部门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以科技开放创新促进科技自主创新等，

是实现我国科技创新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的策略选择。

８７ 袁金星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路径探析

———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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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李国政 生态文明视域下和谐矿区建设路径分析

———以西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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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重点栏目

稿　　约

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义不容辞

的使命和责任。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刊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将原“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建设”栏目予以拓展，开设“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道路”栏目，并作为重点栏目予以建设。

中国人民历经近百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经过了４０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并在实践这条道路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伟大成果。“中国道路”引起了世界各

国的兴趣，正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品牌。发展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必须

高度重视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成果。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完善中国模式，提升中国共识，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重要课题。本刊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栏目，旨在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讨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理

论，探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与经验，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中的得与失，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提供学理支撑。

本栏目重点刊发以下选题的学术文章：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梦与意识形态建设、中国道路与话语体系、面向中国问题的社会科学、中国道

路成功的哲学基础、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理论创新。

本刊对于根据国家、省部、社会团体和国际组织提供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而

撰写的学术文章（应给出项目来源及编号），一经审稿通过，将优先发表并从优致

酬。来稿一般应在６０００字以上，除原典引文外摘引率应低于１０％，请勿一稿多

投。

欢迎对本栏目选题有兴趣、有专长、有研究的广大新老作者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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