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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
１ 杨思基 浅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

Ｏｎ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
ＹＡＮＧＳｉｊｉ

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确立先进的阶级意识、历史主体意识，从而成为自觉自

为的阶级非常重要，对于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不可少。

学习马克思主义应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

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问题、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主要有立足人

民群众历史实践主客对立统一的关系思维立场；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立场；

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革命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指那些构成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和完整思想体系，并且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质

精神的观念和观点，如马克思主义科学革命的实践观、主客对立统一观、真理观、矛盾

观、辩证的否定观、发展观、唯物史观、历史发展趋势观、社会进步观、无产阶级革命与人

类解放观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相联系而形成的

一系列哲学方法、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最为根本的实践和认识方法，是一套与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相联系，并与其相辅相成的哲学方法论体系。

１１ 刘西琳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重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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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全面、深刻、简洁、精准地概括了马克思伟大的一生，首次阐

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

研究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发现唯物史观的；是基于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从劳

动价值论入手发现剩余价值的。基于这“两大发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欧洲诸多

社会主义流派中、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迷茫中脱颖而出，将社会主义思想由空想

变成了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在今天取得的

辉煌成就，是运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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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
２３ 聂海杰 习近平“新时代”理念内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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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理念蕴含着深邃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逻辑：一是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既肯定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

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又依据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

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研判，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变”与“不变”有机统一的发展逻辑。二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一般原理，又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探索成果，牢牢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了当代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答。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为

支撑，将党对人民群众的地位、作用和情感升华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深入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理念的丰富内涵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中共

十九大精神，而且也能为我们“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提供重要理论武装。

３２ 马寒 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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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谢浩 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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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５０ 杨晓 以赛亚·伯林历史观的双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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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基于对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关于主观和客观问题的探

究，构建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历史观。面对个人主义在２０世纪四面楚歌的
荒凉处境，伯林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来力挽狂澜，对行

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予以强调和提倡，从而彰显个体自由在其历史观中的

重要地位。通过与卡尔、巴特菲尔德争辩道德判断的走向和基点，伯林强调历史解

释不能漠视和压制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而仅仅把重心放在对外在力量发生作用

的探寻之上，以此重构其历史观中的道德判断的原则。伯林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

责任的强调，作为主线贯穿其整个历史观，构成了其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５９ 黄晶 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吗？

———基于马克斯·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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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詹秀娟 论科技与伦理相契合的价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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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７２ 张省，

常江波

共享经济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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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对创新创业、经济增长、社会资源可持续利用具

有极大推动作用。梳理有关共享经济模式的研究发现：已有研究中对共享经济模式

划分，较为典型的是按照消费观念、共享行为与共享方式来划分。在技术、观念、政

策、资本等的推动下，共享经济逐渐形成，其主要通过主易提成、滞留资金、广告收

益、订制服务来实现盈利。从共享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可以推测：传统行业在未来将

会向共享经济模式靠拢；共享企业将会朝着全球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共享经济治理

将会更加民主化、多元化。展望共享经济研究，盈利模式、传统行业融合共享思维、

共享平台治理模式等将成为研究重点。

８１ 梁文化 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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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廖显浪 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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