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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综述

姚摇 东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世情、 国情、 党情、 民情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 新变化,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我国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深刻分析, 在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初步形成了

新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将这一重要思

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从而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虽然这一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在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的, 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所进行的多学科、 多角度、 多方位、 多层次的研究则是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就开始了。
2013 年 5 月, 《人民论坛》 发表了贾立政、 陈阳波等人所著的 《中国梦的灵魂与实现路径: 习

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梳理》 一文, 提出了 “治国理政思想冶 这一概念。 随后, 同年 8 月, 人民出版社

出版了何毅亭所著的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一书。 在这本书中, 将 “治国理政冶 概念上升

为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方略淤。 2015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公报的

形式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冶 这一概念。 2017 年 10 月, 党的十

九大正式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从党的十八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到党的

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写入党的章程, 我国学者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多学科、 多角度、 多方位、 多层次的研究阶段, 取得了大量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都要依据一定的客观条件,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也不例外。 从现有研究成

果来看,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条件, 学者的表述尽管侧重点不同, 但基本上都是从理论

渊源、 历史和实践基础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展开论述的。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论渊源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著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其他一切有益的先进

文明成果。 章忠民认为, 要探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来龙去脉和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 必须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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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

程中来把握淤。 孙景民认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学理渊源上来自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马克

思主义哲学于。 陈春琳则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成的最根本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重

要理论来源是毛泽东思想, 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盂。 可见, 从理论渊源来看, 学者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也就是说, 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延续和发展。 还有学者认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 李安增、 朱辰晨指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

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大同理想、 和合思想、 民本思想、 法治传统、 正义思想、 修身思想、 廉政

思想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仍具有当代价值的宝贵思想资源。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继承了其精华,
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榆。 张希中认为,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重要来源, 是其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

成功经验为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
道德理念等, 为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虞。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历史和实践基础的研究。 厘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发展的

历史和实践基础, 是该研究的重要起点, 而且从历史和实践角度也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这一科学思

想的形成脉络及其产生的必然性。 张国宏认为,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

展脉络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历史底蕴愚。 王钰鑫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是在党的十

八大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舆。 邓跃茂强调,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是在现实的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其逻辑前提表明了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社会基础, 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余。 严书翰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并在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

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实践举措, 形成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思想俞。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的研究。 时代是产生思想的源泉和动力, 伟大的思想

孕育于伟大的时代。 要深入解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必须

对其时代背景进行深刻把握。 对此, 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署名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理论文章指出, 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背景是深入研究这一思想的前

提性工作, 而这一时代背景包括: 中国正步入 “发展起来时期冶, 中国正处在整体转型升级时期、
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期訛輥輮。 李君如指出, 习近平治

国理政思想是在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实践、 信息化迅猛发展这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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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产生的淤。 近年来, 党情、 国情、 世情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治国理政所面临的深刻时代背景。 戚义明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大变革大

调整的条件下, 在我国进入改革发展攻坚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民族复兴伟业关键期、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实践中, 逐步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于。

二、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中产生的习近平治国理

政思想, 其主要内容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内容。 在这一研究中, 学术界从整体层面、 内在层次结构、
理论的建构逻辑等方面作了分析和阐述, 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思路。

从整体层面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 所谓整体层面的概括, 也可称之为外延式的全面

性概括, 就是力求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 韩庆祥认为, 习近平治国理

政思想具有十个方面的内容, 即: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自信思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思想、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 政府与市场关系思想、 从严治党思

想、 依法治国思想、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 进行新的伟大斗争思想和指引前进方向的哲学

方法论盂。 李昆明认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容完整, 包含了执政理念、 战略目标、 战略布局、
改革总目标、 经济新常态、 依法治国、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十五个方面榆。 吴

传毅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深化改革、 在密切党群关系和惩治腐败中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依法治国、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

域的主导权、 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线、 目标、 中心、 动力、 政

治保障、 法治保障、 思想保障和国际环境保障虞。
从内在层次结构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 作为系统性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较严密的内在层次结构。 李安增、 朱辰晨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

具有宏观、 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 宏观层面主要是指方向性、 指引性的关于顶层设计方面的内容;
中观层面指的是总体布局和战略部署; 微观层面涉及较为具体的条件保障方面的内容愚。 韩振峰认

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涵中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 五大发展理念这五个层面环环相扣, 即发展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指引下完成; 中国梦的目标指引需要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下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需要牢牢把握 “四个全面冶 战

略布局的发展方向; “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的实现则要依赖于树立五大发展理念舆。 王清涛认为, 习

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体系分为价值、 方法和战略举措三个层次。 其中, 价值层是核心、 方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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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实性保证、 战略举措层是得以实现的具体过程淤。
从理论的建构逻辑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 所谓理论建构逻辑, 也就是这个理论得以

形成, 并最终建构起来的核心脉络, 即使是极其庞杂的思想体系, 也有一些贯穿始终体现规律性的

逻辑线索。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遵循着必然的理论建

构逻辑。 韩庆祥认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是对当今中国发展变化新任务的呼应, 体现为历

史逻辑、 现实逻辑、 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的有机统一于。 包心鉴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遵循

的是大逻辑、 大主题、 大视野三个方面, 大逻辑体现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 大主题体现在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

“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大视野体现的是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借

鉴世界文明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盂。 胡伟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民族复兴为逻辑主题, 以治

国理政为逻辑主线, 辩证统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是新时期关键性的顶层设计榆。 邓跃茂

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有一个统一的逻辑脉络贯穿于始终。 这个统一

的逻辑脉络有三个逻辑主线, 即人民的逻辑、 现代化的逻辑和改革的逻辑虞。

三、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历史地位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

的伟大征程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方向指引作用。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学术界主要是从理论特

色、 科学方法论、 语言和文风特色、 重大影响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展开研究的。
从理论特色方面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 理论特色体现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

在品格和价值导向。 学者在研究中普遍认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价值极其深厚, 价值导向

极其鲜明。 秦继茂认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主要体现在

这一思想不仅坚持了主观与客观、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量变

和质变的有机统一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还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与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

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愚。 方世南认为, 唯物史观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

基石, 具体体现为人民主体性的价值诉求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当代中国整体文明进步的系

统哲学发展了以整体性思维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观点, 求真务实的改革创新精神发展了变革

社会现实的科学实践观舆。 陶文昭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究其本质是一种重建设、 重全面、 重法治、
重长期、 重价值观的常态化国家治理余。 杜飞进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彰显出高瞻远瞩、 统筹

兼顾,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问题导向、 未雨绸缪,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立足前沿、 引领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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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清涛: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6 年第 3 期。
参见韩庆祥: 《现实逻辑———中国问题———治国理政》, 《学习时报》 2015 年 9 月 7 日。
参见包心鉴: 《优化治国理政的大逻辑大主题大视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质和时代价值》, 《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学报》 2016 年第 3 期。
参见胡伟: 《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 2016 年第 5 期。
参见邓跃茂: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整体逻辑》,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7 年第 3 期。
参见秦继茂: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意蕴》, 《学习与实践》 2015 年第 9 期。
参见方世南: 《论治国理政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石》,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年第 7 期。
参见陶文昭: 《以多维视角透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http: / / theory. gmw. cn / 2016-01 / 13 / content_ 18475124. htm。



方面的哲学品格淤。
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全面部署实现

“两个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 “过河冶 任务的同时, 将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即 “搭桥冶 作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内容。 这一科学思想所蕴含的

科学方法论, 其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高超运用, 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和国家发

展整体思路的重要指针。 陶文昭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融

入其中的科学方法, 主要包括战略思维、 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于。 不少学

者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征归纳为人民性、 民本性或者群众性。 姚桓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

政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以系统思维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通过创新精神攻坚克难,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将不辜负人民重托、 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工作的根本

标准盂。 李昆明强调,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方法论特征表现为具有全局观的战略视野; 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的价值情怀; 坚持总结经验、 启迪未来的历史自觉; 坚持立足时代, 从实际出发攻坚克难

的问题意识; 抓住重点环节、 促进全面发展的辩证方法榆。 李海青则从宏观上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

与攻坚阶段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即一切从实际出发, 结构功能论、 适时化量变为质变虞。
从语言和文风特色上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 通俗化的语言风格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根本要求。 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语言和文风特色, 指出, 将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用人民群众易记易懂的 “大白话冶 来阐述, 将通俗易懂与深厚的理论内涵、 丰富的实践内容

有机统一起来是这一思想的鲜明特点。 王鲁玉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蕴含的话语表述呈现出

平实而不失智慧、 质朴而不失深刻的特点, 体现出 “用典考究, 妙语连珠冶 “通俗易懂, 贴近群众冶
“删繁就简, 言之有物冶 “实事求是, 以人为本冶 等鲜明特点愚。 陈锡喜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的魄力和语言风格魅力的结合, 让人感受到党中央对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回应, 而大量运用形象比喻、
俗语俚语和诗文引用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语言风格的鲜明特点舆。 也有学者从习近平长期在基层工作

的特殊经历入手, 指出, 其治国理政思想站在群众的立场上, 用群众的语言对深邃的理论进行通俗

而生动的表述, 所呈现的优良文风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余。
从重大影响和历史地位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研究。 在重大影响和历史地位方面, 学者从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国际和国内两个空间的有机联系中探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形态的

定位问题。 在研究中, 他们普遍认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与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世界意义。 姜辉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科学而富有创造性地回答了 “如何治理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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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飞进: 《新时代精神精华的集中彰显———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品格》, 《南京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11 期。

参见陶文昭: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 《理论探索》 2015 年第 4 期。
参见姚桓: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特征和哲学意蕴》, 《前线》 2016 年第 3 期。
参见李昆明: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特征》,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2 期。
参见李海青: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参见王鲁玉: 《习近平的语言风格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4 期。
参见陈锡喜: 《平易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风格及其力量》,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2 期。
参见赵伟: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语言风格及其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4 年第 3 期。



义社会冶 这一历史课题; 二是对 “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冶 进行

深刻认识, 继续发展了 21 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三是在 21 世纪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世界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

义淤。 丁威、 陈剑认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催化剂和强心剂, 体现了

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高超运用于。 陶文昭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一次新飞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概括、 21 世纪中国的新探索等四个方面来阐述习近平治国

理政思想的地位盂。 辛向阳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党中央立足当代中国实际, 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合乎时代和逻辑的发展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撰文指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虞。

四、 述摇 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为深化其

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对当前研究现状的分析中可以发现, 虽然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具有一定的理论

价值、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在研究过程中, 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 从以上研

究现状可以看出, 宣传阐释性的研究较多, 学理学术性的研究成果相对偏少, 且呈现论文多、 专著

少的特点。 随着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一

重要思想得到更为系统化的理论概括, 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接下来, 学术界应

在前期积累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新时代的新特点, 新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内涵, 以及国际形势所表

现出的一系列新特质等, 作充分的论证和全面的阐释。
二是比较系统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考察、 分析和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成果

还有所缺失, 尤其是对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与历史视野来看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及

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等问题的研究还

有待进一步深化。 当前许多研究的单一化倾向比较明显, 比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 科

学社会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比较多。 这种学科的局限性,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研究的宏观视野受到限

制。 因此, 需要将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现实谱系之

中加以综合考量, 做出全面完整的阐释。
三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的关系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虽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形成的, 但现阶段学术界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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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姜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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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全面把握与正确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 《思想教育研

究》 2016 年第 3 期。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对 “三大规律冶 认识的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

的重要论述》, 《求是》 2016 年第 16 期。



更多地放在治国理政思想本身, 而对这一理论总结缺乏与上述思想和理论的比较性研究和充分阐述。
另外, 缺乏对习近平地方主政经验与治国理政思想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

四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方法还有待深化。 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 学界对习近平治

国理政思想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比较严重, 大多都是就事论事, 侧重单一角度、 单一专业, 视野也仅

局限在某一学科范围内。 我们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就可以发现, 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更多的

还是定性研究, 学科融入、 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偏少。 如: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很少有学者

将其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生动实践相结合, 从微观

角度运用计量分析等方法对其做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

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重要论断, 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一科

学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 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研

究程度, 直接关系对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以及据此而制定的路线、 方针、 政策的理

解和贯彻程度。 因此, 为了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不仅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加强文本研究、 比

较研究, 还要鼓励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实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融合, 拓展研究的范围和层次,
同时还要增强学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力争出现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作者单位: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
(编辑: 张摇 桥)

喜摇 讯

《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 2017 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取得好成绩: 在 “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不含思想政治教育) 期刊冶 全文转载排名中, 转载量位列第 1 名, 转载率位列

第 3 名, 综合指数位列第 1 名。
这一排名是根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近 100 种学术刊物全文转载数据, 从转载量、 转载率、 综合

指数三个维度统计而成。 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是从国内公开出版的近 4000 种报刊上精选人文社科研

究成果, 并按人文社科二级学科进行分类、 编辑、 出版的二次文献。
编辑部全体人员感谢国内外学者、 读者长期以来对本刊的大力支持! 我们将继续努力, 把 《马

克思主义研究》 办得更好。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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