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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程耀明 新时代改革战略安排

———全面深化改革经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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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我们党发扬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探索改革规律，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

一系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举措：一是明确目标以降低改革选择成本；二是把

握方向以化解改革制度风险；三是协同推进以增强改革整体效果；四是突出重点以提

高改革运作效率。这些改革理论和举措，不仅构成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而且极大丰富了人类社会的改革思想，是人类改革历史上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１０ 谢浩 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具体实践与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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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最大的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经由改革开放所赋予的开放性、公有制基础所赋予的自主性和社会主义取向

所赋予的人民性，完成了其发展逻辑上的三重转折，生成了一条完全区别于苏联模式、

西方模式等既有选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实践层面初步实现了马克思所

设想的东方跨越。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验证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还

必将在其持续的发展过程中为世界提供新的道路参考和重要的价值启示。

１８ 谷正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视域下国家扩大开放的多维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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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
２５ 唐伟，

郝晓光

《〈资本论〉（哲学卷）手稿》与当代中国的哲学自信

———剩余价值哲学破解的１０个理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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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哲学卷）手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初步建立了以剩余价值

哲学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该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商品生产与人

的关系”“人的本质概念”“剩余价值概念”“按需分配概念”“社会基本矛盾”“人道主

义问题”“《资本论》的文本属性”“马克思两大发现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

用”这１０个理论难题的破解，以及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提出《资本论》前三卷可阐述为
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第四卷可阐述为史学（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五卷可阐述

为哲学（剩余价值哲学），既展现了我国学者续写《资本论》的可能，也是研究构建马克

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彰显当代中国哲学自信的有益尝试。

３１ 李成龙，

剧永乐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以宗教、科学、哲学三者的差别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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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流担保条款在民法典中的效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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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左梦凡，

华国庆

论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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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红色经典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定位与校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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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夏俊华 论诗创作中的动情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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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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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盈利模式的三维理论框架 知乎各种盈利模式比较图

知识付费盈利模式研究

———以知乎为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ａｋｉｎｇＺｈｉｈｕ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ＩＡＮＸｕ，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ｂｏ

８３ 田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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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放载体建设的河南省服务业吸引外资与创新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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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郑州市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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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刘小晴，

杨林娟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以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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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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轻工业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从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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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经过了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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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中国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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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开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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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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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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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引文外摘引率＜１０％，请勿一稿多投。

欢迎对本栏目选题有专长、有研究、有兴趣的广大新老作者惠稿！

在线投稿：ｈｔｔｐ：／／ｚｚｑｇ．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电子信箱：ｘｕｅｂａｏ＠ｚｚｕｌｉ．ｅｄｕ．ｃｎ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６３６２７２８０，６６６３２７８５



新时代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素质建设的力作
———评纪德尚教授《高校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素质建设》

辛世俊

任何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反映时代跳动脉搏的主题词或关键词。通过这些词所构成的概

念系统，可以把握时代发展方向，明确时代的要求。中共十九大提出科技强国、质量强国，培养和造

就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任务。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必然要求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纪德尚教授主编的《高校大学生创业就业能

力素质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对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思考，对于

新时代如何提升大学生的能力素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通观全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聚焦问题，中心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

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理论思维

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而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作者从办好高质量的教育、培养高素

质人才这一高校的根本目标出发，明确指出高校转型分类的快速推进，使高校在办学定位和人才培

养目标上更加清晰，但各级各类高校的一个共同目标都是培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用人

才，都必须聚焦到人的能力素质的层面，把创业就业能力素质建设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融入到高校转型发展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之中，是新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该书以新

时代高校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素质建设为考察对象，凸显了问题意识，适应了新时代发展高质量教

育的需要。

第二，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作者从我国高校转型的客观必然性出发，分析了大学生创业就业

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必然趋势，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求，高校必须转变观念，将创业就业能力

与素质建设作为重中之重。作者在分析高校存在差距的基础上，提出素质教育的内容包括大学生

的政治素质、专业技能素质、科学人文素质、身心健康素质，能力提升涉及驾驭知识、科学思维、创新

驱动、科学观察、问题解决、环境适应、社会交往、沟通协调、语言表达、组织管理、自我控制、职业规

划、预见未来十三个方面，构建了素质与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为高校大学生创业就业素质能力建

设提供了基本路径。

第三，结构清晰，逻辑性强。该书共二十章，前三章从整体上论述了高校大学生创业就业问题

是时代为高等教育提出的基本命题，作者从历史沿革、时代精神、政策环境、教育责任等方面论述了

该问题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大学生创业就业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论证了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

与素质的关系，能力素质建设的内容、建设方式和建设特质能等；第四至七章是素质论，第八至二十

章是能力论。这样的结构安排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和认识规律，具有内在的逻辑力量。

纪德尚教授主编的《高校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素质建设》，以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素质提升为

导向，旨在通过专业教育与创业就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高校大学生创业就业的能力素质，

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该书既可以作为应用型高校创业就业教育的课程教材，

也可以作为高校教师专业教学的参考用书，还可以作为高校大学生创业就业自我学习能力提升的

必备书目，是新时代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素质建设的力作，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辛世俊：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素质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