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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中共十七大报告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分析和破解

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张定鑫教授和熊杰基于社会急遽分化的历史现实，

从马克思生产方式的理论视角探讨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过程，认为我国的城乡一体化不能驻足于

缓解“三农”或“城镇化”之困，而应该实现在社会横向发展层面整体兑现“共同富裕”的社会

主义本质承诺，推进“共享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且更要重视具体的社会现

实。就如何解释我国的“国富”现象，李子联副教授等从个人所得税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收入

分配对政府税收的冲击效应，揭示了收入分配影响政府税收的传导机制，为健全财税制度提供

了收入分配视角的有益参考。申亮副教授和王玉燕教授通过构建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供给

效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支出绩效，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相

关政策、优化投资提供了必要依据。霍灵光副教授和陈媛媛博士考察了新农合制度对农民幸福

感的影响，认为新农合政策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并为政策改进和增效提出建议。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不仅要防范风险，还要健全法制环境。邓伟博士和乔明哲副教授等分

别聚焦了比特币价格泡沫和艺术品投资风险，解读了其风险形成机制，对理性投资、优化投资

组合提供了实证支持。郭铖博士和何安华副研究员考察了创业环境约束下农民的社会资本对其

涉农创业绩效的影响，建言优化农村创业环境。在优化法治环境上，席月民教授强调宏观调控

中的法治考量，要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陈婉玲教授和曹书博士就PPP基本利益关系异

化的危害，提出“阻却异化是PPP利益协调机制价值所在”的观点；张圣翠教授则给出了完善

我国《仲裁法》的合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