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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

张兴茂在《平顶山学报》2019年第4期撰文指

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现代西方的生态学思想、怀

特海的过程哲学在后现代思想平台上内在整合起

来，试图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苏联的和当代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并作为“世界性的大学问”而被夸耀

一时。对我们来说，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是：“有机

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别样想象与理论

设计，究竟是对它的积极捍卫、全面开敞抑或“跪着

造反”、严重遮蔽，是对它的替代选择、创新超越抑或

改旗易帜、根本拒斥?现代全球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存在根源性的制度关联抑或只是现代性思想的必然

结果，通过多元文化嵌入和广泛的智慧联盟而确立

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能有机地矫正马克思主义

的“反生态性”而获得重构与新生吗?“有机马克思主

义”并非一个纯粹性的生态体系，而是蕴含着多种复

杂性语义的政治图谋，它究竟是否算得上是一种马

克思主义还悬而未决，更遑论能指望它见重于时代

并开辟未来了。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

袁勇在《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撰文指出，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是维护我国法制和政令统一

的重要机制。然而，人们尚未分清该审查的准确对

象，更未厘定界分对象必需的基础理论。根据规范

概念论与言语行为论，该类审查的准确对象并非规

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而是由语义和语力结合成的语

用学规范的合法性。语用维度内的规范合法性审查

对象是被审查文件内语义学规范的合法性，以及生

成被审查文件效力的制规行为要件的合法性。前

者包含规范的适用条件、规范模式及规范内容的合

法性，后者包括制规主体资格、制规意图表示、制规

实体行为前件及制规程序的合法性。因制规行为

的合法性单向决定制规结果的合法性，法院等审查

机关应当既审查文件内语义学规范的合法性又审

查制规行为各要件的合法性，否则将得不出完整的

审查结论。

区块链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胡光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

年第4期撰文指出，作为前沿科技的代表，区块链技

术的价值逐步凸显。面对竞争激烈、快速增长的市

场，如何获得知识产权，以便应对未来该领域的激烈

竞争对于如软件开发人员、公司等市场主体等利益

相关者来说至关重要。在既有的知识产权法架构

内，通过使用专利、版权、商标等方法对该创新技术

进行保护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例如软件的可专利

性、程序或数据库版权独创性判定、商标构成要素的

描述等。只有在深入了解所涉规范性判定标准的基

础上，根据既有判例、实务经验和技巧才能在一定程

度上确保保护目的的达成。

新型人格财产权确立及制度构造

郭少飞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期撰文指出，在主体客体化趋势之下，人格财

产化向各种人格要素拓展深化，人格财产利益类型、

价值剧增，对其保护的权利制度需求愈发强烈，而现

有理论学说及制度供给有所不备，应创立新型人格

财产权。人格财产权独立于保护精神利益的人格

权，分为具体人格财产权与一般人格财产权。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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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特定人格要素财产利益，后者针对具体人格要

素以外、归属于抽象人格之人格财产利益，二者共同

构成人格财产权利体系。人格财产权主体以自然人

为主，也包括部分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客体系姓名、

肖像等标表型人格要素，隐私、名誉、荣誉等精神型

人格要素，个人信息，有限度之身体等；在权限上，可

自由处分，能转让，得许可，可继承，但受限于人格

权、公序良俗及言论自由。

临空经济对区域发展的重构效应

汤凯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撰文

指出，发展临空经济是基于中国现阶段要素禀赋结

构的必然选择，能推动区域产业与技术升级，并通过

连通全球的航空运输网络压缩区域间时空距离、重

塑区域对外开放新格局，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基于

中国35个枢纽机场及其所在空港城市的实证分析

发现：临空经济能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促

进区域服务业发展，但对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

用并不显著；能通过缩短全国空港城市间时空距离

产生空间重构效应，效应大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正相关。故各区域应强化临空经济战略地位，协调

临空经济区空间分布，机场布局更多向中西部倾斜，

并因地制宜地构建临空产业体系，推动“港—产—城

—域”四位一体发展。

环境不确定性与新创企业产品创新战略

陈彪，卢珊在《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撰

文指出，按照新创企业的特点和环境决定论的观点，

可以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

定性。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均会积极影响

新创企业产品的创新战略；不良竞争对市场不确定

性与新创企业产品创新战略都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但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企业年龄

对市场不确定性与新创企业产品创新战略具有正向

调节作用，对技术不确定性的负向作用不显著。因

此，完善制度以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是促进新

创企业采取产品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我国应该进

一步改善企业的创业环境，为新创企业营造良好的

成长环境。

P2P平台下农村供应链融资的风险控制策略

刘超，朱高宏，康艳青在《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

年第5期撰文指出，农村供应链融资是P2P平台服

务农村金融的新型模式，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借

款农户、核心企业与P2P平台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发现：融资主体间的行为策略彼此相互影响，任何一

方行为决策同时受到其他两方制约；控制融资额度、

降低违约获取的超额收益能够有效降低融资风险；

融资审核、监管成本对于核心企业与P2P平台的策

略选择具有较大影响；违约成本、正向激励机制及完

善的信息披露机制能够有效制约融资不良行为发

生。基于此，第一，加强对项目的审核，控制融资额

度，降低借款农户违约获取的超额收益。第二，注重

前馈控制和正向激励机制，加强对核心企业的审核

管控，提升核心企业监督的主动性。第三，建立完善

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大违约成本及处罚力度。第四，

通过新兴技术使用及业务模式创新，降低审核及监

管成本。

小农户社会网络对农业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

刘依杭在《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撰文指

出，完善小农户与农业企业利益联结是顺应乡村振

兴战略和寻找新动能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加快转

变农业农村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

政策创新。小农户社会网络是影响农业企业经营能

力的重要因素。网络规模、网络强度、网络互惠度对

农业企业经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网络强

度的影响最大，网络规模的影响次之，网络互惠度的

影响最小。在小农户对农业企业经营能力的提升与

优化中应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在小农户与农业企

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应注重构建小农户

与农业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以利益联结为导向

推进农业企业获取更多资源，以提升农业企业的经

营能力；二是农业企业不仅要关注自身资源的积累，

还应关注对小农户的有效带动，以此增进双方的互

信程度，促进小农户与农业企业利益的高效转化，从

而促进农业企业经营能力的优化；三是建立小农户

与农业企业稳定的合作关系，激发农业企业与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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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分工协作、优势

互补、互惠共赢、风险共担的新格局，促进小农户和

农业企业有机衔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哲学“技术理论”

问题的生成及论域

张务农在《电化教育研究》2019年第5期撰文指

出，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技术对教学的扰动作为一个教育哲学研究问题日益

凸显，而原有的教育哲学框架已经很难容纳新的内

容，因此，有必要构建教育哲学的“技术论”。传统哲

学的“偏见”和教育哲学对“技术人”的排斥，是“技术

论”没有成为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的主要原因；技术哲

学进展证成的技术观、人性论，以及教学实践领域的

变革、教育哲学本身的功用为教育哲学技术论的构

建提供了理论辩护；考虑到教学过程的基本构成以

及技术智能化对这些方面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影响，

教育哲学技术论包括“技术与主体”“技术与知识”

“技术与实践”“技术与价值”四方面的论域。

立人·立德·立国：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张宝明，李帅在《中州学刊》2019年第4期撰文

指出，以“新人”为突破口，通过“新道德”的换血，从

而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乃是五四先驱的一个基本

逻辑构成。将“心身薄弱”的“纨绔子弟”改造成“心

身两全”的“朴茂青年”也就成了五四先驱最初追求的

“立人”目标。所谓“心身两全”，就是德、智、体的全面

发展。但当《新青年》“主撰”意识到“伦理的觉悟，为

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后，“德育”便作为不二的

启蒙法门被给予了超负荷的重托。至此，五四先驱的

“立人”目标已由原先的“心身两全”变成了“以德为

主”。要“立国”，须先“立人”，而“立人”的路径则是

“立德”。他们的这种以“新道德”的换血来造就新国

民、新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治国之道”可谓

如出一辙，其中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中国礼的教化传播思想及当代价值

张兵娟，刘佳静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9年第3期撰文指出，礼教是关于“礼”的意

义传递、思想交流、情感互动的行为规范。礼的教化

不仅包含教育观念、政治观念、文化观念，也体现出

“传播的仪式观”。礼教传播是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

规则的建构和实践。教化传播始终强调以“仁”“礼”

为本，通过人生之礼、祭祀之礼、生活之礼等传播仪

式和形式，意图从个体的自身修养做起，最终达至个

体德性与社会道德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国礼教传播

的当代意义：一是强化伦理道德的“德化”塑造，二是

注重人性情感的教化培育，三是追求“知行合一”的

践行精神。对于礼教思想，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解读、阐释礼文化中优秀的德育内涵，结合时代

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构建现代道

德教育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与新文学时代的建构

李敏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3期撰文指出，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终结

和被“理想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90年代

成为需要重新被定义的新的文学时代。90年代的

文学期刊积极参与了对这一新文学时代的建构：首

先，通过策划“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联网四

重奏”等栏目，集结了新的作家队伍；其次，通过对

“新生代”作家的命名和阐释，发现了90年代文学的

“质的内涵”；再次，通过策划“文体实验室”“凸凹文

本”等栏目，试图在90年代生产出一种新的文体。

无论是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倾向还是文学期刊直接针

对文体的策划，都是对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观念

的再生产。就此而言，90年代文学期刊在建构一个

新文学时代的同时，也完成了对90年代的“纯文学”

观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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