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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征文启事 

 
2017 年 12 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是对过去 5 年经济工作经验的系统梳理，也是新时代统领经济发展的基本

遵循，也是当前和未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指南。为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复旦大学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紫光阁》杂志社拟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在厦门大学联合举办首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改革

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本次研讨会将邀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

杂志社等国家主流媒体参会。现将会议论文征集事宜通知如下： 

 

征文选题方向 

本次会议研讨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

以来的经验，并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 

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 

4. 中国“强起来”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 

5. 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果 

6.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历史趋势 

7.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与转换增长动力 

8 构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 

9.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0.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与政策 

11.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理论与实践 

1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3. 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理论与实践 

14. 党建在国企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与途径 

15. 坚持按劳分配、完善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与实践 

16. 精准扶贫政策与减贫脱贫的中国经验 

17. “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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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紫光阁》杂志社 

 

会议组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闪伟强，《紫光阁》杂志社（共同主席） 

周文，复旦大学（共同主席） 

洪永淼，厦门大学（共同主席） 

王艺明，厦门大学 

张兴祥，厦门大学 

赵建，厦门大学 

裴季壮，《紫光阁》杂志社 

 

投稿方式和会议时间、地点 

请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前将论文、论文内容摘要和作者简介的电子版发送至

wym@xmu.edu.cn，并在邮件标题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

会”。 

会议时间：2018年 3 月 31 日（周六）全天和 4 月 1 日（周日）上午 

会议地点：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联系方式 

联系人：白老师 

联系电话：0592-2180723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简介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渊源于 1921 年建校初期的商学部，是我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

的现代经济学教学科研重镇之一。1982 年经教育部批准，在中国大陆重点综合性大学中

率先成立经济学院。2005 年成立与国际接轨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2016 年设

立以打造国际一流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机构为主要目标的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根基和良好的基

础。上世纪 40 年代，《资本论》（三大卷）中文首译者王亚南、郭大力等著名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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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到校任教后，强调“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开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为主干的经济学课程体系，创建了全国独树一帜的厦大经济学派。新中国成立后，在王

亚南教授的带领下，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

部门经济展开研究，厦门大学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教学

与研究的重镇之一。 

进入新世纪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厦大经济学科加快学科建设的现代

化进程，大力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优势互补，在创新中形成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

学科体系。现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 3 个一级学科。此外，拥有教育部

首个文理交叉“计量经济学重点实验室”、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创新引智基地（“111”

计划）、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2011 计划”两岸经济一体化协同创新平

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等多个国家级教学科研平

台。2007 年，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双双获评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覆盖了经济

学门类所有学科，成为全国仅有的 3 所拥有这份殊荣的高校之一。2016 年 4 月，“最好

大学网”公布国内各高校在教育部学位中心公布的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排

名，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三个一级学科入围全国三甲，其中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排

名全国第 2，世界第 75；统计学排名全国第 3，世界第 66。2017 年，统计学科入选国家

“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简介 

复旦大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有着光荣的传统。该校

是最早成立中共党组织的高校之一。老校长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的翻译者。新中国成立后，该校重组了经济系，成立了哲学系，连同其他一些院系如马

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在真理标准问

题的讨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于 2006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是复旦大学整合理论研

究与教学资源、推进理论研究、构筑理论创新平台的重要举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挥

研究平台和创新基地的作用，以课题为纽带，联结人文社会科学各院系专家学者，凝练

研究方向，凝聚研究队伍，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为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

导地位，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供有力的学科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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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紫光阁》杂志简介 

洞察国际国内大势  解析最新方针政策 

交流党建理论经验  服务广大党员干部 

《紫光阁》杂志是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主管的时政类党刊，重点面向全国

各级党政机关发行。1993 年创刊以来,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宣传阐释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平均每期刊发 10 多篇省部长领导干部文章，开展政策解读、

形势分析，思想性、理论性、权威性、指导性不断提升，被誉为“党刊园地里的一面旗

帜”、机关干部案头必备工具书。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作出

重要批示，充分肯定《紫光阁》20 年来取得的成绩，对进一步办好杂志寄予殷切期望。 

目前，纸质刊物+网站及新媒体+品牌会议活动+党务干部培训，构成紫光阁杂志社

“三纸六媒体多平台”的融媒体传播格局。杂志社曾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中国最美期刊、“百强社科期刊”“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等荣誉，网站是 14

家全国理论传播重点网站之一，新媒体直接覆盖受众 9.2 亿人次，纸质版单期最高发行

量达 26.4 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