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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自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已授予博士学位24万余人。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的全国唯一负责全面收藏和整理我国学位论文的专门机构，20
多年来，已人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论文23万余种，收缴率在98％以上。
博士学位论文一般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内容专深，能够反映该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等特点，因
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备受读者关注的重要文献，世界各国的文献信息机构都极重视对博士
学位论文的收集与利用。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馆曾编纂出版了《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提要》（1981-1990，社会科学部分和自然
科学的理学部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达15万多人。
现在，每天都有许多读者来馆查阅博士论文资料，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编纂博士论文提要并逐年
出版。
这样，既可以较全面地反映我国实行学位制度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又可为后来博士论文的选题提
供参考，还可以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我们综合考虑了馆藏博士论文的情况和读者对检索该文献的迫切需要，决定按年出版《中国博士学位
论文提要》2005年以后各卷，并将完成1991一-2004年博士论文提要回溯本的编纂出版工作，以满足社
会的需要。
同时，希望通过这项工作的持续开展，深入开发利用我国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资源，及时传播博士研究
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促进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论文水平的提高。
国家图书馆馆长  詹福瑞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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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共收录2006年度人文与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论文提要近6000余篇，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
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
该书分类严谨，体例合理，内容详赅。
每篇论文提要包括论文题目、作者、指导教师、学位授予机构、学位授予年代、页数、提要正文和关
键词。
正文提要力求在较短的篇幅内概括出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揭示出文章的精神要义，反映出作
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
书后还附有《著者索引》和《关键词索引》。
而且，论文提要按顺序编排流水号，以便读者掌握某一专业在某一时期所发表的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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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代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瓦解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历史复杂性的观念　　生存矛盾与非理性主义转向　　从抽象个体到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对形而上
学的批判　　意识形态：建构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研究　　现代社会
制度构建的人性诉求　　把哲学变为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特点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人
道主义　　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作为自由和平等的正义：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研究　　毛泽东
政治文明思想初探　　对泰罗科学管理的哲学思考　　社会分层论　　对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再理解：
兼对实践本体论化的分析　　地位不一致与阶层结构变迁　　马尔库塞批判的理性与新感性思想研究
　　阿多诺新音乐哲学研究　　人类认识之翼：非理性及其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　　第二国际主流理
论家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道德的博弈：交易秩序的伦理分析　　西方大众传媒的全球化与我国的对
策研究　　《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马克思与蒲鲁东思想比较研究　　管理的人性本质　
　当代视野中的市民社会研究　　从“理性的颠倒”到“实践的颠倒”：马克思对黑格尔真理观的继
承和发展　　社会关系的逻辑：资本的时代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合理形态　　意识形态概念研究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当代社会矛盾问题研究　　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论环境伦理学
的人学基础　　以和谐看待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究　　现代性视域中的城市伦理研究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　　怀疑论研究　　可行能力：阿马蒂亚·
森经济伦理方法研究　　“柯尔施问题”及其解答　　现代性视野下农民主体性建构　　社会主体权
利制约国家公权力的法哲学思考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研究　　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基
本差别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创建　　论马克思“跨越”思想的发展观意义　　马
克思现代性政治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理论反思　　关于马克思生产概念
的存在论思考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社会资本　　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交往观初探　　中国转型时期公
共政策的社会排斥研究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现代化的价值目标选择　　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
向度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析　　法的信仰：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超越启蒙：马克思早期
哲学思想研究　　理解马克思：在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研究　　全球化背
景下的民族主义：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及其走向　　论完整的科学教育　
　他者之维：自我生成的实践论阐释　　桑德尔政治哲学研究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青年问题　　公
民社会组织与社会和谐发展　　论马克思的个人概念　　拉克劳、墨菲的政治和国家理论述评　　价
值中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个人与社群：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审视　　神学批判的终结与现实批判的开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耶稣传》研
究　　知识经济时代教育问题的哲学研究　　科技意识形态研究　　论“两种文化”矛盾与人文精神
的构建　　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再思考　　
论非主流文化　　文化符号与人的创造本性：早期符号理论比较研究　　反同一性逻辑的生成性存在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一书的文本学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解释学问题　⋯⋯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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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非理性因素是指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逻辑的思维方式以及主体心理结构上的本能
意识。
非理性因素在人类认识中既起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人类认识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是认识活动在时空上的巨大扩
展，另一方面是认识活动在选择性和建构性的基础上实现了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化。
而这些新特征是在理性认识和非理性认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正面而系统地论述过非理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
著作中，可以零星地见到他们对非理性的叙述。
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危机的困惑，而人类的
危机和困惑也需要靠培养人类自身的非理性因素，并运用非理性因素对人类的认识进行补偿和调整才
能得到正确地解决。
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观包涵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么样对待
马克思主义两个层面。
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传承者和权威解释者
。
他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时着重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体系，这种解读延续了恩格斯的
解读脉络。
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基本上停留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层面，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马克
思主义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更没有足够认识到其方法论意义。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研究很欠缺。
正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有许多缺陷，这些缺陷证明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
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不懂得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
这就妨碍了他们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
因此。
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就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愿望转变成教条主义倾向。
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生活在两个世纪之交，这时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能否将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科学回答时代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的实践课题，这是对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提出的重l大挑战。
唯有科学回答时代课题才能实现马克思主l义理论真正创新。
如暴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地提l示资本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理论，那么只要这个时代l的社会基本矛
盾没有彻底解决没有根本改变，马克思J主义就没有过时，就还是必须坚持的科学真理。
马克I思主义理论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当时代主题和特点发l性变化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原有的
统一性就会l被打破，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课l程就会被提出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发展与创新的l课题必然会被提出来。
作者认为总的说来，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在怎么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能够结合I时代特点与时代课
题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讨l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争鸣与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论文从伦理学的视角来诠释“博弈问题”所凸现的伦理价值难题
，在对博弈困境的理论叙述中，揭示交易秩序型构中道德原则的获得，并试图回答道德的博弈何以可
能的问题。
文章首先通过对囚徒困境的伦理反思，来引出所要讨论的问题。
在对囚徒困境境遇进行一般化理解的同时，揭示其存在的伦理难题。
进而指出造成困境的原因，以及从伦理的角度克服困境的理论努力。
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提出需要重新认识交易主体的动机和利益的关系问题，继而在对经济行为的解读
中，来审视经济行为与理性的关系，在对经济学的假设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强调自利并非实际经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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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唯一的理性，基于伦理相关的动机和考虑也是参与者经济行为的理性选择，而规范约束和审慎的多
元化利益的表达，成为实现道德的博弈的主体性条件。
同时，文章试图在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理论背景中，来阐释博弈中道德原则获得的问题。
从分析休谟“农夫的困境”开始，揭示休谟与斯密对伦理与交易秩序实现的关系的论点，特别强调其
“看不见的手”和基于同情的道德原则，对经济学和伦理学所造成的影响。
进而在理性选择与契约路径所作出的努力中，通过对正义原则的理论阐释，以及在对高塞尔与罗尔斯
的理论比较中，强调道德的博弈作为正义的领域。
以公平与正义原则替代同情原则的必要性。
要使道德的博弈成为可能，也需要从多维的视角来认识道德供给的问题。
基于这一认识，文章力图澄清交易主体在规范惩罚和道德激励的结构性作用下选择合作策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提要（全三册）>>

编辑推荐

《2006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提要:人文社会科学部分(套装上中下册)》由国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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