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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研究》是居继清主持的黄冈师范学院教材建设基金项目&ldquo;哲学社会
科学前沿问题研究&rdquo;的研究成果。
全书共分十六章，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研究综述；现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概况及若干
前沿问题简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几个问题的评析与思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前沿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回顾和展望；法律移植、本土资源与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法》若干前沿问题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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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充满理性和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文本及解读范式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全球化参考文献第二章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研究综述一、我国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研
究历程二、对目前研究的总体评价三、人的解放理论研究展望参考文献第三章 对中国古代哲学精神特
征与佛学影响的评述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二、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神特征三、佛教与中国哲学
及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参考文献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mdash;&mdash;一个西方哲学研究的热点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趋热的多重原因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趋热的基本概况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
究趋热的重要意义参考文献第五章 现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概况及若干前沿问题简介一、现当代西方
心灵哲学研究概况二、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参考文献第六章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几个问题的评析与思考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与内容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主要特征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
方法论意义参考文献第七章 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研究评述一、中央为何提出科学发展观二、关于科学
发展观的重要意义三、关于发展观经历的发展阶段四、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五、关于如何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参考文献第八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一、有关和谐社会的不同的观点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般特征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性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参考
文献第九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一、关于价值体系的概念梳理二、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价值观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研究现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结构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中需要着重把握的基本点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建设参考文献第十章 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回顾和展望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概念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史概要三、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建设研究综述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国际形
势与我国外交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述评一、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二、权力、&ldquo;极&rdquo;
与国际权势格局三、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逻辑四、&ldquo;和谐世界&rdquo;理念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的学理建构参考文献第十二章 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一、公民社会的概念解读二、中国公
民社会的兴起及特点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四、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参考文
献第十三章 法律移植、本土资源与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选择一、法律移植及其困境二、法治建设与本
土资源三、&ldquo;法律移植论&rdquo;与&ldquo;本土资源论&rdquo;之争的深层思考参考文献第十四章
我国民法典制定中的热点问题述评一、关于民法典起草二、关于人格权法的立法体例三、关于债法总
则的设立及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四、关于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模式参考文献第十五章 我国《物
权法》热点与焦点问题透视一、关于我国物权立法是否违宪的问题：合宪抑或违宪二、关于我国物权
立法的性质问题：物权法抑或财产法三、关于我国物权立法的所有权划分问题：身份立法抑或行为立
法四、关于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问题：具体抑或抽象五、关于我国《物权法》是否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抄袭抑或创新参考文献第十六章 我国《刑事诉讼法》若干前沿问题述论一、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刑
事诉讼构造二、我国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ldquo;沉默权&rdquo;三、我国是否需要引进&ldquo;辩诉交
易&rdquo;制度四、刑事公诉案件中是否可以实行&ldquo;和解&rdquo;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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