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高质量发展”研究生学术论坛获奖名单

一等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1 刘志辰 山西大学

学习立党：1949 年前后学习委员会的组织与

动员——以太行太岳根据地学习“社会发展

史”运动为例

2 刘雨婷 厦门大学
“被整饰的情感”：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主

体性困境与复归

3 冷明慧 南开大学 身体过程视角下高校思政课入脑入心研究

4 陆春霖 中国人民大学
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成逻辑——基于

马克思对赫斯自然观念的批判

5 徐贝琳 陕西师范大学
全过程人民民主助推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

实践逻辑

二等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1 钊亚楠 陕西师范大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

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当代启示

2 姜雪婷 长安大学
20 世纪 40 年代陕甘宁边区食盐运输合作事

业研究——以南区合作社运输队为个案

3 严雯瀚 北京师范大学
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透视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生成及其超越性

4 褚星波 西北工业大学 以数字化视野提升文化生产力实效



5 毛嘉琪 新疆大学
信息茧房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风险

挑战及其规制路径

6 陈在天 中国石油大学
视觉修辞视域下香港国家认同的多模态话

语建构

7 袁欢 华中师范大学
数字社会主义的出场逻辑、内在机理及其现

实审思

8 莫然 中国人民大学
时间商品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控制社会危机

探析

9 贾如 首都师范大学
以大食物观保障粮食安全：互动机理、逻辑

溯源与时代意义

10 曹晓峰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第二个结合”的“时空辩证法”

三等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1 王科淳 北京大学

“中共创建时期国共两党对阶级斗争理论的

认知状况研究——以《星期评论》和《共产

党》为主要对象的考察”

2 李彧沛 西南大学
团结与塑造：西南地区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研

究（1950-1953）

3
魏海蓝、

程曦
长安大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先

行探索与经验启示

4 王瑜 中山大学 数字商品价值的时间审思

5 陈少阳 长安大学 数字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审视

6 阿艺萨 天津大学
从“明体达用”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7 孙华丽 西南大学
数字思政中“虚假性在场“的批驳与“真实

性在场”的复归



8 严娟娟 兰州财经大学
习近平语言艺术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

系的探赜

9 刘丹丹 长安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青年社会思潮认识及

引领研究

10 张禧瑞 中山大学

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 I中马

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以

“类本质”概念为切入点

11 胡运海 复旦大学 马克思时间观的三重叙事及其当代意义

12 李晓丽 长安大学
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理论特征、现实根

基及实践路径

13 杨浩 厦门大学
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作用机理、

逻辑遵循与实践路径

14 李晓慧 首都师范大学
理论•历史•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

天下的四维阐释

15
李佳佳、

孙兴毅
长安大学

论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的先行探索及当

代启示

优秀奖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1 杨文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的百年历程、内

在逻辑与当代启示

2 王晓佳 北京师范大学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的历史考察

3 杨帅 四川大学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情感意蕴

4 石一琨 复旦大学
理念张力：革命型政党自主性的建构——

来自中国革命的经验

5 金平章 东北师范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华侨统一战线研

究

6 薛淑婷 中国人民大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的历史考

察

7 郑阳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与动员：百年“五四”纪念中青年形

象的建构



8 贾辰庚 南开大学
中央苏区文艺活动中的情感动员——一种集

体仪式视角下的微观分析

9
陈嘉祥、

杨娜
海南大学

新中国早期中国共产党海防话语的嬗变

——基于《人民日报》（1949-1976）的计

量分析

10 梁冰琦
中共陕西省委党

校

历史·现实·未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

设的三维探索

11 史超月 青岛科技大学
英雄与模范：全面抗战时期《大众日报》

对妇女形象的塑造

12 李嘉艺 陕西师范大学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

13 周杭 天津师范大学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女性觉醒——以晋

察冀边区妇女自卫队为例的考察

14 王之富 东北师范大学
李大钊对中华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早期探

索

15 申佳伟 中国人民大学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调整宣传话语中对陈云经

济思想的征引与拣择

16 张杰、胡凤 安徽大学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塑造

——以周恩来的传播活动为中心

17
胡淞、

张子涵
延安大学

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业化建设的

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18 李维阳 长安大学 陕甘宁时期识字组研究概述

19 边建功 内蒙古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逻辑关联

20 李涛 郑州大学 “新质生产力”概念建构的三重逻辑

21 司雨 河海大学
“物质利益”宰制下的人林关系透视及其

现实启示

22

Susi

Andriani

Simanjunt

ak

长安大学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maculture Design Concept

and Karl Marx's Theories of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Pedagogy for Primary

Schools in Indonesia

23 程洪宇 北京工业大学
从“神”到“人”：经典人工智能与人的本

质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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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张淑雅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视域下的数字全球化

25 陆薏 华侨大学
《资本论》中价值形式分析的争论及其回

应

26 刘嘉悦 武汉理工大学
技术发展的工具理性反思——人工智能与

人类关系的理性制衡

27 宋学慧 长安大学 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28 叶清娜 江西理工大学
内涵·缘起·实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

证逻辑

29 吴诗洁 吉林大学
点·线·面·体：数字时代下新质生产力

的四维研究进路

30 苏建鑫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价值·实践：文化自信视域下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维探析

31 陈晓梅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32 张玲 长安大学
破解数字困境：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路

径探析

33 孙快 西北师范大学
劳动正义语境下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

34 罗高佳 长安大学
数字人才培养赋能新质生产力：内涵、源

泉与支撑

35 潘莹莹 西北工业大学
文化记忆与红色工业文化传承：意义的生

成、建构与延续

36 付尧尧 兰州大学
问题·内涵·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效能考

辨

37 何琳颖 天津师范大学
邓小平关于青年社会责任教育论述的核心

要义与当代启示

38 陈茂演 华中师范大学
集体记忆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困

境和优化路径

39 李雪莹 长安大学
大数据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

策略探析

40 高玥铭 武汉大学
祛魅与超越：马克思对“何以解放”问题

的思考

41 常鑫雨 青海大学

正义之舟与富裕之岸：马克思分配正义思

想对构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启迪——基于

《哥达纲领批判》



42 赵鑫蕊 黑龙江大学
列宁“不平衡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纪念列宁逝世 100 周年

43 袁慧芳 上海财经大学
数字化交往：数字化时代人类交往的路径

重构与思考

44 韩记康 中共中央党校
人的三重解放——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的研究分析

45 朱亚平 合肥工业大学
数字拜物教意识形态的作用逻辑及其扬弃

理路

46 张晨晨 安徽大学
摩尔根《古代社会》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

的影响

47 唐一冉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其对当代

的启示

48 权坦汀 大理大学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中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理论品格

及当代启示

49 孙语辰 陕西师范大学
以中国式现代化扬弃“物的依赖”的必然

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50 陈波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绿色技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

路径探究

51 孙盈 长安大学
《矛盾论》在“两个结合”中的重要贡献

和时代价值

52 孙述筠 长安大学
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

阶段性理论

53 杜文鹏 贵阳学院
马克思劳动异化视域下“45 度躺平青年”

现象的探析

54 姜川 东南大学 论犹太人问题…问题批判差异为视角

55 李钺 中山大学
从“原罪”到“食人资本主义“——论“原

始积累”理论的时空拓展

56 单浩哲 长安大学
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形成过程、理论实

质及当代价值

57 简靓钰 长安大学
论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基于对《德

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思考

58 高颖 长安大学 从“三重批判”到“人的解放”

59 廖卓 长安大学 从唯心到唯物：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研究



60 刘梓林 长安大学 青年马克思哲学主体思想的发展转变研究

61
朱荣、

徐鸣威

山东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文化底蕴的生成逻辑与

时代要求——基于“第二个结合”视域的

研究

62 李婉茹 浙江大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系统哲学意蕴

63 吴文慧 中央财经大学
新时代提升党的自我革命形象的价值意蕴

与推进路径

64 易开发 华南理工大学
“六个必须坚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实践遵循

65 郑惠心 中山大学
“两个结合”视域下习近平“天下观”的

生成逻辑

66 代文姣 首都师范大学
演进、要素、启示：毛泽东现代化动力思

想探赜

67 张雄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球文明倡议的生发

理路、鲜明特征与时代价值

68 孙继曈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内涵的五维论

析

69 邹志豪 安徽大学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逻辑关联、关

键要点与价值意蕴

70 陈奕瑾 河海大学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

的实践形态与优化路径

71 赵飞燕 北京化工大学
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现实

挑战与实践路径

72 岳静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女生育意愿转变与提

振探究

73 陈婧 兰州大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前提、思想

特质与遵循向度

74 孙乐 中国矿业大学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

想论析

75 赵诗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实践定位



76 潘俊杰 华东师范大学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化主体性”

的建构

77
董晓娟、

曾立
国防科技大学

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理与路

径选择

78 李延泽 南京理工大学
从“五年规划”看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源与

流

79 刘子航 陕西师范大学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党章逻

辑

80 黄萌 长安大学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推进“第二个结合”

的时代意义和实践要求

81 江祎瑶 长安大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阐释

82 王文 长安大学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现代转化的动力与路径

83 王淑鹤 长安大学
中国传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创新阐

释与实践路径

84 张翔宇 长安大学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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