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名单公布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1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研究 韩庆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 《德意志意识形态》百年文献学研究 赵玉兰 中国人民大学

3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 刘敬东 清华大学

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 徐芹 南京师范大学

5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张盾 吉林大学

6 当代量子论与新科学哲学的兴起 高策 山西大学

7 知行哲学的新开展 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

8 人工智能及其创造力：心灵－认知哲学的视角 高新民 华中师范大学

9 严复哲学思想研究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10 中国藏族哲学通史 刘俊哲 西南民族大学

11 组合范畴语法的逻辑语义学研究 姚从军 湘潭大学

12 绿色发展绩效与美丽中国建设道路：经验与理论 刘耀彬 南昌大学

13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程霖 上海财经大学

14 劳动力结构变化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阳立高 长沙理工大学

15 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 杨子晖 上海财经大学

16 中国税收制度促进公平分配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李华 山东大学

17 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创新：基于城乡融合视角 李敬 重庆工商大学

18 卫星账户的核算理论与中国实践 蒋萍 东北财经大学

19 刑法的根基与信仰 刘艳红 中国政法大学

第 1 页，共 3 页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工作单位

20 身体秩序与法律规训——传统中国的“身体法治”面相 方潇 上海交通大学

21 法教义学的一般理论 雷磊 中国政法大学

22 《晋令》辑佚、考释与研究 李俊强 湘潭大学

23 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 郑大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

24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国角色研究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25 清代税收史 陈锋 武汉大学

26 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论稿 卜宪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

27 黄淮运与苏北水利系统（1600-1855) 王建革 复旦大学

28 元代江南镇戍体系研究 刘晓 南开大学

29 纪日序事：中古历日社会文化意义探研 赵贞 北京师范大学

30 近代中国南海疆域研究 郭渊 暨南大学

31 清代学额研究 梁志平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32 钦和若一：北魏丧葬与民族交融的考古研究 刘连香 中央民族大学

33 敦煌石窟丝路图像研究 沙武田 陕西师范大学

34 中国南方石窟窟前建筑的考古学研究 雷玉华 西南民族大学

35 《四库总目》子部辨证与学术批评研究 何宗美 西南大学

36 汉文佛教目录研究 冯国栋 浙江大学

37 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 傅其林 四川大学

38 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研究 黎国韬 中山大学

39 陕甘宁文艺通论 李继凯 陕西师范大学

40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 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

41 鲁迅文学：20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 汪卫东 苏州大学

42 文学阐释学的“中国范式”研究（1942-2022） 谷鹏飞 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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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学史 刘建军 上海交通大学

44 程朱理学与海东文学道文观念研究 李岩 中央民族大学

45 丝路梵华：出土文献所见中印文学交流研究 陈明 北京大学

46 日本古代汉文集《本朝文粹》校勘研究 于永梅 大连外国语大学

47 魏晋南北朝方言研究 汪启明 西南交通大学

48 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民族古籍汉字音研究 郑伟 华东师范大学

49 东南亚苗语志 余金枝 云南师范大学

50 传播修辞学 刘涛 暨南大学

51 数智环境下社会网络舆情管理 梁循 中国人民大学

52 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与校书研究 丁延峰 曲阜师范大学

53 自然资源管理学通论 曲福田 南京农业大学

54 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理论与实践 王林 上海交通大学

55 健全高水平开放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朱晶 南京农业大学

56 特殊儿童的语言发展 伍新春 北京师范大学

57 文化津梁——百年教科书与现代中国人 吴小鸥 宁波大学

58 匠心古制——中国古代的工匠制度与政治 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

59 心学视域下的晚明艺术思潮 张婷婷 上海大学

60 敦煌石窟乐舞图像研究 朱晓峰 敦煌研究院

61 宋代城市音乐文化研究 钱慧 南京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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