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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武同志简历

  山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王忠武，山东省德州市人，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兼

山东省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济南市民盟顾问等。主要从事发

展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研究。迄今已出版著作10

余部（含合著），在学术期刊上正式发表论文逾2 0 0篇，其中有6 0余篇

发表在国家重点核心期刊（CSSCI）上（累计），先后承担国家和省市各

类研究课题10余项。所发表的论文已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其中已有5 0

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哲学动态》、《光明日

报》、《中华读书报》、《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社会科学报》、《文摘报》、《中国人民大

学复印报刊资料》等重要报刊转载，2 0余篇被评定为优秀成果，不少论文被有关学者在其论著中

所参考引用，总引用次数累计已超过7 0次。 

  发表的主要论文： 1、科学和谐与社会和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

试论经济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同经济学的基本关系，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

3期。 3、科学和谐与文明和谐，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4、和谐社会的基本特

征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方略，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2期。 5、科学发展观与现代化目

标选择，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6、消费和谐与社会和谐，载《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

第1期。 7、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科学发展，载中国社科院主办《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年第2

期。 8、科学发展观的道德辨证，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 9、科学发展观与科技战略创

新，载《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1期。 10、功能认识与条件建设：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举

措，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11、 消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6

期。 12、关于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考，载《系统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3、论

科学发展观的结构与功能，载《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4、社会科学与时俱进的社会功

能与支持条件，载《光明日报》2004年3月8日。 15、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载《齐鲁学刊》

2004年第5期。 16、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可持续发展，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7、社会科学价值论，载《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05

年1期、《新华文摘》2004年24期、《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2日、《新华日报》2005年2月20

日转载。 18、入世后山东省贫富分化问题研究，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社会

学文摘》2003年3期转载。 19、七种困惑的人格类型，载《社会》2003年第1期，《社会学文

摘》2003年3期转载。 20、论加快科技进步的价值学方法，载《科技管理研究》2003年4期，人

大复印资料《科技管理》2003年10期转载。 21、山东精神与山东发展，载《山东科技大学学

报》2003年第3期。 22、与时俱进与中国现代化，载《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23、试析

社会危机的类型与成因，载《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4、“李约瑟难题”延展——析中

国没有产生近代社会科学的原因，载《东南学术》2003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2

期、《新华文摘》2004年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4年2期、《社会科学报》2004年1

月8日转载。 25、网络文化与社会发展，载《烟台师院学报》2002年第1期，社会学文摘》2002

年4期转载。 26、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特征及其社会化塑造机制，载《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

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3期、《社会学文摘》2002年4期转载。 27、人的全面发

展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社

会主义论丛》2002年12期转载。 28、社会结构转型与国民人格塑造，载《文史哲》2002年第5

期，《社会学文摘》2003年2期转载。 29、科学消费与人的全面发展，载《东岳论丛》2002年第

6期，《光明日报》2002年12月31日、《山西日报》2003年1月16日、《汕头日报》2003年1月6

日转载。 30、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评价标准与建立方法，载《郑州轻工学院学报》



2002年第6期。 31、市场经济与中国现代化，载《理论学刊》2001年第1期。 32、论社会发展模

式，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社会学文摘》2002年1期转载。 33、政治与经济协调发展

的基本内涵及其运作方式，载《青海社会科学》20001年第1期。 34、大众文化与社会发展，载

《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2001年3期转载。 35、知识经济形态与生活方式转型，载《齐鲁学刊》2001年第2期，《社会学

文摘》2001年4期转载。 36、论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系统统一性，载《系统科学学报》

2001年第1期。 37、论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其人文控制，载《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

1期，《文摘报》2001年3月4日转载。 38、论人文科学的科学属性，载中国社科院主办《社会科

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1期，《文摘报》2001年6月3日转载。 39、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及其表现

形式，载《东方论坛》2001年第1期。 40、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基本关系及其系统划分，载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4期。 41、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应有的角色意识，载《自然辩证

法通讯》2001年第1期。 42、社会结构转型与政府行为创新，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1

期，《社会学文摘》2001年2期转载。 43、企业行为归因论，载《石油大学学报》2001年第2

期。 44、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体系，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 45、论民

主政治的社会功能及其建设方略，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46、政治—经济互动

机制论，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4期。 47、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关系，载中国社科院

科主办《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0年第1期，《文摘报》2000年6月11日转载。 48、知识经济

时代与大科学战略选择，载《天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49、成功企业家的人格特征及其社

会化塑造机制，载《经济纵横》200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企业管理》2000年4期转载。 

50、论当代环境道德建设的方法论原则，载《福建论坛》2000年第2期。 51、论可持续发展的人

文本质与人文对策，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0年11期、《文摘报》

2000年9月17日、《社会学文摘》2001年1期转载。 52、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形态特征，载《内

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53、对当代科学文化特征的系统分析，载《科学管理研究》1999

年第4期。 54、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载《科学学研究》1999年第

3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1999年4期转载。 55、社会科学：另一种决定力量，载

《社会科学》1999年第9期，《新华文摘》2000年2期转载。 56、当前消费存在什么问题，载

《中国改革》2000年第6期。 57、 对制约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因素的社会学分析，载《社会科学

研究》199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0年1期转载。 58、环境道德建设与城市可

持续发展，载《城市开发》1999年第11期。 59、论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及其控制，

载《东岳论丛》199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5期转载。 60、现代人类精神

文明的系统特征及其系统发展方法，载《系统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精神文

明建设》1999年9期转载。 61、知识经济与唯物史观，载《社会科学报》1999年4月8日。 62、

论知识经济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效能，载《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精神

文明建设》1999年4期转载。 63、论建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载《山东师

大学报》1998年6期，人大复印资料《精神文明建设》1999年2期转载。 64、解放思想新论， 载

《学术交流》1998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5期转载。 65、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关系的当代特征，载《实践》1998年2期。 66、论科学生态平衡，载《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

第3期，《新华文摘》1997年12期、《社科信息》1997年9期转载。 67、生态哲学建构与哲学生

态平衡，载《系统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7年12期、《文摘报》1997年10月

19日转载。 68、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法问题的思考，载《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人

大复印资料《精神文明建设》1997年9期、《文摘报》1997年9月21日转载。 69、谈谈教育系统

的生态平衡问题，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70、论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

化趋势，载《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1996年2期、《文

摘报》1996年3月28日、《社科信息》1996年5期转载。 71、人力资源开发与企业制度创新，载

《新疆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72、试论制度创新的结构与功能，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

第5期。 73、社会主义本质论纲，载《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

研究》1996年5期转载。 74、论发展社会科学的系统论方法，载《系统科学学报》1995年第1

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1995年2期、《新华文摘》1995年4期转载。 75、制度规范

的形成机制及其创新途径，载《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76、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载

《中国社会报》1995年2月18日。 77、论推进改革的系统论方法，载《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

2期，《哲学动态》1995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5年6期转载。 

78、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载《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79、制度创新论纲，载《文史



哲》1995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6期、《社科信息》1995年10期和12期连

续转载。 80、关于哲学对科技影响的一项实证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人大复

印资料《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4年4期转载。 81、实践

活动的质量与人的能力的发展，载《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

1995年1期转载。 82、刍议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载上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83、论

社会科学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载《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

论》1994年2期转载。 84、论加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方法论原则，载《牡丹江师范学院学

报》199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3年6期转载。 85、主体活动与主体能力，载

《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3年4期转载。 86、认识系统

论，载《系统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 87、论机构改革的方法论原则，载《社会主义研究》

1993年第4期。 88、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探析，载《经济问题》1993年第11期，

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1994年1期转载。 89、社会主义公平论纲，载《石油大学学报》1993

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4期转载。 90、认识效率论，载《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1992年第1期。 91、科学精神与社会进步，载上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92、论科

技意识，载《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科技进步与管理》1992年7期转载。 

93、发展科学技术新论，载《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2年8期转载。 

94、科技意识的形成机制与培养途径，载《理论与现代化》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科技

进步与管理》1992年8期转载。 95、社会主义公平与社会主义改革，载《理论研究》1991年第1

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91年8期转载。 96、论知识与能力的基本

关系，载《学术交流》1990年5期，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1991年3期转载。 97、主体结构与

主体能力，载《社会科学家》1990年第5期。 98、试论社会主义竞争机制的基本特征，载《社会

主义研究》199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90年5期转载。 

99、科技进步对人的价值的拓展，载《东岳论丛》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科技进步与管

理》1989年3期转载。 100、论生产力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载《生产力研究》1989年第2期。 

  出版著作情况： 1、《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法论》（独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山东》（合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牢固树立和

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合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济南市城市综合竞争力分

析》（合著），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 5、《乡镇企业改制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合著），山东

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论》（合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知识经济与科技人才》（合著），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 8、《文明市民读本》（合著），济

南出版社1997年版。 9、《社会科学方法导论》（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

《观念更新论》（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主要获奖成果： 1、《主体活动与

主体能力》获1994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论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

体化趋势》获1997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3、《论建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的运行机制》获1999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4、《知识经济与科技人才》获

1998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5、《论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及其控制》

获2000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三等奖； 6、《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法论》获2002年度山东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7、《社会转型中的党政干部人格问题研究》获2004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 8、《论科学生态平衡》获1998年度山东省社会学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9、

《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法问题的思考》获1998年度获山东大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教委

优秀成果三等奖； 10、《解放思想新论》获1999年度山东大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1、《论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获2000年度山东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2、

《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关系》获2001年度山东省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3、《李约瑟难题延展—析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社会科学的原因》获2003年度山东省教育厅社科优

秀成果二等奖； 14、《社会科学价值论》获2005年度山东省社会学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

省教育厅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5、《社会主义本质论纲》荣获1996年度“济南市精神文明建

设精品工程奖”； 16、《制度创新论纲》荣获1997年度“济南市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 

  另有1 0余项成果获其他类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主管：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主办：山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技术支持： 鲁网    Email:sddyz@sddyz.com 

ICP：鲁ICP备0903395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