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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赵明义：“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及品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2期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马

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或本质，亦科学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四个基本品格：一、科学性与革命性

融为一体；二、客观事实与主观原则辩证统一；三、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发展性与基本立场、观点、

方法的稳定性相统一。王韶兴：“论党的先进性及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 [摘要]文章从党的阶级基础、理论指导、社

会基础、纲领目标和实践标准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党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徐艳玲：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到“三个代表要求”《中国社会发

展战略》2002年第1期 [摘要]文章从生产力、人民利益和实践品格三个方面论述了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一脉相承的关系。倪保志：“经

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3期  [摘要]文章中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影响和它们的

最终选择。倪保志：“从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年第2期 [摘要]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

问题，即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的主要思想和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王建民：“‘议行合一’政体论解析”《江汉论坛》2002

年第6期 [摘要]文章试图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体的学说提出自己的理解。文章在“议行分立”与“议行合一”两种

政体的比较中，分析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异同。文章认为，为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

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必须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实行制约；他们主张的巴黎公社式的“议行合一”的政体有其前提

条件，即消灭常备军和彻底废除官僚制；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为保障人民民主，无产阶级国家仍有建立某种制衡机制的必要。国

外社会主义研究崔桂田：“越共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探索”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1期 [摘要]文章主要论述

了越共对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认识和他们的探索实践。越共认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最根本

的就是要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本国本民族的具体问题，寻找符合时代

特征和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研究蒋锐：《东欧人民

民主道路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6月出版 [摘要]该书是作者承担的199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后初期东欧探索人

民民主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最终研究成果。全书共22万字。二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普遍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开始探索人民民主道路。

但是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或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方面，人们往往对这段历史一带而过，甚至完全忽略了它。事实上，

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关于人民民主道路的探索，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对其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也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非常值得认真地研究和总结。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作者试图通过本课题和本书对东欧共产党探索人民民主道路的历史经

验做一总结和评价，以期弥补国内学术界在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东欧人民民主道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其理

论价值不容忽视。东欧各党的这种探索为我们理解后来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连串动荡与危机，甚至为

我们理解东欧剧变提供了一条有益的线索。今天，当我们在考察剧变后东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走向时，除了考虑到特定的时代背景

之外，仍可从东欧对人民民主道路的探索中获得某种启迪。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

作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1期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列宁在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他写作《论合作社》一文期间，关

于在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着重阐述了列宁在从《论粮食税》到

《论合作社》期间关于这一道路的探索及其成果。文章认为，由于“直接过渡”思想和政策在实践中的失败，列宁和俄共（布）不得不采



取一种通过新经济政策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间接途径。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国内外形势的变

化，列宁又进而开始探索如何引导农民通过合作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问题。王韶兴：《中俄关系的过去和未来》（俄文），《新的亚

非》2002年第1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马凤书：“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2期。【摘

要】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除了中俄两国的内在需要外，美国的国际战略及其对俄、对华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因素对

中俄关系的性质、范围、层次、作用和未来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以往来看，美国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目前，美国的

对俄、对华政策再次面临调整，受其影响，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势有四种可能。其他杨鲁慧：“东北亚经济合作新态势与中国经济国际化”

《当代亚太》2002年第2期 [摘要]文章中分析了东北亚经济合作逐步从务虚到务实的过程，认为中国应抓住这种新态势，向纵深发展国际

化的经济，这也是地缘战略与经济互动的关键，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倪保志：“ 影响和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主要因素” 《山东

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摘要]文章认为“多极化”作为现实格局并未形成，但作为发展趋势不可逆转，推动多极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刘玉安：《全球化、区域化与国家主义》，《文史哲》2002年第1期傅永军：《现代性重建与后现代主义批判——哈贝马斯对后现代的回

应》，《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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