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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11):101-113.

[32]董藩,于泽.公租房退出激励的政策设计——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11):114-125.

[33]孙婧芳．以分类促进社会救助的机会公平：中国农村的经验[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12)：

79-91.

[34]彭菊花，罗金.1993—2023 年国内消费主义思潮研究现状、热点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分

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12)：92-103.

五、法学（23 篇）
[1]黄东东,向玲.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规则的司法适用——以 112 份司法案例分析为基础[J].重庆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01):144-154.

[2]王红建,袁天威.城镇规划区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难题与现实障碍之消解[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2023,37(01):133-143.

[3]郝海青,朱甜.气候变化诉讼语境下中国能源企业环境责任探究——以“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案”为切入点[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02):137-146.

[4]吴永刚,张亚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摒弃“单面人”走向“全面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2023,37(02):41-47.

[5]秦俭,曹明霞,陶宇涵.网络存储空间服务商合理注意义务研究——以网盘存储服务商为分析对象[J].重庆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02):147-154.

[6]娄必县,崔明莉.智慧法院视野下全流程无纸化办案的反思与完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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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傅攀峰.“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要件认定及解释新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03):141-151.

[8]姜春成.智能网联汽车的刑事风险与应对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03):163-172.

[9]曹振.论我国直接税体系构造的缺漏与补正[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0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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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23,37(01):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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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23,37(02):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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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23,37(03):16-25.

[7]孙德魁.新时代语境下卢作孚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价值及传承路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3):26-35.

[8]代砚春,孙美玲.历史、理论与实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逻辑进路[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4):37-44.

[9]经理,刘婷婷.中国共产党治理通货膨胀问题的基本经验及其当代启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4):45-56.

[10]鲁芯玮 ,丁威.共享发展视域下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走向[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4):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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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鑫鑫.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对外开放论述的三重维度[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0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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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2023,37(08):30-38.

[18]陈新宇.元宇宙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逻辑、内在结构与主体功能[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8):22-29.

[19]汪长明.科学家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资源及践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9):13-23.

[20] 邹 霞 , 邓 春 . 高 校 学 生 党 支 部 组 织 力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构 建 研 究 [J]. 重 庆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2023,37(09):24-32.

[21]谭莉莉,宋雪清.重庆“红岩先锋”变革型党组织建设的依据、主要内容及实践进路[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2023,37(10):9-18.

[22]费萍,杨祥银.新时代重庆“红岩先锋”变革型党组织的四重价值意蕴[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10):19-27.

[23]王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精神贫困的治理历程及治理经验[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10):28-38.

[24]吴宝晶,张晓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的实践生成、核心要义与价值意蕴[J].重庆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1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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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徐 茂 华 , 谢 嘉 滢 . 重 庆 红 岩 文 化 数 字 思 政 的 价 值 意 蕴 及 路 径 [J]. 重 庆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2023,37(11):26-34.

[27]苏百义，李凌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创新[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12)：7-17.

[28]张伟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问责制的实践逻辑及现实优化进路[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12)：18-25.

[29]邹新，韦勋．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逻辑及其世界意义[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12)：26-34.

七、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8 篇）
[1]李丹华,王晓云.全球电子政务发展趋势与中国数字政府领导力提升探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2):122-129.

[2]梁凤,胡磊,沈清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体育锻炼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2):130-136.

[3]张波.逻辑、框架、机制：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3):121-131.

[4]陈静,王泥力.家风亲情的现代承递：孝悌传承式养老的家庭构建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3):132-140.

[5]陈元刚,张丽媛.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需求及社会支持体系探析——基于重庆市主城区的调查[J].重庆理工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05):114-126.

[6]刘凤.新安全格局下公共安全治理边界的变迁及其对策——以城市社区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3,37(07):131-140.

[7]赵岩,闫玖玖,张天喜.城市社区居民获得感何以提升——基于 CLDS 2014 数据的发现[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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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2023,37(07):121-130.

八、其他（4 篇）
[1]何冰艳,向蓉,徐旭.肢体动作对隐喻动词短语理解的启动效应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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