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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耦合协调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3):118-134.
[6]蔡起华,卢家帆.农村基础设施对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2024,38(03):104-117.
[7]章晓英,徐雅涵.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沿线 11省市
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3):82-91.
[8]廖萌 .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2024,38(05):74-86.
[9]耿小烬,唐霞.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现状、不足与对策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5):87-99.
[10]邱冬阳,甘珈蔚.基于基尼系数法的中国机构投资者抱团现象对股市波动的影
响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5):55-73.
[11]黄蔚.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研究[J].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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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7):119-134.
[12]钱力,程雅娴.劳动力流动赋能城乡融合：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基于安徽
省 6 县 1002 个 农 户 的 问 卷 调 查 [J]. 重 庆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2024,38(08):23-39.

七、能源与生态经济（共 8 篇）
[1]张维洁,王雪菲,谢冰冰,等.环境规制、数字技术与高耗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
—基 于 用能 权 交 易 试 点企 业 的 证 据 [J].重 庆 理工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2024,38(04):89-104.
[2]祝红飞,张协奎.人工智能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评估——基于全球 35个国家工业
机器人使用的实证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4):71-88.
[3]刘明晗,赵松慧,韦庄禹.企业 ESG表现如何影响绿色投资者进入?[J].重庆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4):43-58.
[4]赵国庆,李俊廷.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政府数据
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6):101-114.
[5]江三良,吴海强.新《环保法》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吗?——基于新《环保法》
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6):82-100.
[6]李国兰,刘田甜,陈静.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分析
师关注的中介效应[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10):88-102.
[7]杨力,郑煜雨,朱俊奇.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碳环境治理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
及驱动因素[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10):71-87.
[8]杨朝均,戴宝薇,张广欣,等.声誉损失、违约罚金与制造企业间低碳创新网络治
理：基于演化博弈模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10):57-70.

八、管理学（共 7 篇）
[1]李志,刘利.不合规任务对员工工作退缩行为的影响[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2024,38(01):106-117.
[2]伊辉勇,陈豪.网络密度、产学研知识距离对二元型创新绩效的影响[J].重庆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2):117-126.
[3]周学馨,刘美华.60岁以下成年女性心理压力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对策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2):106-116.
[4]乔秀花,袁辰辉,崔敏敏.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热点分析及未来展望——基于
CiteSpace 图 谱 的 可 视 化 分 析 [J]. 重 庆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2024,38(04):143-156.
[5]王攀娜,吴银玲,兰鹏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效应研究：综述与展望[J].重庆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4):157-166.
[6]高静,杨云皓.资源匮乏村何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基于新内生
发展理论的案例证据[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10):115-124.
[7]吴花平,冯薇薇,李林.基于RFM的聚类算法在零售市场客户细分研究[J].重庆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10):138-149.

九、高质量发展与财会审创新（共 11 篇）
[1]王海兵,张蓉莲.基于三重底线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体系构建[J].重庆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2):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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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黎明,陈桂利.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公共资源配置审计流程设计[J].重庆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2):88-95.
[3]吴花平,刘自豪.基于区块链加密技术的云会计数据安全探究[J].重庆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2):96-105.
[4]代应,李晓佳,宋寒,等.汽车制造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J].重
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4):59-70.
[5]王海兵,张思刚,陈思琪.企业ESG表现会影响审计延迟吗?——基于内部控制和
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5):126-137.
[6]李歆,胡梦娇,牟一楠.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研发投入[J].重庆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5):100-111.
[7]李学峰,唐洋,黄小龙.自然资源问责审计对水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J].重庆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5):112-125.
[8]欧理平,赵长琦,但莉萍.上市公司 ESG信息披露与审计延迟[J].重庆理工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2024,38(06):141-158.
[9]何建国,代倩,刘会芹,等.企业战略差异、经营风险与审计师决策[J].重庆理工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6):128-140.
[10]崔竹,牛艳芳.AI 驱动审计变革的理论框架和现实路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2024,38(10):103-114.
[11]苏春,余鹏,徐博韬.国有股权参股影响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吗?[J].重庆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11):104-126.

十、法学（共 14 篇）
[1]李阳阳.危害生物安全犯罪刑法立法的理念转型与规范调整[J].重庆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1):118-130.
[2]程炀,王利荣.扩大犯罪圈的立法逻辑与价值导向[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4,38(01):131-140.
[3]苏平,李信刚.网络小说版权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探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2024,38(03):135-148.
[4]段帷帷.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利益识别与法治保障[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2024,38(03):149-156.
[5]时诚 .个人信息泄露次生损害的赔偿责任 [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2024,38(05):138-151.
[6]张颂,何培育.论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优化——兼评我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相关条文[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5):152-162.
[7]梅传强 ,徐智鹏 .论数据违法的行刑界分 [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2024,38(07):135-145.
[8]贺洪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研究[J].重庆理工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7):146-156.
[9]李倩,李保芳.从技术中立到科技向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J].重庆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8):134-145.
[10]阮利.个人行踪信息的法律保护困境及优化路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4,38(08):146-160.
[11]付玉联.新时代生物安全风险闭环管控机制构建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2024,38(10):12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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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戴杕,葛媛媛,甘立宁.论平台准处罚权的司法审查：以涉“违规用户处理规则”
案件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11):127-138.
[13]周春光.虚假短视频摆拍的治理困境与法治因应——基于规范文本与实践案
例的实证考察[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11):153-164.
[14]赵智.人大主导立法的权力配置与制度完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2024,38(11):139-152.

十一、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共 1 篇）
[1]何仁伟,袁章洁,张传华.农村居家养老的需求、困境及对策——基于北京市生态
涵养区调研[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04):117-127.

十二、逻辑与科学方法论（共 2 篇）
[1]李章吕,潘易欣.斯多葛命题逻辑系统不完全性的新证明[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2024,38(10):160-166.
[2]杜国平．“许诺”的三值逻辑研究 [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2024,38(12):143-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