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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1 2023 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研究 202310203 哲学 罗岩松 202201160012 男 17770849471 终止

2 2023 福柯的“僭越”概念研究 202310204 哲学

代表性成果为发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论丛》上的论文——《文学的界限或潜在

的反抗——论福柯僭越概念的转变》。该成果以60年代福柯思想的文学相关内容为线索，

系统地说明了福柯思想中“僭越”概念的具体内涵。20世纪以来，福柯思想在国内的研究

热度高居不下，但是这些研究多集中于70年代福柯在话语、权力、知识等领域的探索，而

对60年代初期，福柯在文学领域的思想实践缺乏必要的关注。在这一理论前提下，福柯的

思想构成似乎天然就同边缘性领域发生关联，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福柯于60年代所

书写的一系列文学评论性质的文章，并非只是晦涩难懂的诗化写作，而是同福柯一生的理

论探索休戚相关的，起码可以作为关键的线索，厘清福柯权利话语理论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的思想准备。福柯作为二十世纪法国乃至世界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对其思想

的研究始终是理解和把握现代性话语、现代权力形式以及后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方面，其

思想作为横跨诸多学科领域的丰厚精神财富，融汇其“僭越”概念在其后期权力领域的转

化、把握其“踪迹”，可以更好地进行于越轨、失范等概念在社会学、法学领域的跨学科

比较研究，发掘福柯思想的内在维度、深化其内涵。

廖杰龙 202211160016 男 17770572662 期刊论文
《文学的界限或潜在的反抗——论福柯僭越概念的转变

》
廖杰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论丛》，

2023年第5期，64-71页
是 结项

3 2023 珀尔的因果理论与人工智能研究 202310205 哲学

本项目从认知和因果关系的视角去看人工智能的研究。认知一直是哲学的中心议题，从因

果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认知的过程就是发现和理解因果关系的过程。因果关系是我们理

解世界的基础和推动力，人类认知的过程和探寻因果关系的过程是密不可分，本项目在明

晰因果关系的过程中尝试为人工智能研究找到新的方向。通过研究论证，该项目取得一定

的研究成果，从逻辑的视角去看待因果关系，进而去理解人工智能，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

难题在于难以理解第三层级的因果关系，指出对第三层级因果关系的理解是迈向强人工智

能的关键。

吴安达 202111160021 男 13006331556 《珀尔与刘易斯的因果认知及其逻辑基础》 吴安达

“人工认知对自然认知挑战的哲学研

究”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西电“智能

与智慧”论坛跨学科工作坊

是 结项

4 2023
公共服务可及性背景下城市等级对优质医疗资源

配置的影响机制研究——以东部地区88市为例
202310206 政治学 张子弦 202111160032 女 18986497831 终止

5 2023 精神分析与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比较研究 202310207 哲学 刘逸君 202211160015 男 17386045760 终止

6 2023
后疫情时代下摊贩群体的生存韧性与“生活政治

”——基于劳工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202310209 社会学

本项目旨在关注后疫情时期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工作模式，强调依托社群力量提供可

持续发展型服务的重要性，进而构建了从救助型到发展型、从个案到社区服务的转型路径

。该项目成员参与导师的民政部课题《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社群力量驱动社会工作可持续

发展模式研究》并获得民政部三等奖，本研究拓展了社会工作的服务边界，实现了从微观

到中观的升维，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社会工作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径。

张晗龙 202211160039 男 18707150383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社群力量驱动社会工作可持续发

展模式研究》

高飞（导师）、张晗龙

、杨蔚、刘依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3年民政政

策理论研究三等奖
是 结项

7 2023 青年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理论的演进逻辑探究 202310211 哲学

本项目试图依据对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批判”阶段的经典著作（包括《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的历史

学文本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立足于青年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境况，详细探索青年马克思在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阶段颠倒主谓关系给出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结论的真实含义，梳

理正处于第一次思想转变中的青年马克思的复杂理论来源，更进一步动态和批判性地把握

何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把握市民社会及国家的各自演进与历史扬弃，为马克思下一步进

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确立唯物史观理清思想史线索。

陆一丹 202111160014 女 17119195449
《重述马基雅维利 “ 政治难题 ”—— 从葛兰西，阿

尔都塞到墨菲》
陆一丹 第二届 “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论坛” 是 结项

8 2024 图根德哈特对海德格尔“真理”观念的批评研究 202410201 哲学 胡  开 202101160006 男 18771109187 延期

9 2024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阐释艾丽斯·扬的结构性正

义理论
202410202 哲学

该项目成果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山东社会科学》是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论文《

论卢卡奇对列宁思想的态度及其当代效应》发表在该刊首文，文中梳理了卢卡奇及卢卡奇

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思想的实际态度，强调立于世界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观，科学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所处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正确认识和处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关系，推动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

。

殷张晴 202201160009 女 17661606880 《论卢卡奇对列宁思想的态度及其当代效应》
王雨辰（导师）、殷张

晴

《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5-14页
是 结项

10 2024 齐泽克激进政治思想研究 202410203 哲学 郑力源 202101160003 男 18434303917 延期

11 2024 本雅明大众文化理论研究 202410204 哲学 刘洳君 202211160007 女 19103750088 延期

12 202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概念研

究
202410205 哲学 王林华 202211160010 男 17369465953 延期

13 2024 大卫·哈维三级资本危机理论研究 202410206 哲学 王龙年 202211160002 男 13697227024 延期

14 2024 八卦方位及义理探究 202410207 哲学

八卦作为早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研究易学的理论基石，在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

极为重要的地位。八卦由阴、阳符号三叠而成，包括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两种基本图式。

关于先天八卦的来源，学界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先天八卦方位来源问题研究，有助于进

一步理解易学历史、推动易学研究与文化传承。本文在梳理了多位学者关于先天八卦来源

的观点后，倾向于认同尚秉和先生的看法，即先天八卦于两汉时期皆有流传，但至魏晋时

期失传，直到宋代邵雍才将其再次揭示出来。

谭湘君 202211160014 女 18886101042 《先天八卦探源及先后天八卦体用关系探究》 谭湘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论丛》，

2024年第3期，55-61页
是 结项

15 2024 尼采哲学中的“Schein”概念研究 202410208 哲学 方振坤 202211160017 男 15860301236 延期

16 2024
孟子升格运动对宋韵价值导向的影响研究——以

宋瓷为例
202410209 哲学 牛一先 202211160024 女 19139360725 延期

17 2024
创新生态视域下科创“新物种”企业发展路径探

析
202410210 哲学 郭子琪 202211160027 女 18021937936 延期

18 2024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数字政府建设与生态治理效能

研究
202410211 政治学 赵金旭 202211160029 男 18872208267 延期

19 2024
辞不下的工作，放不下的家——中国式母职公共

性和私人性的两难困境
202410212 社会学 徐紫薇 202311160039 女 18083932191 延期

20 2024
社会学理论课程的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高校研究生视角
202410213

社会

工作
国锦仪 202312160044 女 18986182344 延期

21 2024
后扶贫时代脱贫农户的生计转型与社会工作干预

——基于河南省X村的调查
202410214

社会

工作

本项目为脱贫农户的生计问题提供多维度的分析

和

干预，有

助

于实现脱

贫

农户的可持续发

展和

社

会融入。项目在关联“主体”与“场景”的基础上，展开“生计-生活-生态”逻

的转型问题，而且关联生活与生态，强调更广泛的环境因素对个体及其行为的影响。

预，帮助脱贫农户掌握新技能、发展新产业，提

高

生计水平

。

通过定期

评

估项目进展和成

效，及时调整和优化干预策略。评估内容包括脱贫农户生计转型的成效、社会工作干预的

效果以及项目实施的满意度等方面。评估结果将

作

为后续改

进

和完善项

目

的重要依据。丰

富社会工作的实践，为社会工作在扶贫领域的实践提供宝贵经验和案例，推动社会工作理

杨  洁 202312160061 女 17838532072

《巢状结构：社会工作助力基层社区治理的经验总结与模式提炼》高飞（导师）、杨洁、孟欣、熊怡恬、陈婷婷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2023年度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课题立项项目

是 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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