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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大的 理 论 意 义 和 实 践 意 义。社 会

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概念，它表现为一个内在多元结构。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 明 建 设

的关键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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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 月 10 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

讲话中明确提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

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 文 明”，首 次 正 式 使 用 了“政 治 文 明”这

一崭新范畴。2002 年 5 月 31 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 校

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科 学 概 念，这 是 对 我 国 国 情 认 识 的 一

次重大飞跃。同年 11 月 8 日，在 党 的 十 六 大 政 治 报 告 中，他

又进一步将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 明 同 全 面 建 设 小 康 社 会 联 系 起

来，标志着我们党对社 会 主 义 民 主 政 治 建 设 理 念 的 全 面 创 新

和巨大超越，标志着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对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规 律 和 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 的 不 断 深 化 和 拓 展，体 现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 党 的 三 代 领 导 集 体 领 导 人 民 坚 持 和

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本文拟就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若干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文明的演化史。文明，首先是

相对于蒙昧和野蛮而言的，是自然与本能状态的对立面，是指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各种财富和有益成果的

总和，表征着人类的 进 步 开 化 和 社 会 历 史 的 发 展 状 态。文 明

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种人类的实践成果，并是一种社会品

质。我国古代《尚书·舜 典》对“文 明”一 词 的 解 释 为：“经 天 纬

地曰文，照临四方曰 明”，并 有“睿 哲 文 明”之 语。马 克 思 主 义

认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

的分化、国家的产生，是文明肇始的重要标志和界碑。关于人

类社会的文明结构，英 国 历 史 学 家 汤 因 比、美 国 思 想 家 威 尔·

杜兰等诸多思想家们都作过探讨。随着历史进入新时期，“文

明”一词开始进入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视野，并为广大人民群

众所关注。

政治文明源于人类 的 政 治 活 动，政 治 文 明 随 着 政 治 的 产

生而逐渐丰 富 自 身 的 价 值 内 蕴，使 政 治 上 升 到 文 明 的 高 度。

马克思在 1844 年 11 月 写 的《关 于 现 代 国 家 的 著 作 的 计 划 草

稿》中最早提出了“政 治 文 明”的 概 念，并 曾 计 划 就“集 权 制 和

政治文明”作出专题 阐 述。关 于 政 治 文 明 的 涵 义，学 术 界、理

论界基于各异的研究旨趣和独特的审视视角，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至今尚未达成普遍共识。从法学的角度审视，政治文明

是反映国家公 权 力 运 作 的 一 种 态 势，是 其 实 现 理 性 化、民 主

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政治发展向度［1］。政治文明体

现为政治的理性化、有序化和和谐化，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内容、基本标志和根本保障。从政治学的角度审视，政治文明

是人们改造国家制度 及 国 家 治 理 方 式 所 取 得 的 成 果，表 现 为

国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2］。从静态的层面来

看，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优秀成果；从

动态的层面来看，政治 文 明 是 人 类 社 会 政 治 发 展 的 具 体 过 程

和渐次更新的趋势［3］。从 哲 学 的 视 角 审 视，政 治 文 明 是 人 类

政治活动积极成果的总和与价值积淀［4］。从历史唯物主义出

发，政治文明是人类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为建立公共秩序、推动

社会进步而形成的用于调节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关系的价值

规范、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有机总和［5］。

社会主义政 治 文 明 是 随 着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的 发 展 而 发 展

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 治 发 展 成 果 和 政 治 生 活 进 步 状 态 的 总

称，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结的新型的政治文明，是一种发达

的现代制度文明，也是一种行为规范文明，还是一种程序化文

明。它是在无产阶级政 党 领 导 下，人 民 当 家 作 主 并 充 分 实 现

民主、自由、平等、解 放 的 社 会 形 态。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 明 的 实

质和精髓是民主政 治（人 民 当 家 作 主），实 现 政 治 资 源 代 表 最

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 的 优 化 组 合 和 合 理 配 置，同 历 史 上 任

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 位 的 社 会 的 政 治 文 明 有 着 本 质 的 区 别。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价值选择上，积极倡导社会公正、人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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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

义政治建设和发展的 重 要 指 标 和 测 度，也 是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和 特 征。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 明 包 括 民 主 原 则、

公开原则、程序原则和 法 制 原 则 等，具 有 鲜 明 的 兼 容 性、阶 级

性、进步性、结构性、时代性、民族性等特征。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

斗目标，是当代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具体体现，是应对全球化浪潮的战略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要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 进 步 始 终 是 经 济、政 治 和 文 化 形 态 的

有机结合、互相作用的统一体。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 言》中 曾 经 有 过 十 分 经 典 的 表 述，他 指

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

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关 系，即 同 他 们 的 物 质 生 产 力 的 一 定 发

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 和 政 治 的 上 层 建 筑 竖 立 其 上 并 有 一 定

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 相 适 应 的 现 实 基 础。”与 之 相 适 应，人 类

文明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动态系统，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和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系统不可或缺、耦合互动、互为目的

的重要构件，正是这三大文明的有序协调发展，才构成了人类

社会文明的宏伟大 厦。三 大 文 明 分 属 不 同 的 领 域，体 现 出 不

同的结构和关系。其中，物 质 文 明 是 人 类 在 经 济 领 域 中 创 造

和积累的财富，是人类改造自然取得的物质成果，主要表现为

劳动工具的革故鼎新 与 更 新 换 代，社 会 物 质 生 产 的 运 动 发 展

和社会经济生活的进 步 跃 迁；精 神 文 明 是 人 类 精 神 生 产 和 精

神生活方面的文明，是 人 类 在 改 造 客 观 世 界 的 同 时 改 造 主 观

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 和；政 治 文 明 是 人 类 社 会 关 系 的 主 要 调

节器，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结构与共通融合的产物，是

特定精神文明的凝聚 积 淀，又 是 以 特 定 的 物 质 文 明 为 基 础 和

载体的制度文明［6］。简言之，物质文明的取向是器物，精神文

明的取向是价值，政 治 文 明 的 取 向 是 制 度。政 治 文 明 作 为 社

会文明系统中不可或 缺 的 组 成 部 分 和 要 素，不 能 被 刻 意 回 避

或随意删除。

在社会生活中，三大文明存在着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和互

相转化的情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 和 现 实 基 础，物 质 文 明 程 度 的 提 高 可 以

推动政治制 度 的 变 革 和 思 想 道 德 层 次 及 科 学 文 化 水 平 的 提

升；政治文明规定着精 神 文 明 的 性 质 和 物 质 文 明 发 展 的 方 向

和进程，并为其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和政治保障；精神文

明是政治文明建设的 前 提 条 件，为 物 质 文 明 和 政 治 文 明 的 发

展提供舆论准备、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江泽民指

出：“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始终不渝地坚持整合把握和整体推进三位一体

的三大文明，是人类社 会 文 明 发 展 规 律 的 客 观 情 势 与 必 然 要

求，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的 本 质 体 现 和 内 在 特 征。三 大 文

明协调发展，首要的任务是打牢物质基础，还要不断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也要大力 推 进 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什 么 时 候 我 们 正 确 处 理 好 三 个 文 明 之

间的关系，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

能够快速发展。反之，则会遭受重大挫折。

二、政治理念·政 治 制 度·政 治 行 为：政 治

文明的核心架构

政治文明 由 哪 些 要 素 构 成？国 内 学 术 界 的 意 见 不 尽 一

致。主要存 在“三 要 素 说”、“四 要 素 说”、“五 要 素 说”等 几 种

观点。

第一，“三要素说”。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是围绕公共

权力而建立起来的，包含价值体系、制度安排和组织体系三个

要素的政治形态［5］。另 一 种 观 点 认 为，政 治 文 明 包 含 政 治 意

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 和 政 治 制 度 文 明 等 三 个 相 互 关 联 的 层

面［7］。绝大多 数 学 者 都 持 这 种 观 点。第 二，“四 要 素 说”。一

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的构成要素包括文明的政治理念、文明

的政治 制 度、文 明 的 政 治 行 为 和 文 明 的 政 治 目 的 四 个 层

面。［l，8］（序言）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明是由政治行为文明、

政治制度文 明、政 治 秩 序 文 明 和 政 治 理 念 文 明 有 机 构 成［9］。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 文 明 系 统 包 括 政 治 理 念、政 治 制 度、政

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等四 个 方 面［l0］。第 三，“五 要 素 说”。这 种

观点认为，政治文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内在结构错

综复杂，但根据内在本 质 的 规 定，包 括 下 列 基 本 因 素：政 治 主

体文明、政治客体文明、政 治 意 识 文 明、政 治 行 为 文 明 和 国 家

制度文明［ll］。上述 几 种 观 点 虽 未 完 全 涵 盖 学 术 界 的 所 有 认

识，但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我们认为，政治理念（观 念、意 识）文 明、政 治 制 度 文 明 和

政治行为文明三者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素的最大公约

数，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和主体架构。其中，政治

理念（观念、意识）是精神形式和思想层面的政治文明，是政治

文明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灵魂，它是指政治主体对政治的起源、

目标、本质、政治关系以 及 政 治 的 发 展 等 方 面 的 根 本 态 度、价

值倾向与经验总结，既体现为潜在的政治文化，又表现为显现

的思想形态［3］。政治文明的发展变化是以政治理念（观念、意

识）文明的发展变化为先导的。政治理念属于上层建筑，它产

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反过来，又要为维护和促进这一经济基

础服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学说为指导的。政治 制 度 是 政 治 文 明 的 实 体（载 体）、核 心

内容和规范要求，它是 一 定 社 会 中 反 映 特 定 阶 级 意 志 的 国 家

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以及管理方式，体现为围绕公共

事务和公共权力而建立起来的稳定的模式。制度形式的政治

文明包括政治制度、政 治 体 制 和 法 律 制 度［3］。凡 是 能 够 推 动

社会的进步，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属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

明之列。反之，则不 然。政 治 制 度 由 统 治 阶 级 确 立 和 强 制 执

行，并为该阶级的根 本 利 益 服 务。政 治 行 为 是 政 治 文 明 的 外

化和具体反映，是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和尺度。

离开了它，政治文明 就 会 变 成 僵 死 的 教 条 或 空 洞 的 理 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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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一定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能动的反映

和体现，又是一定的政 治 理 念 和 政 治 制 度 所 赖 以 产 生 和 发 展

的动力源泉［3］。政治生活中，政治行为主要包括决策行为、行

政行为、监督行为、参与行为等等。

简言之，政治理念（观念、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精神现

象和观念形态，是政治文明之“魂”；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

的规则现象和结构形态，是政治文明之“绳”；政治行为文明是

政治文明 的 实 践 现 象 和 行 为 形 态，是 政 治 文 明 之“形”［7，12］。

政治文明是静态政 治 文 明（政 治 理 念、政 治 制 度）与 动 态 政 治

实践（政治行为）的 有 机 结 合 和 辩 证 统 一。从 三 者 地 位 上 看，

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 文 明 的 核 心，它 能 提 供 有 效 的 保 障 和 制

约机制，是政治理念（观念、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赖以生

存和得以发展的根基；政治理念（观念、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

的前提与旗帜；政治行 为 文 明 是 政 治 文 明 建 设 的 最 终 目 标 和

归宿［13］。

三、政治 体 制 改 革：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 明 建

设的关键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 文 明 建 设 的 关 键，学 术 界 也 存 在 一 些

分歧。主要有以下 几 种 比 较 典 型 的 观 点。一 种 观 点 认 为，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制度建设；另一种观点认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

设的关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是改革和完善党的 领 导 方 式 和 执 政 方 式。第 四 种 观 点 认 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 把 坚 持 党 的 领 导、人 民 当 家 作 主 和

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从 理 论 上 分 析 包 括 执 政 党 建 设、人 民 民

主和依法治国三个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是要理顺政党、人 民 和 政 府 三 大 主 体 的 关 系［14］。 不 难 看 出，

这些观点之间并无本质冲突。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 政 治 文 明 建 设 的 关 键 在 于 不 断 推 进

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曾经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向前

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

于政治体制 改 革”，“现 在 看，不 搞 政 治 体 制 改 革 不 能 适 应 形

势”。党的十六大从固 立 党 之 本、牢 执 政 之 基、强 力 量 之 源 的

高度，明确提出了“必 须 在 坚 持 四 项 基 本 原 则 的 前 提 下，继 续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 治 体 制 改 革”的 任 务。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明，制度问题是最 根 本 的 问 题。政 治 体 制 改 革 要 着 重 加 强

制度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

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 变，不 因 领 导 人 的 看 法 和 注 意 力 的 改 变

而改变”。这是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要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规范

化和程序化，就要坚定 不 移 地 坚 持 和 完 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制 度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 党 合 作 和 政 治 协 商 制 度；加 强 社 会 主

义法制，做到“有法可 依、有 法 必 依、执 法 必 严、违 法 必 究”，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通

过党组织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执行；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干 部 人 事 制 度 改 革，完 善 领 导 方 式，改 善

执政方式，实现政治行为的规范化、合理化、法制化；进一步转

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 方 式，建 设 公 正 透 明、廉 洁 高 效 的 管 理

体制，严格地按照法定 程 序 选 拔 人 才，任 人 唯 贤；坚 定 不 移 地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设一支权责明确、高效运行、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政治坚定、作 风 优 良 的 司 法 队 伍；完 善 群 众 监 督 机

制，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反映多方意见，保证人民意

志的充分体现。在 制 度 建 设 中，最 具 意 义 的 是 制 度 创 新。创

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实践已经并将继续 证 明，只 要 我 们 党 既 积 极 稳 妥 而 又 坚

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党内制度的规范和完善，

致力于党内民主的实 现 和 提 升，我 们 党 就 一 定 能 以 坚 强 的 姿

态领导人民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李龙 .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

188，3

［2］徐勇 .民主政治与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 明 建 设［ J］. 山 东 科 技 大 学

学报（社科版），2004，（2）：38 .

［3］何平 .政 治 文 明 与 当 代 中 国 宪 政 制 度 的 演 进［J］. 江 淮 论 坛，

2004，（5）：72 .

［4］刘吉发 .政治文明的哲学透视［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3，（5）：105 .

［5］林尚立 .上海 政 治 文 明 发 展 战 略 研 究［M］. 上 海：上 海 人 民 出

版社，2004 . 4，9

［6］周淑真 .论政治文 明 建 设 中 的 政 党 制 度 建 设［J］. 中 国 人 民 大

学学报，2004，（2）：53 .

［7］王科 .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核心［J］.天府新论，2004，（2）：18 .

［8］何士青 .政治 文 明 的 法 学 解 读［M］. 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2004 .

［9］徐亚文，廖奕 .政治文明与程序宪政———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

［J］.法学评论，2004，（3）：19 - 20 .

［10］全凤英 .小康社会的政 治 文 明 建 设［ J］. 甘 肃 社 会 科 学，2004，

（5）：117 .

［11］田川 .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探析［J］. 理论前沿，2003，（24）：28

- 29 .

［12］虞崇胜 .政治文明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13］左同宇 .政治文明结构及其协调发展［J］. 淮阴师范学院 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358 .

［14］陈振宇 .构建政治文明 的 三 个 要 素 分 析［ J］. 理 论 研 究，2004，

（4）：24 .

（下转第 82 页）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 年（第 8 卷） 第 1 期 社科经纬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Feb.2006，vol .8，No.1



［1］JOSEPH A K，MARY C，DERMOT A L . The New Dictionary of TheoI-
ogy［M］，WiImington MichaeI GIazier，Inc .，1987 . 708

［2］AUGUSTINE . City of God［M］，Hendrickson PubIishers，Inc .，1994 .
176，256，226，130，30，24 .

［3］西 塞 罗 . 论 神 性［M］. 石 敏 敏，译，香 港：汉 语 基 督 教 文 化 研 究

所，2001 . 32，137 - 148，129 - 137，62，133，152 - 153，125 .

［4］CICERO . De Divination［M］，EngIish TransIate by H·M·HubbeII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ss . 1993 . 417，537 .

［5］柏拉图 . 理 想 国［M］. 郭 斌 和，张 竹 明，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

2002 . 377E - 383 - C
［6］奥 古 斯 丁 . 忏 悔 录［M］. 周 士 良，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

1997 .133，136 - 159，123 - 125 .

From Cicero to Augustine：Natural Theology and Its 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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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I theoIogy is one of the popuIar topics of modern Christian theoIogy research . In this paper，we try to find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naturaI theoIogy out in the cIassicaI context，which focus on Cicero and Augustine . Cicero and Augustine’s theory of naturaI
theoIogy were both based upon PIatonism in one hand，in other hand refIected the Iimitation of naturaI theoIogy through different poIiticaI phiIos-
ophy view . In this way，we point out the transition of PIatonism theoIogicaI concept during the HeIIenistic and earIy Christian peri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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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about Socialist Politics Civilization

XIE Jia - Iiang HU Zu - feng LI Xiao - fa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Iist poIiticaI civiIization was put forward by the 16th CPC NationaI Congress . This innovation has
great theoreticaI and practicaI significance .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the sociaIist poIiticaI civiIization is to greatIy promote the revoIution of the
poIiticaI system .

Key Words sociaIism； poIiticaI civiIization； the revoIution of the poIiticaI system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 年（第 8 卷） 第 1 期 人文天地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Feb.2006，vol .8，No.1



刍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作者： 谢嘉梁， 胡祖凤， 李小芳， XIE Jia-liang， HU Zu-feng， LI Xiao-fang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杭州,310028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006,8(1)

  
参考文献(14条)

1.李龙 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 2004

2.徐勇 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期刊论文]-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2)

3.何平 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的演进[期刊论文]-江淮论坛 2004(05)

4.刘吉发 政治文明的哲学透视[期刊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05)

5.林尚立 上海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研究 2004

6.周淑真 论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党制度建设[期刊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02)

7.王科 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核心[期刊论文]-天府新论 2004(02)

8.何士青 政治文明的法学解读 2004

9.徐亚文;廖奕 政治文明与程序宪政--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期刊论文]-法学评论 2004(03)

10.全凤英 小康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期刊论文]-甘肃社会科学 2004(05)

11.田川 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探析[期刊论文]-理论前沿 2003(24)

12.虞崇胜 政治文明论 2003

13.左同宇 政治文明结构及其协调发展[期刊论文]-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03)

14.陈振宇 构建政治文明的三个要素分析[期刊论文]-理论研究 2004(04)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1019.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1019.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0%a2%e5%98%89%e6%a2%81%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3%a1%e7%a5%96%e5%87%a4%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b0%8f%e8%8a%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XIE+Jia-li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HU+Zu-fe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Xiao-f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5%99%e6%b1%9f%e5%a4%a7%e5%ad%a6%2c%e6%9d%ad%e5%b7%9e%2c310028%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9%be%9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601019%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5%8b%8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dkjdxxb-shkxb200402008.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dkjdxxb-shk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5%e5%b9%b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ianghlt20040501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ianghlt.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90%89%e5%8f%9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xsfdxxb-zxsh20030501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xsfdxxb-zxs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e%97%e5%b0%9a%e7%ab%8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601019%5e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6%b7%91%e7%9c%9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rmdx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7%a7%9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fxl.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5%e5%a3%ab%e9%9d%92%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601019%5e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4%ba%9a%e6%96%87%3b%e5%bb%96%e5%a5%95%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xpl.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5%a8%e5%87%a4%e8%8b%b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sshkx200405031.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ssh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4%b0%e5%b7%9d%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lqy200324009.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lqy.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9%9e%e5%b4%87%e8%83%9c%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601019%5e1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7%a6%e5%90%8c%e5%ae%8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uaiysfxyxb-zxsf20030302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uaiysfxyxb-zxsf.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6%8c%af%e5%ae%8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lyj.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1019.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