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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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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关键在于知识生产。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是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指标、理论创新的基础以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认同的关键。思想

政治教育知识以科学的概念、范畴、原理、规律等为基本元素，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为基本

表现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特殊性的认知和把握，有助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的特征

及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以政治性的价值指引为导向，以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动力，在国

家提供的资金、组织和制度保障下，完成对问题的分析与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要产生聚合

效应需要着力建构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着力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队伍建设，

培育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文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交往以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伦理与学术

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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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与实践服务离不开坚

实的理论支撑，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根本在

于生产出能够满足社会与人的发展需要的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尽管在过去 30 年里，思想政治教育基础

理论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1］，但人们对现有的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自觉认同与自觉运用还远远不

够。不仅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生产时代、社会所需

要的知识方面体现出较强的“钝性”，难以满足急剧

变化的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知识需求。在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转折点上，特别是在信息丰

富多元的知识社会以及媒介日渐发达的大数据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迫切需要在频度、效率以

及质量上高效推进、取得突破，以夯实思想政治教育

基础理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进程。本文

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的理论、实践价值以

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属性基础上，阐述思想政

治教育知识生产基本环节，提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

知识生产所需的学术共同体的实践思路。

一、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所谓知识生产指的是在一定的学术共同体中，

科学研究者根据时代要求、社会与人的发展需要，按

照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生成科学的、合理及有效的

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的学术研究过程。知识生产

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环节与最终目的，知识生产的效

率、频度以及效果直接决定科学研究的水平。思想

政治教育知识生产是从知识论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科

学研究的结论，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者在科

学的研究理念、范式、方法指导下形成符合社会发展

与人的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观念、方法的过

程，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的重要

推动力。当前，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理论建

设进入关节点的背景下，如何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知

识的内在特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机制，推

进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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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指标
知识创新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有没有完整

的、系统化、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检测思想

政治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吉登斯指出了知

识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境遇，认为传统社

会的知识是经验型的、既定的，是依靠前代人社会生

活实践不断累积起来的历史性的生活经验。而现代

社会的知识具有自反性，知识的自反性品格推动着

现代社会发展，现代社会的知识是在不断地根据社

会生活实践进行自我修复与自我完善。［2］在知识社

会，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以体系化的科学知识形态反

映出来，体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化与职业化

水平。在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提供的

专业化的范畴、理论、原理、方法、话语等专业知识，

一方面维系了各项职业活动有序开展，不同场域的

有机联系，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专业分化与职业分工

钩织的自足领域; 另一方面，表征了思想政治教育不

可替代的专业性以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征、规律、
认识的科学把握，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走向科学

化的标志。
2．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目标是要根据社会发

展、时代变化的要求生成满足社会与人们需要的新

理论，这些新理论不仅能够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社

会形势，而且也能够引领整个社会发展。无论是学

科建设，还是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都处

在基础性的地位。“从狭义学科的视角看，既然学

科的实质就是某种知识体系，那么评估学科建设的

核心主要是考察某种知识体系的发展状况”［3］。从

根本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就是一个科

学研究生成新观念、新理论以及新方法的过程。这

些新知识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到有效指导，

能够满足社会与时代对人们的要求以及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理论解释

力与实践回应力不足，现实与理论之间出现的紧张、
“两块皮”现象较为突出，已经成为阻滞思想政治教

育发挥实际效果的重要障碍。事实上，“现阶段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面临诸多复杂难题，关键在

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创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创新或知识生产。”［4］

只有源源不断地根据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社

会大众贡献新知识，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保证理论与

实践的生命力。
3．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同的推力
在以知识为“中轴”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

知识不仅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效能，也决定

着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系统的作用效果。就思想政

治教育自身特性来说，它的基本作用方式就是以知

识、真理、逻辑的力量说服社会大众接受统治阶级的

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

受程度关键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大程度上以自

身提供的知识去说服大众。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

受某种知识，关键在于知识的“有用”，能够以“彻

底”的理论去解释或解决人们关切的现实问题。也

就说，思想政治教育要获得社会认同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是不是生产出具有完满解

释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因而，通过思想政治教

育科学研究，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符合大众需要的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可以在实践中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的社会认同。
从很大程度上讲，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

无法生产出能够说服大众，引领社会发展的理论知

识。在解释和应对时代出现的重大问题、社会领域

的公共问题以及当下中国社会人们遭遇的思想困惑

与混乱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还显得力不从

心。在整个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

知识并不具有优势，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学科体

系与社会结构中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这很大程度

上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与工作者对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特质以及相应的知识生产方式缺少准确地

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需要深入了解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的特点、属性、规律，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

育知识生产机制，生产出能够说服大众、服务社会的

新知识。

二、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内涵与属性

知识是人类的认知现象，是认知主体将外部纷

乱复杂的客观现象经过系统化、抽象化以及理论化

的提炼形成的主观范畴。“知识是人们在实践基础

上产生的，能进行某种言说的，有关内外部世界的认

识、体验、活动操作等种族与个体的经验。”［5］可见，

知识是外部经验世界在人的主观世界的呈现，是人

类理性认识的结晶。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人们对于

思想政治教育获得的主观认知范畴，用以指导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的理性认知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理

论成果的表现形态。它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产

生、运行以及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范畴、观点、理论、
学说、方法等认知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的

生产，集中体现于‘学’”［6］。“学”“即思想政治教

育学( 这里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6］是关

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化的知识表达。“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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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原理与方法是关于学科知识生成的理论反

映”［7］。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一个系统结构，可以

根据不同的标准作出区分。譬如根据知识性质划

分，可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分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知识; 根

据知识对人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可以区分为

高层次的信仰知识，中间层次的主要是意识形态和

价值观教育，低层次的是法律、道德等基本规范的

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对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特殊性的认知和把握，有助于我

们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的特征及机制。这种

特殊性表现为:

1． 从知识对象说，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人的
知识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根本上是人的知识①，直指

人的心灵、关注人的内在体验，“人的精神价值观

念，尤其是政治性的精神价值观”［8］210，旨在改变教

育对象的情感、态度、观念等。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

思想观念的活动，通过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的教

育，培育教育对象形成稳定的政治品格。波兰尼用

“默会知识”的说法表达区分为异于“诸如书面文

字、地图或者数学公式里所展示出来的”［9］显性知

识不同的人类知识的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可

以表现为明确的、显性的知识，比如，人们对于思想

政治教育的特点、规律等的认识，对思想政治教育本

质的认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具体作用方式等知识等

等，这些以体系化的、理论化的知识形式表达，便构

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内容。相比之下，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通过意会性的方式表达人的知识的特性，

它融入了大量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等，具

有鲜明的情境性、体验性、情感性等特征。因而，思

想政治教育知识内蕴了社会成员独特的理解、感受、
主观因素和心理体验，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关于需

要、爱、政治文化的认识都需要扎根于具体的文化、
社会传统以及个体的切身感受的，这种默会知识反

映“人的知识”的特殊性。
2． 从本质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政治知识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充满政治性的社会实践活

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和范畴的核心精神不

在“思 想”这 个 字 眼 上 而 在‘政 治’的 基 本 意 蕴

中”［10］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规约着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各个要素和活动的各个环节。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也因此打上了政治性烙印，具体

体现为它传播一个国家或政党的主导政治价值观以

及主流意识形态。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或政治社会

化，都是将一定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观传播给社会大

众，其所宣扬的核心价值或立国价值也都以知识载

体表现出现，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知

识的政治性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体现在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传播的方式和过程上。阿普尔在《国家与

知识政治》一书的开篇就写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来组织和控制的。这就决定着

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过程在本质上———怎样付费、
寻求达到什么标准、如何测量这些目标、谁有权控

制、什么教科书被通过、谁做得好和谁做得不好、谁
有 权 提 出 和 回 答 这 些 问 题，等 等———是 政 治 性

的”［11］。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运作的整个

过程都受到政治价值观的直接影响。
3． 从表现形态上，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表现为思

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
知识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结晶，属于主

观范畴，以符号信息、理论、观点、方法作为外部呈现

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人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活动的内涵、特征、规律的体系化、理论化的范

畴、观点、方法等，它以原理、方法等形式将其提炼、
固定，作为人们学习、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对象。思

想政治教育知识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

方法，是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原理以及具体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的系统认识。思想政治教育

学原理与方法是人们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探索出来的带有特征性、规律性的认识和做法，它们

既是以往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构成今后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开展的科学指南，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 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 科学总结、理性思

考和理论提炼的结果。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和方法，囿于人们认知水平，更多地带有强烈的经验

色彩。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的提升，人

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认知逐步趋向精细化、专
业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方法也越来越呈现出

科学知识应有的特征。
4． 从知识特征上，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具有鲜明

的实践性
知识社会学揭示了知识生产背后的实践基础，

认为知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作用结果，正是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对于外部世界以及自我的

认识活动，形成了知识。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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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并不是简

单地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经验、体验的总结、提
炼，而是包含了思想政治教育行动者如何在实践中

具体地行动的相关知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这一

特点可以谓之“行动中的知识”，或者“内在于行动

中的知识”，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生产知识，在生产

知识的过程中体验着具体实践活动，同时根据行动

或实践不断地修正和丰富知识。这个意义上的思想

政治教育知识具有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意涵，

“是一种同人的善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品

质”，它“考虑具体的事实”，让自己的行动“符合逻

各斯的标准。”［11］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人在具

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情境中能够作出审慎、合理

和明智的决断。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是

什么”与“如何做”［13］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知识

需要放置社会政治实践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才

能完满理解。这意味着需要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
现代政治文明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实践中诠释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真谛。

三、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的基本环节

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活动需要对思想

政治教育知识内涵、属性的准确把握。通过揭示思

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各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将有

助于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认识，提升思

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各

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思想政治教

育知识生产活动。这些具体环节主要包括:

1． 导向:政治性的价值指引
任何知识生产或理论创造的前提都是要厘清生

产满足何种需求的知识，这根本上涉及知识的价值

导向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项具有鲜明政治

价值倾向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项价值观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就是要生成满足人们价值需

要的观点、理论以及方法，也必然体现政治性的根本

特征。尽管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或政治性与科学

性之间存在张力。但无疑，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生

产应当坚持鲜明的政治价值导向。“没有思想性的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盲目的，没有知识性的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是空洞的”［14］。“以思想性为指导，突

出政治性; 以知识性为基础，依托科学性; 以思想政

治观点统领知识系统，实现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不二法则。”［15］政治性

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提供根本方向和思想保

障，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导向，能够确保思想

政治教育生产出满足统治阶级、社会大众需要的政

治知识，实现统治阶级政治价值观的再生产。
2． 动力:社会问题的关注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生产的动力在于社会需

求，知识应当体现与社会之间的勾连性。马克思用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论断，表达知识的

出现应当鲜明地反映时代的基本特征以及人们的现

实诉求，并进一步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

解决的问题。”“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

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

生。”［16］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应当立足对现代社

会具体社会问题的关注，特别是身处现代性社会的

人们的思想领域、价值观、精神状况进行关注。思想

政治教育知识生产应当体现出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时

代性。“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那个时代……而建

设一个如期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存在，

但只存在它的私见中，而私见是不结果实的要求，在

其中人们可以随意想象任何东西。”［17］就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生产来说，“不能反映时代精神、聚焦当代

社会精神潮流、直面当代人的精神焦虑和冲突的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是不能获得认同的。”［8］64这就

需要研究者直面鲜活、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对思

想政治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提炼，实现事实的联想

与“观念之间的联接”，在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充分观

察、分析和解决中推进理论创新。
3． 过程:问题分析与破解
在奠定政治价值导向以及直面现实社会问题之

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对思想政治

教育及其外部社会环境的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你必须控制这相当微妙的

交互影响，捕捉你所体验到的东西，然后整理得条理

分明: 只有如此，你才有希望利用它们来引导、检验

你的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训练成治学有方

的学者。”［18］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也有同科学研

究的一般规律: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答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进行敏锐地观察，发现值得研究的大问题、真
问题和好问题。发现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提炼出鲜

明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意识是科学研究的前

提。寻找到了问题意识，也就为理论研究预设出清

晰的研究目标，指明相对稳定的行径路向，不至于科

学研究流于空洞、无用。在分析问题环节，思想政治

教育可以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描述研究对象，

分析具体问题，找出问题答案。这一环节需要注意

的问题有三: 一是关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真正找到

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自己的真问题。“没有问题就没

有知识，但是没有知识也就没有问题。这意味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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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始于知识与无知间的张力: 没有知识就没有问

题———没有无知就没有问题。”［19］二是研究方法上

应当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特点，展现出人的知识

的特性以及人文学科的学科面相; 三是善于发现、总
结和提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特征性、规律性

现象。
4． 保障:组织和制度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传播以及实践的各个

环节，受到政治权力的推动，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资金、资源配置、学科建制、资源配

置、人员安排等渗透了政治的力量，也是政治权力推

行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运行以及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开展依托于政治权力载体，借助国家政治

权力的推动来实现。执政党和政府为思想政治教育

知识生产提供最基本的组织与制度保障。组织保障

主要体现为大力支持学科、专业建设，设立相应思想

政治教育学术研究机构、组织等。比如，中央推进马

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制定

人才计划等。制度支撑主要是学科制度、学术研究

以及工作制度，例如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等先后

颁布各项文件，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科学研

究、实践活动提供政策、制度上的保证。对具有浓郁

政治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知识生产并不是去除

任何政治偏见、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而是成为国家

一项系统的政治规划和意识形态传播的战略任务。

四、学术共同体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的实践要求

现代科学社会学研究表明，现代学术与知识创

新往往是通过学术共同体的聚合力量完成，这既符

合现代社会专业分工、职业分化的特点，也契合现代

社会问题多维、复杂的特征。按照科学共同体的思

路，学术共同体指的是一批从事专业化研究的研究

人员围绕某一或某些理论主题形成的交往性的组织

体。他们是专业化的研究人员，拥有相对确定的研

究范式以及相对确定的学术文化传统，以研究组织

或机构作为实践的组织承载，从事专门性的科学研

究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是深入推进思想政治

教育学术研究与知识生产的必然要求。目前的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呈现出零散化局面，单兵作战构

成常态的学术研究方式，交流贫乏、争论稀薄一定程

度上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水平低弱。种种迹象表

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要产生聚合效应，就需要

以学术共同体作为基本的组织形式和研究单位，着

力建构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这里，可

咨思考的关键性建构路径如下: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队伍建设。目前，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队伍主要包括了三个系

统: 实际工作系统、学术研究系统以及党政机关的政

策研究系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水平需要

培育一支具有专业素养、职业信念、过硬知识水平的

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队伍。当务之急是需要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专家系统建设。政府应当大力地加大

政策支持的力度，在制度设计上让思想政治教育专

家拥有尊严感，可以适当地做出政策倾斜，将一些资

格、权利或物质利益与专家的专业业绩挂钩起来。
此外，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专家的科学研究活动经

费投入，尤其是重点保障那些从事重大的、基础性

的、前沿性学术问题攻关的专家。对于思想政治教

育专家系统的专业培训与学术提升也应当充分地突

出出来。真正地实现现代知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

领域的“以专家化引领专业化，以专业化推动科学

化”的局面。通过建立一个活跃的思想政治教育专

家系统来增强他们的研究能力与社会贡献力。
第二，培育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文化。学术文化

表征了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群体内在精神、气质、思维

方式、职业信念以及价值观念等。学术文化构成思

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的纽带和习性。思想政治教

育的科学研究关键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人，而思想政

治教育学人的培育关键在于精神领域的塑造，在思

想意识与价值观念层面树立起专业化的学科意识与

学术思维至关重要。目前，需要培育人们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学术热忱，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是充

满神圣感的事业，塑造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

坚守。思想政治教育学人需要真正地树立起“以思

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信念，真正地以“天职般”
的伦理精神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探索事业当

中。此外，还需要培养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意识，

让每个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能够“像思想政治教

育人一样思考”，并培育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性的

学科意识与思维方式。
第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交往。交流是保

持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生命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学

术交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人展开的学术性的社会交

往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不应当成为单兵作

战的个体性事业，而是需要在相互对话，在知识碰撞

中产生思想火花，协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会议、沙龙、论坛、讨论会是学术交往的组织化形式，

个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人之间也可以展开个体性

的自由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范

围、地域、性质、主体需要的差异采取不同的交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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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时间上可以设置常规性、定期的相对稳定程

式的论坛，也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专题研讨。目前，思

想政治教育领域学术争鸣比较少，可以围绕一些基

础性、重大问题展开研讨。此外，借助信息化平台创

新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方式以及 MSN、微信、慕课等

新媒体拓展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载体，开拓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交往新模式。从更大范围和视野看，思想

政治教育还需要加强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学

术交往，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与其他职业群体之间

也可以加强交往。戴锐教授针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

共同体存在的“沟通、交流沮滞”的现象，提出“建立

一个新的交流模式，一个新的具有内部交流原则的

框架，本土的或外来的、专业的或自发的探讨都能在

这里得以表现和发展。”［20］

第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伦理与学术制度

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的有效维系与运行

需要相应的伦理与制度加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学

术伦理与学术制度的存在用以有力地规范思想政治

教育学人、机构、组织以及学术交往活动。学术伦理

建设是通过道德建设的方式激发研究者内在的善与

激情，培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人的求真向善的学术品

格，真正地由内而外地做到对学术的热诚与坚守。
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伦理的建立应当体现出学术精神

的一般原理，也应当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品格。
学术活动是一项具有探索性的知识实践活动，学人

应当认识到学术活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用一种探

索的精神去构造学人的伦理操守。与此同时，思想

政治教育学术制度建设也至关重要，伦理是从主体

的内在视角，而制度是从主体的外在规范的视角对

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人员的规约。目前，思想政治教

育学术制度突出要重视的包括学术组织制度、学术

活动制度以及学术评价制度。这三种不同的制度分

别用以诊治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组织散化、活
动杂乱以及评价混乱的现状。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学术伦理与学术制度的建设，才能够保证学术活

动的有序开展以及学术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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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sbon group regards globalization as a new

social economic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ral power sprawl． Gray regards globalization as a

complex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Harvey

regards globalization as a geopolitical p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Although

these interpretations indicate different fields of vision，they

have a common shortcoming: they fail to regard

glob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s a for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of capitalism of the present stage．

Therefore，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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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 about Act of Wood Steal /YAN Bing，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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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gument about Act of Steal Wood is a

transition text of youth Marx' thought “on the way”．

Ｒeappearance its historic condition and narrate logic is

necessary for significances of thought history and realistic

functions． Seeking immoral behind Steal Wood

“imputation”，opening out reversal of nation essence with

self-interest and vassal and taking apart illegitimacy

symptom of lawmaker were not only a intention trend in the

article but also a value assume and an origin that Marx

overturned classic liberalism later and made for the true

historic depth and realistic mother earth． Also in this paper

also Marx unannotated“material benefit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 difficult”details were explained in detail，to

Lenin's“change”to do the dialectical analysis，and from

ontology，methodology and value theory of triple perspective

to identify the text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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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into Social Management Thoughts of Marx

and Engels /SHEN Jie ( School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social

management and the summary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in particular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is Commune， contains many theories on social

management． Social management showing the dual nature of

class and social has the dual functions of the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the social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being transformed from the private possession

into the socially owned，the social management converted

from the class nature into service ultimately． Social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reflecting

people's principal status and focusing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oriented ，and also is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which requi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members，pursuits the

equity and justice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This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needs political，economic，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and also needs to be run through a

systematic public powers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the

public interest． Marx and Engels ' thought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s

modernization ．

Keywords: Marx and Engels; social management; social

governance，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E Fangxing ( School of Marxism，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main point for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es i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the

scientif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and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scientific concept，category，principle，law

as the basic elements，such as in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basic form． On

·98·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rticularity of

cognition and grasp of knowledge， help to reveal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mechanis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political guidance as the guidance，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of social problems，in state financing，organization

and system guarantee， the complet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with the crac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to produce polymer effect need to focus on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academic commun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team

construction， culti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ademic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mot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ademic ethic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knowled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trategy and Justification of Famers' Ｒesistance in

China: Two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Ｒightful Ｒesistance

Theory /XIAO Tangbiao( Ｒ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

and Local Governance，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rightful resistance”is the most

competitive theory and received widely response and

approval in the study on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This

paper shows that “Ｒightful resistance” is more struggle

justification than struggle strategy． As performance and

tactics of contentious，the concept of“rightful resistance”

has an inner conflict，because it not only may be non-

violence，but also violent，it not only may be legal，but also

between legal and illegal，not necessarily true legitimate．

This strategic struggle fall in between legal and illegal

boundaries is hard to say that it is the truly rightful

resistance． As legitimate justification of contentious，the

concept of “rightful resistance” is very appropriate to

highlight the current national laws，policies and ideologies

gives the legitimacy of public protest，and show the contrast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these

“law”，no matter whether the trust or not，all protesters

take it as a justification of the struggle． Because the concept

of rights as a universal value and ethical demand is to be

self-evident in the western society，wester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glect the legitimate justification of contentious have

a rightful reason． In today's China，however，when people

need make great efforts to justification them contentious

action in social context，our theoretical research no reason

not to focus on the deeper problems that include ethical and

moral element．

Key words: rightful resistance; struggle strategy; struggle

justification; political legitimacy; contentious politics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Ｒesidents and

Descendants of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Improved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Method /

WAND Yijie，et al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current studies about descendants

of rural migrants focus on school education，but few concern

the labor market． Base on the sample survey data from

Nanjing，this paper finds that，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descendants of rural migrants is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migration experience， but lower than urban

residents． With the improved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income

differentials are influenced by 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scrimin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human capit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are also

important for the differentials．

Keywords: descendant of rural migrants workers; income

differential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scrimination;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

Impact of Human Capital，Political Capital，Social

Capital on Income Inequality /HE Zhaiping (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g 300387，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GSS2006 data，using

Ｒegression-based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technique，the

paper compares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politic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income inequality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midwest．

The total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inequality of china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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