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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行业协会党建工作创新与发展

………………………………韩   颖  马皓若（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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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聪丽等（6·80）

深圳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策略研究…刘晓玲（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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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海洋检察工作探究

…………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1·81）

商事调解：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争议解决的

“深圳样本”………………………  李磊明（1·88）

论澳门证券交易所建立的可行性及实施路径              

……………………………… 王   鹏  张汝洁（2·79）

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核心引擎功能评估研究                   

………………………………………赵蓓蕾等（2·86）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困境与对策              

………………………………李   成  石宝雅（3·94） 

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展望              

——基于区域合作制度形态转变的视角                 

………………………………陈齐烽  张   超（3·100） 

广东自贸区联动发展区设立下的城市合作：以横

琴为例…………………… 陈   平  黄继华（3·108）

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均衡发展研究              

……………………………………    唐  杰等（4·98）

港澳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及

对策……………………………… 陈思宇等（4·104）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公共产品协同供给的立法进路                    

………………………………………  冯泽华（5·84）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资本市场实践                 

………………………………………   徐尚斐（5·91）

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交互关系研究

——以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为例                                        

……………………………………  徐明威等（5·98）

治理现代化研究

打破垄断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以知网案为个案………… 王晓晔（2·93）

国内外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差距及启示

——基于全球价值链实证分析                                   

………………………………汪俊杰  钟若愚（2·99）

公共卫生风险的本质规定、生成根源与

治理路径…………………   高   峰  于   洁（2·108）

网络政治参与治理新路探析

——基于虚拟与现实辩证统一的视角                        

………………………………………  郑兴刚（4·113）  

城市数字治理中政府注意力分配研究

——基于 31 份“十四五”规划的 Nvivo 分析         

……………………崔慧姝  周   望  徐   萍（4·119） 

教育治理现代化与新型大学体制构建                               

……………………………………  谢志岿等（5·107）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特质探析………滕明政（5·116）

从“升维”到“身位”：全球标杆城市

指数构建的理论基础………………龚建华（5·122）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王   鹏  陈蝶欣（6·93）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   李小元（6·99）

科创金融发展的底层逻辑及对策研究                                                             

………………………………………   刘国宏（6·105）

“一带一路”十周年研究

国家间关系对贸易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和东盟为例

………………………………陶一桃  王昱人（6·25）

广东与东盟国家产能合作：基于产业梯度、

产业结构和要素流动的实证………章  平等（6·34）

人工智能研究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马    亮（1·45）

元宇宙产业区域发展实践探索

——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 … 范丛明（1·51）

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以 ChatGPT 为例

………………………………王德祥  王建波（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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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ChatGPT 应用的法律风险与合规建议                       

………………………………………   文   婷（2·40）

元宇宙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 深圳市委政法委课题组（2·46）

元宇宙环境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五个维度                      

………………………………………  胡洪彬 （2·51） 

人脸识别法律规范初探：权利属性、保护

基础与法律对策…………  马俊军  王星宇 （3·60） 

数据智能技术普惠化的理论与实践

………………………………………  徐   明 （3·67）

数字法治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投资者知情权的保护研究             

………………………………黄健傑 吴   弘（5·47）

论我国数据交易法律制度中的公平原则及其适用                 

……………………………   滕宏庆  蔡浩威（5·55）

平台化机制下公共数据运营共同体：模型与

演化与制度构建………………… 肖玉贤等（6·43）

人工智能之辅助性定位原则的规范构造                                            

………………………………吴育珊  杜   昕（6·51）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研究  

………………………………杨   莉  刘文文（6·58）

生态文明与“双碳”战略研究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向                    

………………………………………   李    宏（1·96）

起点·交点·终点：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

逻辑路向……………………苏   峰  王恩春（1·102）

“双碳”目标下粤港澳大湾区低碳协同发展

路径研究 ……………………………  李   杨（1·106）

“双碳”治理的“时·度·效”及现实价值

——以深圳探索为例…………周会祥（2·116）

超大城市环境治理生态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  史   敏（2·122）

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研究

新时代党领导农民共同富裕的历史、理论

与实践逻辑………………………… 韩园园（1·114）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路径探析  …………………龚丹娅  权麟春（1·121）

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                

……………………………   朱金涛  孙迎联（3·115）

“新基建”赋能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   郑萌萌  郭佳雯（3·123）

中国共产党赋能农民主体的理论考察、历史

逻辑与实践探索…………………… 杨   玲（6·112）

统一战线推进共同富裕的优势研究                                                                

………………………………………  姜智红（6·119）

文化创新发展研究

基于经济发展视角的东西方文明兴衰分析                                 

……………………………………   吴定海等（3·28） 

从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的契合性 ……………………………  周   丹（3·38） 

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与深圳经验                                         

…………………………………………胡鹏林（3·46）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意识形态治理… 李文政（3·54） 

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支撑…………  王京生（4·57） 

在“两个结合”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吴   超（4·63）

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人文………… 卢   风（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