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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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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 宋宗宇 侯 茜 向 艺(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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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的信息瓶颈 ⋯⋯ 陈德敏等(4—105) 

论中国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构建 ⋯⋯⋯⋯⋯⋯⋯⋯ 张建伟(4—109) 

论水权的定义⋯⋯⋯⋯⋯⋯⋯⋯⋯⋯⋯⋯⋯⋯⋯⋯ 黄锡生(4—114) 

论我国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 顾华祥(4—118) 

经济分析方法在合理行政处罚中的运用⋯⋯⋯⋯⋯ 唐哗旎(4—127) 

再论无权处分⋯⋯⋯⋯⋯⋯⋯⋯⋯⋯⋯⋯⋯⋯⋯⋯ 孙 鹏(4—131) 

中国古代承揽契约论略⋯⋯⋯⋯⋯⋯⋯⋯⋯⋯⋯⋯ 刘云生(4—135) 

论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双重性 ⋯⋯⋯⋯⋯⋯⋯⋯⋯ 赵信会(5—118) 

论我国银行监管体系的完善——评<银监法> 

⋯ ⋯ ⋯ ⋯ ⋯ ⋯ ⋯ ⋯ ⋯ ⋯ ⋯ ⋯ ⋯ ⋯ ⋯ ⋯ ⋯ ⋯ ⋯ 曾文革等(5—121) 

论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扩大与限制 ⋯⋯⋯ 肖 云 方海平(5—125) 

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法律的挑战及其对策 ⋯⋯⋯⋯ 张小强(5—128) 

【人力资源·教育1 

论重庆市人才机制的创新 ⋯⋯⋯ 王可俐 刘仁龙 罗家富(1一l17) 

民营企业员工激励问题与对策 ⋯⋯⋯⋯⋯ 李 志 金 莹(1—123) 

职业营销经理胜任特征模型研究 ⋯⋯⋯⋯⋯⋯⋯⋯ 吴盂捷(1—126) 

农转非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 吕雪梅 吴绍琪(1—130) 

本科教育目标与发展模式转换研究 ⋯⋯ 伍 一 蒋华林等(1—133) 

论瑞吉欧“集体学习”及其教育价值⋯⋯⋯⋯⋯⋯⋯ 杨春华(1—137) 

2l世纪中国高校审美教育解读⋯⋯⋯⋯⋯⋯⋯⋯⋯ 戚 序(1—140) 

英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与监控制度研究 ⋯⋯⋯ 李良军(1—146) 

论泰中汉语教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 ⋯⋯⋯ 郑碧群(1—149) 

重庆市国有企业高学历员工满意度研究 ⋯⋯⋯⋯ 向 征等(2—110) 

外包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 冯祈善 王善臣(2一l14) 

女性秘书的职业前景研究⋯⋯⋯⋯⋯⋯⋯⋯⋯⋯⋯ 张 博(2—117) 

人的全面发展是时代的课题 ⋯⋯⋯⋯⋯⋯⋯⋯⋯⋯ 张 江(2一l19) 

加入WTO对重庆市高等教育的影响(二)⋯⋯⋯ 陈红兵等(2—122) 

多元教师评价主体分析 ⋯⋯⋯⋯⋯⋯⋯⋯ 欧本谷 刘俊菊(2—127) 

传承学校历史 规划现代校园⋯⋯⋯⋯⋯⋯⋯⋯⋯ 张四平(2—131) 

论学科建设的内涵、策略与措施 ⋯⋯⋯⋯ 伍百洲 秦大同(2—134) 

企业销售人员激励强度及激励替代效应研究 ⋯⋯⋯ 林鸿熙(3—129) 

民营企业高学历员工激励管理研究 ⋯⋯⋯ 李 志 张 华(3—132) 

民营IT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 ⋯ ⋯ ⋯ ⋯ ⋯ ⋯ ⋯ ⋯ ⋯ ⋯ ⋯ ⋯ ⋯ ⋯ ⋯ ⋯ 刘海霞 胡同泽(3—136) 

重庆高校校办企业员工稳定性因素的实证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陈仙歌等(3—140) 

转型期我国农民工职业教育失衡现象与纠正方略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红(3—143) 

加入WTO对重庆市高等教育的影响(三)⋯⋯ 武雨南川 等(3—147) 

市场导向的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结构优化研究 ⋯⋯⋯ 王少军(4—138) 

管理理论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作用 ⋯⋯⋯ 冉振东 杨保健(4—143) 

论企业员工忠诚度的培养 ⋯⋯⋯⋯⋯⋯⋯ 李星敏 唐孝云(4—146) 

高校扩招的最优规模分析 ⋯⋯⋯⋯⋯⋯⋯ 赵修渝 王 娟(4—199) 

大学城建设的条件和模式研究 ⋯⋯⋯⋯⋯ 方 明 吴 静(4—152) 

人才强国战略与全面提高高校教师素质 ⋯⋯⋯⋯ 曾佐伶等(4—155) 

加强学术团队建设 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 ⋯ ⋯ ⋯ ⋯ ⋯ ⋯ ⋯ ⋯ ⋯ ⋯ ⋯ ⋯ ⋯ ⋯ ⋯ ⋯ 伍百洲 包 建(4—158) 

论实验室在高校育人环境中的优势作用⋯⋯⋯⋯⋯⋯⋯⋯⋯⋯⋯⋯ 

⋯ ⋯ ⋯ ⋯ ⋯ ⋯ ⋯ ⋯ ⋯ ⋯ ⋯ ⋯ ⋯ ⋯ ⋯ ⋯ 刘跃华 周晓梅(4—160) 

从招聘信息比较东西部非公有制企业人才观 ⋯⋯ 李 志等(5—133) 

大学生职业评价与职业选择研究 ⋯⋯⋯⋯ 汪庆春 孟东方(5—136) 

论新时期博士后制度改革 ⋯⋯⋯⋯⋯⋯ 王可俐 刘仁龙等(5—139)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问题研究 ⋯⋯⋯⋯⋯⋯ 邱 新(5—143) 

论创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机制 ⋯⋯⋯ 袁 红 李定清(5—146) 

对边疆地区教师继续学习现状的调查研究 ⋯⋯⋯⋯ 尹可丽(5—149) 

重庆大学建校初期办学理念的再认识 ⋯⋯⋯⋯⋯⋯⋯ 志芳(5—152) 

【跨学科·新学科】 

论企业电子商务与生态位 ⋯⋯⋯⋯⋯⋯⋯ 邵兵家 刘小红(1—152) 

生态经济学理论与环境恢复和重建 ⋯⋯ 王继军 谢永生等(2—150) 

多元文明交融视野下的文化景观视点 ⋯⋯ 张祖群 赵 荣(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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