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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王清涛著的《马克思学说体系研究》是第一部从结构这一至为艰难的问题入手，并结合
一些基本哲学问题去阐释和论述马克思学说的专著，本书力图建构马克思学说体系的逻
辑结构，探寻马克思的主旨，还原整体的马克思，并把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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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获哲学硕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13年赴清华大学访学，主修西方哲学。2012年被评
为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哲学、政治哲学、儒家哲学，德国哲学是其学术训练与
学术研究的基础。  
主要作品有《新经济战略》、《走进虚拟世界》，以及《“马克思学说”概念的历史省
察与当代启示》、《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建构》、《孔子儒学体系的逻辑
结构》等主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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