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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llock.cn/users/huangzhang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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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扩张渗透与“三区革命”                                    王欣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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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视野中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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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                                             马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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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                              黄达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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