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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has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tand in the world, we must recogni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buil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ooted in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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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

煌成就。要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认清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建设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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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建设现代化强国，一直是中华儿女

的夙愿。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建设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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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由之路。

1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变化发展着的人类及其社会活动，要回答、解决的

是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必定需要不断的发展、丰富和完善才能

正确反映社会经济内在规律。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求真求是、不断创新，

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持续蓬勃发展。

当今国内外形势发生着急剧深刻的变化，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

处于关键时期，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改革、建

设和发展对理论的需求大为增强，探索规律，把握趋势，加强全局性、战略性、

前瞻性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新的形势，新的实践，

迫切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不断为其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上的重要系列讲话，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多领域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提供

了广阔空间。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以战略思维和世界

眼光，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和主攻方向，

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特点，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将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

实践有机结合，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2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任务

2.1  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离开

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发展就失去了科学的世界观、

正确的立场和方向，不仅难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且可能走向邪路。党在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排除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干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发展生产力当作一切工作的根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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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坚持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坚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使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建设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战胜谬误、赢得胜利

的科学世界观，也是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

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条件和任务的学说，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

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始终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中总结经验、构建话语、提炼思想、创

新理论，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2  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实现

理论创新

哲学社会科学要跟上实践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必须永不停顿地探索和创新，

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建新理论。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和学习，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

基本判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意义，以及“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基本理念和重大举措。

运用最新的研究方法，注重个案、实践调查等实证性研究，改变以往不搞调查，

不注重文献，停留在一般性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哲学社会科学与时俱进表现

为：一方面，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中西文化交流，取长补短；另一方面，

要解决当前我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注重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

学总结和理论概括，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有说服

力、战斗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回答人民群众关心和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

实际问题，形成有决策咨询价值的解决方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绝不应该只

是坐而论道，把哲学社会科学变成“纯学术化”的研究对象，而是应该坐言起行，

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通俗化

的普及工作，使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融入人民的日常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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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的一般规

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是当代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是增强理论自觉和

文化自信的重要保障。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建设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对外开

放、面向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惟其如此的哲学社会科学才会被中国人所接受，

以独特的“中国模式”推向世界。

2.4  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引导大学生及社会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从思想上形成科学的理论指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认识和分析

复杂的社会现象，科学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力推动社会的整体

发展。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为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

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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