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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社科院举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漫谈”学术茶座

高立龙

2012-11-1 14:27:18  来源：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网站

  10月25日上午，湖南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协会与培训办联合在中层干部会议室举行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漫

谈”学术茶座，参会人员主要有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协会会员、近年新进博士，方向新副巡视员、财经所所长刘险峰莅临指

导，学术茶座由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协会常务干事、培训办副主任罗黎平博士主持。 

  学术茶座是湖南社科院培训活动首次采取的形式，气氛活泼且不失严肃。就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问题，与会者各抒已见，

讨论热烈。宋春艳博士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注重逻辑思维能力并同时结合地方的研究特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体现逻辑性

和层次感。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注意预测方法的应用，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要有预测意识和能力，要登高望远，有前瞻意

识。邝奕轩博士结合自己国家课题申报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分类三类：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老方法解决新

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要注重学习，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三个原则：伦理原则、哲学思维、系统观点，并结合黄金大

米研制、《矛盾论》和事物的发展为例对三种原则进行了阐述。吴志国博士结合自己对历史学的认识指出社会科学研究要注重两

个维度，一是从社会科学研究客体的性质来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都存在丰富多样性，不仅需要对不同地

理范围内的人与社会进行研究，还有对处于不同时间的人与社会进行历时性研究；第二个是从社会科学研究主体即研究者、学者

的素养来看，如果要产生卓越的成果，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具有历史眼光。杨顺顺博士主要针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技术方法

进行了发言，详细讲解了复杂系统研究、实验经济学（ACE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ASPEN模型）、基于计算机的人工世界政策

实施模拟、复杂适应系统多主体模型等技术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邹智霞博士根据自己博士专业方向，即基于气温变化

的金融衍生品阐释了自己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并结合毒奶粉事件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用基本数据说话，不应为应用模型

而应用模型。陈英博士指出社会科学的规律是基于人的理性选择，而理性选择又基于所掌握的信息，并结合韦伯的《社会科学方

法论》以及国外智库的研究建设提出了自己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邓田田博士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基于事实并超越现实，并就

文学和文献学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罗黎平博士就社会科学院的主要工作，即公文材料、应用研究和专业研究提出了自己对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见解，并提出要多模仿、多学习、多积累。刘险峰所长结合物理学研究方法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把复

杂的东西简单化，要注重利益索求，研究要有规律、有方法，要注重思想实验。 

  最后，方向新副巡视员对讨论作了点评，指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已有成型的方法，而应用研究究竟有没有方法？社会科学应

用研究怎样方法，怎样创新？均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他强调，要持续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并从各个方面广泛

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问题，我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协会要在这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学术茶座也是湖南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协会的年会，罗黎平博士就协会去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会议并增

补王安中、邝奕轩、郑自立等3人为协会常务干事，增补张利文、邓田田、姜正君、曹前满、邹智霞、曾召友、姚选民、陈英、

刘晓、赵彦晔等10人为协会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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