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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 

---中国政治学会二00三年年会召开，李慎明作工作报告 

作者：杨海蛟 韩旭

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86期 

    本报讯10月21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召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学
术研讨会暨2003年年会。 

     会上，我院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代表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会做工作报告。他指出，
中国政治学会的责任、使命和活动的目的，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时俱进，建设和发展具有中
国特色的政治学，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为更好地履行和完成这一职责和使命，学会的所有理事和会员要充分认识政
治学研究工作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增强政治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的
十六大提出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为政治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认清
自己的责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李慎明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保持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
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政治学研究的灵魂和旗帜。中国政治学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科学研究的群众学术团体，这是明确写入学会章程并作为学会宗旨的。在这一根本
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我们要坚
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学会工作。 

    他指出，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克服僵化教条思想，
决不能一切从本本出发，像列宁所说的抱着昨天的某种结论不放。“东教条”、“西教条”和“古教
条”都在我们反对之列；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要坚持优良的学风，反对不良学风。必须坚持“二
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统一。提倡学术研究自由，注意区别和把握政治行为与学术行为的界限。对
于错误的学术理论，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开展积极平等、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和
学术批评。同时应看到，倡导和鼓励学术自由必须以遵守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为前提。 

    李慎明指出，要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强大的政治学研究队伍。政治学会要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
老专家、老学者要充分发扬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培育新人。 

    据介绍，中国政治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两年来，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学会的宗旨和第五届大会的精神，学会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
新的成绩。积极组织开展学术研讨，举办了五次学术会议，促进交流合作，做好全国政治学界的桥梁和
纽带。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中国政治学会团体会员代表及秘书长联席会议；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经济全
球化与政治发展战略》；应有关机构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的要求，汇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研究》，为
有关部门的讲座、学习、决策提供了参考资料。本届理事会在壮大学会队伍、促进地方学会开展活动等
方面也取得了成绩。 

    与会者围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学研究及政治学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由
中国政治学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和江苏省政治学会共同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
会议，共提交论文80余篇。（杨海蛟 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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