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学网 > 社会关注 >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中共中央决定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０日电 中共中央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

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

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意见》分七部分：一、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项重大任务；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三、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的目标；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五、积极推进哲学社会

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六、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七、加强党对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

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在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

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

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因此，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

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  

    《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

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

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

评。  

    《意见》指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

新。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

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

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

趋势，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

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  



 

    《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力争用１０年左右时

间，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教材体系，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形成

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人才培养选拔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

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

设。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

间的交叉渗透。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重点扶持关系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全局的研究项目，扶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研究项

目，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扶持对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宣传和普及，

充分发挥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扩大优秀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优秀成果更多更及时地

应用于实际。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比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

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意见》指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建设。建

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形成既能把握

正确方向，又有利于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活力的引导机制；形成既能有效整合

资源，又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调控机制。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的内

部改革，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

的运行机制。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立法工作。要扩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

际交流，注意引进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方法、管理经验。要大力实

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

界上的影响。  

    《意见》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

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要立足新的实践，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编

译和研究工作，准确阐述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要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

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要研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

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推动理论武装工作深入发展。要组织编写全面反映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

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学科的教材，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批中

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骨干。  

    《意见》指出，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整合研究力量，优化哲

学社会科学资源配置。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和课堂效

果为重点，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体制改革，按照

公正、透明、竞争的原则，改革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评审制度，重点支持

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水平的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要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评价哲学社会科学

要注重原创性，注重实际价值。要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奖励制度。要依法保

 



护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产权。  

    《意见》指出，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按照政治强、

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

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

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

要完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选拔和管理机制，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

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要加强哲学

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要增强社会

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

正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意见》最后强调，开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须加强党对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全面贯彻

落实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要努力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改进领导方

式，提高领导水平，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造良好的环境。党委和政府要经

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

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党委和政府要密切同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的联系，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

分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始终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广交朋友，增加了解、增进感情，树

立服务意识，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多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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