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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不断发展，机构逐渐完善。建国后不久，在国家还处于很困难的时

候，党和政府就十分关心社会科学的建设。1950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其中包括社会科学。1955 年

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相继成立了文、史、哲、经、政、法等 15 个研究所，集中了一

批全国知名的学术大家进行研究，并培养出一批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同时，在各省、市、

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革”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有了更大的发

展。1977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组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

研究中心— —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36个实体研究机构（包括研究所和研究中

心），有各类非实体研究中心150余个。主管全国性学会100多个，出版学术期刊70多种，院属出版社

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1600余种。现有在职人员3900余人，其中专业人员3100余人，具有高级

职称的专业人员1600余人。它不仅在中国、亚洲， 就是在全世界也是最大、最齐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与此同时，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科学院，地方社科院总人数已超过万

人。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比较集中的高等院校，改革开放后也有了大发展，建立了许多新的社会科学

院系，成立了一批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的研究所，教学和科研人数更是几十倍地增长。截至2007年

底，全国高校文科教师总数已达38万人左右，其中教授3.98万人、副教授9.81万人，教师总量较改革

开放初期增加了5倍，高级职称人数增加了25倍。在中央党校及各地区党校、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和

政府机关、在军队系统，也都建立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 

  上述“五大系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五大主力军。现在，全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

研究工作的人员近40多万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10多万人，专职研究人员3万多人。同时，全国社会

科学的主要学科，还成立了自己的学会，这些学会团结了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学术活动，

组织和协调研究工作，成为社会科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六十年来，陆续创办了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学

术刊物。这些科研机构和学术刊物，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方面成绩卓著。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

我们党和国家从来都非常重视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 就翻译出版

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多种马列著作单行本。建国后，于 1953 年，成立 了中共中央

编译局，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快就出版了《列宁全集》、

《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

重要著作的单行本。同时，还出版了《毛泽东选集》4卷本， 以及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重要著作。在近三十年来，马列著作的翻

译出版更加系统、完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 卷全部出齐以外，还出版



 

了我国自行编辑的六十卷本的《列宁全集》第二版。这是当今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齐全的版本。同

时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上下

卷）。随着国际上百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的出版，中央编译局也在陆续编译和出版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30卷。其余数十卷的编译和出版工作也在加紧

进行中。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央编译局承担编译的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

选》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经典著作也正在出版中，很快便可以投入使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除重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外，还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

文集》、《毛泽东书信集》、《毛泽东传》和即将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等一批重要著作。同时，还

出版了《邓小平文选》3卷本和《邓小平年谱》，以及其他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和传记。同时，

还陆续出版了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通过的文献。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我国领导人的

文集和文献的出版，为我们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经典著作的基

础，同时，也必将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深远的影响。 

  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需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中央党校等相继建立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地研究，出版了大量科学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已经对我国改革开放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

始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围绕经济建设，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人口问题，以及哲学上的一

些重大现实问题开展了研究和讨论， 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但由于“左”的影响，这些研究受到了

很大的干扰。“文革”结束不久，全党全国面临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任务，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

革命家支持下，社会科学理论界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

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的深入研究，成果斐然。 

  — —社会科学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首先提出了“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随之在全国形成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

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

准备，对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学者撰写了大量文章，用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历史演变和理论内涵，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进行了深

入地探讨和系统地阐明。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提出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一

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是研究人道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突

破，也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这场讨论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由

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其意义也是不言自明

的。 

  —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研究方面，理论界贡献突出。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于祖尧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中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并展开加以论证。

1982年，刘国光在《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中提出，社会主义商品具有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属

 



性。马洪、于光远、刘国光等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以前，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保留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

经济和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竞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等一系列新的观点。进入90

年代，理论界学者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中国社会

科学院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思路、大原则和大框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等研究报告，其中许多观点被中央文件采纳。中央领导同志曾赞誉：“社科

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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