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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道路和主要成绩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独立，人民当家作主，中华

民族结束了屈辱的历史，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社会科学从此也翻开新的一页，展现出广阔的

发展前景。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向前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首先，新中国是经过长期战争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百废待兴，一切都要重新建设。政

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需建立新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和完善各种国家制度。经济上，迅速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逐步实

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

代化，为新中国奠定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思想文化方面也需要有大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

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

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建设的

基础部分，新的社会实践不仅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课题和任务，而且也向它提供了大量实证材料和

可供研究的问题。实践呼唤并推动着理论的发展。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使

社会科学面临大发展的局面。 

  其次，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仅要有量的发展，更要有质的变化。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

旧中国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面临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的实践任务和时代课

题。新中国社会科学就其实质而言，正是这种新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这种新的政治和经济以巨

大影响和反作用。因此，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处于除旧创新、构建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面

临的一个艰巨任务，是既要吸收和改造旧的社会科学，又要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研究和对新的实践经

验的总结，创建和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以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居统治地位。 

  再次，新中国社会科学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新中国的建立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

条件，这种学习、研究活动，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建国前，只是一部分进步学者和革命理论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

社会科学的总体上，马克思主义是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尽管如此，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社会科学

研究上还是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新中国建立， 不仅要求和倡导社会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而且马克思主义成为学习研究的对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

领》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马克思主义哲

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研究，并迅速发展。学习

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众所周知，五十年代初，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唯物史观，使人们精神为之振奋，思想豁然开朗，研究积极性得到调动。当

时，已届古稀之年的陈垣先生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热切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老就衰，时感不

足，为可恨事。” 。表达了许多学者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这种情况表明，新中国的社会

科学从一开始就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并规定着它发展的方向。六十年来，在我们党和政府的

有关文件中，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强调要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和“二为”方向，从而保证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可以说，这

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大优点和特点。 

  社会科学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国家精神的培育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富强，所以，我们党始

终都把哲学社会科学看成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并极力推动社会科学的发

展。在建国之初，我们党就提出和组织学习社会发展史，毛泽东倡导“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

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部。1956年，党

和国家组织制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12年（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为推动社会科学的

教学，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编写和出版了一批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在当时居于学术最高水平的教材，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

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文学基本原理》等等。这些教材的出版和使用，提高了高校的教学和研究

水平。不可否认的是，十年“文革”严重冲击了我国的文教事业，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我们党重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并且把

科学和教育提到战略的高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

讨，同时对各个学科建设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和理论体系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赋予哲学社会科学以新的定

位和使命，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并且提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这极大地调动了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

了大发展的春天！ 

  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来讲，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现在，我国的社会科学门类齐全、学科繁多，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前

沿、前瞻和新兴学科，应有尽有，同国外社会科学相比，毫不逊色。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新中国

社会科学走过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其间有辉煌的成就，也有失误的教训。但是，瑕不掩玉，六十年

来社会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下面仅列举一些主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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