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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有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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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

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

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理论创新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深

厚基础与广阔空间。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积极进展和显著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团结带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

发有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项事业，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不断深化，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体现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学术研究

取得了一批高水平成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实现重大进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

军，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水平与能力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对外交流开创新局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发展正站在赢得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理论上实践上都面临着新任务、新挑战。国际发展环境深刻

变化的新形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和

改善民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

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涉及问题之多、领域之广、矛盾之深，前所未有，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提高

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

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

交锋，意识形态斗争交锋更加激烈，各种立场、思想、观念角逐，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

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具体领域来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领域；从学科来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囊括传统学

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从体系分类来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由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成，主要指向了相互关联的学科体系、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及其理论与知识的语言表

达；从核心内容来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内在统一、不可分割，共同指向了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与学术支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

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中心内容与逻辑主线。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际指向了中国之问、世界之

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内在彰显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

重大问题。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正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必须要在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推动其原创性贡献研究，深入挖掘这一科学理论在新中国发展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二是必须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研究和教学各环节、全过程，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理念，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

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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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两个结合”。中国国情、中国现实、中国道路

等共同构筑的中国实际，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的历史性转变过程，突出表现为

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

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构成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与现实方向。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应深刻总

结“两个结合”的重要历史经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

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刻阐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

代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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