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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

量，是一个民族思想高度、理论水准、精神品格、文明素质的集中体现，是文化强国的显著标志和思想引领。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就

难以建成文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缺乏思想引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

文明风尚、行为规范，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让思想之光照亮前进道路、引领民族复兴。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文化的基座、底蕴和血脉。哲学社会科学

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构筑了文化强国的思想理论根基；哲学社会科学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熏陶人的心灵品性，形成了文化强国的国民

精神源泉；哲学社会科学培育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提升民族的理论创新水平，决定着文化强国的国际影响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

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古代社会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

实学，经历了若干学术思想繁荣时期，产生了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留下了深邃丰厚的思想理论财富，是历史上中华文

明走在世界前列、造就文明高峰的思想原因。

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伟大的历史创举、重大

的社会变革，没有现成的方案和路径，并不仅仅是科技现代化的问题，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等各个领域现代化

建设的统筹推进、协调发展，需要深入准确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规律体系，构建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

统性、专业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思想理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飞跃，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实践，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同时又是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极好契机。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思想理论建设是

厚植文化强国的基础工程。

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是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新时

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

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必须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面推进

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等等。讲话为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夯实了基石、指明了方向、

擘画了全局，我们必须以这篇重要讲话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推进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造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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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旗帜。发展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以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宽阔视野，加深对这一思想的当代实践基础、深厚文化根基的深入研

究，展现这一思想理论鲜明的中国气派，同时彰显这一思想在“两个大局”历史交汇中独特的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搭建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关键在人才、基础在队伍，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构建种类齐全、

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形成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良好激励机制。要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

语体系，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

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包含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

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开启新征程，推进“两个创造”，还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回答和解决，还有许多新的规律需要认识和发

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大发展的新征程，必然会在新的创造性实践中大有作为、大放光彩。

　 （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日在线人数：687人  历史最高人数：11519  累计在线人数：1790557  

版权所有：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022-87430687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首页 中心概况 研究基地 学术成果 专家队伍 下载中心

当前位置： 首页  >  理论动态理论动态

javascript:SetFont('detail',20)
javascript:SetFont('detail',16)
javascript:SetFont('detail',14)
javascript:
http://www.tass-tj.org.cn:8058/page/index.aspx
http://www.tass-tj.org.cn:8058/page/InfoListPage_wzdh.aspx?NCode=zxgk
http://www.tass-tj.org.cn:8058/page/InfoListPage_wzdh.aspx?NCode=yjjd
http://www.tass-tj.org.cn:8058/page/InfoListPage2.aspx?NCode=xscg
http://www.tass-tj.org.cn:8058/page/InstitutePicList.aspx?NCode=zjdw
http://www.tass-tj.org.cn:8058/page/InfoListPage2.aspx?NCode=xzzq
http://www.tass-tj.org.cn:8058/page/index.aspx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