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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个定位”要求 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座谈会”召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4-01

  本报讯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中国社

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副院长李慎明、武寅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王伟光指出，中央对我院作了“三个定位”要求，其中第一位要求是要把中国社科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

坚强阵地。这是对中国社科院的政治要求。 

  王伟光指出，胡锦涛同志在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还有在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都强调了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理论

工作者更应该身体力行，扎扎实实地做好这件事情。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马克思中国化及其不

断创新的需要。 

  王伟光指出，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是加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中国社科院是党所领导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

工作，是中国社科院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切实抓好这项工作。我院率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李长春同志在去年年初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会议上表扬中国社科院成立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去年院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六大战略任务，第一项战略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坚

强阵地的建设。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科研人员、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科学研究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指导是一个根本问题。比

如，任何学科研究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研究语言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都有一个基本立

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当然在这里不是搞简单的贴标签，而是要用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研究。第三，加强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是在科研人员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需要。不论研究什么问

题都有一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从这三个方面的需要来看，必须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作为我院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战略任务来抓。 

  王伟光强调，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再一次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我们必须做到：一、要高

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二、以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为中心内容，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工作，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

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如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家，马克思主义的

宗教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家、法学家，等等。要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骨干。 

  王伟光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创新体系建设，哲学、宗教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

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等，都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专门研究人员或研究单位，要充分发挥社科院整体学

科优势，利用院外力量和离退休老同志的力量，分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工程。要有课题规

划，列出一些重要的课题，要抓好研究生课程设置、图书资料建设。 



  李慎明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兴起，《资本论》热销。在一些国际交往中，中国学者讲马

克思主义，对方感到很高兴。当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从短期内看对我们可能有很多挑战，但是从更大范围内看恰

恰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机遇，这也是机遇大于挑战。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旗帜。中国社科院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这是一个重大战略举

措。我在此提出几点建议。第一，举办好老学部委员和著名学者的百年诞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比

如纪念艾思奇百年诞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第二，筹备召开好院里“马工程”会议。除了完成中央

交办的“马工程”任务以外，社科院院内的“马工程”也要进一步抓起来。第三，开好马克思主义各学科有关的

高层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党委书记侯惠勤等相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加强马克思主

义学科建设发言。（秦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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