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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要有国家意识

  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主要任务是在全球后现代背景下如何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冲击、新科技

革命加速的冲击、资本创新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冲击；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

发展，一句话，如何顺利实现中国“新” 现代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主要形势是面对全球特别是西

方发达国家强势意识形态的挑战，面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探索、新问题、新观念，面向未来发展；主要任务就是

如何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向世界系统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的基本意义，全面发

展，走向世界，在世界思想对话中变被动为主动、变守势为攻势，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通过创新体系建设而真正成为世界先进

文化的代表。 

  第一，要敢于迎接西方文化霸权的挑战，勇于出场，挺直腰杆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道路”对西方金融危机的成

功抗击、“中国价值”对日渐式微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先进意义昭示世界：我们已经站到文化战略由防转攻的转折点。我们在策

略上的韬光养晦决不意味着放弃意识形态上的主动权。不要停留在“防范”、“迎接挑战”上，而要敢当先进文化代表，真正

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先进文化来建设，用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 

  第二，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时代特点。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路线图再次凸显出我们仍处在“知识

资本—制造业经济”两极构架形成的“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全球化从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旧全球化形态向以知识资本为主导

的、“知识资本—制造业经济”两极构架为支撑的新全球化时代转变。全球控制方式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加上武力转到科

技、信息、文化加武力。发达国家总是用高科技对我国封锁，将研究发展基地即“头脑工业” 留在他们手中，而进入我国开

发区的绝大多数是“躯体工业”即生产车间，形成“中心—边缘”结构。金融危机传导在证明这一统治结构存在的有效性的同

时也在表明它崩溃的前景。今天谈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探索新科技革命、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要研

究新全球化时代统治和崩溃双重前景问题。 

  第三，在新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不仅是资本的危机，而且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价值体系霸权的危机。长期以来，

西方借助强于我们的新科技和新经济的优势，在文化上采取攻势，力图在意识形态上消解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在精英层面和大

众层面，采取理论影响和流行文化、 快餐文化全面渗透。这是挑战，本身也是机遇。在挑战中，“中国道路”孕育着“中国

价值”不断成长，不断批判地汲取精华、去除糟粕，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先进文化的代表。作为“中国价值”思想核心

的马克思主义，总是善于正确指认时代本质，及时解答时代问题， 科学拓展时代视野，总体把握时代方向， 从而“充分地适

应自己的时代” 。 

  第四，要用深度反思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面对中国逐步走入利益格局日益差异、社会分层不断加剧的新形势，构

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关键就是能否科学把握当下社会的总体本质、结构和特征，进而科学阐述构

建一个良序治理的差异性社会所必然需要的“差异的正义”基本原则，进而阐释由此而来的公平发展的经济学、协调差异利益

表达的政治学、不断在价值多元基础上求得共识的文化学、和谐治理社会矛盾的社会学等，进而形成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创新体系。 



  第五，应当在差异性社会的价值多元对话中不断增进共识，加强创新的价值引导。社会科学并非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社

会科学家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价值偏好。当然，后现代主义者、法国学者利奥塔德则认为人文叙事与科学叙事实际上没有根本

的区别，它们都具有价值偏好。必须在理论上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在差异性社会中存在的事实层面上思想价值体系的多

元化，二是作为国家精神规范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前者是一种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在初级阶段社会这也是必然现象，

应当受到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例如，信仰各种合法宗教就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这些宗教在价值体系上与马克思主义当然不

属于一个思想体系，多民族不同的道德观念，加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利益多元化带来认识上的多元化

等。它们的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某种必然性。但是，事实的多元性并不等于我们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也是多元的。

相反，我们提倡、弘扬的，应当是一元的，这一点应当毫不含糊。承认多元化的事实，但主导一元化。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事

实的多元性之间会有矛盾、冲突，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矛盾。研究这一矛盾，促进文化繁荣与发展，正是哲学社会

科学界的重任。如果回避矛盾，无论是将事实的多元化说成一元化，还是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说成多元化，都是错误的。 

  第六，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支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协同机制。协同创新要探索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形态学。研

究各种社会科学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体制机制，资源合理配置方式，建立和完善创新的社会建制与国家机制。建立国家社会科学

部、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统筹规划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需要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奖，以大力激励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并推动学术大师的培育；要大力推进官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建设，将之有效地上升为当代“国家意

识”，成为“国家目标”和“国家工程”。要重视社会科学创新的行为方式的规范建立和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涉

及研究的程序，如何避免重复、抄袭，如何引述参考文献和描述研究前沿状态，如何判定研究问题，如何确定创新标准和评

价，如何建立创新规范，如何共享创新资源，如何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行为的创新性，等等。 

  第七，进一步加大创新人才团队的培育力度。要造就一批真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本性和路径，学贯中

西，有原创能力的学者。有了这样一批人才，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才真正大有希望。要鼓励学者不做思想的懒

汉，舍得花大力气，坐冷板凳。当然，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应当有“国家意识”，即要以中国发展、学科发展的重大

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在国家层面凝聚人才、锻炼人才、培养人才。建立“国家目标”，即能够代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

平的学科结构、学科成果、创新机制、评价体系和学术队伍建设目标等。应当抓“国家工程”，设立国家社科基地、设立重大

项目等。 

  展望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构建的趋势，笔者认为，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将基础性学科、基础性理论的创新提到首位。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强调：后工业

社会的第一特点，即理论的创新成为首要的环节。“回到基础”成为美国哈佛大学近年来提出的治校口号。在知识经济时代，

基础理论的创新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技术创新不过是第二位的。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前提批判、基础创新比结

果批判、应用创新更重要。 

  其二是跨学科研究，综合性越来越强。现在的研究，往往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方面的学科为中心。要打破学科

壁垒，使新时代热点问题成为多学科研究关注的焦点，如环境与生态问题、公共问题、全球问题、人口问题、全球规则问题、

伦理问题、和平与发展间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