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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社科司相关负责人解读《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1—2020年）》

  2011年11月23日09:06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新一新一新一新一轮轮轮轮高校哲高校哲高校哲高校哲学学学学社社社社会会会会科科科科学学学学繁繁繁繁荣计荣计荣计荣计划划划划启动启动启动启动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1—2020年）》近日已由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标志着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

荣计划正式启动。 

  记者从会上获悉，新一轮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是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各项思路

和举措的具体行动计划，是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工作抓手。该计划的制定立足当前

实际，谋划未来发展；立足高校特点，凸显特色优势；立足提高质量，增强创新能力；立足

继承创新，加强统筹协调。计划明确了未来10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

务，提出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的主要内容。 

  权权权权威解威解威解威解读读读读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近日，教

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同时教育

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走出去”计划》《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等配套文件。这一

系列重要举措，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

望，充分体现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中的重要作用和光荣使命。 

  在11月21日举行的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对《高等学校

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进行了解读。 

  迎接新挑迎接新挑迎接新挑迎接新挑战战战战，不，不，不，不断断断断创创创创新新新新发发发发展展展展 

  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制定依据了怎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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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近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和巩固了健康向上、繁荣发展的良好势头，为

推进理论创新，促进学术繁荣，传承创新文化，培养高素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必须看

到，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如科研创新机制有待进一

步完善，社会服务价值有待进一步拓展，育人功能有待进一步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

权有待进一步提升，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需要认真研究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

决。 

  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制定依据了以下原则：一是以解决制约当前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出发点，提出切实措施。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完善

顶层设计，作出前瞻部署。二是针对高校特点，通过重点规划，推进科学研究与创新人才培

养的有机结合，推进跨学科研究和战略预测研究，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

三是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和重点建设，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

变，切实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四是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坚持统筹协调原则，统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统筹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协调发展。 

  围绕总围绕总围绕总围绕总体目体目体目体目标标标标，，，，构构构构建八建八建八建八个个个个体系体系体系体系 

  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包括哪些？ 

  答：两办《意见》明确提出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到2020年，基

本建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围绕这一总体目标，新一轮计划提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着力构建八个体系：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构

建团队攻关研究与个人自由探索并重的科研项目体系；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

系；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研究条件支撑体系；构建结构合理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队伍体系；构建现代科研管理体系；构建制度、监督、惩治相结合的学风建设工作体系，同

时，要大力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抓抓抓抓质质质质量量量量抓抓抓抓创创创创新，新，新，新，搞搞搞搞好重好重好重好重点点点点建建建建设设设设 

  问：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重点建设内容有哪些？ 

  答：一是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质量完成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任

务。建立中央、地方和高校分级培训体系，深入开展对教材所涉课程教师的培训，扎实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三进”工作。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和思想政

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全面实施课程建设标准，健全质量测评体系，进一步提高教学水

平。 

  二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启动实施新一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建设计划。新建一批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跨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

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进一步加强部部共建、部省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建

设。 

  三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教育部将启动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中长期重大

专项，同时在各类项目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对高水平团队给予长期稳定支持，鼓



 

励高校教师发扬“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潜心基础研究。 

  四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重点扶持一批立足实践、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

影响的应用对策研究项目。着眼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聚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推进高校与国家部委、地

方政府等合作建设咨询型智库。 

  五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推广普及。支持高校面向社会开设“高校名师大讲

堂”，开展“高校理论名家社会行”活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组织动员

名家大家撰写高质量社科普及读物，面向社会公众积极宣传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传播科学理论。 

  六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实施“当代中国学术精品译丛计

划”，面向国外翻译、出版和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与精品著作。支持高校探索在国外和港澳

地区合作建立一批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重点建设一批高校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

刊，重点建设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七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社会调查、统计

分析、基础文献、案例集成等专题数据库，加强与现有信息服务机构的衔接，推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进一步加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为教学科

研提供文献保障。 

  八是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和表彰。继续组织开展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和表彰活动，充分发挥奖励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增强高等学校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责任编辑：高巍）

© 1999-2011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5号楼5层 邮政编码：100806 电话：010-66032841  

Email:qgskghb@vip.163.com 

您是第 3555555555555555 位访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