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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徐崇温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在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中央的这个《意见》，对于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

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因为科学研究对象的

矛盾特殊性决定了科学研究的区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人们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

量。但是，哲学社会科学所研究和阐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科学

所研究的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又有一点根本的不同：如果我们把人对

自然界的反作用放在一边暂且不论，那么可以说，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

觉的盲目的力量在发生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而

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却全是具有意识的、经

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在这里，任何事情的发

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的。因此，要认识纷繁复杂的

社会现象及其发展变化，就需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当作重要的认识工具，

从各个方面去揭示那归根到底赋予人们行动以动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更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去面对新的时代课

题、肩负新的历史任务。 

    一、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

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

果，科学预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

蓝图和一整套发展战略，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

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为了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

我们以哲学社会科学为重要认识工具，深入研究阐述这一思想的时代背

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为帮助人们解决在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将长期面对的一些重大课题提供

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



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

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科

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

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正确处理好改

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

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

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在改

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

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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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领导核心。 

    哲学社会科学还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

中，帮助人们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

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

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帮助

人们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

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和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是说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识；帮助人们、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

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

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体

地深入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加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对于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进程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

论成果，组织撰写全面反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

和文学等学科的精品力作。 

二、深入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

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

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此作出回答并给以解决，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断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

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又要以我国改革

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

的发展，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

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

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哲学社会科学要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敢于和善于迎接实践的挑战，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

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对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深层

次思想认识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形成有深度、有分量、有说服力

的成果；尤其要注重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

括，不断深化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为国家发展和

民族振兴服务，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

务。 

    人们常说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在事实上，实践也需要

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实践就难以取得成功。所谓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

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正是指的这种情形。科学的本质就是创

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创新

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而在各种创新中，理论创新又

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正是通过这种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

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

前进。而任何一种理论创新，都是在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结晶和升华。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提出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作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党中央

最近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妥善应对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经验总结，是对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和理论创

新，它把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

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

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中

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哲学社会科学要在中央推动全党树立和落实这

一科学发展观，自觉地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顺利发展中，发挥重要的认识工具的作用。 

    我们要在深入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要把基础研究和应用

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对策研究促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

应用对策研究。要重点扶持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全局的研究项目，扶

 



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作用的研究项目，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

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项目，扶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重要影

响的研究项目。 

 

三、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

康水平，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使得精神文化产

品的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坚

持以人为本，加快文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哲学社会科学要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就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

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

求。为此，就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文化发展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

样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

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努力形成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

条件，引导和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而团结奋斗。 

    哲学社会科学要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就要坚持立足国情，立

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

务社会的职责。立足国情、立足当代，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

足于当代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发展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态

度，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学风，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深厚源泉和强大动力，以研究和解决我们在前

进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而以外国和我国以往的经

验教训作为借鉴和参考。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就是

说，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作为我们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的“源”，而把古代的和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当作

“流”，要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去带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加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这是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和大国在复杂

的国际环境和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

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也是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沿着正确

的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这样的方向和方针，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才能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

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要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就要加强作为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学科建设。要按照巩固、调整、发展的原则，加强

传统学科建设，使传统学科增强活力，适应时代的发展；积极扶持新兴

学科、交叉学科，使之成为哲学社 

会科学新的生长点，带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更新发展；推进哲学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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