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大任务 

谈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之一  

 

  正当我们在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指引下，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进行艰辛的科学研究和越来越
深入的学术探索的时候，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我国当前社会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界的一件大喜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面对
改革开放所促成的新的社会形势和新的社会结构功能的重大转变，面对处理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总体协调问
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为把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现代化战略框架，多次发出振奋人心的呼吁，发表了许多重要言论，引起了全党全国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
重视和关注，为它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的颁发，标志着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一步加强领
导的宏伟气魄和决心，标志着党对全面建设现代化小康社会的战略问题的思考的进一步成熟。 

  《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明确思想，为我们
从总体上确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党的工作中、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的定位。我们应该对这个思想进行深入
理解。 一个党、一个国家，有许多大事要做，在一个特定时期，面临着许多重大任务，而什么是大事？什么是重
大任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是不言而喻的。但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任
务”，提法如此醒目、明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可以认为，《意见》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新的时代条件
下，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全人类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回答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思路。党的这样一个
思路，在客观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说明党抓住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实际上，从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人类的社会发展，就其具体的程序运作而言，越来越多地依靠哲学思维的
系统性、宏观性和理性建构原理，越来越多地依靠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论证及其技术性的规划、设计和操作；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日益成为各国政党、政府、企业和大型社会团体等进行重大决策所必须依靠的咨询对象；许多重
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项目、方案、计划、工程，也都越来越多地习惯于进行先期的哲学思维和人文探讨，并应用
社会科学的许多有关学科进行先期的预案研究，包括调查、方案设计、模拟、试验等等。 所有这些经常发生在我
们身边、但并不被我们许多人认真对待的“现代社会管理行为”或者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实践行为”都向我们说
明，人类的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已经越来越走出了西方启蒙运动只把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作为“书本知识”
来看待的思维模式，而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整个的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实践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 

   换言之，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越来越依靠对这些领域所进行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人
们的看法也越来越趋向于：任何重大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决策，必须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
论根据和技术根据，才能表明其合理性、正确性，才能说服和动员相关工作人员和社会大众。当代社会逐渐发展变
化为一个习惯于依靠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咨询的社会、一个依靠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科学决策的社会、一个被我们经常
挂在口头的“知识社会”。因而，在这种新的时代形势下，任何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问题，若离开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支持，都会显得“落伍”而缺乏现代性，都会被认为“不科学”；任何不懂、或者轻视哲学社会科学、
不和哲学社会科学紧密结合（结盟）、没有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组成的智力库和智囊团的任何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组织，都会被认为是“缺乏现代性”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被认为是不具备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
资格的，是不可能具有真正推动现代社会发展能力的。 

  实际上，不但所有社会实践（行动）组织在现代社会中都紧密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咨询和策划功能，而且大部
分现代社会精神组织，也把依靠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咨询作用、使用哲学社会科学的当代话语系统看作是
其本身现代化、以使自身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必要条件。例如西方基督教各派别的教会这种很古老的传统社会组
织，它们的政治功能在启蒙运动以后逐渐退化，但其社会精神组织的功能一直保持着，也用现代哲学、人文学科
“改造”自己的神学理论体系，发展其“宗教哲学”、宗教史观、宗教人类学等等，既坚持宗教立场又力图通过探
讨和解释当代诸多哲学、人文问题，表现自己的“现代性”。它们还把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民族学等
等社会科学，应用于自己的组织建设，保持和增强自己适应并作用于当代社会的能力。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任何社会行动、社会精神传播、社会组织，只要是想生存、想继续发展，就都在自觉或者



不自觉地应用哲学社会科学，都把哲学社会科学当作自己的理论支柱、行为规范和方法。这种重视和实际应用哲学
社会科学的新的时代情况，实际上是现代人类的任何一个地区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就是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组织本身的现代化事业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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