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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今年年初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又将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学习内容，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来讨论社会问题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将是—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 

  

一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个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既起始于问题的确定，又终结于问题的解决。随着新问题的产生和

解决，科学研究又会进入新的过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社会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5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就是适应了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着的市民阶层及后来主要由这

个阶层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而出现的，它们对近代欧洲社会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华勒斯坦等指出：“当时，

主权在‘民’正迅速地成为一项通则，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

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

求。”(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第10页) 

     19世纪，在西欧和美国，人们为了探寻历史规律，形成了历史学；为了解决商业经营和财政管理中的问题，形成了经济学；

为了探寻制约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逐渐建立了社会学；为了探寻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变化的规律，形成了政治

学；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入侵和征服，他们遇到了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

的学科领域，即人类学。1945年以后，在美国最引入注目的学术创新领域就是地区研究，这是因为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

就需要了解全球不同地区的形势和问题，就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后来，前苏联、西欧及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计划，其

主旨也是如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复兴问题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开辟了另一个新的学

术研究领域，这就是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研究。地区研究和现代化／发展研究都需要多门传统学科集结在—起进行共同研究，这就

导致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跨学科”和“多学科合作”的新的发展趋势。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实践需要，批判地考察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

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了解决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将马

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 

    总之，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在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社会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是哲学社

会科学得以存在的生命线，得以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二
 

     

    回答当代社会问题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也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 

    1、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为贯彻十六大精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这既是

难得遇到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巨大风险。如果处理得当，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使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所谓挑战和风脸，就是指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各种社会问题，如能源资源的约束、生态环境、

“三农问题”、地区差距拉大、收入差距拉大、就业不充分、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之

间的不平衡等问题。因此，研究、回答和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党和人民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

作者的厚望和期盼，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必然要求。 

    2、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当前社会分工中的角色使命。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以往经典本本中没有现成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地搬用别国的模式，因此它每前进一

步，都会遇到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党需要集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内的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来进行观念上、理论上、技术

上、制度上的开拓创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



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队伍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库。这就逐渐形成了政治决策和学术研

究、政治家和学问家之间分工合作、理解尊重的良性互动的新关系、新机制、新体制，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事业在社会

分工中的新角色。这种新分工、新机制，既增加了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决策时的选择空间，也在实际上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扩大了研究

空间，是一种既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又有利于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好机制。应该说，这种新机制对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界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界的责任不是更轻了而是更重了。 

    3、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学术建设的要求。 

    胡锦涛指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创新，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显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只有回答当代中国的实践问题，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对于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国外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外研究所提供的是外国的经

验和理论，历史研究所提供的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它们对于我国当前的学术发展来说只是流而不是源，对于我国现实实践中需要

解决的问题来说只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我们只有研究和回答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军事问题、

人口问题、发展问题，才能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宗教学、军事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等。哲学具有抽

象性、普遍性、反思性的特点，但仍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我们只有在捕捉和回答时代性课题、特别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原理。 

   

三
 

  

研究社会问题，要讲究科学方法。下面简述几点： 

   1、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准确地把握问题。     

在开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是作出一般的了解，甚至只有一种感性的直观的了解。这时候，人们对自己提

出和发现的问题，实际上只处在认识的开始阶段。依靠这种认识马上去解决问题，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时候根本不可能提出解决问

题的正确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问题进行定性分析，就是通过对形成问题的条件、原因，构成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

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确定问题的性质。其次，还要确定问题的数量、范围、规模，这就要对问题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定量分

析，我们可以达到对问题的更准确地把握。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的结合。   

发现问题、把握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解决本国问题时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理论和模式是

不会成功的。这就要求我们围绕当前问题的解决，有分析有批判地从前人、外人的理论和方法中继承或借鉴有价值的部分，并将它

们同当前问题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解决的理论、方法和方案。离开了一定问题的解决，继承也好，借鉴也好，就失

去了目的性；离开了一定问题的解决，开拓创新也不能落到实处。我们并不是为继承而继承、为借鉴而借鉴、为创新而创新，而是

为着解决一定的问题，去继承、借鉴，去开拓创新的，因此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继承、借鉴和开拓创新相结合的过程。     

 3、在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检验和发展理论。     

形成了、建立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这好比我们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理论和

公式，但是数学题的答案还得经过解题的实践才能找到；同样，我们也只有经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才能真正解决被我们发现和提出

的问题。实践地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先前获得的理论、方法和方案的运用过程、实施过程，同时也是对先前获得的理论、方法和

方案的检验和发展的过程。     

应该看到，由于党和政府不断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不断从政策、体制、投入、舆论等方面创造和改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

展条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事业遇上了繁荣和发展的新机遇。让我们抓住机遇，关注当今时代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辱使命，刻苦钻研，开拓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贡献我们

的聪明才智。  

    

（刊载于《光明日报》2004年7月27日B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