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科网首页 | 客户端 | 官方微博 | 报刊投稿 | 邮箱  

社科院邮箱：mail.cass.org.cn  |  2023年8月23日 星期三   

首 页 马研院简介 马研学部 习研中心 马研院领导 研究人员 人才培养 课题研究 通知公告 图片轮显 马研院工作动态 成果快递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系列论坛

著名专家学者 马研院创新工程信息 马克思主义大讲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外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与当代中国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共党史与党建 科学无神论 经典语录 期刊与年鉴 学会与中心 著作推荐 理论动态 热点评论 思想争鸣 国情调研 人物故事 ENGLISH 站内搜索

我的位置 > 首页 > 科学无神论

张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和《科学与无神论》年
度发展规划会综述

  2023年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和《科学与无神论》年度发展规划会议在马研院召开。中国社会科

学院马研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科学与无神论》主编龚云研究

员主持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科院马研院、

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近30名专

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龚云表示，近年来在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科学与无神论》的学术含量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各项指标有了明显进步。

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经过换届后，工作有了较大的起色。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两个议题，一是中心今年的主要工作，二是

刊物的建设问题。为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需要发挥这两个重要平台的作用。

  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秘书长、《科学与无神论》编辑部主任黄艳红研究员介绍了2022年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开展工作

和《科学与无神论》期刊发展情况。首先梳理了中心2022年的主要工作，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科学无神论原理》的出版和宣

传，掀起了无神论学科专著宣传和普及的热潮。二是农村无神论宣传教育读本的编写。这是2022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已经完成

初稿。三是应邀去有关党校为统战干部讲授无神论课程。四是帮助西北一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课

程。五是成功举办了中国社科院第十届科学无神论坛暨中国无神论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随后她介绍了《科学与无神论》刊物

目前的发展情况。刊物的栏目设计方面，除了特稿以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国外无神论、中国

无神论史、宗教治理、邪教研究。其中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每期常设栏目。从数据来看，全年共刊发了62篇学术论文，篇均下

载数为200余次；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索引25篇。与前两年相比基本持平：2021年全文转载2篇，索引52篇，2020年索

引60篇。从C刊数据库2022年12月首次更新影响因子的情况来看，《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复合影响因子为0.521，综合影响因

子为0.244，在宗教学类期刊中表现较为突出。为了学术成果有更充分的展示平台，2022年还增加了页码，每期页码增加至80

页以上。2023年拟增加页码至每期100页以上。为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2023年还拟调整版面字数和行数。

  随后，专家学者一一发言，为中心和期刊的发展提出建议。

一、关于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的工作重点

  对当前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面临形势的认识。中国无神论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朱晓明研

究员谈了两点。一是，无神论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科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而不

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应处理好宗教信仰自由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关系。朱晓明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和意识形态斗争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内容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较量，另一个方面是宗教界内部爱国进步思想和极端保守的甚至分裂主

义思想的较量。从有神和无神角度来看，统战部是做宗教工作的，不适合把无神论作为统战部工作的重要内容，所以应该由中

宣部、教育部、中组部来抓这件事情，才能够打开新的局面。第二种类型的意识形态较量，即宗教界内部的进步和错误的思想

的较量，应该由统战部来抓。二是，要从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大局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任务中间，来找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

位置、任务和着力点、发力点。由于疫情影响和经济波动，出现了“宗教热”的“反弹”或“回潮”，为此要进一步加强无神

论研究，加强针对性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李申教授建议，2023年应当推动研究中心与有

关部门的沟通。他提出，今年无神论事业的大目标还是坚守阵地。

  学科建设是工作重点。朱晓明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建议编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概论，这项工作已经讨论过多次，有提

纲框架，也有研究基础，建议在学会多年研究的基础和积累上有所突破。第二，建议组织研究和编写无神论词典。第三，建议

就李申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讲义》开一次学术研讨会。第四，建议多举办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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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申认为，应当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两者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无

神论。现在来看，仅靠宗教研究机构去高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旗帜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要理直气壮地扛起马克思

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旗子。他建议，一是由中国无神论学会牵头，在学会下面成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会，或者成立二级

学会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分会；二是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丛书；三是建议多组织小型研讨会，以回应社会热点问

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副所长、《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社长张新鹰研究员认为，2023年正是中国无神论学会“换

届年”，建议中心做好学会换届的筹备工作。建议中心今年多组织一些专题座谈会，通过研讨提出合适的选题方向。此外，建

议中心和期刊今年多多关注宗教研究，加强与自然科学界和媒体的联系。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郑念研究员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中国无神论学会（和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与中国科普研究所

的“两科联盟”的好传统，加强中国无神论学会（和中心）、中国科普研究所与中国反邪教协会的“铁三角”关系。他认为，

这三方所担负的使命和任务非常接近。他建议，下一步可以调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开辟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和马克思主义无

神论方向。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现实问题研究。如，新冠疫情以来，关于信教人数的“声音”增多了，反映农村信教人数增多的

研究也多了。他认为，科普研究和无神论研究都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加润国研究员建议，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可以在全国高校的马

克思主义学院系统多下功夫。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硬核”学科，没有无神论就没有宗教学。宗教学的理

论就是无神论，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旗帜，扭转一段时间以来宗教学的研究方向，推进宗教学研究智库化发展。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列教研部主任左鹏教授认为，教材为文章的拓展，需要先研究，才能有足

够的积累编写教材或概论。他还指出，目前中心主办的会议如科学无神论论坛，常常因为会议时间少、发言人数多，很多人没

有发言的机会。建议中心组织“无神论大讲堂”，给予无神论研究领域人员更多的学习、交流和发言机会。清华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王传利教授也建议，中心可以利用高校假期时间组织无神论大讲堂或讲座之类的活动，多在高校开展脚踏实地的、有针

对性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研究员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和精神，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来研究和观察。科学无神论关注的是国家、民族，讲社会，讲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世界观，我们可以

运用它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用来研究国学，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学。他认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融合发展要反映时代，

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也应当反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指导地位。因此，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和《科学与无神论》期刊都

可以更加扩大视野，将其他相关研究都纳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主任王珍教授认为，今年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坚守住阵地。她建议以学会

或中心的名义设置一些课题，搜集大量资料，翻译著作，建设“无神论文库”。她认为，关于民族地区、知识分子的无神论宣

传教育研究也应当尽快做起来。她也建议多举办“无神论大讲堂”，建议多与地方合作，尤其是多去新疆、西藏等地举办学术

活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戴继诚教授建议中心多组织无神论领域的专家学者去高校讲课。

二、关于《科学与无神论》期刊的发展方向

  一是关于栏目设置问题。张新鹰认为，科学无神论学科在马研院党委的支持下，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特别是《科学与无

神论》刊物取得的进步特别大。但应当警醒的是，科学无神论依然是边缘学科，《科学与无神论》稿源依然存在问题。他建议

在专栏设置上，增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栏目，多刊发一些关注热点问题的文章。比如，对时下流行的科幻片《三体》进行

研究的文章。李申认为期刊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栏目不但要继续办，还要办好，办出影响力。

  加润国认为，当前无神论学科发展的问题，主要在于在人力、财力和精力不够用。除社科院系统外，全国再无其他专业研

究队伍。他认为，期刊是平台和阵地，应进一步加强期刊建设。他建议期刊的“宗教研究”栏目关注“神学研究”“人文研

究”“科学研究”。王珍认为，当前是《科学与无神论》期刊有史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建议期刊关注一下西方知名无神论学

者的思想，“阳光书系”栏目增加观点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研究员

建议增加国外无神论译介和调研类文章的关注度。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汪亭友教授建议期刊选题方面，多关注大学生信教情况调研，无神论与思政学科的关联性，

宗教渗透问题以拓展视野。他认为，宗教渗透是重要选题，建议联系苏东剧变、西方宗教渗透、宗教与政治等话题进行选题策

划。王传利建议期刊要有计划地设置议题。寻找研究热点，提前设置，明确选题方向，尤其是现实感强的选题，用以回答当下

社会关切。

  二是关于期刊评价方面。左鹏认为，当前期刊发展最为急迫的任务是推动进入“C刊”“A刊”和北大核心目录。为此，我

们进一步研究热点问题。对一些值得热点的现实问题，期刊应当做到“先关注”“先发”。比如，农村宗教问题，大学生信教

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问题以及当前热点“三体”等。

  贺新元认为，当前《科学与无神论》期刊是无神论研究最重要的平台，我们要将期刊“打出去”，使其成为无神论研究和

宣传、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此，要进一步推动刊物进入AMI、CSSCI和北大核心，这是最为重要的任务。郑念认为应推动刊



物进入“核心期刊”，通过增加发行量来扩大刊物的影响力。科普工作和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是两两合一的工作，为进一

步巩固“两科联盟”的好传统，可以加强《科普研究》与《科学与无神论》两个刊物的合作。

  三是扩大影响力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刘志明研究员建

议加大对学会和中心的宣传力度。2023年应当进一步推动科学无神论的学术交流，让中心和学会“活跃”起来。中心应当要有

大型的宣传活动，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关键的节点上，提前做好计划。此外，中心还可以统筹和规划建立网站等，推动数字化建

设。汪亭友建议中心和期刊可以多举办会议，有效地扩大中心和期刊的影响。他认为编辑部可以通过联合办会，多邀请青年学

者参会，从而扩大影响力。加润国建议期刊加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系统的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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