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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召开

记者范勇鹏  2011年09月29日15: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9月24—26日，来自全国近50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负责人及学科带头人齐聚湖南永

州，出席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九嶷山下、潇湘之滨，学者集思广益，共同探讨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这

一重大课题。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永州市委、永

州市人民政府承办。论坛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和湖南省的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出席并讲

话。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中共永州市委书记张硕辅、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中

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等出席会议。 

  哲哲哲哲学学学学社社社社会会会会科科科科学学学学创创创创新新新新““““时时时时不我待不我待不我待不我待””””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新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也必将导向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当前

我们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环顾全球，世界正处在大变动、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独霸地位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不仅改变着全球力量格局，更改变

着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分配和全球价值链条。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危机已延续数年，且

愈演愈烈。世界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危机，更是对西方思

想和价值观有效性、正义性的校验和挑战。与此同时，作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最大规模的实

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成功，而且使中国经受住了全球金

融危机的考验。然而，中国也面临着全新的实践挑战。 

  谈到当前的世界大变革、大转折，王伟光认为，这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好时机，

“社会实践突飞猛进的客观条件，历来是思想创造、理论创新、学术繁荣的机遇，是理论大

家、思想大师、学术巨匠人才辈出的机遇”。他说，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所引起的世界

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

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素材。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实施，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营造了良好环境。 

  王伟光指出，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和挑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抓住时代际

遇，更加自觉地把科研工作融入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滚滚洪流中，融入到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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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复兴中，融入到党的理论创新的伟大进程中，生产出有益于实践需求的理论学术成果，

推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理论学术大师和骨干人才，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

值。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创创创创新是新是新是新是关键关键关键关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颁布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哲学社会科

学创新工程的实践先行者，已经在今年8月17日正式启动了创新工程。实施创新工程、建设创

新体系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共同的事业，也是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使命。为

何创新？如何实现创新？应为创新提供什么样的制度保障？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

烈探讨。 

  实施创新工程的目的，就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成

果，多出政治方向正确、学术导向明确、科研成果突出的高层次人才，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际，王伟光将这一目的

具体分解为六项主要任务：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建设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库；建设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术传播平台；建设“走出去”战略

的学术窗口；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高地。 

  创新的方法和实践路径，是与会代表讨论的焦点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检视西方现代哲

学社会科学体系局限性的基础上，着力阐释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转

型，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实践起点和理论源泉。也有学者从现代大学制度视角，提出

通过学术评价创新带动学术创新的思路。以探讨和把握“中国价值”为起点来追求创新、创

新规划应当强化“国家意识”等观点都引起了热烈反响。有的学者则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的交流沟通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特殊意义。 

  创新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王伟光指出，实施创新工程、构建创新体系，就是要在用

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真正

解放和激活科研生产力，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出更大的科研创造力，以保障

和全面实现科研手段与方法创新、学术观点与思想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创新工程成功

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调动科研人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学科建设，

有利于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有利于出大家和拔尖人才，有利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

学。 

  王伟光还特别强调，要在用人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上下工夫，真正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

能出，考核严格、奖惩严明，高效灵活、充满活力的用人制度。创新工程的另一个重大环

节，就是对科研资源分配方式即科研管理方式大胆改进，消除弊端，实现科研资源配置方

式、科研组织管理方式、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要把需要完成的研究任务同科研资源配置

体制机制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实现科研经费和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把资源配置在想干事、

能干事、干成事的人身上，用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团队上。 

  把中把中把中把中国国国国社社社社会会会会科科科科学学学学前沿前沿前沿前沿论坛论坛论坛论坛打造成打造成打造成打造成““““高峰高峰高峰高峰论坛论坛论坛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是全国唯一一个打破学科壁垒，超越单一学科体系，以跨学科的

综合视野，触及哲学社会科学前沿，聚焦学术界新观点、新方法和新问题进行研讨的高端论

坛。自创办以来，论坛就以参会代表的高端性、研讨议题的前沿性、学术影响的广泛性，得

到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积极参与，赢

得了理论界的广泛赞誉和好评。目前，它已成为推进和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创新

的“引擎”，成为国内重要的高端学术论坛。 

  论坛自创办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从北京到广州，从西安到伊春，论坛先后围绕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成就与前瞻”、“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超越与建构：未来10年中国道路与学术发展”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论坛讨论的问题在

不断地走向深入，学术层次不断提升，正在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高峰论坛”，

并将为构建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使中国的学者和学术成果走向世界从而在世

界学术舞台上赢得话语权并占领制高点作出贡献。论坛决定，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

将由徐州师范大学承办。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10—2011）》蓝皮书发布会。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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