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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正洪副校长等参加2006年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会议
   

     7月7日，2006年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我校萧正洪副校长、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侯甬坚主任、社会科学处苟亚锋副处长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 

    教育部周济部长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把哲学社会科学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立足创新，大力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努力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新局面，构建以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李卫红副部长在会上

回顾总结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十五”期间的工作和成绩，分析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十

一五”时期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点。会议还邀请多位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作了大会

交流发言。 

    会议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

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

助项目实施办法（试行）》、《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2006年修订）》等文件。 

    作为会议重要文件之一的《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分别从提高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创新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建立健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

学科研管理制度、建立鼓励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等方

面，全面论述了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是当前社科界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和环节。而新修订的《普通高等

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共分13个部分，在一些具体操作性规定有所修改的基础上，继续要求各

重点研究基地全面落实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五项工作任

务，充分发挥“思想库”、“信息库”和“人才库”的作用；各重点研究基地依托高校应以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龙头

和契机，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和科研工作的全面发展。 

    会议前一天（7月6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主持召开的是教育部高校文科科研处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杨光司长、袁振国副司长在专题报告中均认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是科研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是聚集和培养优秀学术人才，应该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针对学科前沿和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组织高水平研究的新型科研组织，在产出创新成果，形成学术交流开放平台，

带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科学司科研处负责人分别对会议文件做了讲解和若干说

明。 

    会间，侯甬坚主任参加了重点研究基地综合组（22家）的分片讨论会，同与会的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建立了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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