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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科社团建设 助力“十四五”发展
—— 省社科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学会专场综述

3月 28日，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

省社科联学会部承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

十四届学术大会学会专场在南京举行。与会学者

围绕会议主题“聚焦‘十四五’规划，推动学会

高质量发展”开展学术研讨。

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社科理论研究

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认为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社科

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江苏

社科界，包括广大社科类学会的使命担当。

河海大学吴少华、毕霞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请示报告制度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及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论述密切围绕

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展开，是对中国共产党请示

报告制度历史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岳爱武、朱雪莲研究阐释

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关于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要论述,提出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

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找准切入点和着力

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维护

国家意识形态整体安全。

江苏警官学院王光森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毛

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逻辑进路。抗日战

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以“民族

革命战争”概念提出为逻辑起点、“伟大工程”

建设为逻辑中介、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和“打

败日本侵略者”为逻辑终点，反映了逻辑起点与

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相统一的

要求，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话语体系建构具有

重要镜鉴作用。

二、拓宽金融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

渠道

南京大学范从来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

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是一个共生

体，两者之间均衡发展需建立互利发展、共生共

荣关系。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益结构急

需从三方面进行调整：一是在金融组织结构优化

重组的基础上，放松金融业的进入门槛，通过竞

争抑制垄断溢价，降低金融服务的价格；二是通

过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贷款利率和金融服务的价

格；三是探索把减费让利机制化，将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和效果纳入监管考核体系，引导金融业

切实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省农村金融学会张建良基于自身工作实践，

深入探讨了国有商业银行服务民营经济的路径选

择。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国家

队”，要通过推广普惠金融服务新模式、拓展多

元化融资渠道、创新线上融资产品、推进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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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经营重心下沉、强化风险防范化解等组合

拳，切实破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南京大学贺云翱和干有成聚焦江苏财政在

江苏文化高质量发展中的助力作用，提出应优

化财政投入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

善文化产业税收制度、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基金

的引导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投融资政策的协

同、引导财政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关键环节领

域、对文化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培训给予更大力

度财政支持等，从而助力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三、促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

中的乡村经济、乡村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等热

点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应用价值的实施举措。

省统计学会王思彤、卢路分析了江苏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现状、面临的短板及发展方

向。江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成果显著，但

仍存在乡村总人口逐年减少等问题。“十四五”

时期，江苏应做好农村人口发展。

南京农业大学郑华伟、张锐基于江苏省685

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户低

碳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在低碳农业发展过程

中，进一步增强农户社会信任、丰富社会交往

网络、培育社会规范，提升农户社会资本水

平；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户低碳农业生产认

知水平，增强农户低碳农业生产意愿。

南京师范大学姚亦锋从文化地理学视角，

研究了中国乡村审美空间结构体系。乡村审美

空间再生产与景观意义延伸是现代城镇发展重

要方向。在现代城乡经济发展规划或功能布局

中，以多尺度地理空间视角探寻“乡村审美”

的空间形态结构、格局演化进程与机理响应，

规划形成连续整体的景观审美空间体系。

四、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社会保障制度

江苏是全国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省份，

养老保障压力较大。与会学者就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关注老年人的社会心理、消费习惯、生

存质量、养老模式等展开深入讨论。

南京大学林闽钢聚焦中国社会保障发展过

程中的短板，重点思考“十四五”时期中国社

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十四五”时期是社会保障

发展的“时间窗口”，应建立健全多层次的中国

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高质量发

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在制度建设上，要提升社会保障在国家治

理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保障改革中，

应以实现公平性为导向，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阶段，要增强社会保障

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促进经济发展转型。

东南大学袁竞峰分析了南京智慧养老服务

体系发展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智慧养老”涉

及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是缓解老

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带来的养老服务供给压

力的有效对策。应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引

领和制度规范，提升智慧养老服务与产品的适

老性，以促进供需有效对接、完善养老服务市

场化机制以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健全和完善智

慧养老服务监管体系、建立智慧养老服务人才

供给的长效机制。

五、打造高水平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文化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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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革命传统，宣传、研究和传承红色文

化是社科类学会的责任和使命。有学者表示，

应充分发挥江苏省红色资源优势，用好用活红

色资源，提升革命文物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

推动社会发展的效能。

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课题组实地

调查了江苏大运河文化带核心区的红色资源，

对开发与利用红色资源提出相关对策。在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应全面梳理大运河沿线

的红色资源，建立健全红色文化资源工作协调

机制，深度挖掘红色基因在大运河文化体系中

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为运河红色文化发展

提供理论支撑；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应充

分发挥江苏大运河连线织网、串珠成链的功

能，搭建高水平党史学习教育平台，增强党史

学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常州“三杰”纪念馆张勇探讨了加强革命

文物保护、助力文旅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以

“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和新

四军江南指挥部英雄群体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是常州独有的、不可复制的珍贵文化资源，应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助力文旅融合发展，放大

红色资源效应，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提

供精神指引和精神动力。

六、提升社科学术社团活动质量和发展能

力

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

然要求社会组织不断改革创新，实现高质量发

展。与会学者围绕“十四五”时期如何推进社

科学术社团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建言献策。

南通市经济学会严卫华就加强社科类学会

智库建设、助力江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在

前列进行探讨。新时期提升学会智库咨政能

力，一要磨好脚力，迈开双腿走出书斋、深入

实际；二要用好眼力，预判事物的发展规律和

趋势走向；三要开动脑力，增强创新思维和开

放思维；四要把好“笔力”，为党委、政府科学

决策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扬州市医药卫生学会谈艳分析了新出台的

政府会计制度对社团组织财务管理的影响，提

出实施新政府会计制度、提升社团组织财务管

理水平的构想。社团组织应强化财务制度，优

化财务方式，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推动社团组

织健康发展。

大会提出，“十四五”时期江苏推动社科类

学会建设与发展，应坚持一手抓积极引导发

展，一手抓严格规范管理，形成政治引领、工

作指导、协调服务和政策支持“四位一体”的

工作机制。要不断强化意识形态管理，始终保

持学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着力畅通和拓宽

社科类学会服务江苏发展的渠道，努力从经济

社会发展的创造性实践中汲取养料和力量。广

泛搭建工作平台，拓展载体抓手特别是互联网

传播渠道，进一步增强发展活力和扩大社会影

响。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强化自身建设，始终

把加强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发

展作为学会工作的中心任务。

（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慧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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