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科
发展
指要

编者按：2015年11月11日，江苏省社科界第九届学术大会在徐州开幕。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出席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本刊现予摘要编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要求，为新形势下

社科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时俱进推进社科

强省建设，是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肩负的责任使命。全省社科界要以高度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把握时代脉动、勇立改革潮头，出成果、出思想，努力做“迈上新台阶，

建设新江苏”的“最强大脑”。

强要强在格局视野上，推动学问之“大”和思想文化高地之“高”同向。视野决定

高度，有多大格局就能成就多大事业。从事社科理论研究，要做的不是小学术，而是

大学问。学问之大，在于彰显思想力量、标注人文精神高度。江苏社科界历来勇开先

河、精品迭出。大家所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

准的大讨论，成为划时代的雄文力作。匡亚明老先生主持编纂的《思想家评传丛书》，

历经20多年努力，汇成200多卷组成的煌煌巨著，被誉为世纪之交“规模最大的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我国社会学界的泰斗费孝通先生，为了掌握第一手的调查

努力做“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

“最 强 大 脑”



资料，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创作出《乡土中国》等不朽名作。这些学术大师

和学术精品，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璀璨明珠，树立了江苏学人的学术坐标。一个没

有理论思维的民族，不可能站在思想的最高峰。建设文化强省，思想是底蕴、是先

导，更是最突出的标志。我们提出建设思想文化高地，就是要通过先进思想文化的

引领，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哲学社会科学战

线是文化强省建设的“主战线、主阵地、主力军”，必须放眼“三强两高”蓝图，自觉围

绕思想文化高地建设的目标，定位、谋划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不断登高原、攀高峰，不

断为江苏学术注入丰沛的思想气韵。要善于观大局谋大势，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使命，贯穿到深沉的理性思考和细致的学术求证中，做到对大局了然于胸、对大势

洞幽烛微、对大事铁画银钩，因势、因时、因地谋睿智之策。要有敢为天下先的意识，

瞄准学术前沿，善于见人所未见，敢于言人所未言，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理论判

断，把为全国探路的责任体现到推出更多、更新，更有号召力、影响力的思想成果

上。要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关怀、大志向，以费孝通、匡亚明、胡福明

等大师为榜样，发扬学术精神、秉持学术良知、恪守学术道德，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

贫、坐得了冷板凳，以皓首穷经的勤勉刻苦书写经天纬地的千古文章。

强要强在责任担当上，推动实践之思和理论之辨同行。始于问题、源于实践，是

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的黄金定律。五中全会再次宣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愿景。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诉我

们，越是处在重大的转折关口，人们越是需要思想罗盘的引领。应该看到，当前意识

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潮纷争激荡，以一元统领多元、实现“两个巩固”的任务仍然十

分艰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

领新常态，打赢全面小康攻坚战仍面临多重挑战。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应该有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魄，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

当，聚焦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实践经验，深化学术探

索，把握发展规律，引领观念更新，在服务发展实践、推动社会进步中更好地体现自

身价值。要着力凝聚思想共识，激发改革发展内生活力。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聚焦

“十三五”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深化研究，讲清楚规划建议提出的

大背景、大逻辑，讲清楚五大发展理念的准确内涵和创新意义，讲清楚五中全会的新



部署和新举措，不断增强全社会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激发干

部群众决胜全面小康的信心和智慧。要积极回应社会期待、人民关切，更好发挥资

政服务的思想库作用。充分利用新型智库建设的大好机遇，紧密结合解决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针对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转型中的困惑，提出具

有前瞻性、战略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提供更

多务实、管用、广泛认同的思想产品。要勇于站出来揭穿“美丽谎言”、捍卫科学真

理、抵制错误思潮。很多关于社会思潮的争论，往往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有

着复杂的政治背景。思想的尊严要靠我们每个人来维护，在大是大非的关键问题

上，绝不能做“沉默的多数”，一定要立场坚定、态度坚决，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扶正祛邪、激浊扬清，做社会主流价值的坚定捍卫者。

强要强在文化自信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学术话语建设同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

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

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重要的源泉就是学术自信、理

论自强。现在，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中国制造的思想文

化产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然较弱。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

权、影响力还不够强。应该看到，中国的崛起宣告了一些西方流行理论的破产。中

国的发展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故事”，这个“新故事”需要用新的话语去讲述、新的

理论去诠释、新的思维去续写，这对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一

定要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高度，充分认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构建的重要

性紧迫性，继承传统、放眼未来，立足中国、接轨世界，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

括“中国经验”，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思维共振，努力做到中国立场、世界表达。要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中国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多讲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

义，把研究阐释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中之重，巩固我们的思想

“主心骨”，增强我们的学术定力。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大力实施江苏文

脉工程，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点，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

弃地予以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我们的学术话语



与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水乳交融，血脉相连，筑牢我们的学术根基。要坚

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

让世界了解我们走改革开放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光辉成就，了解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大众谋福祉的价值追求，在增强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

响力、感召力进程中，不断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走得好的响亮声音。

强要强在机制创新上，推动多出成果和多育人才同步。建设思想文化高地，必

须构建充满活力、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用制度的力量唤醒“沉睡”的资源，激活潜在

的发展能量。当前，我省理论工作“四大平台”总体布局已经全面铺开，各项工作正

有力有序开展；新型智库建设加快推进，不同梯次、不同规模智库相互补充、共同发

展格局逐步成型；围绕社科人才培养，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措施，确保社科研究队

伍青蓝相继、人尽其才。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进一步开阔工作思路，创新

体制机制，集聚社科理论“五路大军”，形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

力。要大力整合优质资源，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按照统筹协调、多方参与、资源共享

的原则，着眼构建良性互动、有序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以科研规划、课题管理和基

地建设等为示范带动，探索校际之间、团队之间、专家之间的协作攻关和协同创新，

构建社科理论研究“生产链”和“集团军”，充分释放人才、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活

力。要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不断壮大“社科苏军”队伍力量。进一步发挥江苏社

科名家的带动示范作用，加强中青年人才选拔培养力度，加大对社科优秀人才的项

目扶持、出版资助和成果奖励，推动江苏社科界多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知

名智库开展合作，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发挥才智提供条件和空间，为社科事业发展

储备更多中坚和后备力量。要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有效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注重社

科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通过“点菜式”服务、成果“供需”见面、媒体和内参推介等形

式，使专家学者提出的对策建议更好地在决策和实践中得到体现和运用。要优化成

果评价体系，强化应用研究导向。对那些理论上有创新、实践上有价值、传播上有影

响的优秀成果予以奖励，进一步发挥好科研评价“指挥棒”作用，激励社科人才各尽

其能、各展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