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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了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是指导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

意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
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体现

到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渗透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各个方面。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下大气力、下苦功夫深入学习研究
马克思主义，掌握真谛、融会贯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

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

来，落实到如何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

效办法上来，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马克思主义在一

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问题。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没有能够准确反
映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反映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优秀成果、能够经受逻辑和实践检

验的学科体系是不行的。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着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核心、以哲学社会科学相
关学科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基

础学科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新

闻学等学科的建设，形成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要抓好教材体系建

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

系。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加强对重大思想理论问题、重大

现实问题、重大实践经验的深入研究，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教学的水平。 
    以中国实际为起点提出原创性理论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中国的实践，以我国实际
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改革发展的

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只有坚持服务国家，立足解决中国

的问题，把中国的问题解释清楚了，我们的理论才能真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才能得到

世界的认可和欣赏。在这个方面，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政治经济学为

例，自 20 世纪以来的很长时期里，我们都是在沿袭西方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或沿袭苏联模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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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我们党开始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30 多年的奋斗，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国
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经济理论，正如邓小平同志针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所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

政治经济学。 
    这个初稿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能逐渐成熟，这是我们最重要、最具原创性
和时代性的理论成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经

济思想。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明显不足，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多的成就，力求把

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
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

阔空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

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

的学说，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理论成果。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不忘
本来、吸收外来；既要向内看，又要向外看；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后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吸

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聚合起文化和思想发展的磅礴之力。 
    毋庸讳言，在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仍然存在着“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
不住，忘记了”的问题，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等各个方面，

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唯洋是举、生搬硬套的现象。理论上缺乏自信，源于中国近现代以来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的落后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改变这种落后的精神状态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现在，需要根本改变这种局面。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我们必须树立坚定
的文化自信。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充分吸收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

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不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

响力。但是，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

了。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

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解决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发展命题，有效推动中国现代化，才能真正赢得世界对中国的尊重，才能真正为世界文明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也唯有如此，才能获得世界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承认，才能真正具备理论自信的

发展基础。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

强的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弘扬优良学风 
    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学风问题不是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况。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

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有的逃避

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这些不良风气有悖科

学精神，严重妨碍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如果得不到纠正，任其蔓延，不仅在学术上、

科学上难以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还会导致错误思想泛滥，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危害。因此，必

须大力弘扬优良学风，弘扬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

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优良学风的形成，既有赖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良好的学术道德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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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也有赖于良好的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和宏观环境，在这方面也迫切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需要建立起尊重差异、和而不同、包容多样的学术评价体系，避免整齐划一，搞一刀切，克

服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轻长远、重形式轻内容、重国外轻国内等片面倾向。需要克服学术管理

中的官本位和官僚主义作风，提倡学术平等，尊重学术规律，鼓励学术争鸣。要给基层科研单位

足够的学术自主权，使其具有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的广阔空间。要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为立志

做大学问、做真学问的学者创造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