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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为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开创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如何

利用学术年鉴加强学科建设、构建年鉴评价体系，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作为新时代

的年鉴人，要担当起历史赋予的责任，为编纂出版优质学术年鉴贡献我们这一代年鉴人的

智慧与汗水。

一、坚持新时代社会科学年鉴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

学术年鉴对学术研究的方向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在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大背景下，要高度重视年鉴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编纂出版学术年鉴要站在讲

政治的高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统领，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上发挥重要作用，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世界

影响力上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科学年鉴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 即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次贺信精神，立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不断为哲学社会科学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努力探索。

二、社会科学年鉴要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作出新贡献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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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我们目前尚未构建并发展出一套成系

统、较为完备、较为成熟的解读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

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学术自觉，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担当精神，在加快构建“三大

体系”上有过硬的举措、实质性进展和更大作为。今天我们共话学术年鉴的发展，其中一

个方向就是要发挥学术年鉴在加快构建“三大体系”方面的独特作用。比如，学术年鉴是

基本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史料，是记录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史的重要载

体; 学术年鉴是学术话语权之作，可以通过年鉴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等等。所以，学术年鉴编纂出版也是构建“三大体系”中少

不了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进一步繁荣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事业

我国年鉴经过 40 年的飞速发展，正从数量型增长为主逐步转为以质量提高型为主，

进入了一个编用并举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编纂要抓住机遇，推动学术年鉴

繁荣发展取得更大成绩。首先，学术年鉴要立足中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聚焦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次，要创新年鉴编纂方式。新时代的学

术年鉴要从满足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用需求出发，适时调整年鉴构架结构，以适

应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 要千方百计突出学术特色，利用一切条件反映学术内容，使

学术年鉴成为信息高地; 要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快捷、方便的优势，创办网络学术年鉴。
最后，要转变编纂思维方式，认真研究读者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的变化，充分发挥

学术年鉴的“镜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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