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一

周年后，中央宣传部在京召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贯彻此前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习近平同

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的领导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一、《讲话》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地位的“灯塔”

习近平同志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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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的根基。只要这个根基牢固，无论意识形态领域里刮起多大的歪风邪风，哲学

社会科学都不会丢掉“灵魂”，党对哲学社会的领导权就不会丧失。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的指路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不会迷失方向，就不会出现“忧而

不救”的问题。

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到“文化大革命”后建立中国社会科

学院、各地各级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都曾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领

导地位，但是，怎样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切实解决，因此，哲学社

提   要：习近平同志在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地位的灯塔。学习、研究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是抓住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的“牛鼻子”，也是加强和改善党对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的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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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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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实际研究和教学中，存在不少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现象，在一些学科中“失

语”，甚至出现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现象。

《讲话》为切实解决怎样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指明了根本方向，提

供了正确方法和根本措施。

习近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列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同时也

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完成这项重要任务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从而

指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领导地位的根本方向。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① 马克思主义是鲜活的生动的发

展的。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要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实践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作出新的理论创造；在于紧跟时代脚步，在新的时

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时代元素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答新时代产生的新

课题，从而引领时代潮流；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渗入人民大众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人民大众易

见易懂易用并且使大众越来越多受益的理论。这些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应该承担的光荣而艰巨

的任务。但是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忽视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此长期存在

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

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

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② 等等问题。

习近平同志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任

务提出来的同时，也就指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导地位的根本路径。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

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并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于社会科学科研

实践，从而推出一系列创新成果，必然是先进、务实、管用，并且使大众获益的成果。拿世界经济学

科来说，把握世界经济动向，顺应世界经济潮流，盯紧当今世界经济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

主义原理和方法作出分析和解释所创造的关于世界经济理论的成果，一定是走在哲学社会科学前列的

成果，也一定是能够回答和解决重大问题的成果。拿法学学科来说，切实了解中国国情状况和民众诉

求，吸收人类司法实践所产生的最新法学成果，解答当代司法工作中的现实问题，所创造出来的法学

成果，一定是站在时代前沿的成果，也一定是能够为人民大众解决司法需求，提供理论支撑的成果。

拿历史学科来说，全面、深入研究历史，把握历史规律，了解历史学术发展现状和动向，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对于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进行科学解读，对各种史学观点进行透彻分析，一定能够创造出“以

史为鉴”，并且便于大众正确认识历史的学术成果。总之，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的伟大工程加以细化并运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都能产生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划时

代的为人民所需的重要创新成果。这些成果，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滋养而生，马克

思主义的灵魂就渗透在这些成果之中，它们本身也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真

①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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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且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和为绝大多数人的根本特质。这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

身二任”——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在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方面起重要作用，是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地位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领导地位的多方面体现里，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

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而取得的研究成果，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思想、组

织方面的领导，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帮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掌握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十分重要，但这些都属于基础的永远在路

上的工作过程，而最直接、最切实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领导地位的，还是运用马克

思主义观点、方法，并且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而取得的渗透着马克思主义

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这些成果的不断产生和质量不断提高，本身就体现着党对哲学社会科

学领导的加强和改善。用这种成果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领导地位，非常现实也

非常管用，反过来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种成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理更具

有说服力，更彰显其指导价值。

《讲话》提供了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的正确方法和根本措施。这就是，首先要

解决人的问题，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解决

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

深、理解得透，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要义，才能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从而坚定自己

的政治信念，形成清醒的理论自觉，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上的功力，提高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的功力，并且运用正

确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创

造出包含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水平学术成果。其次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

当家作主的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人民著书、为人

民立说，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不断创造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加强和

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导的实际体现。

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二者互为因果，密切联系。紧紧抓

住这两个问题，也就掌握了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导的正确方法和根本措施；采用切合社会

科学战线实际的方法稳步解决这两个问题，久久为功，就能够打牢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基

础，并且把稳把正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导的方向。

二、学习、研究《讲话》是抓住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的“牛鼻子”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科学指导。深入

学习、研究《讲话》，才能夯实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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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

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

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

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

科学就会‘肌无力’。”① 在创新问题上，习近平同志着重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习、研究中

要明确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

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

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

思主义的态度” ②。习近平同志这些话，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重视创新，既是鼓励，也是指导。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哲学社会科学离开创新，就失去了存在价值，自然也谈不上党对

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了。习近平同志系统阐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哲学社会科学摆脱错误

思想的困扰，开拓创新之路，提供了正确指导。

《讲话》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教育等等许多方面，高屋建瓴地提出和阐述了许

多重大理论问题，走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前列，实现了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领域理论突破，本身就是重

大创新。学习、研究《讲话》是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正确方向，拟出并解决重大课题的基础。夯实

这个基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才能做到方向正确，动力充足，取得的成果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也就由此体现出来。

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的成效，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有用、管用之上。《讲话》全

面总结概括了我们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深刻把握新情况下新问题的本质，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

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提出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的系统理论和正

确方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好榜样。当今，要使哲学社会科学有用、管用，需要认真学

习、研究《讲话》，理解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精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掌握其理论体系，在学习

和研究中，探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起重大作用的途径和方法。在学习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应该重视学习、研究习近平同

志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和方法。《讲话》都是从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出发的，都是为了

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而阐述的，并且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根本方法，没有任何空泛的议

论，没有任何套话大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所作为，就应该学习、研究其基本内容，掌握其思

想体系、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其中包含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务实品格。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规律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就要着力研究和解答什么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讲话》 中提出的五个“面对”，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当

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注重的几个重大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在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和正确解答问题都十分重要。《讲话》

①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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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之一就是发现问题并正确解答问题，需要着力学习发现和解答问题的能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

指出的：“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① 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才能善于

发现问题。真正把握历史脉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找到发展规律，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

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才能正确解答问题，推出理论创新重要成果。取得这类直击党执政面临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的理论创新成果，使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有用、管用，就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导成效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对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尤其具有针对性。这篇

重要讲话，深谋远虑，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凝结着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迫切期

待，彰显了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规律的新思想新认识，是新形势下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的纲领性文献。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篇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展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守住意识形态的理论阵地，关心、培养、使用好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使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占领学术高地，形成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造就

一批有影响力的优势学科、学术权威、领军人物和研究团队，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

界加强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最实际的工作。习

近平同志在《讲话》，已经指明了完成上述重大任务的方向、原则和方法。在全面学习、研究讲话基

础上，更深入地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按照习近平同志这

篇重要讲话所阐述的原则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才能抓住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导的

“牛鼻子”。

三、深入贯彻《讲话》精神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的创新举措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② 《讲话》精神走在时代前列，

对当今中国和世界最新的重大课题作出科学回答，是当代最新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同志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回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现实问题，引领马克思主义时

代化潮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理解《讲话》的宏阔性、先进性和在当今人类社会进步

中的重大价值，从而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运用的主动性。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领

导地位，从而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的关键。

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习近平同志阐述了中国实现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完成的几项重大任务：第一，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

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第二，中国要成为新的竞赛规则

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第三，科技成果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

合。第四，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

①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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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第五，培养造就创新型

科技人才。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

世界前列。

习近平同志顺应时代潮流，正确预见国内国际政治格局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基本面变化，创造性

地提出一系列适合新时代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适应当今世界情况变化

快，要求给予及时解答的特点，及时阐述许多新观点，解答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指导实

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实践和理论创

新相互推动的整体过程；在人类新实践多方面广阔展开时，提出多方面新观点，实现多头突破，同时

也在被证实的过程中进一步开辟马克思主义学说新领域；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人民根本利益之

间的关系，在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中创新，彰显马克思主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在代

表和维护群众利益中获得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在发掘马克思主义深刻内涵的基础上，深刻

理解、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并在现实实践

经验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再提出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得出新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可见，《讲话》包

含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路径的基本内涵，且走在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前列。

习近平同志深入分析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预测了人类社会未来走向，作出了中国

的战略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情况下新实践中具体运用而产生的当代最新马克思主义理

论观点，其中所包含的科学真理及马克思主义方法运用原则，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时代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时代化的榜样，也为人们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

解答新时代新实践新课题从而阐述正确观点，指明了方向，引导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潮流，推动着

马克思主义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界认真学习研究和贯彻《讲话》精神，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发展最新成果的过程，

也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必修课。这个必修课学好了，才能抓住用发展的马

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实重大课题的关键，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站在时代潮头，

创造出一大批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的重大科研成果，从而实现加强和

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导的目标。

                         责任编辑：孙艳兰

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