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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

系，一个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所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就是符合中国国

情和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系列范畴和理论的体系；所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就是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语言和文字表达体系。理论体系是内容，话语体系是形式，构

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要不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要不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本应是答案非常明确的问题，但实

际上存在争议。有一种主张认为，既然中国要对外开放走向世界，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

系和话语体系就不存在中国不中国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要不要构建

的问题，而是如何构建得更科学、更完善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是，适应时代

发展潮流，抓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机遇，以更强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进一步

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发展、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

新贡献。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正确方向 

必须明确，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哲学社会

科学理论，或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

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根本目的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促进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繁荣发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

了解中国，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话语权，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在努力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

体系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综合国力提升。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摘自《人民日报》（2014 年 09 月 12 日 07 版）】 

 

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设计的逻辑与方法 

徐俊    陈玉淮 

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研究设计具有自身演绎的内在逻辑，遵循着科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

方法要求。增强方法意识、提高方法素养，加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学习，应该

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必修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科学研究和项目设计中，应积极吸

收和借鉴国内外科学研究方法，遵循科学研究和项目设计的内在逻辑，用科学、规范的研究

方法指导自己的科研实践。  

摘自：《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 5 期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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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林     邓三鸿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学术创新力、创新支撑力、组织创新力，学

术成果的创新特征是量化学术创新力的重要指标。量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创新程度的思

路：一看其是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二看其是否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三看其是否运用新的论

证资料，四看其是否阐述新的观点或理论，五看其是否产生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然而，直

接捕捉学术成果中的创新性内在特征难度较大。因此，可以选择学术成果的部分创新性外在

特征代替其创新性内在特征来描述和量化学术成果的创新性。成果分级与成果数量、学科交

叉度、科研合作度、主题新颖度、扩散效率、社会效益均可作为学术成果的创新特征。学科

创新力的量化指标的设计思路：（1）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设置计量指标。（2）从知识的生产和

交流的角度设置计量指标。（3）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设置计量指标。 

摘自：《情报科学》（长春）2013 年 9 期。 

 

人文学科如何拓展空间 

何锡章 

近年来，非功利非实用的人文学科逐渐受到冷落，甚至遭到自觉与不自觉的某种社会性

“歧视”乃至自我“歧视”，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然而，人文学科依然有它存在的坚

强理由。近 20 年来，高校人文学科为应对上述困难局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专业调整

和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时，在各高校，人文学科配合方兴未艾的文化素质

教育，开设了大量选修课，供理工学生选修。 

尽管许多高校做了努力，但目前开办的人文学科专业，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尤其是与

其它专业交叉结合形成的新专业，大都带有“拼装”的色彩，特点并不鲜明，离真正建立起

具有基础与应用皆强、有较高社会认知度的交叉性新专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知识体系、

能力与素质结构等方面，也存在着认识不太清晰，定位还不准确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理

论与实践上能得到解决，人文学科前景应当没有太大的危机。 

如何处理传统人文学科的独立性与其它专业交叉结合的矛盾，在深度与广度上拓展专业

发展的空间，把握好基础与应用，专业特质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等关系，是人文学科面临的迫

切问题。此外，在高等学校，开设面向所有学生的人文类课程，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

学生的人文情怀，是人文学科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摘自：《北京日报》2013 年 11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