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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底，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江苏省

“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规划》（以下简

称《协同创新规划》），把打造“理论社科”“应

用社科”“大众社科”“开放社科”“数字社科”，

充分体现江苏社科之“大”、江苏社科之“强”、

江苏社科之“先”，作为江苏省社科联系统“十

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主要目标。

《协同创新规划》 指出，要以推动理论创新为根

本，面向前沿打造“理论社科”，始终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指导社科事业发展，紧扣新发展阶段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沿问题，持续开展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课题、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课题研究，推出一批体

现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特色，具有重大影响力的

理论创新成果。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讲话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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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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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广大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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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不能没有灵魂”。哲学社会科学属于培根铸魂的

工作，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人民群

众精神力量上责无旁贷。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作为真理的传播者，必须先用科学的理论

“武装好自己”，自觉用新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

想。要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引领功

能，与上项目、搞工程等物质建设相比，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属于精神建设，建树的是理想信念、

砥砺的是思想灵魂，有其特殊性。真正好的社科

成果，顺应时代需求，推动时代进步，会产生比

一个具体项目大得多的效益。另一方面，要通过

社科理论研究阐释、社科知识宣传普及等途径，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更多的人”，切实担负起党

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重任。今天的时

代条件、舆论环境、大众心理乃至利益格局，都

发生了很大变化，守牢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

底线，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都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思想理论工作的质

让让““理论社科理论社科””充分发挥思想学术引领作用充分发挥思想学术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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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效果。特别是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

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

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

好发挥作用。

二、坚持发挥理论社科的思想学术引领作

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视察时指

出，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

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

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

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

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

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要坚持

问题导向，从世情党情国情和江苏省情出发，

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加强调查研

究，注重把握规律，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使理

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使理

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围绕

江苏践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光荣使命、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

化新篇章等重大实践探索，组织全省社科界一

流专家协同攻关，做好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工

作，把江苏经验凝练出来、把江苏价值彰显出

来、把江苏特色标示出来，以“实践之功”丰

富“理论之源”。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准确

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紧紧围

绕“十四五”江苏发展大局，聚焦 《江苏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的科技强省、制造强

省、开放强省、教育强省，以及数字江苏、健

康江苏、美丽江苏、平安江苏等建设目标，聚

焦高质量发展、“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碳达

峰与碳中和、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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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把学习研究、宣传阐

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省

社科界最根本的政治任务，以新思想武装全省社

科工作者的头脑，引导社科工作者始终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积极参与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社科界专家

学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其重点领域的

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指导地位。围绕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及时组

织社科界专家学者在报刊、网站、新媒体平台上

积极发声，壮大主流声音，弘扬正能量。围绕重

大活动和重要时间节点，组织社科界专家学者和

省社科联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举办高层次学术交

流研讨活动，开展主题征文、宣传展览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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