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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必须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一个国家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
赢得优势，就必须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有力支撑。

　　凯歌声声别旧岁，银花朵朵报新春。
在全党全社会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热潮之际，为展现高校成绩，推广工作经验，思考发展问
题，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编辑了《新的历史征程——深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供学习借
鉴，指导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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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党和政府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及有关领导讲话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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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
李长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云山：肩负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和历史责任为推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贡献智慧力量
刘延东：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新局面
刘延东：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第二篇 教育部关于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文件及仃关领导讲活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1—2020年)》的通知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的通知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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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贵仁：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袁贵仁：大力推动协同创新全面提高高教质量
袁贵仁：在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杜玉波：大学要切实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
杜玉波：全面把握《若干意见》主要精神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李卫红：以改进科研评价为突破口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李卫红：坚持特色发展加强能力建设为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李卫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开创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走出去”工作新局面
第三篇 深人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蓄势即发全面部署——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杨光：努力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作出新贡献
姜沛民：发挥首都高校优势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新贡献
靳润成：深入推进天津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沈健：全力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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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生：坚持“三个并重”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
李元元：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进高校学术创新
童世骏：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问题、中国资源和中国责任
马敏：尊重内在规律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发展
洪银兴：自觉承担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重任
郭广银：高校应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贡献
李守信；发挥优势彰显特色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贡献
李健：大学应站在文化传承创新的前列
杨泉明：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
王寒松：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
蒋述卓：处理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涉及的重要关系
赵心愚：民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几点思考
高林远：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高校大有作为
雷召海：传承创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
第四篇 实施繁荣计划构建创新体系
第一章 全面部署工作推进创新体系建设
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召开李长春作出批示刘延东出席
朱善璐：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胡和平：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
高等教育
程天权：以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许宁生：瞄准质量目标努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
薛明扬：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
影响力和话语权
杨希文：大力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全方位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
第二章 提升内涵质量服务地方发展
全国地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召开
周介铭：凸显教育特色服务西南区域社会和文化发展
韩金玉：传承与创新并举繁荣共发展齐飞
宋雷鸣：在发展中寻求求突破在突破中实现跨越
李友梅：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交流让世界更多认识理解中国文化
吴春梅：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提升质量
宋纯鹏：努力打造人文社科研究的“中原学派”
李浩：增强文化自觉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李凤亮：积极推行以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
努尔夏提·朱马西：立足地域民族特色服务边疆地区发展
第三章 改革科研评价坚持质量导向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2011举行
顾海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前提与目标
朱自强：以原创为引领，创新学术评价体系——以“思勉原创奖”为例
谢维和：三个优先与政策引导——清华大学文科科研评价的实践与思考
叶继元：基于质量与创新测度的人文社会科学“全评价”体系及其应用
王卓君：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创新文科研究评价
第四章 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影响力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工作会议召开
刘伟：以文化传承创新为使命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
冯惠玲：推出精品搭建平台大力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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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大力提高国际学术对话能力
吴振武：立足东北亚努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谢红星：坚持以我为主探索建立长期稳定的国际学术交流新机制
魏明海：发挥港澳地区国际化优势推动中华学术“走出去”
金莉：开拓海外中国学研究新领域不断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
吴锋民：大力开展非洲问题研究服务国家外交战略
附录一 加强分类指导注重特色发展
第一届全国农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
第二届全国农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
第一届外语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暨全国外语院校科研
成立大会
第二届外语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暨全国外语院校科研
管理协会年会
第三届外语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暨全国外语院校科研
管理协会年会
第一届繁荣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第二届繁荣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第三届繁荣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第四届繁荣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第一届医学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暨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作会
第二届繁荣发展医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暨医药院校社科研究
协作会第二次会议
附录二 有关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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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研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未来五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面临良好机遇和广阔空间，积极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研究，是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围绕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深人研究进一步推
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政策，研究提出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和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的对策
措施，推动建立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围绕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深入研究建立科学的文化产品评价标准、评价机制和有利于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新、使优秀文化产品竞相涌现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
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和作用。
围绕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和特色地域文化的丰厚资源，实施民族传
统文化和特色地域文化重大专项研究，推出一批具有传世价值的研究成果，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
围绕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网络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实
际的网络文化管理模式，推动用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占据网上主导地位。
围绕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深入研究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措施，建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动
态数据库，实施一批资助翻译、出版推介中华经典和文化精品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努力增强中华文
化的对外影响力。
　　深化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社会管理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借鉴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会管理规律，
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深人研究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研
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
服务、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网络管理
、思想道德建设等问题，为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深入研究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重点领域和主要途径，研究影响社会和谐
稳定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探索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
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安全生产、扶贫开发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更好地推动以保障
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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