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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的任务，指出了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 
    学术自信是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基础、构建能力及未来前景的积极心理
状态，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对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自信何以必要 
    学术自信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键。学术体系主要承担概念生成、知识
创新、理论建构的任务；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支撑，离开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将流于空泛；话

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呈现和表达，没有学术体系作为内涵，话语体系只能徒具形式。在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之间，学术体系是核心，对于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至关重要。 
    学术自信是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精神力量。树立学术自信，有利于中国学术界凝聚
共识，遵循“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径，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同时，提升学术自信，通过建构学术体系与学术话语，向国际社会

诠释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提升我国的学术影响力，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学术自信有利于矫正学术崇洋心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与对外学术交
流的延伸，一种崇洋心理在中国学术界滋生蔓延。有的学者简单搬运西方概念、范畴、理论来评

判中国现实，或用中国经验来证明西方概念、范畴、理论的“普适性”。这种盲目崇拜西方理论、

放弃学术话语主动权的现象，是当前中国学术界自信不足的表现。矫正和克服这种错误心理，需

要切实增强中国学术界的自信，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学术自信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引领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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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的

实践创造，研究和解决当今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问题，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

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唯有如此，才能发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作用，彰

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
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中华文化

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

思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从中汲取有益养分，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激活其生命力，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为中国学术构建提供了机遇，
创造了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立足

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

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 30余年改革开放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迫切需要总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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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亟待回答和阐释，要以高度的学术自信，提炼和总

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学术自信何以生成 
    立足中国实际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
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学术自信的生成，要破除学术崇洋心理，从对西方学术的盲目崇拜、话语依赖中解放出来。要以

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通过对实践问题的求解，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在提升学术品质上下功夫，推动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同时，要改

变目前学术评价标准，立足中国实际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掌握中国学术的话语权、评判

权。 
    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是学术自信生成的前提条件。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

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

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

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更是提升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注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学术自信的生成有赖于对外交流。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
方面，中国学者最有发言权。我们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

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观点，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

研究和讨论。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就全球治理、国际规则制定等人类共同

话题表明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打造中国学说，不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当前中国重大社会思潮新态势研究”阶
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