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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次代表大会
闭幕式上的讲话

张异宾

（2014 年 10 月 16 日）

各位代表、各位理事、同志们：

在刚刚举行的八届一次理事会上，各位理事推选我担任省社科联新一届理事会主席，这

是各位理事和全省广大社科工作者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过去十多年来，洪银兴教授作为省社科联六届、七届理事会主席，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团结带领理事会和全省广大社科工作者，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决策咨询、学

会发展、学术交流、阵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有力地促进了江苏社科事业的繁荣发

展，为建设社科强省、促进“两个率先”做出了重要贡献。洪主席工作思路开阔，工作成效

显著，为人正直坦诚，在全省社科界享有较高的威望，为今后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同

时也为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这里，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洪银兴同志以及第六

届、第七届理事会的理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为新当选的主席，我既感谢大家的信任，又深感责任重大。本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今后

五年的工作方向、主要任务、发展目标，省委罗志军书记就推进社科强省建设工作作了重要

讲话，傅自应副省长就扎实做好新一届省社科联理事会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江苏社科界的明

天充满了希望。对此，我谈三点想法，也是向大家表个态。

第一，把握形势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担当。

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不断把握时代主题、回答时代课题中，才能实现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当前，我们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哲学社会科学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遭遇

严峻的现实挑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看，党的十八大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

奋斗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省委十二届六次、七次全

会对江苏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经济社会的大变革大调整，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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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把握新阶段新特征，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题，为推进

“两个率先”、谱写“中国梦”江苏新篇章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从意识形态

的发展趋势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人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

多样、多变。而要实现中央“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壮大主

流思想舆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解答，更

好地引导社会思潮，增进思想共识。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看，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

术飞速发展，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加快渗透融合，也变革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视野、研究方式和传播路径。实现“社科强省”建设目标，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顺应这种

趋势，从多学科多领域发现问题、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大力推进创新体系建设，从而实现

新的更大发展。

第二，服务发展大局，切实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经邦济世、“修齐治平”的担当情怀和价值追求。新形势下，我

省社科界要继承好、发扬好这个优良传统，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重大现实问题为

主攻方向，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好地发挥对实践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一是坚持正

确方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

思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改革发展的新实践，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焕发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二是

坚持问题导向，努力研究解答重大现实问题。服务党和政府决策、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是哲

学社会科学价值和优势的集中体现。要围绕“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研究阐释；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研究；围绕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切实加强

社会思潮和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围绕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切

实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研究；围绕江苏“两个率先”目标任务，切实加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在江苏的实践探索研究。三是坚持理论创新，切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加

快推进社科强省建设实施意见》，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我省学术创新发展。要大力推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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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体系创新，巩固提升传统优势学科，积极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全面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前

沿和特色学科；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坚持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不断创造体现时

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的新的学术观点；大力推进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概

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不断提升国际学术话

语权；大力推进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创新，继承我国传统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大力推进科研管理创新，

着眼于激活科研生产力，培育创新主体，实施创新工程，建立创新平台，有效整合资源、促

进充分竞争，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四是坚持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宣传

普及。我们要坚持“心系民生”、“为民立言”，围绕基层和群众的诉求，确定研究方向，

明确研究任务，创造研究成果；推动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相结合，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提高大众人文素质；培育优良学风、以立足实际，反映实践的理论创造，深入浅出、生动清

晰的理论表达，促进哲学社会科学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第三，强化自身建设，切实提高工作水平。

现在，中央和省委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程度更高，社会各方面对哲学社会科学支持力度

更大，我们推进工作的外部环境条件更为有利。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有新的更大

作为，需要我们加强自身建设，为开创工作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一是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社科联担负着团结、引导、组织、凝聚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在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要按照罗志军书记和傅自应副省长的讲话要

求，始终把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行为，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二是更好地履行桥梁纽带职责。要充分发挥社科联“联合”、“协作”和“服务”

的功能，善于运用课题导向和经费支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培养选拔优秀人才、促进成果

转化运用、建立公共学术数据库、推进科普立法等有效渠道和抓手，优化整合学术资源，协

调推进社科事业发展。要主动顺应形势任务的变化，扎实推进县级社科联和高校社科联建设，

注重发挥各个学会研究会的功能作用，不断扩大工作覆盖面。三是开拓创新，务求实效。社

科强省建设是开创性事业，特别需要我们大力弘扬“三创三先”的新时期江苏精神，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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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社科理论界的精气神。要勤奋学习，通过学习促进工作、通过工作推动学习，始终保持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进取的良好精神状态。要深入实践，特别注重立足江苏率先全面

小康，基本现代化的新实践，从中汲取养份，探索前沿课题，总结新鲜经验；要改进作风，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团结引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更多优秀人才，

推进江苏社科事业大繁荣大发展。

各位代表，各位理事、同志们：新的奋斗目标令人鼓舞，蒸蒸日上的事业催人奋进。有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支持，我们对未来的工作充

满信心，对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的明天充满希望。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为推动理论创

新、促进学术兴盛，把江苏的明天建设得更美好而不懈奋斗！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