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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
坚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魂脉”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特色意识形态问题探讨

韩云波a,b,c,陈思思c

(西南大学
 

a. 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b. 期刊社;c.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论断提出以来,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

众多成就,但也存在研究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足、问题导向不够明确、“中国特色”全面形成进程缓慢等问

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和根本行动遵循。 马克思

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分别形成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和文

明形态。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魂脉”就是对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牢

把握与坚守。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长期

面临风险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形势与工作定位,在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理直气壮、
旗帜鲜明地批判“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思潮,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哲学社会科

学、以哲学社会科学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和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具体的谋划和部署,包括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工

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造全媒体主流传播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七个方面,要从

广义意识形态层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守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魂

脉”,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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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 [1]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四大将“繁荣

哲学社会科学”写入大会政治报告,此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先后对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积

极发展”“繁荣发展”“充分发挥”等表述。 2014 年以来,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2] ,“争取国

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没

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 [3]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

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4] ,在这一历史剧变中,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要有大变革。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党的十九

大将这一论断写进大会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了大量重要论述,提出在战略布局上要

“着力加快构建”,在构建内容和方向上要坚持“中国特色”,明确制定了路线图和任务书。 学界对此

积极回应,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重要论述(以下简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研究。 比如:王伟光提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是指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5] ;刘同舫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论述的“中国特色”归纳为三点,即超脱“以西释中”的主体意识、融合“中西马”思想资源的文明意

识、以当代实践为导向和内容的问题意识[6] 。 (2)主体内涵研究。 李诚等提出,“中国特色”就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鉴

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所形成的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科学体系[7] 。 (3)建构路径研究。 学

界基本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西方文明、立足现

实推进各方面创新的建构路径共识[8] 。 刘峰等认为,具体要做到“大众与小众、‘高峰’与‘高原’相

统一”,“‘个人游击’与团队攻关相配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9] 。 (4) “三大体系”研

究。 谢伏瞻提出,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

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 [10] ,阐明了“三大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还有不少成果从具体学

科和领域角度论述了“三大体系”的构建。 (5)评价体系研究。 “三大体系”的构建效果需要科学的

评价体系进行验证,在“加快构建”与“三大体系”共识形成之后,需要系统、科学、公平地构建多指标

“三大体系” 建设评价体系[11] 。 叶继元从六大要素、三个维度、八项推论构建学术“全评价” 体

系[12] ;周光礼通过破“五唯”立新标来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13] ;殷忠勇从评价范围、
评价内容、评价对象、评价方法、评价主体五个维度着手,建构“一个以中国实际为前提、以中国特色

为关键,兼顾政府评价和社会评价的结构丰富、形式多元、内涵包容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评价体系” [14] 。 (6)学术期刊研究。 学术成果需要学术平台进行有效传播,学术期刊研究也是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要的环节。 韩云波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提出从中华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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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四个方面入手,以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15] ;刘曙光提出,学术期刊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着政治方向、体系构建、问题导

向、学术导向、人才引领、国际化、学术评价、媒体融合、学术生态九个方面的引领作用[16] 。
学界对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面,目前均已有所涉及,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为指导,对由“理论指南+三大体系”建构起来的“四位一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基本

构架形成了共识,进而探讨了主体内涵和构建路径,关注了评价体系和传播体系,取得了不小成就。
然而,现有研究中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从研究历程看,研究的持续性、稳定性不

足,在 2016 年座谈会后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当年文献高达 106 篇,但 2018 年之后年度发文量锐

减,最高未超过 37 篇。 究其原因在于研究主体多以管理人员为主,主要从宏观角度进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论述阐释,深入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足。 评价体系和学术期刊研究由于整体圈子

较小,且在业界尚未形成“生产—传播—评价”的全流程共识,故其影响也较有限。 其二,从切入角

度看,问题意识仍有不足。 哲学社会科学的西方化本来是一个老问题,学界亦有相关回应,但总体

较为笼统,未能从具体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惯性等方面进行全面清理。 虽然在旗帜鲜明反对和

抵制错误思潮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一些学科领域仍然存在较明显的依赖西方理论模型和研究

范式的问题,理论工具和研究对象南辕北辙因而无法得出正确观点和可行对策,未真正实现对“中

国之问、时代之问”的良好解答。 其三,从理论建构看,“中国特色”全面形成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

记在 2016 年座谈会上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困境总结为“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完备的顶层设计,但学术界的体系化、学理化建构和研究明显

不足,检索中国知网 CSSCI 期刊篇名“党的创新理论”仅得到 74 篇,其中大部分是理论宣传文章,体
系化、学理化研究相对较少。 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理论武装和规律性认

识,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化、学理化的先导性前提,就目前情况来看,其研究和实践还需

要大力加强与着力推进。
基于上述成就和不足,本文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思路:其

一,探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进程中的成就与不足,核心在于对“中国特色” 的深刻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

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

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 [17] 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根脉”,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 其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魂脉”和“根脉”的具体

体现,就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8] 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其建构关键分别表现于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显现出两大形态特征。 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指引,谋划和部署了具体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战略理论与战术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指南与根本行动遵循” [19] 。
总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在厘清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理

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批判“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思潮,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

领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助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意识形态“魂

脉”与文明形态“根脉”,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定位与目标,检索中国知网全库,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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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见到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 我们针对这两个形态特征进行探讨,结合理论构建与具

体实际进行阐述,以期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学术增长渠道和攀登路径。 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两大形态内容丰富、结构复杂,需要较大篇幅,故本文先论意识形态,而文明形态

则拟另文撰述。

二、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魂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

“哲学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都是较早出现的概念。 哲学社会科学或统称为社会科学,是与

自然科学相对的概念。 1940 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人们为

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 人们为着要在自

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20] 意识

形态一词,在最初出现的特拉西那里是与科学方法相对立的唯心的虚假意识集合,在马克思那里才

变成一个客观描述主观世界的科学术语。
(一)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既存在差异又互为属性

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明显交集,导致二者关系长期存在着复杂的争议。 有西方学

者指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意识形态正是我们为社会实践家提供的最有用的研究成果”。 但这一

趋势在 20 世纪中期的冷战形势下被高度政治化和极度扩大化,即“从 1966 年埃维昂世界社会学代

表大会到 1974 年多伦多代表大会之间这段时期”,“这个期间召开的许多次世界代表大会全体会议

都变成了发表意识形态宣言而不是分析研究问题的场合”,人们呼吁意识形态应回归其“另一种意

义”,即“比较侧重于综合而整体的世界观,旨在诊断病情,提出或规定疗法,指出可能的和理想的实

际行动结果” [21] 。 意识形态的褒义和贬义两种相反甚至背离的理解,导致对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

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等同论”,认为二者就是同一事物;一种是“割裂

论”,认为二者之间不应当发生任何联系,其理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旨在于“探索客观真

理”,而意识形态则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取向[22] 。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意识形态”一词在顶层主流话语中较为晚出,基本上形成于西方

“六十年代”的文化转型之后。 检索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意识形态”一词始见于 1969 年党的九

大报告,报告中追溯了毛泽东同志在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其后,1977 年党的十一

大报告再次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但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未提到意识形态问题。 从党的十三

大报告开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强调成为党的

代表大会报告的固定表述。
由于出现“六十年代”意识形态认识严重分歧的全球语境,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顶层

话语的晚出,导致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存在意识形态工作软弱涣散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

西方技术和资金的进入,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也涌入中国,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造成了巨大

冲击” [23] 。 1981 年,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使用

了“杀气腾腾”一词来形容当时的一些反动言论,指出他们“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

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
无政府状态” [24] 。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甚嚣尘上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广泛传播,尤其是在苏

联解体之际影响巨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理论界有少数人大讲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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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 [25]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空前复杂。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 70
周年大会上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政治斗争大量地经

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 [26] 。 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密切关联着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意识形态斗争事实上已成为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
进入 21 世纪,西方意识形态阴魂不散,仍然有人鼓吹“非意识形态化”,以意识形态是“阶级的、

功利的、规范的”而社会科学是“科学的、描述的、解释的”的荒唐理由,主张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脱

钩[27] 。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不同社会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有着根本不同,社
会科学研究必然反映为不同社会中不同社会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 如果把社会现象仅仅当作一种

所谓“客观”的简单研究对象而不究其根源,社会问题的解决永远都只是暂时甚至饮鸩止渴的,人类

历史将停滞甚至倒退。 如果把社会科学当作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纯粹的所谓“客观”研究,只能

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只要当下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对立,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就必然存在,也就必然反

映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 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消亡的理想阶段,意识形态的

阶级性才会消失,社会科学才可能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才有可能成为所谓“客观”研究。
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表达客体的载体,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立场。 社会科学与意

识形态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始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互为属性的特征。 党的十

一大报告指出:“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存在根本的分歧。” [28] 中美两国虽然在一

些问题上有共同点,但其哲学社会科学必然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1955 年,周恩来

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将“求同而存异”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出发点,这也

是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处理上应坚持的原则。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哲学社会

科学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从“求同而存异”出发,就可以按意识形态立场把哲学社会科学区分为

两类不同形态,一类是“求同”的即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类是“存异”的即基于不

同意识形态立场和社会制度及其运行规律的哲学社会科学。 在求同的部分体现世界历史进程,在
存异的部分体现民族和国家特色,在两个部分之间以及存异的不同部分之间,通过文明交流互鉴而

共同发展。 但也要注意到,在不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并非都是平等交流的,也存在文化霸凌甚至文

化侵略。 哲学社会科学因其意识形态性质而事关国家安全和文明传承,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

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论断的提出,对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强调,就是坚定文化

自信、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然之举与实然选择。
(二)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

树欲静而风不止,意识形态斗争将长期存在。 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错误思潮,比如:
散布政治谣言;攻击歪曲我国政治制度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攻击抹黑党史、国
史、军史;散布煽动性信息,鼓动“颜色革命” “街头政治”;宣扬错误思潮,鼓吹“普世价值”、新自由

主义、西方宪政民主、质疑改革开放等错误言论;热衷传播腐朽没落思想、低俗媚俗内容,败坏社会

风气;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 还有人利用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意识形态错误引导,比如以“非意识形

态化”之名宣扬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而进入西方和平演变之彀中,以“心灵鸡汤”之名虚构事实企

图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客观”研究之名以西方标准试图强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

轨迹等。 意识形态错误倾向还反映在文学艺术和大众文化领域。 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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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工作座谈会上,集中指出文艺领域存在“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

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 [29] 等问题。 2014 年前后,在大众文化

领域,出现了以历史虚无主义“诋毁英雄”的错误思潮[30] 。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人以“学术观

点”名义宣扬错误观点。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有的领域

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 [1] 。 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中,有学者指出,“部分经济学

学术期刊一直被西方经济学所‘占领’,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导向的经济学学术期刊在核心期刊中

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所刊发的文章主要是宣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研究范式、论证方法等

同样遵循的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与逻辑”,甚至“从学术期刊评价机制嵌入引导和扶持西方新自由

主义思想导向的学术期刊成为主流期刊来限制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期刊发展” [31] 。 甚至有人利

用哲学社会科学“非意识形态化”行逆历史潮流之举,“比如,《天府新论》2016 年第 6 期发表了 3 篇

以‘回到康有为’为主题的座谈会纪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32] ,他们“以一种

轻佻的口气嘲弄新中国和毛泽东,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攻击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

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要求

‘全盘否定革命’,‘回到康有为’,‘回归孔孟道统’,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 [33] 。
王伟光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理论学术观点,对意识形态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5] 。 针对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复杂关系,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在建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牢固树立和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谈到政治经济学时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

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

容,不能照抄照搬。” [4]合理内核可以采他山之石、行“拿来主义”,但意识形态立场则绝不可模糊混

淆。 黄旭东认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领域,是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战

线” [34] ,意识形态立场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核心呈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意识形态

工作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

点” [35] 。 学界也认识到,“厘清学术与政治问题界限,避免学术问题政治化或政治问题学术化的倾

向” [36] ,重点就是要克服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对西方的盲目崇信,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沉渣泛起的意识

形态错误倾向问题,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
(三)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取得了重大进展。 比较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工作形势的根本好

转,明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点工作,准确定位了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
其一,意识形态工作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经受

住了一系列风险挑战考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

况” [3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 [18] 。 从“斗争依然复杂”到“存在不少

挑战”,标志着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18] 。 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并得到始终坚持,是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的原因,
确证了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根本地位始终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个方面。

94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3 期　 　 　

其二,意识形态工作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部分,将“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放在“(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小节,
这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 在具体工作中,“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

盛”部分“(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小节,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十年来意识形态工作成就的基础上,在“八、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部分“(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小

节,提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同时在“十一、推进国家安

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部分“(二)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小节,提
出“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根本好转,
工作定位随之发生变化,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建设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

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既是质性层面的巨大提升,也是量性层面的范围拓展。 同时,在意识

形态领域“根本制度”确立之后,进一步提出“党的创新理论”并将其确立为“工作体系”,标志着意

识形态工作进一步“落地落细落实”。
其三,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两次大会报告都在意识形态小节中提到了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35]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

科学人才队伍。” [18]比较两次报告可以看到党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推进部署,在确立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属于意识形态工作大范畴的基础上,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根本制

度的前提下,在智库建设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建构重点随即转移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

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上来。
两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为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

明了方向。 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根本好转,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具备了形成强大凝聚力和引领

力的历史机遇和基础条件,进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

配的国际话语权” [18] 。 二是意识形态工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

步确立党的创新理论“工作体系”,为意识形态工作确立了具体的制度遵循。 三是将加快建构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组成部分,以“马工程”深入实施为引领,在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体系建设和人才培育上着力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

要论述和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方向,形成了“指导思想—三大

体系—人才队伍”总体布局下的全方位推进。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的七个谋划与部署

2021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 2023 年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2023 年 6 月 2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强调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

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37] 。 2023 年 6 月 30 日,在二十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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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

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17] 习近平

总书记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谋划和部

署,正在使其从蓝图变为现实,其线路图和任务书逐步清晰,核心就是“两个结合”。 其中,“第一个

结合”规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定位,是其“魂脉”;“第二个结合”规定了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的文明形态定位,是其“根脉”。 “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

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 [17] 。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提出明体达用、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坚守马

克思主义之‘魂脉’”,“‘创新’就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 [38] 。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

体构成中,从“两个结合”揭示的“魂脉”和“根脉”出发,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和文化工

作布局的“十六个方面的谋划和部署”(以下简称“十六个部署”)中,可以将哲学社会科学划分为两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语境中体现为基于“友好交往合

作”的“文明互鉴对话” [39] ;第二个层次就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语境中体现为文化建设

方面的“十四个强调”和文化工作布局的“十六个部署”中的“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

国理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在观照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坚持“两个结合”,
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

基本内核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两个结合”进而构建“两个形态”,从而充分突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

国特色。
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

思想,在战略谋划与工作部署层面,从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造全媒体

主流传播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七个方面入手,从广义意识形态层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坚守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魂脉”。
(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工作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任务观就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以科学理论引领社会” [40] 。 2013 年 8 月

和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签署命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授予荣誉称号和接见全军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代表时,都提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深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41] 。 党

的二十大报告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小节中提出“健全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 [18] 。
党的创新理论,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丰富拓展及其

体系化、学理化。 在方法上,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等,是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的“两个结合” “六个必须坚持” 等。 在构成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
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六大思想”、五大重要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其他重要论述等。 党的创新理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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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深化,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党的创新理论全方位指导各领域的理论建构与工作实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两个方

面发挥作用。 第一个方面是党的创新理论自身的体系化、学理化建设,也就是将党的创新理论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进行“三大体系”的学理化建构并不断丰富发展。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17] 。 学

界认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就要缜密思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尚未得到回答的客观问

题”,“‘魂脉’与‘根脉’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理论创新中的重要地

位,明确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两个着力点” [42] 。 第二个方面就是以党的创新理论

指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具体研究。 党的创新理论不仅要坚持系统观念解决“有理

说不出”的“立”的工作,同时也要解决与“非意识形态化”及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破”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 [43] 。 在

“破”与“立”的辩证斗争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二)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 2013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

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宣传思想工作就

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 [44] 。
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以来充满复杂的斗争,中国长期面对“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风险”,“西

方意识形态联盟对抗风险”,“意识形态妖魔化污名化风险”,“策动颜色革命风险”,“错误思潮消解

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45]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在强调以意识形态责任制、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

力和引领力“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还要特别强调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和善于斗争的能力

“破”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侵蚀和攻击。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始于“中体西用”和“新文化运动”,
“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的声音长期把持重要地位,一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对西方理论的

习惯性崇拜,比如“民国学术”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并
与对“民国学术”的推崇合流,形成了新的西化学术,进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对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一些学者那里形成了西化学术的惯性思维,他们从根本上未能

清楚认知西方学术背后的意识形态。 比如,有人论述乡村振兴中的村级党建,却将其套进西方组织

行为学模式中,其结果或者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者是以理论扭曲实践,进而得出错误导向的结论

和脱离实际的对策。 进入新时代,境外势力仍在“通过植入美国价值符号体系的商品进行具象化渗

透,运用议程设置、热点话题进行炒作性渗透,借助利益输出、美色诱惑实施诱导性渗透,打着学术

名义、构造学术陷阱进行学术性渗透” [46] 。
针对这些情况,不仅要从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也要在实

践中形成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针对西方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

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 西方一些政

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 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 有的人奉西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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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3] 这种思想意识不改变、
不清除,就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就会“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

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 [1] 。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种科

学的知识体系,也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价值体系” [47] ,认识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是这种

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既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34] ,使意识形

态属性意识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意识,同时又在构建、传播上切实把好意识形态关,要
“传播主流思想价值,集聚社会正能量”,要“坚持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48] 。

(三)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

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49] 。 理想信念涉及对未来社会目标和人生目标的设计,涉及价值判断

和道德自觉,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的体现,深入广泛地反映在人的精神和行为的方方面

面,也是意识形态的集中映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理想信念问题提出了相应要求,实现

了理想信念的强化和升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

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35] ,明确了理想信念的具体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进

一步指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18] ,指明了培育

理想信念的有效路径,并强调将其常态化制度化。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

面,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革命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5]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社

会主义的鲜红历史印记,包括“四史”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守望历史、研究历史,才能“不忘本

来”。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新征程上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精神原动力” [50] 。 陆卫民

等提出,“要重视‘四史’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推动理想信念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使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以先进的文化武装起来,共铸全体人民精神文化

的共同体” [51] 。 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既要大力加强革命文化和精神谱系的研究,也要

在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时秉持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系统观念,将中国现代化历程放到革命叙事与

现代化叙事的双重变奏之中,清晰认知中国式现代化[52] 。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促进

中国梦深入人心,“面向未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目标引领当下的努

力方向,拒绝历史倒退,拒绝文明凋丧,顺应历史潮流,突显中国特色。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将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要时时刻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使

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全社会日常生活实施“三全育人”,也使之成为强制性力量、成为人民的责任和义

务。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的学理深度和逻辑力量,
将在这个方面大有可为。

(四)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部分首次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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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并“引领社会思潮”,“有力

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53] 。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

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提出由三组十二个词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4] 。 新时

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其基础是体现当代中国精神、凝结共

同价值追求,其作用一是要发挥“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

用”,二是“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35]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践行,深入到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发挥“铸魂育人” [18]的强大效能。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

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1] 。 具体而言,学术研究要

始终体现价值追求。 社会科学“客观说”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且不说

西方学界自身也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更早的柏拉图那里就以“洞穴喻”说明了人类自身

认知的片面性,因而一切研究都必然带上研究者自身的立场从而体现其价值判断。 价值高下的判

断,在于为谁立言,在于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还是将社会责任放在首位。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价值判断,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以社会责任为首位,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为支柱,并因而区别于其他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但也存在一些未能体现甚至有悖于和妄

图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现象。 比如自媒体作者项立刚谈到社会学研究时就质疑说:“社

会学应该不应该研究? 我肯定不反对要研究,但是社会学脱离一个国家实际,弄一个外国人,或者

是长期在外国待的人,到中国来推动社会学研究,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搞不好,他们能帮助中国有改

变?” [55]这里所揭示的就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存在盲目的西方崇拜甚至单纯的“唯 SSCI”崇拜,
从而未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承担当下中国社会责任。 再如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

为,比如 2024 年 3 月 24 日,成都市新都区一所中学初三试卷中,出现了一篇美化日军和侮辱八路军

的小小说《杜鹃花落》,受到学生自觉抵制,舆论迅速发酵,而作者竟然是一所中学的书记兼校长。
那么,就不禁要追问,这样明显为侵略者美化洗地的文章,是如何由一位书记创作并发表出来,又如

何通过层层审核进入学生试卷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承担起当代中国的社会责任。
(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论述,“十四个强调”和“十六个部署”都在第五条的重

要位置强调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将其具体内容概括为“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

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学界展开了广泛研究,在整体上、宏观上形成了共

识,但“没有从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一些问题长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两头在外’仍然明显” [56] 。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视以下方面:其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
遵循“两个结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定位,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其二,要全面清理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早已

认识到而迄今尚未全面解决的问题,比如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问题,空洞无物泛泛而谈以及高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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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缺乏创新的问题,过度依赖模型和软件自动计算数据而缺乏深入讨论和可行对策的问题,闭门

造车而漠视历史逻辑与拒绝同行对话无法形成学术共识的问题,等等。 其三,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既要发扬科学家精神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精神,又要发扬教育家精神的理

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形塑中,
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精神形态。 其四,做好以议题设置为突出特点的引领工作,发挥以传播对

话为突出特点的平台功能,形成同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强大话语权,通过阐释中国道

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达到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传开有人信的影响力,让世界了解

中国、认同中国,共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六)打造全媒体主流传播格局

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都需要有效的主流传播。 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与升

级换代,实现从传统的单一媒体传播到今天的全媒体传播转变,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不可或缺的必要路径。
以全媒体主流传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认识到政治和学术二者相互关联,

不可割裂。 在政治层面是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
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57] 在学术层面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也就是要将政治理论转化为学术话语,学术话语以“三大体系”构建起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宏大架

构和格局,是政治理论得以深化、提高、拓展的主要途径。 其次,传播与学术互为表里,具有高度相

关性,二者都要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的基本原则,形成全媒体传播格局,
坚定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58] 。

在传播领域,同样需要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上指出:“一些人宣扬西方新闻观,标榜西方媒体是‘社会公器’ ‘第四权力’ ‘无冕之王’,鼓
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 少数人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专挑重大政治原则说事,公然攻击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有的不顾起码的是非曲直,以骂主流为乐、反主流成

瘾,怪话连篇,谎话连篇。” [59]184 必须认识到,“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什么抽

象的绝对的自由。 我们要认清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影

响” [59]185。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程中,指导思想解决之后,“有理说不出”的问题就可以顺

理成章地得到解决,接下来就是“说了传不开”的挑战。 全媒体无疑为“传得开”打开了一扇很大的

窗,然而窗外的风景光怪陆离,我们既不能被窗外的光影甚至幻象所迷惑,又要把窗内的精彩让窗

外看见,这就是要在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基础上,在窗内形

成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而呈现出立体而精彩的充满文化自信的文明主体,让窗外看到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精彩纷呈。
(七)健全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做好网上舆论

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

55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3 期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60] 2015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指示中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网络已是当

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 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 [59]22 通过全

网络综合治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

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59]173。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价值取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凝聚亿万网民” [61] 。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作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极大改变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

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 [18]的乱象。
“当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能力不能完全适应网络空间复杂性、引领机制不能充分调动客体

积极性、引领方式方法缺乏实效性、引领资源整合力有限,不能完全形成引领合力等尚不能完全适

应和满足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需要” [62] 。 网络空间话语表达形式的多样特征,“消散了主流意识形

态话语主体宣传的影响力,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阐释力,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

的公信力,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力” [63] 。 在国际层面,“技术封建主义”已成为“一种规

范、扭曲和构建主体心理和行为的文化霸权” [64] ,进而导致“数字垄断寡头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算法

为手段,以数据为原材料”进行掠夺,“数字殖民主义”大行其道[65] 。 在国内层面,由于网络意见几

乎不设门槛,网络空间鱼龙混杂,各种势力交错角力,特别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出现

了大量 AI 回帖机器人“占领”微博评论区,其中不乏恶意误导广大网民的现象存在。 比如,在华为

Mate
 

60 手机发布之际,网上就出现了一大批诋毁华为的跟帖,有的网友故意用“中华为牙膏品牌”
“刘德华为主角”这样内嵌“华为”二字的帖子“钓鱼”,钓出一大批诋毁华为的跟帖。 再如有人将

“大连造船厂”的拼音故意拼读为“达利安造船厂”,也钓出了一批“恨国党”和“美分党”。 还有人

“借助网络进行文化渗透,扰乱民众视听,美化侵略行径”,比如“网络小说《西北有高楼》中,作者以

华丽的辞藻为南京大屠杀元凶朝香宫鸠彦王洗白” [66] 。 这些现象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健全网络

综合治理体系,还网络一个风清气正的清朗空间,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传统生产方式和传播渠道之外,网络话题已成为其十分重要的议题

设置,网络空间已成为其十分重要的发布平台。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善用网络,一方面

要研究网络,使网络更好地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加快推进助力。

四、研究总结

本文在全面梳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致力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道路,担
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的文化使命,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

了发展方向。 “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根脉”,分别指向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魂脉”和“根脉”。 在文化建设

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十四个强调”和“十六个方面的谋划和部署”,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意识形态提供了具体指向,包括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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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
造全媒体主流传播格局、健全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七个方面的具体工作。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本质,明确认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工作措施,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既要在构建过程中体现意识形态立场,又要针对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开展探索与研究,形成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紧密融合的“中国特色”。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及其

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会成为具有鲜明灵魂的璀璨明珠闪耀于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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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major
 

proposition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proposed 
 

many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lack
 

of
 

clear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slow
 

progress
 

of
 

the
 

comprehensiv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provide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fundamental
 

action
 

to
 

follow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ul
 

vein 
 

of
 

Marxism
 

and
 

the
 

root
 

vein 
 

of
 

China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respectively
 

formed
 

the
 

ideological
 

and
 

civilization
 

forms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u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firm
 

grasp
 

and
 

adherence
 

to
 

th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strong
 

cohesion
 

and
 

leadership. The
 

CPC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s
 

and
 

ideolog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deological
 

field
 

has
 

faced
 

risks
 

and
 

challeng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ideological
 

situation
 

has
 

undergone
 

an
 

overall
 

and
 

fundamental
 

change.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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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situation
 

and
 

orienta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and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we
 

should
 

confidently
 

and
 

clearly
 

criticize
 

erroneous
 

trends
 

of
 

thought
 

such
 

as
 

non-ideologization 
 

and
 

ideological
 

final
 

conclusion  
 

and
 

use
 

socialist
 

ideology
 

to
 

lead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consolidat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puts
 

forward
 

specific
 

plans
 

and
 

arrang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strong
 

cohesion
 

and
 

leading
 

forc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party  s
 

innovative
 

theoretical
 

work
 

system 
 

fully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ideological
 

work 
 

normalizing
 

and
 

institutionalizing
 

education
 

on
 

ideals
 

and
 

beliefs 
 

socialist
 

core
 

value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ing
 

an
 

all-
media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pattern 
 

improving
 

the
 

network-wid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system
 

and
 

other
 

seven
 

aspect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broad
 

ideological
 

level 
 

adhering
 

to
 

the
 

Marxist
 

soul
 

vei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matches
 

China 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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