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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体会 

何秋琳 

根据党中央以及学校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统

一部署和要求，支部结合单位工作实际，陆续开展了“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学习并交流了习总书记 5 月 17 日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在当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习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

意义非凡，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

深远的意义。通过研读、交流，本人对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意义及其

发展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以及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

的是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甚至是一

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作用，必须给予高度的重

视。作为战略院的一员，从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相关工作，

理应更加关注和关心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从更加宽广的视角

去观察和审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的发展而言，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总书记指出，继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在认真研读、深入研究、深刻理

解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与时俱进，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如果停留在一知半解，对马克

思主义的应用就会是生搬硬套或者说是滥用误用。要坚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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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真信、问题导向，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 

二是要注重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我党一贯坚持和

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既要体现继承性、

民族性，又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还要体现系统性、专业

性。我们从字面上就容易理解这六大特性，它们不存在孰重

孰轻的问题，是要兼而有之的。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即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个人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走向世界，首

先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因此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立足

于民族，才能更好地面向世界。 

三是要直面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习总书

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

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以及人才队

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是一朝一

夕能解决的，需要多方持续投入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加倍努力，但首要的是，我们要正面这些问题，找到问题的

根源与核心，不能避重就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