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学刊》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新文化。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守正创新
是学术研究根本任务之一，学术期刊作为最新科研成
果和文化思想的重要发布平台和传播载体，应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担负起新时
代的文化使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重要部署：
“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
系。”

《中州学刊》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综
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４５ 年来，《中州学刊》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成长，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坚
持“用学术讲政治”，成为发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 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州学刊》铸牢理论研究之本，拓展理论传播之
维，推进学术争鸣，激发思想智慧，以兴盛文化为己任，
自觉承担繁荣文化之重任。

《中州学刊》应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
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在学习宣传研究党的创
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召开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
指示：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为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围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州
学刊》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根本指导，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
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精心策划选
题，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拓展学术研究
之域，臻善体系构建之法，提炼概括具有中国特色、世
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概念、学术范畴。 要集
中展示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把政治话
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
传，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更好地
回答时代之问，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中州学刊》应自觉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平台

哲学社会科学平台创新是实现社科知识创新、理
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基础条件，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支
撑，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
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
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
领域创新。”

《中州学刊》应紧扣时代发展需要，聚焦社会大问
题，搭建作者大团队，形成高质量大成果的“新基建”，
自觉成为构建学科协作、理论成果传播、开放合作的创
新平台。 引领学术创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和最前沿，
以学术为本位，以创新为生命，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统筹全国优秀专家学
者开展开放式、系统化、穿透性研究，深入跨学科交叉
研究，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新的争鸣，打造具有“创
新性”和“前瞻性”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平
台，不断壮大哲学社会科学新质科研力。

《中州学刊》应积极参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自主知识体系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
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
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有内在规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的产
物，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足中国实
际、解决中国问题、彰显中国智慧的知识体系。

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适应时代要求，立
足中国实际，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的重要经验、
成就、思想、观点等进行学科化整合、学理化阐释，系统
提炼总结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推动构建哲学社会
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建构完整知识理论体系，以既往研究为
基础，秉持科学态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理解，融学术资源、学术交流、学术传播、学术
创新于一体，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
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构筑开放包容的学术共同
体，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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