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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省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  叶航 

 

      

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为主题，展现了我省新的奋斗

目标，它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第二个百年奋斗宏伟目标在浙江的凝聚和体现，是

6500 万浙江人民在新征程上奋力开创美好未来、赢得更大荣光的坚强保障。 

在这一催人奋进的形势下，我省的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贯彻 15 次党代会精神，

开创研究新局面？本文将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最近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大学经

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的具体工作，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做到自觉践行“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关键在于真正树立“四

个自信”，而科学论证“四个自信”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

任务。 

“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是党中央对党员干部履行职责的基本要求和行

为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要求和规范是具有外部“强制性”的。特别是“两

个维护”，可以上升到党的组织纪律，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

但“四个自信”却不一样，它属于党员干部自身的“信念”，是一种内生的信仰

和偏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真正树立了这种“信念”，才能使我们在工作和

生活中自觉地履行党中央对党员干部的的基本要求和行为规范，才能使“四个意

识”和“两个维护”成为刻录在我们“基因”中不可动摇的准则。 

作为一种内生的信仰和偏好，它的确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首先需要我们

每一个党员干部真正从心底里相信马克思主义诞生近 200 年来其理论的科学性、

建党百年来我们选择道路的正确性、建国 70 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以及中华民族 5000 年来文化的包容性。但要真正做到这点并非易事，特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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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十年文革、以及西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滥觞，我们大多数党员干部

都会对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产生或多或少的怀疑。这种局面的形成，

事实上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多年以来放弃独立自主的研究体系、紧随西方学术评

价标准不无关系。当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都没有“四个自信”的底气，

我们何以能让广大党员干部、乃至人们群众树立“四个自信”的坚强信念？ 

因此，《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强调要切实发挥马克

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作用，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深入拓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形成党的创新理论学术

支撑体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世纪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就是通过科学方法来论证我们的理论、道路、制

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四个自信”。这既是当前

形势的要求和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和任务。 

第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论证“四个自信”，为繁荣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增砖

添瓦 

进入本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成为一种趋势，特别是在

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广泛地吸收自然科学的养分，逐步抛弃

了传统和单纯的逻辑思辨，更多地融入了以实验观察为特征的经验思辨方法，创

立了有如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实验社会学（Experimental Sociology）、实验政治学（Experimental 

Politics）等新兴的交叉学科，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复兴与繁荣注入了新鲜血液。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作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

基地，从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在运用各种实验手段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传统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等国内学术期刊，以及 SSCI 和 SCI 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 80 余

篇论文，并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和国家社会科学 20 余项基金项目的支持。

近年来，中心致力于运用现代实验手段研究中国所奉行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

化的内在属性，并通过与西方相应要素的比较研究，论证了其科学性、可行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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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从而为增强“四个自信”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上述研究主要包括：1. 运用行为实验手段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原

理，包括价值和价格的决定、货币的产生、剩余价值的起源、资本有机构成和劳

动生产率的相互关系、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的根源，等等。通过这些实验，展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2. 运用仿真实验手段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

制，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和举国体制的作用、宏观经济的调控机制、

化解全球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机理，等等。通过这些实验，表明了我国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3. 运用行为实验对我国的全过程民主制度与西方的一

人一票民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实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民主制度比西方的民主

制度在社会治理效率、人才选拔效率和政治稳定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4. 运

用仿真实验手段对中华文化的非线性特征和西方文化的线性特征进行了比较研

究，实验结果表明，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具有更大包容性，更符合现代量子科学

对世界图景的观察和认知。 

第三，结论 

运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有益于我们更好地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两个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时代之题，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待——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