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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姜治莹看望“杰出教学奖”获得者孙正聿。

11月23日，校党委书记姜治莹来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看望慰问2020

年度“杰出教学奖”称号获得者、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代表

学校和张希校长向孙正聿教授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姜治莹表示，孙

正聿教授是全校教师的杰出代表，成为全国文科教学领域获得“杰出教学奖”的

第一人，是孙正聿教授的光荣，是吉林大学的骄傲，是全校师生的榜样。姜治莹

对孙正聿教授扎根吉林大学，坚守教育事业表示钦佩，向他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

作出的突出贡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他表示，要推动全校上下学习弘

扬孙正聿教授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进一步激发广大师生奋进新时代的

壮志豪情，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业绩。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利锋，党委

办公室、教务处、哲学社会学院等相关部门、学院负责人参加看望慰问活动。

2.孙正聿获第二届杰出教学奖。

11月20日，第二届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和创新创业英才奖颁奖典礼在

华南理工大学举行。孙正聿教授获杰出教学奖，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向孙正聿

颁发奖牌和奖章。据悉，杰出教学奖由教育部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与陈一

丹慈善公益基金共同发起设立，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领域最高奖金奖项。该

奖项旨在表彰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扎根教学一线、在国家战略性紧缺

人才培养方面作出贡献、具有卓越影响力的高校教师，由高等教育教学领域的专

家提名推荐。2020年度共评出教学大师奖1名、杰出教学奖9名、创新创业英才奖

10名。

3.孙利天指导的博士毕业生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

9月4日，教育部公布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共计推出12位“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中心副主任孙利天指导的2002级博士毕业生、海南大学教授

张云阁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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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林大学召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建设

座谈会。

12月14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基地建设座

谈会在匡亚明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会上，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孙正聿教授

对“十三五”以来的基地建设的主要成绩、特色贡献进行了总结，围绕“目标定

位”“重大任务”“科研项目规划”“体制机制改革”四个方面对“十四五”发

展规划进行了介绍。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汇报，围绕相关问题与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中心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就有关问题对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询问，并针对

如何进一步凝练基地发展方向、总结基地引领的学术议题和学术话题、如何让成

果和贡献凸显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育才功能、如何更好地传承吉大哲学的学术传

统和学术风气等方面，以及基地今后的发展思路和措施给出了具体建议。

5.中心2项成果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日前，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奖结果公布，

我中心 2项成果获奖，其中二等奖 1项，青年成果奖 1项。中心主任孙正聿的著

作《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获二等奖，中心研究员王庆丰的著作《〈资本论〉

的再现》获青年成果奖。

开展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工作，是教育部为表彰

奖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取得的突出成绩，展示高校社科界服务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

举措。该奖每三年评选一次，本届评选的是 2014-2017 年期间的成果。经组织专

家评审、面向社会公示、奖励委员会审议通过和教育部批准，共有 1539 项成果

获奖。

6.中心主办吉林大学2020年“美道慎行”哲学夏令营。

7月18日，由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和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

主办的“吉林大学2020年第三届‘美道慎行’哲学夏令营”顺利开营，以云端方

式使全国各高校优秀学子对吉林大学哲学系的学术传统、学术资源、研究现状与

教育理念等方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中心研究员王福生、曲红梅、王立参加了开

营式。中心研究员姚大志为营员和学院师生作主题为“当代正义理论”的学术报

告。7月19日，中心科研秘书孙祺老师通过“腾讯会议”的线上交流形式向夏令

营营员们介绍了中心成立以来的主要科研成就和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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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美学学科与文化美育建设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1月21日，由吉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和吉

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美学学科与

文化美育建设研讨会”在我校举行。会议以线上和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藏大学、《求是》杂志社和吉林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

及科研机构的二十几位专家学者隔空相望，共聚一堂，就“美学学科与文化美育

建设”、“审美教育的概念和内涵”、“美学的历史文化转向”、“美育和艺术

教育之间的关系和区别”、“美学回归感性学内涵”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对吉林大学美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开幕式由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李龙教授主持，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孙

长智，吉林大学副校长、教育青年长江学者蔡立东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田毅鹏，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吉林省哲学学

会理事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利天为大会致辞。

8.曲红梅获吉林大学2020年度校本应用专题研究项目。

10月26日，吉林大学公布2020年度吉林大学校本应用专题研究项目名单，中

心研究员曲红梅申报的项目“高校师德与学风建设研究”通过评审获得立项。

9.孙正聿获“京师优秀作者奖”。

中心主任孙正聿荣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京师优秀作者”奖。孙正聿教授

先后在该出版社出版《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

基础理论研究》等重要著作，并于2020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孙正

聿作品系列》（《哲学通论》《哲学观研究》《辩证法研究》《生命意义研究》），

在国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10.曲红梅获2020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

11月14日，2020 年度宝钢教育奖获奖名单公布，中心研究员曲红梅获2020

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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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贺来、白刚、曲红梅获第九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2月1日，第九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公布，中心副主任贺

来的论文《伦理信任与价值规范基础的转换》获论文类一等奖，中心研究员白刚的

著作《回到<资本论>：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获著作类一等奖，中心研究

员曲红梅的论文《从“分析的观点”到“历史的观点”》获论文类二等奖。

12.“英文版《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由 Springer 出版。

11月，中心主任孙正聿的著作《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英文版由 Springer

出版。该书明确提出“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并具体展开对构成思想的基

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开拓了哲学研

究的理论空间。

13.孙正聿在吉林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言。

12月3日，吉林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工作座谈会”，中心主任孙

正聿在会上以“提升理论思维，培养创新人才”为题发言。

14.中心研究员参加一系列学术活动。

9月25-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韩国研究财团共同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合作局、语言研究所、哲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以及历史研究院共同承办

的第六届“中韩人文学论坛”（线上）顺利召开。中心研究员元永浩参加会议并

发言。

10月11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文化·文明·人”研讨会，中心主任孙正聿

受邀参加会议并做主题发言，阐述“范畴文明的哲学逻辑”。

10月9日—13日，由中国宗教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敦煌研究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

文化》编辑部、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

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承办的第二届敦煌与丝路文明专题论坛暨敦煌学视域

下的东北西北对话会议在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顺利召开。中心研究员王庆丰受

邀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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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有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中心研究员白刚受邀参加会议并作线上主题发言，发言的题目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的‘底本’”。

10月31日—11月1日，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承办的主题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历史现实未

来”的第十五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在长春召开。中心主任孙正聿作大会致

辞，阐述如何在“钻进去”与“跳出来”的研究中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研究员王庆丰受邀参加并担任分论坛汇报的主持人。

11月7-8日，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2020年年会

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中心研究员晋运锋参加会议。

11月13日-15日，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在福州师范大学举行，

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受邀参加论坛并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论‘马

克思主义与道德’”。

11月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平台、中国人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平台2020学术年会于中国人民大

学顺利召开。在论坛第二时段，中心研究员王庆丰就工人阶级的生命政治学这一

话题，以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核心文本的进行精彩分析。

11月28日，以“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为主题的第二十届马克思哲学论坛

在山东大学召开。中心研究员白刚受邀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发言的题目为“从

‘劳动现象学’到‘劳动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扬弃”。

12 月 4 日-6 日，2020 中国伦理学大会在无锡召开，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受邀

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高

等教育中的价值指引与落实机制”。

12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共

同主办的“伟大的探索与奉献——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

大学举行。中心研究员白刚受邀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国民

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的‘底本’”。

12月9日，由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温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主办的“新时代马

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高端论坛在温州举行，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受

邀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范

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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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心主办哲学社会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海外优质课程。

11月20日—12月4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

哲学社会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海外优质课程在线上开讲，本期开设的课程名称为

Mind and Body，课程主讲人为美国罗德岛大学副教授 Matt Duncan。课程分为

五讲，课程内容如下：Introducing Philosophy of Mind（11月20日）； 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11月23日）； Arguments for Materialism about

Consciousness（12月16日）；Arguments for Dualism about Consciousness

（12月17日）；The Fault Lines of the Debate（12月18日）。

11月24日—11月27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

哲学社会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海外优质课程在线上开讲，本期开设的课程名称为

Moral Skepticism and Ethics，课程主讲人为美国德保罗大学教授 Sccot Paeth。

课程分为四讲，课程内容如下：A Brief History of Ethics（11月24日）；Moral

Epistemology（11月25日），Theories of Metaethics（11月26日）；Post-Modernism,

Deconstruction, and Moral Skepticism（11月27日）。

12月7日—12月15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

哲学社会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海外优质课程在线上开讲，本期开设的课程名称为

Kant’s Idea of Perpetual Peace Today: A Solution to the Puzzle of the

Guarantee，课程主讲人为英国基尔大学教授 Sorin Baiasu。课程分为五讲，课

程内容如下：What is perpetual peace?（12月7日）；The puzzle of a guarantee

for perpetual peace（12月8日）；Solving the puzzle (I) – the limits of

human knowledge（12月11日）；Solving the puzzle (II) – the freedom of

human agency（12月14日）；Solving the puzzle (III)–the reality of

perpetual peace（12月15日）。

16.中心主办哲学社会学院名家系列讲座。

10 月 29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第 108 场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西南大学黄其洪教授主

讲，讲座的题目为“移民现象学兴起的背景、核心问题和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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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第 110 场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熊明辉教授主

讲，讲座的题目为“论证与沟通的技巧”。

17.中心主办哲学社会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学术讲座。

11 月 1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哲学社会

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学术讲座第 23 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牛津大

学讲师 Amna Whiston，讲座的题目为“Kant's Moral Egalitarianism”。

11 月 19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哲学社会

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学术讲座第 24 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牛津大

学讲师 Roxana Baiasu，讲座的题目为“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Being

i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12 月 3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哲学社会

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学术讲座第 25 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牛津大

学高级研究员 Mackenzie Graham，讲座的题目为“Choosing Now for Later:

Surrogate Decision-Making for Patients With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12 月 9 日、10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哲

学社会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学术讲座第 26、27 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

人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美籍讲师 Nicholas Rimell，讲座的题目为

“Vagueness: An Opinionated Introduction”。

18.中心研究员作一系列讲座。

10月13日，中心研究员李大强受邀担任东北师范大学“知识与德性”杰出学

者系列讲座第一讲主讲嘉宾，讲座的题目是“同一性、实体与本质”。

10月29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讨班讲座，讲

座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考虑个人道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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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中心研究员李大强受邀担任武汉大学“经典与问题——诠释与方

法的变奏系列讲座”名家讲座第7讲担任主讲嘉宾，讲座的题目是“大蒜、蒙娜

丽莎与缸中之脑”。

11月24日，由吉林大学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思

想·理论·人生100讲”（第二辑）第四讲在中心校区鼎新大讲堂成功举办，中

心研究员王庆丰应邀为中心校区2019级星火燎原计划发展对象和中心校区各学

院学生代表做了题为“波澜壮阔500年——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专题讲座。

12月15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论坛讲座，讲座的题目

是“‘道德的意识形态论题’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送：校领导、校长助理、学校相关部门、相关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张盾 电子信箱：zhangdun@sina.com

孙祺 电子信箱：sunqi0916@jlu.edu.cn

mailto:zhangdun@sina.com
mailto:sunqi0916@j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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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十三五”总结报告

“十三五”期间，本中心按照基地建设规划，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

会服务、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产出一批标

志性和代表性研究成果，出色地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的各项建设任务。

一、基地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在科学研究方面，围绕本中心“十三五”规划的主攻方向，凝炼科

研课题和组建学术团队，坚守和推进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1.本中心在“十三五”期间，以哲学观念变革、哲学基础理论与思想史、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辩证法的当代理论

形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为主要研究方向，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

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凸显了吉林大学哲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推进和引领了我

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2.三项重要研究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①孙正聿著《哲

学：思想的前提批判》（2015）；②刘福森著《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与西方形

而上学的终结》（2016）；③白刚著《回到〈资本论〉：21 世纪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2017）。

3.获得 4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 2项中宣

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①孙正聿的《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学术体系研究》（2019）、王庆丰的《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2018）、

贺来的《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2016）、张盾的《马克

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2015）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②

白刚的《<资本论>的古希腊思想渊源探究》（2019）、曲红梅的《当代马克思主

义伦理学的学术定位研究》（2020）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③贺来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2016）、王庆丰的《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

术体系研究》（2020）获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

4.中心在“十三五”期间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6项，

其中孙正聿著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贺来著作《“主体性”的当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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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张盾论文《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邴正论文《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形象与文化符号》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孙正聿著作《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和王庆丰著作《<资本论>的再现》获第八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在此期间，中心专职研究员共获得吉林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18 项，其中孙正聿、孙利天、贺来、张盾的成果获吉林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5.孙正聿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获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

奖、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马克思与我们》入围 2018 年度“中国好书”；

《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并入选“光明图书榜”；《理

想信念的理论支撑》入选第六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图书。曲红梅著作《马克

思主义、道德和历史》入选“中国伦理学 2016 年度十本好书”。

6.本中心“十三五”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五项重大

项目，均已发表重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等转载，其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于 2019 年

结项并被专家评审为“优秀”。

7. 2015 年以来，本中心专职研究员出版学术著作 47 部， CSSCI 收录论文

257 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 7篇，《哲学研究》发表论文 18 篇，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9 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11 篇。在此期间，

中心专职研究员还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深入地探索和回答了重大现实问题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在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方面，以科研支撑教学，用理论铸魂育人，

取得“立德树人”的重要成果。

1.中央电视台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播出系列片《立德树人•孙正聿》，展现

了孙正聿教授在学术上的突出成绩、潜心敬业的优良学风以及对学科发展的卓越

贡献。《光明日报》于 2016 年 5 月 28 日开辟“中国学人·中国话语”专栏，首

期以《用现实活化理论 用理论照亮现实》为题报道孙正聿的学术研究及其取得

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吉林电台 2020 年 8 月 19 日播出《吉林之子·首期人物孙正

聿》，集中报道孙正聿在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贡献。2020 年 11 月 20



13

日，孙正聿获“杰出教学奖”（全国 9人），《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予以广泛宣

传，在我国高校和社会各界产生广泛影响。

2.孙正聿被聘为教育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

顾问；孙利天被评为“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贺来被聘为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并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王庆丰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并入

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白

刚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孙正聿被评选为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普及

专家。

3.孙利天被评选为“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孙正聿被评为吉林省优

秀教师；孙正聿团队被评为“吉林省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孙正聿哲学学科教学

团队工作室入选首批“吉林省高等学校名师工作室”；孙正聿受聘为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周末理论大讲堂”主讲嘉宾，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授课；孙正聿的《哲学通论》课获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特别奖（全国 2

项），李大强的视频公开课《悖论解秘》被教育部认定为“精品视频公开课”。

4.“十三五”期间，本中心在人才培养中取得重要成果，孙利天指导的张

云阁博士于 2020 年 9 月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中心培养的获得

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

江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聘任为教师或专职研究人员，7篇博士

学位论文被评选为“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3 名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哲

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三）在社会服务方面，撰写出版了《人的精神家园》《有教养的中国人》

《人生哲学读本》《马克思与我们》等一系列普及读物，其中，《马克思与我们》

入围 2018 年“中国好书”。

在吉林电视台开设“长白山讲坛”和“有理讲理”专栏，在中组部、中宣

部、统战部、中纪委、教育部、团中央以及吉林省委理论学习中专题性讲解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教育部思政司组织的“思政课大讲坛”和“全国思政课教师

培训班”等影响广泛的讲坛上，把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全国思政课教

师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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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方面，中心近 5年来举办国内外学术会议 34

次，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讲学 160 余次，赴牛津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进行学术交

流和考察，并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2017 年 8 月孙正聿在第 24 届

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上做题为《哲学如何使人“学以成人”》的主题报告，在

中外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中心三部学术著作外译，分别是《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孙正聿著）、

《哲学通论》（孙正聿著）和《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高清海著，中心专

职研究员元永浩译）。

（五）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中心共承担文化传承创新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项目 3项，包括 2个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和一个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中心研究员为吉林大学青年文化书院、吉林大学哲

学社会学院新时代文化实践中心等搭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平台。

（六）本基地的标志性成果

1.《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孙正聿著，2016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该书提出了理解哲学的原创性的解释原则，即：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该书以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展开了对构成思想的基本

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等五个方面的前提批判，开拓

了当代哲学的研究方向，拓展了哲学研究的理论空间。该书入选 2015 年《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8 年获吉林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9年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并由Springer出版英译本。

2.《回到<资本论>：21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白刚著，2018 年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围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论》”这一主题展

开，重点研究和阐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

在关系；下篇围绕“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这一主题展开，重点研究和阐

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哲学的真实内在关系。该书入选 2017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评论》等

发表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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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基地的代表性成果

1.《哲学基础理论研究》（3卷本），孙正聿主编，孙利天、贺来副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年 8 月出版，从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展现了本中心哲学基础

理论研究成果。

2.《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孙正聿等著，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2 月出版，以哲学观念变革为主线系统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中

国社会科学网 2020 年 12 月 10 日新书评介。

3.《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孙正聿著，现代出版社 2016 年 7 月出版，获

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奖。

4.《<资本论>的再现》，王庆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年 1 月出版，获

第八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5.《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贺来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出版，收入《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6.《平等》，姚大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出版，入选 2018

年《中国哲学年鉴》。

7.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 1 期，《人

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16 年 6 期全文转载。

8.孙利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实践中的创新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

2018 年 11 期，《新华文摘》2019 年 08 期全文转载。

9.孙利天：现代性的追求和内在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 2 期，《新

华文摘》2016 年 14 期全文转载。

10.张盾：马克思与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 2 期，收入 2018

年《中国哲学年鉴》。

11.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哲学研究》2019 年

4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 年 9 期全文转载。

12.姚大志：什么的自由？，《哲学研究》2018 年 10 期，《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伦理学》2018 年 12 期全文转载；《社会科学文摘》2018 年 12 期全文转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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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正聿：从理论思维看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哲学研究》2020 年 1 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20 年 5 期全文转载。

14.王庆丰：《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哲学研究》2018 年 8 期。

15.白刚：“抽象力”:《资本论》的“认识论”，《哲学研究》2020 年 3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20 年 8 期全文转载。

16.孙正聿：超越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哲学研究》2017 年 9 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18 年 1 期全文转载。

17.孙正聿：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哲学研究》2016 年 6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16 年 11 期全文

转载。

18.张盾：政治美学与马克思的人学重构，《哲学研究》2017 年 2 期。

19.孙正聿：哲学理念创新与文明形态变革，人民日报（理论版）2016 年 8

月 8 日，《新华文摘》2016 年 22 期全文转载。

20.孙正聿：时代精神主题化——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自

觉，光明日报（理论版）2017 年 11 月 27 日，《新华文摘》2018 年 03 期全文转

载。

二、基地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地重大项目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

基地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形成

高质量的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从完成情况看，“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已

全面展开，并均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其中已完成两项，并有一项并被

评审为“优秀”，但目前部分项目尚未结项。

（二）专职研究员的整体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基地建设的整体水平取决于该基地学术团队的整体水平。从现有情况看，

高层次成果主要集中在部分研究员。激发全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

中心专职研究员的整体水平，是下一步基地建设的重要任务。

（三）中心学术委员会和兼职研究员的作用有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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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心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重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基地建设中的作用，在

发展战略、重大选题、项目评审、资助出版等方面均由学术委员会讨论确认。但

在日常工作中，尚未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和兼职研究员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分

析、对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的讨论等方面的作用。

（五）国际性学术交流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近年来，我们突出地强化了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主办了多次国际性学术会议，

聘任国外相关专家到中心讲学，选派中青年研究人员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并已

外译三部学术专著出版，但需强化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稳定的合作关系，使中心

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产生更为广泛的重要影响。

三、基地今后主要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

本中心今后发展的主要思路是：以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为聚焦点和生长点，

以承担和开展重大项目研究为主要依托，进一步提升学术团队的整体水平，形成

一系列代表我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水平的标志性成果，引领和推进我国的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并在国际性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一）着力提升基地重大项目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紧紧围绕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确立基地重大项目选题，对基地重大项目的

全过程进行研讨评估和审议。2015 年以来，我们以专题研讨会的方式，多次召

开基地重大项目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切实地推进了项目研究的进程，提升了研

究项目的质量。今后，我们将每年召开两次关于基地重大项目的研讨会，并切实

地展开对项目成果的评估和审议，努力使其成为本基地的标志性成果。

（二）进一步提升学术团队的整体实力

以承担基地重大项目为依托，引导中心研究人员凝练研究方向，锤炼研究

课题，在项目研究中强化自己的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在项目研究过

程中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为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奠定基础。强化对研

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吸纳有潜力、有成就的青年教师为中心专职研究员。

（三）充分发挥学术委员和兼职研究员的作用

由学术委员会讨论确认中心的发展战略和研究计划，由学术委员会组织研

讨和确认基地的重大选题并对基地重大项目进行跟踪检查，学术委员会定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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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趋向的研讨，调整中心的发展战略和研究计划。鼓励兼职研

究员申报和承担基地重大项目，与专职研究员合作承担各类研究项目，利用中心

的学术资源和研究经费举办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

（四）拓展和深化国际性学术交流

在国际性学术交流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两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拓展、增

大学术交流的“走进”和“走出”的数量，聘请更多的国外学者到中心讲学及合

作研究，实现更多的中心研究人员到国外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每年各召开一次

国际性学术会议；二是拓展和深化与国外相关的重要研究机构建立稳定的学术联

系，翻译出版哲学基础理论著作，承担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把本中心重要研究成

果译为英文、俄文、日文、韩文等出版，在重要的国际性学术期刊发表中心的研

究成果，切实增强本中心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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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十四五”发展规划

在总结本中心“十三五”建设经验和研判当代哲学发展趋向的基础上，本中

心确定以引领我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为主要任务，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为主要方向，制定 “十四五”发展

规划如下。

一、目标定位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当代中国哲学要

“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就要用现实活化理论和用理论照亮现实。

为此，我们的目标定位是：坚守和引领我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

成果，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把本基地建设成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基础理论

学术高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力”，为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提供新的

哲学理念。

为实现此项目标，我们要集中学术资源，发挥综合优势，建设一流团队，创

新哲学思想，形成重大研究成果，引领哲学理论研究，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研

究成果推进哲学基础理论在当代的发展，研究和回答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重大理论问题，并以具有领先水平的哲学学术群体培养新世纪的哲学专门人才，

把本中心建设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基地。

二、重大任务

任何重大的哲学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

蕴含重大的哲学问题。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既要面向重大的现实问题，又要努力揭

示、把握和阐述重大现实问题所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以理论的方式把握现实和

以理论的方式引导实践，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以此作为指导思想，

本中心在“十四五”期间所要承担的重大任务是：以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

代中国哲学为聚焦点，深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引领和推进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

1.在科学研究方面，本中心在“十四五”期间以“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

当代中国哲学”为主攻方向，以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具体规划为：

①在高质量地完成中心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及其他省部级项目的基础上，争取再承担三项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其他项目，并以所承担的重大项目为基础形成本中心的标志

性成果；②在本中心已有 6项成果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基础上，

争取在“十四五”期间有 3项新成果收入《文库》，有 3部著作译为英文在国外

出版社出版；③本中心在“十四五”期间将继续出版和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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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集中力量完成《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当代中国哲学》《辩证法

理论研究丛书（20 卷）》等学术著作，引领我国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④本中

心在“十四五”期间将以新的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

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和国家图书奖及其他奖项。

2.在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方面，一是提升学术团队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二是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和形成新的优秀教学成果，力争在“十四五”期间新增

1名资深教授、2名“长江学者”，特别是力争有 3—4名青年骨干成为国家级哲

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提升中心学术团队的整体实力。本中心专职研究员曾先后

三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本中心培养的博士生已有 2篇学位论文获

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在此基础上，本中心在“十四五”期间力争在

博士生培养方面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在咨政服务方面，“十四五”期间，本中心将参与完成中宣部“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重大实践经验总结项目，提升吉林省面向公众的“长白山

讲坛”的水平，积极开展以本中心撰写的《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人的精神家

园》《马克思与我们》等标志性成果的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积极开展大众阅读活

动，充分发挥本中心在国家及地方的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4.在学术交流方面，本中心在“十四五”期间计划主办三次国际学术会议，

中心专职研究员计划参加 8—10 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主办 6次全国性学术会议，

申报 2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英文出版《当代中国哲学》等中心标志性成果。

在本中心青年骨干教师均已有一年以上国外学术研究经历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

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的联系，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荷兰等学术

机构开展以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合作研究。

5.在资料和信息化建设方面，“十四五”期间将主要强化下述工作：一是提

升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建设水平和使用效率；二是提升中心刊物《哲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办刊水平和论文质量；三是提升中心“反思与奠基”网站的建设水平和

使用效率；四是强化中心的资料室建设，使之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的文献中心；五是建设专职的和兼职的资料员队伍，充分发挥博士研究生的助

管功能，提升资料和信息化建设水平。

三、科研项目规划

本中心在“十四五”期间的科研主攻方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的实质内容、研究水平和社会功能，无不集中地体现为该门学

科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专业性，是该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学术体系

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是该门学科的实力的象征；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则

不仅是该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和实力的象征，而且是该门学科的特色、优势和自信

的体现。反思当代中国哲学学术体系，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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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为“活的灵魂”，并以 “不忘

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念、视野和担当，加快构建具有主体性、

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学术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

在构成学术体系的命题系统中，学术命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作为基本理念和

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它们是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结晶；二是作为基本范畴和基

本原理的学术命题，它们是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体现；三是作为逻辑环节和理论

论证的学术命题，它们是逻辑化的学术体系的支撑；四是作为标志概念和术语革

命的学术命题，它们是开放性的学术研究的原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

最为重要和最为艰难的理论任务，就是凝练和阐释这四大类学术命题，赋予这些

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并在它们的相互规定中构建具有主

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

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为内容，中心在“十四五”期间将集中力量研究、

撰写和出版《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主要研究课题为：（一）中国特色：当

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哲学基础，伟大的实践与实践的哲学；（二）守正创新：当代中国哲学的研

究范式。主要研究从“教科书”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国哲学

史”到“中国哲学”，从“西方哲学史”到“外国哲学”，从“二级学科”到“中、

西、马”对话，从“哲学原理”到“部门哲学”，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

再到“构建体系”；（三）问题导向：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主要研究哲学

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变革以朴素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变

革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变革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四）反思“哲学”：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自觉。

主要研究哲学的特性及其当代形态，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当代阐释，哲学的派别

冲突及其当代特征，哲学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反思，哲学的发展趋向及其当代课

题；（五）研究“命题”：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体系。主要研究实践观点的人与

世界关系，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时代精神与关于我们时代的真理，价值观冲突中

的社会与个人，历史与人的存在方式，历史与人的历史形态，历史与历史发展规

律，历史与文明，范畴文明的哲学逻辑；（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哲

学。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的专业性和系统性，当代中国哲学的前沿性和权威性，

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形成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的逻辑化的命题系

统。

四、体制机制改革

（一）整合学术资源，强化集中管理，落实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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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具有多方面的学术资源：一

是哲学学科国家级教学团队，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三是以“211

工程”、“985 工程”和“一流学科”建设为基础的吉林大学“高峰学科”建设

项目，四是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项目，五是哲学学科一级学科博士

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中心的体制机制改革中，我们首先着眼于整合上述学

术资源，强化集中管理，对中心的发展作出整体性、系统性的顶层设计。

我们的顶层设计是：以基地的目标定位、重大任务和科研项目规划的实施为

出发点，集中管理各类学术资源，制定科研项目、著作出版、学术交流、人才培

养和基地建设的总体规划，按年度制定和落实各项发展目标。基地主任统筹基地

建设，副主任和主任助理分管和负责各类目标的落实。

（二）加强人员管理，改进评价制度，多出精品力作。

“十四五”期间，本中心将以基地的目标定位为标准，以承担基地规划的科

研项目为依据，落实对专、兼职研究人员进行动态管理。聘任中心研究员的具体

条件是：①有志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②有比较丰厚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③能够承担基地规划项目的负责人或子课题负责人；④与基地签定完成规划项目

具体任务合同书；⑤对违约人员实行解聘制。

在评价制度上，以承担和完成基地规划项目为主要指标，改变以往的以研究

者的各类成果为依据的评价标准。具体标准是：①基地规划项目的负责人或子课

题负责人；②所承担的规划项目有重要的阶段性成果；③所承担的规划项目取得

标志性的研究成果；④规划项目成果获得重要奖励或产生重要影响。基地依据上

述标准，对研究人员作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评价。对优秀者实行奖励，

对不合格者予以解聘。

（三）注重规范管理，强化日常管理，创新管理模式。

管理必须规范。一是严格履行人员管理制度，提升基地科研水平；二是认真

履行评价制度，提升基地规划项目改革；三是切实执行基地经费管理制度，提升

基地经费使用效率。

日常管理必须强化。一是对规范项目的实施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向项目负

责人及课题组定期反馈该项目进展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二是按时上报基地的

工作简报、季报、年报并有切实内容；三是动态地实现网页更新，按期出版基地

刊物；四是及时召开基地学术委员会会议，对基地重要事项进行研讨和决策。

管理模式需要创新。一是整合学术资源，实行集中管理，发挥学术资源的综

合效应；二是以科研规划项目为龙头开展中心管理工作，把管理的重点放在规划

项目的实施与评价上；三是实施以规划项目为主体的人员管理，把管理的目标定

位为出人才、出精品、出效益；四是对管理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价，不断推进管理

工作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