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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社会学科等不同学科门类；基础理论研究、应用

对策研究等不同科研活动内容，充分考量不同成果研究

难度、成果产出周期等因素，实施多维度、多元评价。

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细化评价标准，坚持各有侧重的

评价路径，防止一把尺子量到底。同时应将哲学社会科

学科研成果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

有机结合起来。

（二）坚持同行评价，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

个 体 性 和 主 观 性 的 特 点 决 定 了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应 以

同行评价为主，辅以计量评价方法，通过厘清“学术权

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保障同行专家能够客观、

公正、独立开展评价工作加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学术

共同体评价建设，坚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内容

和形式的统一。同时针对跨学科研究，应当注重完善同

行评价动态调整机制。

（三）坚持代表作评价，强化质量至上机制

代 表 作 是 衡 量 学 术 水 平 的 重 要 依 据 ， 注 重 代 表 作

和标志性成果是构建科学有效评价体系的重要途径。特

别是要规范代表性成果的类型、数量、评价指标、评价

方法，建立以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代表作评价

机制。同时应强调标志性学术成果的创新内容和学术贡

献，规定代表作中应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鼓

励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动成果转化应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科 研 成 果 是 在 研 究 解 决 重 大 理 论 和

现实问题过程中产出的，积极推动高水平科研成果大众

化、通俗化势在必行、至关重要。通过搭建哲学社会科

学 优 秀 成 果 转 化 互 动 平 台 ， 积 极 进 行 成 果 的 宣 传 和 推

介，使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尽快为人民群

众理解和掌握，打破固有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表达，将文

章转化为文件、把对策转化为政策，真正做到把文章写

在祖国大地上，以实际行动践行“将优秀成果评出来、

推广开”，这同时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

在要求。

结　论

面对新形势、应对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

要坚持多维立体原则，积极探索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规律的高校科研成果评价多元方式，引导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担当历史使命，把握时代课题，努力产出经

得起时代检验的标志性成果，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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