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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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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当前，我国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 4%。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在于提升国家文化凝聚力和影响力，进而发

挥国际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在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向新人文

社会科学转变、向“新文科”转变、向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转变、向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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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文科建设背景与内涵

作为新时代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

容，新文科建设是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

业繁荣发展、提升教育质量和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我国高等教育

“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造就社

会主义合格建设者的重要基础。 从时代背

景来看，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世界经济发展深刻变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以及全面深化改革进

程加快、深入进行，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巨

大的变革和挑战；从我国社会发展要求来

看，国家和社会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提出了

新要求：一是需要高素质复合型创新人才。

二是需要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从学科视角来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

“重数量、轻质量”问题。 从专业类型来

看，人文社科专业具有综合性强、交叉融合

程度深、研究对象庞杂等特点。 因此，我

国人文社科领域急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学科

体系和话语体系。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高

校学科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

路。 新文科建设内涵主要包括：一是创新

文科理念与机制；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三是创新教学科研方法；四是创新知识生产

渠道与方式。 因此，新文科建设实质上就

是实现人文社科领域由“传统文科生”向“新

文科生”的转变。 为此，在国家事业发展中

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其次需将

传统文史哲等文科专业与社会需求对接紧

密、与国际接轨紧密结合起来；再次还需对

当前人文社科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与评

价体系进行改革；最后通过新文科建设不断

提高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水

平。

二、新文科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

设的启示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方面力量协

同努力。在“中国之治”背景下，加强新文科

建设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首先，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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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其

次，要充分发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优势，积

极开展新文科建设。 第三，要加强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 第

四，要深入推进高校“双一流”学科建设及一

流本科专业、一流学科、交叉学科和一流科

研基地建设力度。 第五，要推进“互联网+”

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新时代新文科培养体

系。 第六，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和实

践探索。 第七，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第八，加强新文科专业认证

工作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

设工作等。 第九，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是完善新文科的重要前提条件之

一。 第十，建立健全教育投入长效机制和

保障制度是保障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

手段之一。 第十一，要加快我国高校管理

体制改革与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步伐；

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不动摇；要建立健全符

合高等教育特点的教学科研评价体制机制；

要深化国有企业办学体制改革等。 第十

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增强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举措之一；要积极推动高校科技体

制与社会体制的联动与融合发展；要加快我

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从而进一步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等。 第十三，充分发挥各类智

库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作用和影响

力。

三、我国新文科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

困境

“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是我国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

并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建议》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创新发展，实施文科素质教育工程，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也为我国新文科建设

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

主要面临以下挑战：一是国家层面在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强调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话语

权建设，以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目标推进新文

科建设，导致学科内部教学与科研力量分

化，新文科人才培养面临挑战。 二是从国

家发展战略来看，我国要充分发挥文化软实

力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对人

才提出了高要求。新文科的内涵与外延与传

统文科存在较大差异：在传统文科中关注知

识积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研究领域和研究

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

型人才需求；而在新文科环境下，知识生

产、传播方式、社会参与等都面临着转变。

三是传统文科教育模式存在一些问题需要

解决。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学

过程中缺乏“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的教育理

念；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单一；高校教师与

学生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此外，

传统文科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存在重

理论轻应用、重知识轻能力等问题。新文科

建设需要改变这样的现状。 四是传统专业

在社会服务中面临挑战。由于一些学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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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不明显、与其他学科缺乏交叉融合、人

才培养目标和标准难以满足新时代需要等原

因导致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

间存在较大差距。 五是新文科建设要解决

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对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刻反思：其一是对

“新文科”内涵理解不够全面；其二是缺少专

门教材和课程体系；其三是缺乏有效的知识

生产与传播方式；其四是缺少教师队伍建

设；其五是教育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当前

我国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

和困境，如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生产者和传

播者结构尚不合理、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问题仍待解决，传

统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理念有待更新、人才培

养模式存在缺陷等问题也亟待克服和纠正。

四、新文科建设如何促进人文社会科学

向“新人文主义”转变？

[14]在推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如何实

现新文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间的融

合，并更好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向“新人文

主义”转变已经成为必须思考和探索的重要

课题。 新人文主义理论的兴起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

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 [15]作为现代意义上

的人文科学范畴，其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既有

现代学术精神又有传统文化精神，是人类智

慧与创造智慧相互交融形成的整体。 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郑杭

生教授认为，“新人文主义理论是对当代世

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传统、范式和理论取向

等方面的总结和超越”。 [16]中国人民大学

徐惠彬教授认为，“‘新人文主义’思想是指我

们正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以人为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人

类文明进步趋势为依据等特征的新学科体

系、新学科范式和新思想理念。” [17]在构

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时，应当重视

借鉴“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及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的经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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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soft pow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soft power, which determines the

status of a country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added value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accounts for

about 4% of GDP. The core of enhancing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lies in enhancing the cohesion

and influ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fluence and

discourse pow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the co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new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new liberal art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 and to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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