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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f撒在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 1958 年，迄今整整 50 年。在半个世纪不寻常的岁月

，社科院经历了建院的艰辛，撤院的无奈，更经历了提院以来的奋斗和辉煌。祉

科院 50 年的历史和央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呼吸与共，国运吕则社科院函。

创设之初，上悔社会科学院是一个教学与研究并重的机构，设有政治也律系、

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信贷系、会计系、统计泉、业余大学和经济研究所，隶

属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领导。 1959 年起改为科学研究机构，不再招收本科

生。不久，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并人，并相继设立了哲学研究所、政治怯律

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学术情报研究室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另设有图

书馆和《学术界动态)(内部刊物)编辑部。这一时期，尽管运动不晰大跃进"、"四

，科研工作时断时续，备受磁扰，但社科院仍卓有成效地开展学

术研究工作，编成《南洋烟草公词史料汇蝙》、《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大隆机

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悔棚户区的变迁》等…大批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的论

著和资料集，为扛海社会科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遭到瑞酷

打击和追害，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和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拙折和损失。至 1968 年

底，金院除部分工作人员调"市革会"及"市革委"地区组工作外，其余人员均到地处

奉贤县的"市商五七千校"参加学习、劳动，被编入"市商五七干校六兵团"，上海社

会科学院的础市iJ被撤销。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商部分科研人员割舍不下对学

术研究的独钟情↑袭，国辛苦被批判的风险，白天运动、劳作，晚上阅读、思索，以置火册

光照照民族苦难的由来和前去的道路。

1978 年，沐描著改革开放的春风，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建制，一大批幸存的社

科人重新汇聚一堂， J二悔社会科学院由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复院以后，百废待举，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因时、困地制

宜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及时调整、扩充研究机构，调集、充实研究力最，以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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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队的智慧职极回应改革开放时代的挑战，并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言Ij新理论、

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过程中积素起可观的思想资握军日学术资漂，上海社会科学院

望此成了备受海内外学术界膳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镇，成了党和政府充分信

赣的思悲库、智囊司ο

经过几代社科人 50 年持续不懈的耕耘，如今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己发展成为全

E规模最大、学科齐全、研究力量雄璋的地方社会科学院。全院设有 2 个研究院、

15 个研究月号、9 个职能处室、 11 个直羁单位和 22 个院直属研究中 IL\c 在职工作人

员 HIO 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640 人，包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94 人e 另聘有名

营研究员和特聘研究员 30 余人。我们己掏有健全的学科体系，设立:r 12 个重点

学科、 14 个特色学科:我们本着"开门办挠"的精神，与政府、大学、企业、学会开展

形式多样的合件，并致;尤Jf拓展海外学术交流阿绍，已与海外 50 余所知名字府、科

研轨韵和智草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建立了桂、茧的合作关系;我们创设了一系列高

端的学术对活平台，包括每两年举办二次的"是界中国学论坛"、 A年 4度与中国外

交学院联合主办的"东亚思主里库网络金融合作会i义与天津、深圳有关部门联合主

办的"三域论坛\以及面向在内的"高层 l仑坛"、"大家学术论坛"、"新手?库i仑坛"和

"中青年学术论坛"等，这些常设的学术论坛的影驹力正在不断地扩大;我们持有 1

家声名鹊起的出版社， 1 里藏书后、量超过 115 万册的图书语，口种公开出额的学术

援刊;我们还有研究生起，拥有 8 个博士点、4H 个棋士点 2 个博士后科研活动站，

具备招收国外留学生资格，在读博士、眼士研究生近"沁人。

臣吉上海社会科学院 50 年发展历程，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与各级领导

的关心和支挎分不开;与社科院始终主持以学术为立院之本、以学术;右育人之魂、

以学术为强院之路的发展战略分不开;与几代社科人的厚嬉笃学、求真务卖、勇于

台1)薪、薪火把传分不开:与海内外学术弄及社会各弄的理解和鼎力梧且主分不开c 可

以说，没有各级领导的关叶与支持，没有正确的发展方向，没有全体员工的甘于寂

寞，没有各界的理解与帮劲，就不会有社科院今天的成就。

"路漫漫其佳运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过去的 50 年我们在立在1佳的求索中取得

了令人辑目的成就，积淀了丰厚的底蕴，形或了属于自己的传统ο 这些成就、底蕴

剥传统己或为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并将转化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全面构建"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革"的强大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求

索"中，上海桂会科学院的愿景将更加恢宏，吏如辉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序/王荣华/ 1 

上篇发展历程

一、历史沿革 /3

二、学科建设 /51

三、事韭发展 /96

四、学术合悻与交漳 /126

五、缔造人文社科之家 /167

中篇备研究所篱史

一、经济研究所/ 191 

二、历史研究所 /216

三、哲学研究陪 /241

四、法学研究所 /257

五、部门经济研究所 /279

六、世界经济研究所 /303

七、信息哥究所 /328

八、文学研究所 /350

九、东歌中西豆研究所 /372

RR 

...; 

录 i;
-告

vè 



-..士附会科学院院史 (1958-2008)

十、宗教研究珩 /387

十一、青少年研究所 /404

十二、新匍研究所 /415

十三、社会学研究所/ 424 

十四、人 2与发震研究所/ 440 

十五、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451

十六、院直嚣研究中心/将4

一、学人传珞 /485

二、著作提要 /582

下篇学人与著述

酣篇院史文献举要

关于建立社会科学皖的方案/ 665 

上海社会科学费工作意克五十五条(草案)/6ω

关于筹备恢复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情况和问题的请示报告/已79

振奋精神 拿出一注成果 开创社科理论研究新局面

上海社会科学昆工作报告 /683

上海社会科学院"十一五"发展规划 /7{灿

编]gì己/ 716 



上篇

发展历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历史沿革

概述

上海社会科学在创建于 195H 年，迄今整整 50 年。其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

命"的严重干拉，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黯于 1968 年破撤销，直到 197H 年复院，长达 10

年之久c 因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实际上存在的时闰只有 40 年。在这 40 年中，社科

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在:

第一阶段:从 1958 到 1968 年，为建院如阜期发展时期。

1958 年 9 月，由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复E大学法律系和中国科学院

上海经济薛究所四个单位合并在立了全国第一家社科院一一上海社会科学院。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往事业， 6 月

4 日在上海市高等院校科研规如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辑庆施宣布市委决定:

将上海时经学皖、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租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四

个单位合并，筹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棋擂市委的决定，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

舒文于 6 月中旬，召开上述四个单位负责人会议，宣布雷经天、姚耐、申玉洁、袁成

瑞、克季云、陈传纲、姚力 7 人组成筹备中捏，白宫经天负责。

在舒文同志参加亨，经过多次研究，筹备小组于 7 月 19 B 向中共上海市委教

育互生工作部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科学院的方案头《方案》认为:从社会科学工

作现状来看，主要矛盾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落后于客观影势的发票c 因此，在上

海设立社会科学蔬汩强上海社会科学教学工作，开展以上海为主的研究工作，是完

全必要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性质是上海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育机关。主要任务

是: (1) 话iI练干部，为国家培养真正具有马克思亮宁主义和毛泽东，里想理论基础前

干部。 (2) 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患想为指导原则，开展以

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使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密切联系



-二主附会存学院院史(1妇问仰j
拿 i

实际，联系群众，联系生产，为实踪工作和教学服务。 (3) 培养和提高翔资，为 111员李IJ

完成社会科学院今后新负担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需要进一步提高和重新培养

一批政治坚强、业务东平较高的那资队伍，以满足本院的需要和支援其他方茧的需

要。 (4) 编写新教材和出版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军慧。《方

案》还对专业没罩、人事安排、招生、;在址选器等问题提出了意克c

7 Ji 26 日，上海市副市长兼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刘季手召开四个单位处级以

上干部扣教研室、研究室主任会议，正式宣布市委关于建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决

定。 8 月 18 B ，刘季罕、好文、赵行志〈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耳次召开会

议，如季平在会上口头宣布，上海社会科学在党委由李培南、申二长;古、吉经天、姚耐、

庞季云、袁成瑞 6 人组成，李培南为党委书记，申玉?吉为党委副书记。行政班予台

富经天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在长，挑甜、庞季云为副在长。 1959 年 1 月任命文件正

式下达。

9 月 7 日，在《人民日报归时解放扫报》上分黠刊登启事，公告原上海财经学

院、华东政;去学皖、复旦大学法律系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四个单位合并

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址在梵皇搜路 1575 号〈今万航渡路，华东政法大学珩在

地) ，隶属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领导。

四个单位合并后共有教职员工 947 人。教学人员 455 人，其中教授 107 人、副

教授 29 人、讲师 106 人;行政干部 313 人，其中处以上干部 9 人、处级干部 24 人、

科级的人;工勤人员 179 人。

为保障教学任务的完成，教学就构以原两个院校的教学机枪为主钵，没有政治

法律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信贷系、会计系、统计系、~余大学。研究机

构设经济研究所。皖党政机关，由两个学院的机关合并组或。 1958 年霞，院党委

下设: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武装探卫部、工会、自委。院行政下设:挠办公

室、人事处、教学研究处、总务处、院于6室、出版科、图书馆。

1959 年莉，中共上海市委决走上海社会科学皖改为科学研究机构。市委教育

卫生部明确指出:上海社会科学院今后不再招收本科生，可以更多地从事比较专

门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并Ñ责培养一部分比较高级的理论工作者二可从教

学岗位相业务部门中抽调力量，组建专门研究机韵。摆摆这些精神，为加强研究工

作 .6 月，经济研究所扩大 ;7 月，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两

块牌子 4套班子)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综串1j ;8 月，哲学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所成

立β 另，历史研究所举行成立大会。为适应教学和科研工作，院部机关和教学机

辑也进行了调整。 6 月，撤销武装保卫部，职能划归人事处 ;12 月，教学研究处改为



教务处。工业经济系和贸易经济系合并为工业、贸易经济系，财政信贷系和会计系

合并为财政信贷、会计系。

1959 年 8 月，富经天院长病故。

1960 年 1 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召开，选举产生四名党委委员， 8

名常委，党委书记李培串，高书记申玉洁o 3 月，中共上海市委任命宣传部副部长

杨永直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隶属关系从市委教育卫

生部转到市委宣传部。同月，学术情报研究室成立，主要搜集、整理、研究国内外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情报，为市委领导、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兄弟省市社会科学院领导

提供学术研究动态，编辑出摄《学术弄动态》内部刊物。 4 月，虽际问题研究所成

立，所长出上海市副市长金f中华兼任。同月，业余大学移交上海财经学校。

1961 年各研究所制订了各自的科研规题。 7 月至 12 月在词查研究的基础上，

院部制订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意见五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了上海社会科学院

的方针、任务，提出了 55 条改进工作的意见。 1961 年全部学生毕业，教学任务顺

利完成。

建院至 1961 年 12 月的 3 年多，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由教学机构向科研机构转

型时靡，承担着高等教育有科研的双重任务，在坚决贯彻完的教育工作布理诠工作

的方针政策下，首先完成了比较繁重的教学任务， 2400 多名本科生和 2300 多名

专惨班、研究瑾和业余大学的学生均已先后结业。其次，研究工作方面，三年来已

出版专著和资料书 28 册，{人员统计学)，(工业经济管理》等教材和各类译著 8 本，

发表《试沦我国工业中提计件工资》、(i式论社会主义崭度下价值规律的作扉》等论

文及各种酒查报告 285 窟，盾量在逐步提高。第三，抽调大批骨干力量参如国家重

点项目一一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历史等教科书与《辞海》的辘写工作。

参却"上每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有 23 人。参加北京"中国历史"

编写工作的有 6 人。参坦《辞海》编写工作先后有 206 人次，完成《辞海)11 000 多

条词言的编写工件。第匹，新建历史、哲学、政法租国际问题四个研究所的学术情

报研究室。结织机街上如步完成了教学祝构向科研机构的转型。此外，积累了一

些资料，各级领导干部也敢得了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经验，为研究工作的进一

步开震打下了基础。至此，上海社会科学皖己或为一个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

究的扭构c

1962 年初，为适应科研工作，院部机构和编制作了新的ìJ;!i]整。原党委各部撤

销，设党委办公室，干部自 15 人减为 5 人。原行政机构合并为一个办公室，干部由

44 人减为 20 人，工勤由 84 人减为 40 人。学术情报室改为学术秘书室。另没毛泽



•• 世上海性科学院院安门妇问附

东著作研究和华东理论干部训练班。撤销!主教学办公室。经过这次调整，全在编

制人员 591 人，其中 5 个研究所 390 人〉

l lJ62 年 i 月，院党委颁布《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意见五十五条}，并决定在全

皖试行，对挠的研究工作起了棋极作用。但是，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未能得

到全面的、真正的贯衔。

1%2 年 3 月，为加强党的领导，经市委批准，经济、历史、政法三个研究新各自

建立党组c 7 月，民党委向市委宣传部提出《关于 t海社会科学在任政建制和精简

杭构问题的Jl点意见}，确定院部桔 i哥拉构，加强各研究所匀院党委主反思想政治工

作，在部主音行政管理工作，研究工作主要由各所负责。

1%3 年 2-3 月，哲学所、经济所、历史所、政法所、国际问题所先后审JìT十年

( 1963-1972)科研工作规划(草案斗，院党委召开各党员所长会议，讨论各珩规嚣。

4 月，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党委委员 11 名，党委书记李培南，副书记申

玉洁。 10 月，市委决定嵌复华东政法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刘给该院，作为筹建的

基础们

1%3 年 5 月中句，板据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员

对投机如IJt巴，反对铺张提费，员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简称"五罩")的指

示L院部租各研究所开始开展"五反"运动，直至 1964 年 4 月结束。

1964 年 3 月，院党委向市委宣传部提出院七年 (1964-197的事业规划，计划

七年内研究人员由 294 人增船主IJ 496 人，行政岳勤人虽由 H4 人增加~[J 106 人，并提

出了各陆的研究重点。 6 月，市委决定李培南任院长兼党委书记，陆文才任党委第二

书记，杨永直不再兼任院长。 8 月，院党党:委委i讨寸i论仑研究工{作乍如f何号革命千七町丰和口培养理诠队伍

等;问可题，认为要解决这个f问可题在于积极组织干部参加"域乡主社i主:会主义教育运动

半年拟组织全院三分之→干吉部E参胆"域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O 至年底，全主蔑主职工

50ω9 名，己拮i谅调后周â2已仅ω() 余人由院党委书i记己、挠长带领参加"域乡社教运动"二。 1扮96仍5 年f仍乃继

续安排干音部巳参加"社教运动并要求结合运动，进行谓查研究，拿出科研成果。

1964 年 11 月一1965 年 1 月，挠部先后召开 16 次三级干部会议，3 月形成会议

纪要，即《上海社会科学院自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要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

首要地位，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0l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的患

想，来安排研究项吕和其他一七月工作。

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摄代表在党委会议上宣布成立上海桂

会科学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6 月在参加域乡"四洁"运动的人员纷纷回院参加"文

化大革命"。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全皖职工为 506 人，其中科研和科辅人员，



370 人，行政干部 81 人，工勤人员 55 人。

上篇发展历程-1"
「→一

建院以来，受盟内政治形势的影啦，社科院的科研工作尽管不可避免地遭到愈

来愈严重的干扰， fB即使在这种背景下，社科院仍捏科研放在重要位置，归强科研

第一线，制订了长远的科研规划和在事业发展规窍。从 1958 年到 1966 年 4 月，社

科院科研人员编墓、出版了许多专题的资料集和论著，盘时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

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潺的侵略罪行上《五四运动在仨海史料选辑上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南洋烟草公司史料汇编》、《大隆轧器厂的发生、发展

与改造)，(上海相户区的变迁》等。这些资料集和论著不仅在当时受到有关方面的

重视和好i芋，直到今天，仍被广泛证引 O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场灾王佳，给社科院科研和建设带来了严

重的挫折和损失，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在工作人员遭到建酷打击和迫害。 1966

年 5 月、6 月，市委宣布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又探出自 96

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驻上海社会科学院，队委下i圭材料组、在书组，取代

了院党委的领导耳只能。 9 月，市委决定撤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革命工作队"并

成立临时党委，各新及挠部相应建立"文革小组"。

1967 年 1 月，院部"赤卫军上海社会科学挠委员会"夺取了院党政领导权。

"上海社会科学院革命造反兵盟"不服，经过两源协商，联合接管院党政领导权，并

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革命造反总部"。

至 1968 年底，全院除部分工作人员谓"市革会"及"市革委"地区纽工作外，其

余人员均到地处奉贤县的"市直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劳动，被编入"市直五七干校

六兵西

第二盼段:从 1978 年到 1998 年，为恢复告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发票时期， 1978 年 10 月上海社

会科学院正式恢复重建。

1978 年 3 耳，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E科学大会，号召向科学技术现

代化进军。同年 5 月 24 日，中共上海市委载准建立自江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蓝瑛〈市社联筹备组负责人)、陆志仁(市社联筹备组成员〉、夏其言(驻原市委写作

组工作组负责人)、蔡花华(市工商局副局长)、李锦春{于在机关事务管理愚负责人)、

陈东阜(市委宣传部干部处负责人口人提成上海社会科学院筹备小组，组长江岚，

副组长蓝瑛，着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恢复工作。

1978 年 8 另 268 ，筹备小组向市委提交了《关于筹备恢复上海社会科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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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问题的请示接告)0 {报告》提出:根据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摄告中为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指晓的方向和任务，以及"中E社会科学皖哲学社会科学规妇"(初稿)

所提出的要求，结合上海的情况靶特点，今后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必

续紧密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棍据实现薪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为加速四

个现代化作出贡献。首先，要大力加强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要结合

国内外的新形势、新情昆、新资料，完整雄、准确地需这毛泽东患慧体系。其次，要

从上海大工业、大城市的特点出发，民经济部门窑切协作，结合各项经济任务，加强

部门经济学和专门经济学研究的建设，积极开展有关工业、城市、外贸、环境'捏护、

旅游等部门经济与专门经济以及数理经济、数理逻辑、现代化企业管理等新学科的

研究c 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此外，摆摆上海特

点，组织有关方面协作，编写告括吉代史、现代史和建国活三十年史的多卷本上海

史;如强对国际问题特别是世界经济的研究;有计划地恢复、新建和如强一些重要

学科;翻译、介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等等。《报告》还提出拟先

建立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一庆、经济研究二所、世养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学

术情报研究所等 6 个研究月号。 O~告》还就上海社会科学在研究队伍的恢复和建设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978 年 10 月 11 己，中共上海市委任命由李培南、黄逸峰、陆志仁、蓝瑛、蔡北

华 5 人组成中共上海社会科学院委员会，书记李培离，副书记黄逸峰、陆志仁、蓝

瑛。任命黄逸峰为院长，在怀仁、冯契(兼)、陆志仁、蓝瑛、蔡北华为副院长。上海

社会科学院正式'1灰复，隶属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挠址在淮海中路 622 弄

7 手C:; o 

复在拐，党委研究，至 1980 年两年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筹建步伐，打算建立八

所一室，约 600 名职工，研究人员达到 400-500 人c

1978 年 10 丹，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妓复重建，情提研究所成立(1992 年 12

月该所更名为信息研究研) 0 1978 年 11 月世界经济研究所成立， 12 月部门经济研

究所成立。复院初，院党委下没办公室〈党政合-L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院行

政下设人事处、学术秘书室、行政处、图书信。 1979 年 3 月至 7 月，经上级批准，逐

个配备了上述各研究所的领导干部和皖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G

1979 年 2 月，院子K社会科学》创立，同月哲学所恢复重建，3 月注学研究所恢

复重建，5 月文学研究所成立， 12 月院学术委员会成立。苔届学术委员会副 44 名

委员组成，在院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黄逸峰为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培南、孙怀仁为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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