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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986-1995 年的 10 年，正是我省执有"七五"、"八五"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 10 年，也是全省社会科学事盘取得长足发展

的 10 年。 10 年中，我省的社会科学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和关挥下，在省委宣传部的具体指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省改革开放和理代化建设的实

际，努力解决前进和发震中的坷题，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课题调研

等工作，科研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素厦进一步提高，科研成果获

得大面积丰收，为服务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桂会科学研究机掏租社会科学IJÅ伍迅速发展壮大

10 年中，我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租社会科学队伍迅速壮

大，且学科门类齐全，人才基萃。目前，我省的社会科学队伍[1]主
要分布在省社会科学院等一批专业社科研究院、所、中心和各高等

皖校、党干校、驻豫军事院校、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党政就关政(揭)

研部门及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兴起的若干民办社科研究机梅中。

全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文革"后成立最早、目前规模茹最

大的结合性专门研究机构是省社会科学院。该院理设哲学、经济、

工业经济、农村经济、科学社会主义、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考

古、情报[2]等 10 个研究所和 19 个联办研究费3 个民办科研开发

机构。

截至 1995 年底，全省共有 105 所高等院校(不含 6 所驻豫军

事院校〉。其中普通高校 49 所(包括本科高校 18 所、专科离校 25

所、职业大学 6 庆) ，成人高校 56E厅〈包括广播电视大学 1 所、教育

学皖 18 庚、管理干部学院 4 所、职工大学 29 所、民办高校 4 房〉。

这些高校均设有社会科学方面教学挠梅，其教学人员的大多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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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有一定的桂会科学专业研究任务。另据对全省 105 所高校中

除 5 所医科高校、17 所市地教育学皖、29 所职工大学及 4 所民办

高校外的 50 所高校的调查和不完全统计，截至 1995 年底，这 50

所高校共设有级别不等的社会科学专业研究凯莉〈院、所、室、中

今)107 个。

同时，我省省直及市地专业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各级党校、干

校、讲师团，各级地方史志编研机梅、党史编研机构，以及各级政

(费)研部门等，蕃据有梧当数量的专职或兼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95 年底，全省各级各部门共有不同类

型租规格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702 个。这些研究机构中，在学术

界有较大影嘀或省内较有特色的有:郑翔大学的历史研究所、美学

研究所、殷商文化研究庚、古籍整理研究所、域市经济研究所、越南

研究所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研究中心;河南大学的历史文化研究

中心、古籍整理研究所、教育科学研究庚、文学研究所、经济研究

所、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逻辑研究室、编辑学研究室、宋代文学研

究室;河南师大的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信南师院的现代写作研究

房;河南财经学院的国际区域经济研究所;安陆师专的殷商文化研

究所、周易研究所;南南姆专的汉画像石研究室;省文化厅脐属的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教委所属的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省计委所属

的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房;省贸易厅所属的省离业经济研究

所:省时政厅所属的省财政科学研究所;省劳动厅所属的省劳动工

资研究所及省政蔚发展研究中'l.'等。

从总体上看，我省社会科学研究机梅的门类比较齐全、专业结

构比较合理、地方特色和住长学科的研究比较突出 O 具体表现在

以于几个方面:

一是门类自较齐全。据调查统计，截至 1995 年底，在前述全

省 50 所高校中，约有 165 个不同专业名称和方向的教研室(重复

名称不甘)，其中经济方面不同专业名称和方向的教研室，如工业

• 2 • 



经济、农业经济、贸易经济、投资经济、劳动经济和财政、金融、会

计、审计、统计、税务等多达 54 个:管理方面不同专业名称和方向

的教研室，如管理工程、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乡镇企业

管疆、物业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信息管理、藏静与假店管

理等 15 个:法律方面不同专业名称和方向的教研室有法律、经济

法、荆法、民法、诉讼法、法理学、法提史、担罪心理学等 16 个。另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社会科学专业研究机构中，约分为 93 个不司

的专业研究方向(重复专业研究方向不计)，其中经济类专业研究

方向，如经济理论、地方经济、城市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市场

经济、股份制与合作制经济、数量与技术经济等近 30 个;文化类专

业研究方窍，如历史文化、殷商文佳、河洛文化、民结文化、企业文

化、影视文化、宗教文化等近 20 个。

二是结持比较合理。根据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薪体甜的需要， 10 年来，各教学、科研单位调整并薪增姐了一大批

社会急需的专业。一些传统专业如政治教育、历史、中文等在改

造、揭整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就:一些短缺专业如财经、金融、法

律、新闻等在充实的基础上大大规强:一些新专业如管理工程、国

际费易、市场营销、期货贸易、计算机财会、瑰代文费、公共关系、编

辑、文博、如女学等在大力扶持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从商影成了较

为合理的专业结构。

三是若干地方特色和优长学科的研究比较突出 010 年来，高

校、党干校、专业科研院所等几大系统的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部门，

进一步加强了老学、庄学、宋萌理学、中国古代史、中国现当代文

学、夏高文化、考古、环境与资摞保护法、文章学、编辑学等专鱼的

教学和研究力量，使我省上述住长学科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的

研究得到比较突出的发展，某些学科在盟内外还产生了比较大的

影鸭[参看本书最后隋录(四)]。

随着社会科学各专业研究提梅和新兴学科及其学科点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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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全省社会科学教学、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据揭查推算，

1995 年底，全省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租各高校社会科学教学、科

研视椅，~及全省各级党校、干校、讲师团，各级政策揭研部门、党

史编研部门、地方史志编研部门的教学、科研人员，民分布在全省

经济、政法、政工、新闻出题、图书、档案、文博、翻译等部门的有专

业技术职务人员，以及全省中专、中学文科教师一起，共给 30 万余

人(1985 年底约为 20 万余人)。其中，前述全省 50 所高校租市地

以上党校〈含部分大中型企盘党校〉、讲!那团，市地以上社会科学专

门研究机构、党史编研就构、地方史志编研扭掏，共有社会科学方

面教学、科研人员 10723 人(1985 年底为 6820 人)。

从总体上看，我省社会科学队伍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高中级教学科研人员占有相当比重，发挥着骨干作用。

据统计，在上述 10723 名专门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的人员

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 403 人，占 3.8%;具有副高级职称的 2463

人，占 23.0% ;具有中级职称的 4992 人，占 46.6% ;以上具有高、

中级嘿稼人数占专业社会科学人员总数的 73.4%。显然，这挂具

有高中级职称的社会科学专业人员是我省社会科学工作的中坚力

量。全省所有社会科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都是从这挝人中产生的。

二是在社会科学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初步形成了比较合理

的年龄梯次结掏，一大推优秀社会科学人才特别是一批优秀的青

年社科人才的兢颖商出，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省的社会科学工

作，为部离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据统计，在上述

10723 名社会科学专盘人员中，30 岁以下的 2432 人，占 22.7% ; 
31~40 岁的 4122 人，占 38.4% ;41 ~50 岁的 1770 人，占 16.5%;

以上 50 岁棋下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7.6%0 这批社会科学专业人

员在我省社会科学工作中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占

总人数 12.3%的 50 岁以上的社会科学专业人员中，也集中了相

当→批优秀的社科人才，他们的杰出贡献和表率作用也是不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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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的九

三是桂会科学队伍的学位结构、水平结构有了明显的提高，知

识结构得到明显的改善。据统计，在上述 10723 名社会科学专业

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男人，占 0.6%; 具有硕士学位的 908

人，占 8.5% ;具有本科学历的 6832 人，占 63.7%。就是说，在全

省专业社会科学人员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2.8%0 这些学历层次的人员无疑是我省社会科学事业的中坚力

量。主述 10723 名专业社会科学人员中，从事马列、科社〈含德育}

教学、研究工作的 846 人，占 7.9% ;从事哲学〈含逻辑、伦理、美

学、宗教)教学、研究工作的 516 人，占 4.8% ;从事经济学(含人口

学、经济地理)教学、研究工作的 1556 人，占 14.5% ;从事管理科

学教学、研究工作的 889 人，占 8.3% ;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研

究工作的 1113 人，占 10.4% ;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教学、研究工作

的 1015 人，占 9.5% ;从事历史学(含考古、历史地理〉教学、研究

工作的 611 人，占 5.7% ;从事党史、党建教学、研究工作的 588

人，占 5.5% ;从事政治学、社会学教学、研究工作的 210 人，占

2.0%;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 482 人，占 4.5%;从事教育学、

心理学教学、研究工作的 391 人，占 3.6% ;从事薪闻学教学、研究

工作的 97 人，占 0.9% ;从事图书、情报、档案学教学、研究工作的

1252 人，占 1 1. 7%; 从事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教学、研究工作的

1157 人，占 10.8% 。从上述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七五"、"八五"以

来我省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人员的专业结构已经根据改革开放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丽不断得到更新，从事社会急需学科的人数

已占梧当比倒，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

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丰磺

10 年来，我省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注意从本省学科钝势出

发，扭住住长学科、重点学者、重点项吕，有重点地开展研究工作，

先后完成了 7000 多项由科研课题。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和省
. 5 . 



社科规封项吕、软科学项目及院校、厅局、市地一级筛选项吾。这

些研究课题的完成和一批精品力作的出现，标志着我省的社会科

学研究，无论在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在科研成果的数量

和贯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据调查统计， 10 年来全省共

撰写租出题社会科学方面专著 3000 余部，教材 2000 余部，工具

书、参考苔 ω0 余部，整理古籍 105 部，译著 80 部，在国内报刊发

表论文、调研报告 6.5 万余篇，在菌外报刊发表论文 295 篇。这些

研究成果，有的在基磁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受到了国内

外学术界的重视租高度评价;有的在应用研究方面，为各级领导决

策和全省商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在哲学研究方亩，特别是哲学史领域， 10 年来涌现出一批具

有重要学术骨值的研究成果，崔大挚的〈庄学研究)，是作者 10 余

年潜岳研究庄子及其思想的一部颇具功力的专著，在庄学研究中

具有突破性，出版后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被誉为"当今庄学

研究的最佳成果"。石训等人编写的〈中国宋代哲学}一书，是一部

展示宋代哲学全辑的断代哲学史专著，内容充实，辩析详密，被认

为填补了宋代哲学研究的若干空白。葛纪谦等编著的〈中国人生

哲学模论〉一书，诠述了主人先秦诸于到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

哲学思想，着重论述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虱利益而献身的

崇高精神境界，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人生哲学的专著，受到

张岱年、罗国杰等专家学者的好评。

在经济学研究方面， 10 年来，全省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流通

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经济社会发震战略、小城镇经济等方噩的研

究，都有不少重要成果!可世。杨承训的专著〈薪经济政策理论体

系)(与余大章合著〉和〈商品经济的龄段特缸)，对列宁的经济思主慧

和合作制、对商品经济的阶器特征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内经济

学界给予了较高的评份。张文棒、萌濡等主编的〈国有企业整体改

革论〉一书，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犀有企业总体改革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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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许多既有重要理诠意义、又有

实际指导意义的现点，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林富瑞的〈河

南人 5地理)，李润田等的〈河南人口·资源·环境〉丛书，黄雪林等

的{河南省情上萌憾云等的〈河南经济事典)，夏宗勇等的(7可南发

展战略)，王天义等的〈新经济体制框架诠)，莲韭骏等的〈区域财政

经济学)，谷复钧等的〈农业发展最i 因与对策)，组琦主编的〈中国人

口·河南分册〉等，也蕃是这 10 年中河南经济学界比较有影响的力

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方面， 10 年来完成了一挺有分

量的专著，南佼英主编的〈邓小平治国韬略)，侯远长等主编的〈邓

小平发展思想研究)，同德民等主编的(X~小平社会主义主体地位

论〉等著作，黄亮宜所著的〈国家全景现}一书和论文〈市场经济与

共产党人的街值观)，孙玉杰著〈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挽制

论)，自河南大学、省社科院、省委党校等单位一批专家学者参与主

编的〈社会主义大辞典礼张期霓等的{民主问题纵横谈〉、〈共产党

执政方式探讨〉等著作，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在史学研究方面，我省学者在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

国近代史、东南亚史、欧圳近代史、河南地方史志和地方党史等方

面的研究可称碟果累累。 10 年中出版的这方面专著约 200 余部，

不少在全国史学界有较大影响，有些还受到国外史学界的重视。

如戴可来的越南史、中越关系史及西、南抄群岛归露问题等的研

究，具有很高学术份值和重大现实意义，其'七五"期间完成的〈离

沙群岛史地研究}及"八五"期间完成的{维护南沙群岛主权的历史

地理要素研究上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租专家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匾豆聋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黠是近
代政治、学术和文化思想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我省第一

位文科博士生导部和国内著名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高敏

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上〈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多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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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秦汉卷(合作〉等均受到学术界离度赞誉。李民的〈殷

离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合作)，匮重写主编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朱绍侯前〈军功爵制研究}，省地方史志委

组织编寨的多卷本〈河南省志)，侯志英等主编的〈中共河南党史

〈上卷泞，以及河南大学等单位→批专家学者完成的〈宋代研究丛

书弘〈中国元典文化丛书〉等研究成果，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租较

大影响。

在文物考古学研究方面， 10 年来共发掘文化遗址近百处，墓

葬 12000 余座，出土文物 10 多万件，发表发据报告和研究论文

1000 多篇，出摄考古专著 30 多种。其中重要的考古发现有:距今

8000 年前贾据裴李岗文化具有七声音陆的骨笛，6000 年茵茵*援

挣韶时期反挟"盖天说"的蚌塑龙虎图案墓葬，5000 年前郑州西山

倒韶文化时期第→座古城，4000 年前孟庄龙山域， 3000 年前郑州

离域的宫城，以及西周髓国墓地的"中华第一铁篱"春秋应国墓地

铜器、郑国大批青铜扎器，还有首次发现的汝官喜遗址等。都被国

家评定为全国重大发现公布于世，为研究中蜀文明起源与发展提

供了摄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关注。曹桂

岑等著〈斯1月下王岗}，基本上搞清了丹江流域自拇韶文化至西周

上下 4000 年的发展序列。赵世纲等著〈斯川下寺楚墓}，探讨了楚

文化商握，建立了楚文化的年代学。安金捷等著〈登封王域岗与陆

域}，在夏文化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许顾湛的〈黄河文

明的曙光)，以大量考古资料为被据，系统研究了以黄挥文明为代

表的中华文明的摄头闰题，提出了自己的文明起摞五条标准。郑

杰样著〈夏史拐探}，运用考古与文献资料，对夏文化进行了全菌研

究，是我国第-部夏史专著。

在文学研究方面，在文学史、文艺理论及当代文艺现象和古典

文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如f圭诸秋主编的

〈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刘增杰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上高文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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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中国当代戏居j文学史〉、颜圣蜡主编的〈二十垂纪中国文学〉

及关爱和等人的(19~20 世纪中虽文学思潮史〉等，都是文学史方

面的代表之作。此外，廖立的〈岑参评传)，奕星的〈李岩之谜)，胡

进厚的〈白朴论考上食绍韧的〈建安七子集)(校注) ，毛德富的〈传

统文化诠释与挂评}，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文先)，王广西的〈佛学

与中国近代诗坛)，王永宽、王钢的〈中国戏曲史编年)(元f-t卷)，解

志熙的〈风中芦苇在患索}，对思谦的〈姆拉言说〉等都是较有分量

旦引起较大反响的论著。在文艺理论和当代作家及当代文学理象

研究方菌，龚依群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鲁植元的

〈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排蒜的〈让艺术的精灵腾飞}、〈李辈

新论〉等均有较大的影响，韩宇宏等的电视文艺评论也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在理代汉语、古汉语、外国语等方面成就

较大。张静的{语言 -i吾用·语法〉自成一家，在比较分析汉语语法

研究各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撞到的见解和新的语法体系，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张楠、许梦麟等主编的〈通假大字典}，搜罗宏富，

编排得当，是一部有价值的工具书。周志培的论文〈英语在中国的

两面性:汉语的英化与英语的汉化)，从一个人们很少涉及的模面

来研究社会语言学，在学术上有开创意义，该文在英国的〈世界英

语〉上发表并受到好评。此外，陈信春、孟黯泉等人在语言学方面

和张今等在翻译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分量和影喝。

在法学研究方面，10 年来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吴祖i菜等主

编的{法学概论}，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高等院校通用教材，曾数

在再版，被全国高等法律院校广泛采用。肖乾刚主编的〈自然资摞

法}和〈能摞法〉南部全国高校经济法专业统编教材，为我国自然资

漂法和能漂法两门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0

年以来，她还受中央有关部门委托，先后参加了〈节约能摞法}、〈煤

炭法〉、{石油法〉的起草和立法基瞎理论研究工作。叶高蜂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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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猩罪过程中的ðB罪形态诠〉、〈共商犯罪理论及其运用〉、〈金害公

共安全罪新探〉等专著，得到同行专家和司法部门的高度评价，敬

誉为"国内有特色有影确的刑法学著作"。

在领导科学研究方面，10 年中先后出版了〈领导科学)(想勇、

自信泰等著)、〈领导规律)(徐神华等著)、〈领导艺术选粹)(舒新辅

主编〉、〈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纲要)(魏钦公、石￥Ij主编)、〈毛泽东

领导思想之要)(骆炳亚、黄亮宜等著)等一挂有影嘀韵专著。〈领

导科学通克)(胡锦云主编〉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我省作者牵头

组织全国部分专家等编写的苦部"集理论著作、工具书、教材三种

特点于一体"的大型著靠，全书熔古今古外领导理论、领导经验特

别是 80 年代中国领导科学研究成果于一护，出版后受到领导科学

界和广大领导干部的重视和欢迎C

在编辑学研究方面，我省起步较旱，尤其河南大学早在 1986

年就已成为全国 3 家首批招收报刊编辑学专业研究生的高校之一

和全昌公认她编辑学研究中心之一。王振锋、司锡明的〈编辑学通

论}，宋应离的〈中国大学学摄简史)，张如法的〈编辑社会学}，张晓

菲的〈影视编辑学}，以及胡益祥、靳青万、再景峰、李明山、i司现章

等人的一批编辑学论著，都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有些成果还被

译成外文发表或在望外报刊得到较高评份。

在文章学、写作学研究方面，我省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倡导开

展这方菌研究、现在也是全国这方面研究实力最为雄厚的省份之

一。 10 多年来，我省作者已出在这方E专著 50 余部，管金麟主编

的〈文章写作原理}，曾样芹编著的{文章学探索〉和出他主编的〈文

章学教程)(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毛泽东与文章学上〈文章学与语

文教育)，金长民编著的〈写作运思学引诠〉、〈写作感知学在论〉等，

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作。

在崖用研究方面，我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紧密联系实际，

发表了一批有重要参考价锺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已被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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