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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首要原则。 通过对

《政治学研究》 《美国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行政管理》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 这 6 本政治学研究重要核心期刊 484 篇样本文章进行定量分析, 我们发现: 部分论文

虽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少数论文立场、 观点和方法泛化,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

式缺位; 部分论文虽然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导向, 但马克思主义实践主旨不足; 部分论文围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研究, 但却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话语和方法的疏离。 因此, 有必要进一

步加强政治学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培养, 使研究者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坚持面向中

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
揖关键词铱 马克思主义摇 政治学领域摇 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 王菁 (1982- ),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四川成都摇 610059); 钟雅思

(1990- ),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四川成都摇 610059); 吴雨 (1996- ), 成都

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四川成都摇 610059)。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对繁荣、 发展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建立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的先决条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

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冶淤, 中国政治学在这 30 多年取得了学科发展的巨大成就于, 与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密切相关, 但其中也不乏盲目崇拜西方政治学、 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

观点盂, 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讲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学术、 没有学问榆。 这类观点一方面不利

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 使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底气不足, 并在国际学术话语中

“失语冶;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国政治学发挥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虞, 对当前中国实践缺

乏政治学应有的回应与指导。 显然, 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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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十二五冶 规划课题 “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的现状、 问题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冶 (CEA130146) 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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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心铭: 《评几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观点———三论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冶》, 《马克思主义

研究》 200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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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淤。 但是, 这种认识主要停留在感性层面, 缺乏定量的客观分析。 政治学领域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表现形态如何? 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指

导地位的理解存在何种困惑与误区? 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指导地位有待进一步思

考和分析的内容。 基于此, 本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对政治学学科领域的重要文献作统计分析, 从而

厘清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政治学领域的表现特征、 存在问题和影响因素, 进而提出增强马克思主

义在政治学领域指导地位的建议与对策。

一、 研究方法

1. 样本选取

本项研究以 《政治学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行政管理》 《美国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2—2016 年各期刊的第一期所刊载的研究型文献于为考察对象,
共计 484 篇。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学学术研究、 政治学

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和政治学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指导。 本研究样本选取的主要依据: 第一, 政治学领

域的研究成果和政治学人才培养的教学教改经验往往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 因此以政治学类的

研究型文献作为分析对象。 第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 浙江大学、 四川大学

等科研院所和重点高校对各专业权威期刊的认定基础上, 结合教育部 2016 年发布的 《A 类期刊目

录》 ,本研究选定上述6本期刊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和学术

导向盂。
2. 指标确立

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指导地位的具体表现, 进而分析政治学发展

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 基于此, 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体化为研究指标是研究方法的核

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

学中的指导地位首先要解决研究者真懂真信问题, 第二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 第三要结合新的实

践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榆。 在学术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操作化评估的角度可以具体化

为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以及是否具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这往

往可以从研究型论文的主题和论点中分析; 第二,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这主要可以从论文的研究

框架和研究方法中评估; 第三, 马克思主义的词汇, 这主要可以从论文的叙述和修辞中勘察。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以及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指

导地位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 观点与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时代性和问题

·931·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指导地位的评估与思考

淤

于
盂

榆

参见崔华前: 《论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路径———基于对 31 所高校政治学学科建设现状的调研》, 《政治学研

究》 2010 年第 5 期; 田心铭: 《评几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观点———三论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冶》, 《马
克思主义研究》 2009 年第 9 期; 曹峰旗: 《回顾与发展: 中国政治学研究场域转换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

究》 2016 年第 11 期。
不包括述评、 会议综述、 人物传记与介绍等非研究性文章。
A 类期刊目录中政治学类还有 《马克思主义研究》 《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高校社会科

学》 等期刊, 这些期刊主要刊载的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等其他学科论文, 政治学类论文在这些期刊中有, 但不是主要的。 所以这几

份期刊没有纳入分析的期刊中。 事实上, 对于很多高校来说, 政治学类的一类 (A 类) 权威期刊一般只有 《政治学研究》, 有的会

加上 《世界经济与政治》 或 《美国研究》。
参见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6 年 5 月 19 日。



导向淤。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解决的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价值观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的是关于

自然、 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根本认识的真理观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决的是如何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方法论问题。 所以,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就要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分析问

题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 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

列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 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

法于。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时代性和问题导向, 就是要研究我国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 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解释我国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盂。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将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冶 纳入评估指标, 能更准确地展现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的深层次运用形态。 研究范式指研究者看待研究现象的特定模式, 包括采用的研究方法、
研究程序、 研究理论等。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往往表现为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 这是指导学科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原则, 然而这仅仅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的完善与巩固, 需要研究者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直面中国现实情境、 解决时代所

面临的问题。 否则,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会被泛化和浮于表面。
马克思主义的词汇。 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 核心功能是公共交流和思维表达。 语言的

意义主要由人与外界互动和人与人之间互动产生。 语言学家伯奇认为, 使用某个词语是由这个词语

在更大的语言共同体的用法决定, 更重要的是依赖于使用者周围他人的语言实践榆。 也就是说, 在

政治学研究型文献中是否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 也意味着作者是否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

导地位, 是否自觉地在政治学共同体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交流与研究。 语言学家莱可夫断言,
“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性的冶虞, 研究型文献大量使用抽象复杂的词汇、 概念和论断, 他们指称的意

义和意图在微观层面必须通过词汇分析才能理解。 “马克思主义冶 等相关词汇一般都是名词, 名词

定性了话语主体本身和相关的规则。 因此, 马克思主义话语运用彰显了研究者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冶 是一个总称, 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 170 年来又不断发展的马克思

主义科学思想的整体, 既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包括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
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战略理论。 在判定马

克思主义的语言使用时, 本研究将 “马克思冶 “恩格斯冶 “列宁冶 “毛泽东冶 “邓小平冶 “习近平冶
“科学发展观冶 “三个代表冶 “经济新常态冶 “从严治党冶 “新发展理念冶 “治国理政冶 等都纳入判定

标准中。
综上所述,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评估包括: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立场、 方法、 问题导向、 话

语和研究范式六个指标。 其中, 评估分类为: 有马克思主义观点、 无马克思主义观点两类; 马克思

主义立场分为: 人民立场、 其他阶级立场、 国家立场和无鲜明立场四类愚; 马克思主义方法分为: 唯

物辩证法、 实事求是、 阶级分析、 历史分析和无马克思主义方法五类。 问题导向分为: 有问题导向、
无问题导向两类。 马克思主义话语又具体分为 “核心话语冶 “关键词中的 ‘马克思主义爷冶 和 “正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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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6 年 5 月 19 日。
参见崔华前: 《论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路径———基于对 31 所高校政治学学科建设现状的调研》, 《政治学研

究》 2010 年第 5 期。
参见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6 年 5 月 19 日。
参见陈波: 《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10 期。
G. Lakoff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n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 5.
由于在政治学领域中国际政治研究比较强调国家立场, 但事实上人民立场和国家立场是有区别的, 故这里单独列出。



的 ‘马克思主义爷冶 三项子指标, 核心话语以文字标识, 关键词中的 “马克思主义冶 分为有、 无两类,
正文中的 “马克思主义冶 也分为有、 无两类。 核心话语主要指文章所围绕的问题和内容, 从中可以辨

识该文的研究议题和旨趣, 由于核心话语涵盖面很广, 所以以其实际具体的话语列出。 研究范式按照

实际运用的研究范式予以标注, 如制度主义、 过程理论、 精英理论、 马克思主义等。

二、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指导地位的基本现状

30 多年来,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经历了学科恢复、 理论引介、 理论反思和本土化研究等不同阶

段淤, 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历经波折, 既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 也有本土化的调整

与重塑。 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政治学领域立场、 观点、 方法、 问题导向、 研究范式和话语的检

视, 有助于全景式地把握当前政治学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本现状。
从 《政治学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行政管理》 《美国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当

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所刊发的 484 篇研究型论文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 政治思想与理论类的文章

有 64 篇, 占样本总数的 13郾 2% ; 政治制度类文章有 31 篇, 占样本总数的 6郾 4% ; 政治心理与行为

类文章比较少, 只有 9 篇, 占样本的 1郾 9% ; 比较政治类文章有 60 篇, 是样本总数的 12郾 4% ; 国际

政治类文章有 77 篇, 占样本文章的 15郾 9% ; 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类论文最多, 高达 235 篇, 占样本

文章的 48郾 5% ; 政治学研究方法类文章只有 7 篇, 占样本总数的 1郾 4% 于。 这些数据比较客观地反映

了当前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重 “治冶 轻 “政冶, 即重视对公共行政和政府问题的研究, 比较

忽视对政治思想、 政治理论、 政治心理和政治方法的理论挖掘与规范分析。 同时, 分析的论文涵盖

政治学学科的各个主要领域, 且分布比较合理, 适合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政治学领域中基本现

状的评估。
1.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核心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

方法。 在分析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时, 研究主要从论文的总体学术导向进行归类。
比如, 分析美国外交的文章,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则要看其是否在研究论述中有阶级立场、 人民立

场, 倘若仅仅叙述美国外交战略的历史与原因, 并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评价, 那么就判定

该文无显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根据论文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经

济学等相关理论进行立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则依据论文是否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研究。 从表 1 可以看出, 在分析的样本中, 每年都有部分研究论文无明显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可以发现, 2012—2016 年这五年在是否坚持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但总的来看, 没有显著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论文要略

微多一些, 占总样本的 24% ; 没有显著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论文有 99 篇, 占总样本的 21% ; 没

有显著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文有 91 篇, 占总样本的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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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无显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频率分析表

无显著马
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
方法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总计

立
场

观
点

方
法

立
场

观
点

方
法

立
场

观
点

方
法

立
场

观
点

方
法

立
场

观
点

方
法

立
场

观
点

方
法

频率 16 14 27 24 21 17 15 20 28 22 15 20 22 21 23 99 91 115

占该年样
本论文的
百分比

16% 14% 28% 25% 22% 18% 16% 21% 30% 22% 15% 20% 23% 22% 24% 21% 19% 24%

2.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导向

政治学研究是一门将人类理想生活蓝图同现实道路实践相结合的学科, 一方面需要有创造性的

政治价值想象力, 对政治未来发展有彼岸追求与战略规划; 另一方面则必须面对现实, 对各国的政

治发展道路进行总结并给予当前政治发展具体的政策指导。 显然, 政治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问题

导向, 而政治学领域马克思主义问题导向就是在当前政治发展的各种经验与问题中创新马克思主义

理论,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融汇新的内容得以不断发展; 同时对政治视野中的重大问题, 能自觉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解决方案。 从本研究的数据统计中发现, 大部分论文都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问

题导向, 这充分反映了政治学研究者对政治问题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
3.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主要指论文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政治经济

学理论、 发展理论、 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分析政治现象, 剖析政治问题, 创新政治方案。 根

据统计分析表明, 在 《美国研究》 37 篇样本论文中, 只有 2 篇论文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占

该期刊样本论文的 5郾 4% ; 在 《世界经济与政治》 34 篇样本文章中, 有 7 篇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

究范式, 占该期刊样本论文的 20郾 6% ;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105 篇样本文章中, 有 26 篇论文运用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占期刊样本论文的 24郾 5% ; 《中国行政管理》 113 篇样本文章中, 有 27 篇论

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占期刊样本论文的 23郾 9% ; 《政治学研究》 54 篇样本文章中, 21 篇论

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占期刊样本论文的 38郾 9%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41 篇样本文章

中, 55 篇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占该期刊样本论文的 39% 。 横向比较如图 1 所示, 显然,
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为主题的期刊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比较少, 因为这类期刊论文主要

运用历史叙述的方式介绍某一国的政治外交或以现实主义理论分析国家间外交关系; 以行政管理为

主题的期刊相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论文要多一些, 这类论文基本上以我国行政管理和公共

政策为议题, 学者也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 治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或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语境中进行研究。 《政治学研究》 和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则以政治学理论和世界社会

主义政治为研究主题, 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国家理论和革命理论等进行研究较为普遍。
4. 马克思主义的话语

马克思主义话语是马克思主义表达、 叙述和阐明理论逻辑的外显形式, 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

领域发挥指导作用的具体显现。 因此, 马克思主义话语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指标之一,
我们主要以论文中的关键词、 正文是否有 “马克思主义冶 的相关词汇来衡量。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
有 103 篇样本论文的关键词中有马克思主义话语的, 占总样本的 21郾 3% ; 有 150 篇论文的正文中有

马克思主义话语, 占总样本的 31郾 0% 。 其中, 国际政治类、 公共行政类的研究型论文比较少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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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话语, 他们更经常性地使用地缘政治、 新制度主义、 新公共管理、 公共选择和博弈论等

西方政治学的热门话语阐释问题。 对所有样本文章进行关键词网络分析, 从中发现政治学论文主要

以 “行政冶 “美国冶 “选举冶 “体系冶 “应急冶 “决策冶 “管理冶 “政治学冶 “公共冶 为关键词, 的确

缺乏马克思主义话语。

图 1摇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在各期刊所占百分比对比图

三、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中国政治学 30 多年来取得发展的最重要经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然而中国政治学

仍在 “焦灼中前行冶, 研究方法不足、 现实回应性缺乏、 本土化理论较少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淤。 如

何运用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学科中的指导地位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快速发

展的基础。 基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政治学领域的基本现状, 以及研究论文的主题、 研究者学术

背景和研究方法等因素, 有以下五点值得思考。
1. 立场、 观点和方法的泛化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缺位

政治学研究型论文普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 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政治学研究者基

本上都能站在人民的立场, 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去研究政治现象。 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还包括广泛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学、 文化学、 社会

学、 人类学、 法学的具体观点。 由于政治学本身就是研究政治现象, 分析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

会公共权力活动形式和发展规律的学科, 在研究内容上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交叉, 因此

政治学的研究型论文大多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唯物辩证法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

法, 它处于方法论体系的基础地位, 实事求是、 阶级分析和历史比较等方法则是具体的研究方法,
政治学研究中的诠释规范、 批判分析、 社会调查、 实验观察、 历史定性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则是马克

思主义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与体现, 比如, 社会调查、 案例分析方法都需要实事求是, 诠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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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定性也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 因此, 被分析的政治学研究型论文大多数都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根

本方法。
但是, 研究范式角度的分析结果并不乐观。 在分析的研究型文献中, 有 346 篇论文并没有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解释政治现象, 其中在 《美国研究》 样本论文中只有 5郾 4% 的论文运用了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 有 88郾 7%的论文关键词中没有 “马克思主义冶 话语, 有 69% 的正文中没有

“马克思主义冶 话语。
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疏忽大意? 也许研究者并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但是他们在研究

中不自觉地受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学术、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写文章难以发表等思想的影响。 故

而, 部分研究者不愿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 他们更愿意使用西方的某

个学者的理论论证其观点来凸显自己的理论水平, 所以政治学论文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较少。
2. 问题导向的明晰与马克思主义实践主旨的不足

马克思说: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 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

命运: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冶淤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是马克思主义实践

特征的主要体现。 政治学类研究型文献基本上都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要么在国内政治社会情境中思

考中国政治发展问题, 要么在国际政治中提出构建新型合作体系, 要么为政府科学化、 民主化执政

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 即使是政治思想与理论中比较具有思辨性的研究型论文, 也都会以关照现

实为研究主旨, 反思这种理论的当代启示。
然而,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旨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面向现实本身, 二是主动改变现实。 从马克

思主义的逻辑看, “实践不仅是现存世界的本体, 而且是人的生存本体冶于。 在样本论文中, 研究者

有明晰的问题导向, 期望研究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但是在 “改变世界冶 这一实践主旨

上则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问题、 提出建议的工具, 研究者更多地运用西方理论体系, 诸

如新制度经济学、 西方治理理论提出政策建议。 为何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 政治学

发展缓慢? 究其原因在于政治学研究仍然处于勘察当前政治现象, 消化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阶段。 事

实上, 我国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及其各种相关理论的系统分

析已经非常全面。 然而, 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真正运用到政治学具体问题的实践上。 马克思

主义不仅是一种研究范式, 它也具有工具性价值, 如果这种工具性价值在各个学科中不能转化, 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言, 这种研究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对政治学学科发展来说就失去了强大的核

心理论支柱。
3. 核心话语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疏离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要看是否具有中国特色? 是否体现中国问题? 毛泽东在

1944 年就指出, “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 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

壤里生长起来冶盂。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必须以中国本土为出发点, 形成具有

时代性、 民族性和原创性的理论。 核心话语是学术论文的精髓, 通过核心话语可以了解到文献的主

题内容以及涉及的领域, 并可以掌握该学科是否围绕 “中国冶 问题展开研究。 样本中有 120 篇政治

学论文的核心话语都包涵 “中国化冶 的关键词, 例如, “一带一路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大发展

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研究者有意识地围绕中国发展主题, 对中国历史进程中民族独立、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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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等具有强烈 “中国化冶 主题的特定问题进行理论创新淤。
然而, 核心话语的中国化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 这些 “中国化冶 的核心话语

存在着 “为中国化而中国化冶 的问题, 研究流于形式。 事实上, 样本中 “中国化冶 为核心话语的研

究型论文有 50郾 8%并未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分析 “中国化冶 问题, 有 51郾 6%的论文在关键词中

没有提到 “马克思主义冶 的语言, 有 37郾 5%的论文在正文中没有提过 “马克思主义冶 的词汇。 即使

有的论文提到 “马克思主义冶 也仅仅是浅尝辄止, 主要是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中的话语证明自己的研究中有 “马克思冶, 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贯穿于本身的研究中。
研究型论文中核心话语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疏离看上去是一个悖论, 但事实上却是长

期以来少数研究者并未真懂、 真信、 真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在研究中发现运用马克思主义范式进

行研究的论文作者中 47%的学术背景于是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没有应用

马克思主义范式进行研究的论文作者在硕士和博士阶段攻读的大多是管理学、 历史学、 社会学和国际

关系等专业。 显然, 没有经历过完整的、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科训练的学者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 即

便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也很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武装自己的学科。
4.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阶段性与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认为,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过程,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提升具有阶段性, 分为初级、 发展和巩固三个阶段。 (1) 初级阶段主

要表现为: 研究形式上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但在论述具体问题时, 研究缺乏深刻的

唯物辩证思考, 并不具体言及马克思主义, 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所形成的

政治学理论不是中国的政治学理论, 而更像是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盂。 (2) 发展阶段的表现主要是:
研究者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对当前中国问题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并建立了政治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所产生的规范理论, 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的政治学学科体系。 (3) 巩固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

主流范式, 并且在政治学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有一席之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完全

建立。 这里,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不同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发展密切相关, 只有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政治学领域成为一种自觉的研究导向, 才有可能构建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学。
当前, 政治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仍处于初级阶段, 虽然不再照搬西方理论, 但是

基础理论研究不足、 研究方法相对滞后、 理论与实践脱节仍是阻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困境榆。
坚持与进一步发展、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未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体系的理论

法宝。 需要注意的是, 政治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不同的。 前者强调研

究政治现象、 提出政治决策、 构建政治制度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后者主要研究马

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相关问题, 包括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阶级理论、 国家学说等。 前者在政治

学发展中是根本原则, 所有的政治学研究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后者属于政治学学科发展

中的一部分, 而且主要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相关内容为研究对象的部分。 即使是本研究中强调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也主要指在研究国际政治、 中国政府等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

·541·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指导地位的评估与思考

淤
于
盂
榆

参见李恒瑞: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求是》 2011 年第 5 期。
指其硕士、 博士学历。
参见桑玉成、 周光俊: 《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 《政治学研究》 2016 年第 4 期。
参见曹峰旗: 《回顾与发展: 中国政治学研究场域转换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6 年第 11 期。



政府管理方面的理论提出政策创新和方法原则, 而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国际政治、 政府管理等理

论进行研究。 因此, 不能简单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指导

地位得到巩固。 当然, 我们也应当明确中国政治学的成熟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指导地

位的加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 结论与建议

政治学研究型论文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表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

领域指导地位的现状。 多数政治学研究型论文都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 坚持问

题导向, 并在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上做出了很多努力。 但是, 从样本统计结果可

以看出, 如果以马克思主义范式和话语为标准, 部分政治学论文并没有在实质上采纳马克思主义研

究范式, 也较少使用马克思主义话语, 这就验证了本文开篇中的研究假设, 即在政治学研究中仍存

在认为马克思主义 “非学术冶 论的现象。 这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 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力和当前政治

学研究的整体态势有紧密关系。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提升仍属于初级阶段, 要增

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政治学学科建设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大功夫。
第一, 加强政治学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习近平反复强调真学、 真懂、 真信、 真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并要求真学、 真懂、 真信、 真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党的

十九大报告也指出, 未来意识形态工作重点是要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冶淤。 对政治学研究者而言, 真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 中宣部和教

育部应联合督查各个高校的政治学培养体系,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加大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

育力度, 在评估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学术水平时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作为评估指标之一,
这样就从学科建设和学术成果两方面促进政治学教师和学生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原著,
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 同时, 营造马克思主义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

氛围, 形成政治学学者互相观摩专业课讲授、 政治学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交叉学习的互动机制,
加大对有马克思主义视野的政治学学者出国交流的机会, 从而让政治学学者在学习与交流中真信、
真用马克思主义。

第二, 辩证地对待西方政治学和中国古代政治学, 坚持面向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是否认西方政治学和中国古代政治学的学术价值, 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

根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指导下, 坚持阶级分析、 历史分析, 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为我所用。 特别是

当前中国的现实既不是西方的政治情境, 又不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用 “他者冶 理论框架解释我

们的问题, 用 “过往冶 的理论成果解释当代的现实问题, 或用我们的经验去验证 “他者冶 的理论都

是学术机械主义, 即使能够形成一定的研究成果, 那也只能是不成功的嫁接, 更不可能真正解决中

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提出具有理论创新性的成果。
第三, 政治学研究要坚持意识形态一元论, 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工具。 指导思想一元

化是社会发展中的普遍规律, 不同性质的国家有不同的指导思想。 在美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学

术交流是多元的, 但是自由主义绝对是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即使是罗尔斯、 桑德尔等强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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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政治学家也从不会反对西方自由主义这一核心思想。 作为中国的政治学学者, 将马克思主义

作为研究的工具、 方法和价值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区别于其他国家政治学的必然要求。
不应轻视马克思主义对当前政治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 我们应像西方学者谈论熊彼特、 密尔等

思想家那样, 大胆地使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从内心深处体会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魅力, 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 贯彻之、 发展之、 巩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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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1 页) 和制度保障, 无限夸大伦理道德的作用, 把共产主义伦理化, 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 注定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只有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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