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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是指运用本国语言文字，对由诸多

观念、理论、价值和经验所组成的思想体系进行系统表达。话

语权是指话语体系凭借其自身所负载的思想力量获得的权威

性和影响力。构建话语体系是拥有话语权的前提。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国家实力有了显著提

高，但在掌握国际话语权方面能力还不够强。特别是在法治

和全球治理领域，设置议题、参与和主导规则制定的能力仍然

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完全

建立起来，我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

势 。 针 对 这 种 情 况 ，习 近 平 同 志 强 调 要 努 力 提 高 国 际 话 语

权。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

提高国际话语权，前提是构建话语体系，关键是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

科学体系。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哲学社会

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关键。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做到能够引领社会思潮，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良好思想基

础和舆论环境；同时要向世界解释中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

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展现中国思想、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

国方案、彰显中国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必须以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为基础。从世界范围看，真正的理论创新和话语构建都是

立足本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的。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和民

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精华的反映，是对自己现实问题的理

论回应和理论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源泉，也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

经过长期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以我们正在

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

新问题，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的开放的融通的新概

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我们应当创造出具有独特思想内涵、符合事物发展

规律，同时又具有感召力和普遍示范效应的话语体系。这是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机遇和时代使命。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应注重话语体系的国际融通性。我们不能跟在西方话语体系后

面亦步亦趋、照抄照搬，也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应着力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

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提

出体现人类文明互鉴的新理念新思想，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答案、贡献中国观念。

我们的理论创新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运用中国智慧解答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

进而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还要善于进行综合性、跨学科、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与概念表达。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形成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社

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这种分类虽有利于形成专门知识体

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如果各学科因此固守疆界，严格限制研究范

围，则不利于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比如，有关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等论题就不局

限于某个学科，在研究它们时要把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综合起来进行探究。应建立协

同创新机制，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协同研究，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

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

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进而在重大论题上产生更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

话语体系。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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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

出现了物欲追求无度、个人主义膨胀、社会

诚信消减、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问题。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加

强伦理道德建设，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而应将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有机系统，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

构建良好伦理生态。当前，在伦理学研究

中，伦理生态研究显示出旺盛生命力，既成

为伦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也为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效途径。

伦理生态主要是指在一定的时空环境

之中，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界达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平衡状态。强调具

体时空环境，是因为伦理不会凭空产生，需

要借助一定的客观环境才能生成。因此，

伦理生态要综合考察伦理与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等的关系。强调达成一

种和谐共生的平衡状态，是将伦理生态作

为一个系统来考察，要求系统内各要素协

调、平衡、和谐。良好的伦理生态具有调节

社会关系、引导价值规范的重要作用，潜移

默化地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现实生活中

出现的物欲追求无度、个人主义膨胀、社会

诚信消减、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问题，都与

伦理生态失衡有关。当前，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构建良好伦理生态，

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积极净化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一定

时期社会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精神面

貌 等 的 集 中 反 映 。 社 会 风 气 反 映 伦 理 道

德，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具体行为，既是

伦理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伦理生态

有着重要影响。社会风气一旦遭到污染，

就会给伦理生态造成极大损害。因此，构

建 良 好 伦 理 生 态 ，需 要 积 极 净 化 社 会 风

气。应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让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

不在、无时不有，有力引领社会风尚。还应

树立先进典型，使先进典型成为社会风气

的风向标，推动全社会形成学习先进、争当

先进的浓厚风气。

夯实伦理生态构建基础。伦理生态构

建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客观环

境。构建良好伦理生态，应大力加强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为伦理生态健康发展奠定坚实

基 础 。 当 前 ，随 着 中 央 统 筹 推 进“ 五 位 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构建良好伦理生态有了越来越坚实的

基础。此外，还应解决不利于伦理生态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