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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大问题  促进知识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雪松 
 

    2016年 5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要围绕我国和

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

案。”2022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实

际，谈以下三方面的认识和体会。 

    坚持问题导向 推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切实回答并努力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

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和主攻方向，也是做好经济研究工作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在以下两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一是研究提出办所理念，引导全所人员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数技经所具有跨

学科、强方法、重思想的特点。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注重发挥学科特色服务国家战略，研究领

域广泛涉及宏观经济、战略规划、政策评价、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方面。2021年 9

月，经所长办公会讨论酝酿、征求全所职工意见、党委会研究，确立了“引领学术前沿、聚焦重

大问题，促进交叉融合、服务国家战略”的办所理念，这也是我所的办刊、办学和办会理念，充

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要求，旨在引导全所人员坚持问题导向，切实

回答并努力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是以上级交办任务和纵向课题为牵引，深入开展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注重引导优质科研资源优先向纵向课题配置，激发科研人员承担各级各类交办

任务和纵向课题的积极性。近两年，我所科研人员共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课题以及国家自科

基金和社科基金项目 30 余项，中央及院党组交办任务数十项。这些课题任务既包括短期问题分

析和对策研究，也包括中长期问题分析和重大战略举措研究，大都属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通过团队作战方式对这些课题任务进行深化研究，既实现了服务国家战略

需求，解决现实重大问题，又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 

    坚持守正创新 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坚持守正创新，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

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在以下两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首创《中国五年规划发展报告》（发展规划蓝皮书）。编制与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对五年规划进行研究并进行年度跟踪评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是建构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 7月，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集全所之力，首创并推出中国五年规划发展报告（2021—2022）》（发展规划蓝

皮书），选题全部来自于《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分五篇 56 章，每位科研人员撰写一章，

充分发挥我所研究领域覆盖较广、学科交叉融合较深、综合研究能力较强的优势，加强分工协作，

变指头为拳头，提升了科研工作整体效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一部“发展规划蓝皮书”入

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2022 年度重大科研成果。目前，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已完成

第二部《中国五年规划发展报告（2022—2023）》（发展规划蓝皮书）撰稿工作，选题除了来自《国

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还把党的二十大报告、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的新思路、新

战略、新举措纳入了选题，以提高研究工作的思想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第二部“发展规划蓝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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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预计于 2023年 7月出版发布。 

    创办《中国经济学》综合性学术季刊。2022年 1月，我所主办的经济学综合性学术季刊《中

国经济学》创刊，初期为集刊，这是我所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搭建高水平学术平台

而做的一项探索。《中国经济学》主要选题包括习近平经济思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国道路、

国民经济、应用经济、改革开放创新重大政策评估、交叉融合问题等，努力推动中国现象、中国

问题、中国理论的本土化和科学化。为提高稿源质量，我所探索形成了“以刊办会，以会办刊”

的特色办刊模式，并取得良好成效。《中国经济学》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评为 2022年度“优秀

新创集刊”，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 AMI综合评价期刊报告（2022）纳入经济学“入库”

期刊。 

    坚持质量优先 推动多出高质量成果和高水平人才 

    在承担中央和院党组交办的重要研究任务和国家重大课题过程中，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秉持质量第一原则，坚持质量优先，努力推动多出高质量成果和高水平人才。数量经济与技术

经济研究所在以下两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联合攻关，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能够体现我院国家队水准的高质量研究报告。以“宏观经

济形势跟踪分析研究”项目为例，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是这个项目的突出特点。该项目要

求，每个季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与重点问题、政策建议等三方面

进行综合性、前瞻性、创新性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课题组始终树立鲜明的

质量导向，力争每个季度均向国务院报送能够体现我院国家队水准的高质量研究报告。经过近几

年的持续努力，我院上报的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已建立良好声誉。课题组还围绕宏观经济领域

的其他热点难点问题开展集中联合攻关，研究报告多次得到习近平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批

示肯定或被相关部门采纳。 

    注重培养锻炼青年人才，促进杰出人才脱颖而出。一是注重使用青年人才，适时推荐选聘任

用。注重培养锻炼青年业务骨干，对青年科研人员既压担子，又加强学术指导，在使用中带出队

伍。对于成熟的青年才俊，适时选聘任用，形成正向激励，释放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形成人才

活力竞相迸发的局面。二是坚持责权利相统一，注重提高人才待遇。为防止横向课题挤占过多科

研力量和时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引导科研人员要以上级交办任务和纵向课题优先，努力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在执行重要交办任务中，注重提高人才的物质待遇和精神激励，形成合理有

效的激励相容机制。三是坚持质量第一，促进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在完成交办任务和纵向课题过

程中，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根据研究需要选配科研人员和青年骨干。在团队骨干成员相对稳定的

同时，根据研究领域热点难点问题变化及时调整力量，形成人员能进能出的常态化运行机制，在

重大任务中锻炼和发现人才，促进人才普遍成长和杰出人才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