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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
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
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
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
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
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
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
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
终战胜资本主义。
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
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
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
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
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
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
，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
断地得到新的解决。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入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
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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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概况和现状，并对其前景及趋势做了展望。
内容涉及中国考古学、中国地方史、民族史、边疆史、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史
学史、史学理论、城市史、宗教史、科技史、世界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后国际关系史等，比较
完整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学30年来发展变化的全景。
本书作者皆是历史学领域各分支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著名学者，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权威性，这使
得本书成为研究和学习历史学必读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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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当代中国历史科学鸟瞰新中国考古发现及其对认识中国历史的贡献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特
点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民国史研究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论近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进展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国的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30年来中国边疆
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近30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
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
史研究新发展新成就新境界——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
－200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史研究概述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概况30年来的中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
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清史纂修工程简述中国的史学研究机构及其研究状况中国历史学与历史教育附录 
中国历史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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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史学研究机构及其研究状况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着无与伦比的史学研究传统，无论是政府还是
民间，都拥有非常优秀的史学研究机构，涌现了无数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
他们为古老的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史学研究机构的建
设，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政府的支持下，不仅原有的研究院所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还新创办了一批
新的史学研究机构。
现就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史学机构(许多单位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做一简单综述。
由于篇幅有限，难免遗漏不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国家设置的专业史学研究机构为了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科学，1977年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部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辖的史学机构有“五所一中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史学发展的“国家队”。
它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成立于1950年，是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一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基本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应用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方
法，并结合古代文献，揭示史前及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进而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
律。
同时，开展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其研究方向与任务是，有重点地进行考古发掘、整理和研究，不断完善中国考古学体系。
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文明的起源、夏文化、商周文化、中国城市起源及发展规律
、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历史关系及当地少数民族的早期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和研究等方
面。
设史前考古研究室、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汉唐考古研究室、边疆民族宗教考古研究室和考古科技实验
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另在西安设有研究室，在洛阳和安阳设有工作站。
主管的研究中心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等，挂靠的学术团体有
中国考古学会。
目前主要围绕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夏商周三代历史研究的空白、中国封建帝国的形
成与发展特点，以及边疆地区研究热点，开展一系列考古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60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第二所合并而成。
目前，研究所下设先秦史研究室、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明史研究室、
清史研究室五个断代史研究室和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历史文献学与
史学史六个专门史研究室。
该所还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与商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
敦煌学研究中心、徽学研究中心、古代服饰研究中心，挂靠的学术团体有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先
秦史学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明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主办刊载中国古代史及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专门学术刊物《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成立于1950年，主要研究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内容涉及这一时期
的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历史。
其前身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1950年5月1日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1977年5月改称现名。
现设有政治史(晚清史)、民国史、中外关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革命史、史学理论、台湾
史等9个研究室，《近代史资料》编译室，《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思想史、社会
史两个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设在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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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靠的民间社团有中国史学会、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
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
该所编著出版的《中国通史》《中华民国史》《沙俄侵华史》《19世纪香港史》《中国复兴枢纽——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国近代通史》《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等专著为
学术界瞩目。
目前正进行的研究项目主要有中国国民党(含台湾时期)史、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民国外交史、
台湾历史、中华民族抗战史等多项国家和院重大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5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
行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
研究方向与任务是以研究世界近现代历史为主，同时开展对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研究。
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跨时代、跨国别、跨地区的专题研究；探讨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特别是自16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的统一性、多样性与历史经验；探讨和阐述
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主要研究部门有：史学理论研究室、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俄罗斯东欧历史研究室、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历史研究室和西欧北美历史研究室。
该所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西班牙研究中心和加拿大研
究中心。
挂靠的民间社团有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世界
近代现代史研究会等14个研究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专事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的机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代管。
下设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外交史与港澳台史四个研究室，主办国内唯一的国史学术期
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国家一级社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该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设立了国史系，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该所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和1950年卷等学术著作；组织出版了《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人物传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等系列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成立于1983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开放性研究机构。
边疆中心主要研究方向是：以中国近代边界研究、中国古代疆域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
为内容，重点研究中国近代边界变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历史上治边政策的经
验教训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历史遗产，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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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根据中国史学会会长会议决定，组织国内各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编撰的。
李文海会长主持了这次会长会议。
2005年7月，中国史学会的代表出席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向国际历史学会执行局
提交了2007年在北京举办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的申请。
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申请。
2007年9月，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顺利举行。
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国史学会为各国历史学家专门组织了一天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中国历史
学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史学会为讨论会提供了ll篇学术报告的中、英文文本，有9位中国历史学家在会议上作了报告。
这些报告引起了各国学者的热烈反响。
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将11篇报告的英文文本发表于国际历史学
会的官方网站。
为了准备好上述会议，中国史学会会长会议在2006年9月决定邀请相关学者准备学术报告，并在这次学
术报告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增加篇幅，对中国历史学各主要领域的学术发展作一次初步总结。
会长会议责成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海鹏主持这项工作。
我们邀请了国内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相关学科20多位学者参与其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副所长、科研处金以林同志全力支持了这项工作。
经过努力，他们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并且获得了批准。
本书的各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项目的经费支持。
中国史学会会长会议通过了各项研究专题及其承担人。
在实施课题研究和约稿的过程中，研究专题和承担人都有个别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决定出版系统总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30年来的发
展状况的丛书，要求把本书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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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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