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1959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四川分

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建立。1962 年

该所改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所。1978 年 6 月，四川省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所与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

合并组成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

1983 年 4 月，更名为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负责

人为邓止戈、黄觉民、林超、杨秀照。四

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为陈文，副

院长李文博、秦其谷、林超、贾成、吴儒

玢、冯举、廖永祥、郑青。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院长为刘茂才，副院长林凌、顾宗

枨、谭洛非、王治国、陈世松(1985 年

底)。1985 年，有院属研究机构 16 个

(含代管、共管单位，见表 2—1)。有刊

物 11 种(含代管刊物)，科研人员 306

人，高中级研究人员 123 人。

经济研究所 1978 年 8 月成立四

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室。

1980 年 5月建所。1983 年 3 月机构改

革，经济研究所分为经济研究所、工业

经济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所、财贸经

济研究所。1985 年，经济研究所与《经

济体制改革》编辑部合署办公。下设科

研机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四川省经济发展战略等研究

组、《四川经济年鉴》。研究方向及任

务：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

体制改革的实际，开展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理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经

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控制研究，工

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人口研究等。

主要研究课题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四川经济发展战略等。出版

刊物：《经济体制改革》(双月刊)、《社

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内部交流)。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属研究机构一览表

哲学研究所 1978 年 9 月成立哲

学研究室。1980 年 5 月改为哲学研究

所。下设科研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中国哲学史、伦理学等研究。研究

方向及任务：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着重研究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的有关哲学问

题，中国哲学史上四川籍哲学家思想

和著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服务。主要研究课题有：应用

哲学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有关伦理学

问题，四川古思想家(包括扬雄、费密、

陈抟、张栻、魏了翁、来知得、唐甄、杨

升庵、廖平等)研究。

历史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是在

1978 年 8月，成立历史研究室和地方

史研究室，1980 年 8月合并，与《历史

知识》编辑部合署办公。下设科研机

构：古代史、近现代史研究、资料室和

《历史知识》编辑部。研究方向及任务：

以研究四川历史为主，兼顾中国史和



外国史的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有：四川

各个历史时代的断代史，四川政治、经

济、文化方面的专史，四川通史。出版

刊物：《历史知识》(双月刊)。

文学研究所 1978 年 8 月成立文

学研究室。1980 年 5 月更名为文学研

究所。1985 年创办《抗战文艺研究》，

《抗战文艺研究》编辑部与所合署办

公，下设科研机构：当代文学、现代文

学、古典文学、文艺理论等研究室和

《抗战文艺》编辑部、四川石刻艺术研

究课题组。研究方向及任务：研究四川

作家、作品，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

题。研究的课题有：抗战文艺、四川作

家、文艺作家、中国神话、《三国演义》、

四川石刻艺术等。出版刊物：《抗战文

艺研究》(双月刊)，《美学新潮》(丛刊，

不定期)。

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毛泽东思想研

究所是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编辑部基

础上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编辑

部于 1983 年 9 月成立，1985 年成立

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实行刊所合一。下

设科研机构：研究室、编辑室、编务室。

研究方向及任务：从理论到实践，历史

地、全面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着重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

的新发展。以理论研究为主，兼办刊

物。出版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季

刊)。

第二节 成、渝两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1980 年成

立。所长过杰、副所长谭继和、龙凤阳。

科研人员 30 人。下设经济、历史、社会

学等研究室，情报资料室。刊物有《成

都市经济问题研究》(双月刊)。

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1982 年成

立。所长陈家聪，副所长罗平、杨洛。科

研人员 35 人。下设经济、社会学、哲学

等研究室、情报资料室，《重庆社会科

学》编辑部，《体制改革探索》编辑部。

刊物有《体制改革探索》(月刊)，《重庆

社会科学》(内部发行)。

第三节 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1978 年以后，四川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为

研究解决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

列新情况、新问题，一些省级部门和

高等院校先后建立了一些科研机构

(见表 2—2、表 2—3)。



四川省省级部门所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览表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原是中国科学

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始建于 1959

年。1964 年，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合并

成立省民族研究所。下设科研机构：民

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

史、民族学、民族语言及藏学等 6 个研

究室。研究方向及任务：基础理论研究

与应用研究并重，着重研究四川各民

族兼及西南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

化、政治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主要研究课题有：四川民族地区的经

济发展问题、人口问题、历史和现实中

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国民族政策史、羌

族史、彝族史和藏族史的研究，凉山彝

族奴隶制研究，藏、彝语言文字的研

究，藏族文化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刊

物：《民族论丛》、《国外藏学动态》(两

刊均系内部交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51 年，



成立省文管会办公室。1985 年，正式

成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下设科

研机构：田野考古研究室、地面文物研

究室、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室。《四川文

物》编辑部。研究方向及任务：在对全

省文物调查、保护、发掘、研究、宣传的

基础上，着重以“巴蜀文化”为核心的

四川地方文化体系及以石窟和出土文

物保护为重点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

究作为主要科研方向。出版刊物：《四

川文物》。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

1979 年成立。下设科研机构：金融

理论研究、金融历史钱币研究，刊物编

辑和综合资料等 4 个室。研究方向及

任务：主要研究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与

政策，编写金融史志。以应用理论和政

策研究为主。重点是围绕四川省经济

金融工作和改革的实际，为领导决策

提供依据。出版刊物：《四川金融》(月

刊)，《四川省金融志通讯》(双月刊，内

部交流)

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计划经济研究

所 1980 年 11 月成立。下设科研机

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战略、理论、体

制(含当前综合性对策、措施)、现代管

理方法、企业、情报资料等研究室，《计

划与管理》编辑室。研究方向及任务：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四川省

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为领导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客观情况

和理论依据。主要是：根据中央的方针

政策和省的中心工作，对四川省经济

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及

时提出意见和建议；研究经济体制改

革中关于计划体制改革和计划方法的

改进，配合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研究

计划编制和执行中的重大问题。出版

刊物：《计划与管理》。

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1980 年 10

月 21 月正式成立。下设科研机构：政

策理论研究室，财政史研究室，编辑室

和科研组织室。研究方向及任务：着重

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的财

政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同时也进行

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史的研究。主要

研究课题有：财政改革的方向及其理

论依据 ，社会主义财政在新形势下的

地位、作用和财政分配的领域及范围，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分级财政体制的探

讨，改革、完善国营企业利改税制度和

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改革农村税收

制度，加强社会财力的综合平衡，改革

财政再分配体系，新形势下财政监督

的形式，内容和方法等。出版刊物：《四

川财政研究》(月刊内部发行)和不定

期的财政书籍。



四川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览表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1964 年 9 月

建立印度研究室。1979 年 10 月扩建

为南亚研究所。下设科研机构：印度研

究室、南亚其他 国家研究室、资料编

译室和《南亚研究》编辑部。研究方向

及任务：以研究南亚各国经济、政策现

状为主，兼及历史。研究的课题有：南

亚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南亚各国经济

比较研究，中印对比研究，南亚各国部

门经济，南亚各国对外关系等。出版刊

物：《南亚研究季刊》。

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 1979 年成

立，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单位，被确

定为全国高教系统人口研究和培训的

西南中心。下设科研机构：人口理论研

究室、计算机室、《人口研究译文》编辑

部、资料室。研究方向及任务：研究四

川农村人口问题和西南少数民族人口

问题；南亚人口问题。出版刊物：《人口

研究译文》(公开发行)，《人口研究资

料》(内部交流)。

四川大学历史研究所 1980 年成

立。下设科研机构：先秦史、魏晋南北

朝史、四川地方史、古文字学、民族史

等研究室。研究方向及任务：主要从事

古文字学、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四

川古近代史和中国民族(着重西南地

区)史的研究。

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1980

年成立。下设科研机构：汉语言文学、

唐宋文学、文艺美学和郭沫若等研究

室及资料室。研究方向及任务：参加编

写《汉语大字典》；注释《郭沫若全集》，

编选郭沫若研究论文集和郭沫若选

集，编写《苏轼研究资料汇编》，校注

《苏轼全集》，开展郭沫若研究、三苏研

究、唐诗研究、杜甫研究、唐宋散文研

究等。出版刊物：《郭沫若研究专刊》

(不定期刊物)。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 1980 年成立

宗教研究室，1984 年改名为宗教研究

所。下设科研机构：中国道教思想史、

道教与中国科技、宗教学原理、西南少

数民族宗教研究室及《宗教学研究》编



辑室和图书资料室。研究方向及任务：

以道教研究为主，兼及宗教学原理和

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出

版刊物：《宗教学研究》季刊。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1983 年

成立。研究方向及任务：以先秦两汉魏

晋南北朝历史古籍、宋代文学古籍的

整理研究为主。

西南师范学院西亚研究所 1981 年

成立西亚地理研究室，1985 年 2 月以

室为基础由学校批准正式成立西亚研

究所。下设科研机构：西亚地理研究

室、西亚历史研究室。研究方向及任

务：西亚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其范围东

面可扩展到东亚、西南可延伸至包括

南欧和北非的地中海地区。研究重点

是从历史和地理角度综合考察西亚地

区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我国

的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

借鉴。近期研究课题有：《西亚地理》和

《伊朗通史》。出版刊物：《西亚研究》。

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1984 年 2 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正式成

立。下设科研机构：汉语研究室、文学

研究室、文学文献研究室、历史文献研

究室。研究方向及任务：力求形成特

色，对汉语、历史、文学的古籍进行整

理和专题研究，侧重地方历史、文献的

研究。

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1984 年 4 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下

设科研机构：教学理论研究室、心理学

研究室、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室。研究

方向及任务：以“教学论”为中心，兼顾

师范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史及教育心

理的研究。出版刊物；《西南教育论

丛》季刊(内部发行)。

四川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

前身为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室。1982 年批准独立建所。

下设科研机构：周秦文学研究室、魏晋

六朝文学研究室、唐宋文学研究室、明

清文学研究室、古代美学及文论研究

室等。研究方向及任务：古籍整理与研

究生培养。

四川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年

成立，1961 年中辍后又于 1983 年恢

复。下设科研机构：发展经济和区域经

济研究室、财经史研究室、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研究室、资料情报室。研究方向

及任务：发展经济、区域经济和经济改

革。

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1951 年

成立民族学院研究室。1958 年中断。

1979 年，恢复筹建民族研究所，1980

年正式成立。下设科研机构：民族历

史、民族学、民族理论、民族经济、地理

等 4 个研究室和编辑部、民族博物馆、

民族情报资料室。研究方向及任务；立

足四川的藏、彝、羌民族社会历史文化

的研究，兼顾西南土家、布依等少数民

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重点是四

川藏族及凉山彝族的文化研究。出版

刊物：《民族教育》双月刊，全国公开发行。



第一节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1979 年 6月 6～15 日，召开四川

省首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成立

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筹

备组，开展筹备组建四川省哲学社会

科学学会联合会的工作，1981 年 12

月 8～12 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

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四川省社科联)召

开首次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四川省社

科联。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

会章程》规定四川省社科联的宗旨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促进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

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

社会主义强国服务。

首届省社科联名誉主席杜心源、

杨超、任白戈；顾问张秀熟、彭迪先、马

识途、徐中舒、潘大逵、邓止戈、缪铖；

主席沈一之，副主席陈文、刘洪康、

许琦之、李半黎、李吉均、李哲愚、

肖菊人、余涧南(女)、宋锡仁、胡光、

胡晓风、秦其谷、黄明、黄友凡、韩纪元。

1985 年 11 月 10 日，四川省社科

联召开了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

修改并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

四川省社科联第二届理事会。名誉主

席谭启龙、杜心源、任白戈、张秀熟；顾

问彭迪先、马识途、徐中舒、潘大逵、缪饱、

邓止戈、陈文、韩纪元、刘洪康、李哲愚、

秦其谷、许琦之、黄明、杨明照、李吉均；

主席杨超，副主席许川、宋锡仁、陈国志、

郑青、冯举、林凌、王文肃、康电、隗瀛涛、

钟明钊、刘诗白、张凤山、王文才、王先高、

向在仁、阿旺措成。

截止 1985 年底，四川省社科联已

有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 87 个，一些

地、市、州也相继成立了社科联(详见



表 2—4)，全省社科联所属各学会共

有会员 6 万多人。1984 年和 1986 年

两次评奖中申报的成果就达到 8800

多项(1985 年科研成果)，获中央有关

部门、全国性学会和省政府奖励的项

目达 958 个，(获全国性各类奖励的有

32 项；获省级的奖励 926 项)。其中一

等奖 19 项，二等奖 132 项，三等奖

461 项，四等奖 295 项；优秀奖 6 项，

荣誉奖 13 项。

部分地、市、州社科联机构表

第二节 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

80 年代以来，四川省从事社会科

学研究的学会、协会、研究会先后恢复

和重建。到 1985 年底为止，全省已有

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共 87 个，其中

语言文学、文艺理论学科 20 个，历史

学学科 11 个，哲学学科 3 个，经济学

学科 31 个，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学

科 12 个，教育学学科 2 个，新闻出版

学科 5 个，民族、人口学学科 3 个(详

见表 2—5 至 2—12)。



(一)四川省语言文学、文艺理论研究学团体一览表



(二)四川省历史学研究学术团体一览表

(三)四川省哲学研究学术团体一览表



(四)四川省经济学研究学术团体一览表



(五)四川省教育学研究学术团体一览表

(六)四川省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学术团体一览表

(七)四川省人口、人才、民族研究学术团体一览表



(八)四川省新闻、出版、文化研究学术团体一览表



第一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

1976 年 6 月 6～15 日，四川省首

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

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省 18 个市、

地、州、20 多所大专院校、省委党校、

省级各有关部门，省属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及成都军区的代表 226 人。这次

会议讨论了理论战线的形势和任务，

议定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3 年、8

年规划(1978,～1985)。会议期间，成立

了四川省哲学学会、经济学会、历史学

会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筹备组及部分学会、研究会的筹备组。

1983 年 3 月 16～19 日，四川省

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成都

召开。来自全省各地、市、州委宣传部，

省、市、地委党校，省内各社会科学研

究机构以及大专院校从事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教授、学者、研

究人员 220 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

了 1982 年 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座谈会精神，总结了四川省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活动的情况，提出了制订

“六五”重点科研规划的原则和具体办

法。会议期间，省计经委副主任刘伯华

介绍了四川省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六五”计划及“七五”计划的设

想，为会议制订“六五”期间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科研课题规划提供了依据。

第二节  全国性学术会议

一、语言文学

首届全国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

1979 年 6 月 12～19 日在四川省乐山

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郭沫若研究工



作者 130 人参加了讨论会。许琦之、艾

芜、华忱之、高兰、戈宝权、吴伯萧、楼

适夷、孙席珍、陈瘦竹等出席了会议。

会上，戈宝权、高兰、华忱之、孙席珍等

作了专题报告。会议收到论文 33 篇。

会议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对中国文学、

历史、考古及古文字学等方面的重要

贡献。会议决定发起成立郭沫若研究

会。

全国苏轼学术讨论会 1980 年 9 月

12～17 日在四川省眉山县“三苏祠”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科研单

位、新闻出版及浙江杭州、湖北黄冈、

广东儋县、河南郏县等地代表共 82 人

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40 篇。会议讨

论了苏轼的历史地位、美学思想、文艺

思想及其政治观点等问题。会后成立

了中国苏轼研究会。

首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4 月 15～21 日在成都召开。

来自全国 17 个省、市、自治区社科院

和高等学校代表共 120 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收到论文 60 篇。李希凡、王

利器、缪 # 等作了专题报告。讨论会

围绕罗贯中的生平和《三国演义》成书

问题，着重讨论了《三国演义》成书的

时间、主题、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及艺

术成就问题；关于《三国演义》在中国

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怎样评价

毛纶、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本的问

题和如何看待清嘉靖本《三国通俗演

义》的小字注等问题。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 1983

年年会暨理论讨论会于 1983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

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单

位代表 150 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70 篇。会议围绕艺术辩证法的理论研

究问题，如何运用艺术辩证法思想研

究艺术创作实践问题，怎样探索民族

化、大众化、现代化的关系以及艺术创

作中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艺术创作

中的“自我表现”、继承民族传统与学

习外国经验的关系问题等进行了讨

论。会上，公木作了《谈毛泽东诗词的

艺术成就》、杨炳作了《矛盾推动社会

生活和文学艺术前进》的专题报告。会

议就某些报纸对西方现代派文艺所作

的不切实际的宣传提出了批评。

全国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 1984 年

5 月 23～27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

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研

究工作者共 80 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

论文 60 篇。会议针对近年来国际上流

行的“屈原否定论”进行了评论。会上，

屈守元、汤炳正、李世刚、陈思岑等专

家、教授作了专题报告。

全国新闻学学术讨论会 1985 年 10

月 11～14 日在重庆召开。会议由中国

新闻学会联合会、中国社科院新闻研

究所、四川省新闻学会、重庆市新闻学

会共同发起召开的。来自全国各地新

闻界代表 80 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53 篇。会议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新闻



事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闻工作的

经验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郭沫若在重庆”全国学术讨论会

1985 年 10 月 13～18 日在重庆市召

开。会议是由中国文联、中国郭沫若研

究会和四川、重庆文联等单位联合发

起召开的。来自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

区郭沫若研究的专家、教授、教学及有

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了讨论会。收到

论文 50 篇。会议就郭沫若在重庆时期

的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的指导思想、史

学活动问题以及郭沫若研究的现状和

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首次“三国与诸葛亮”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5 年 11 月 24～29 日在成都召

开。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文博等单位代表以及泰国、日本、香港

等地代表共 130 多人参加了讨论会。

苏联、美国、马来西亚等国不少学者发

来电报、贺信、贺诗及论著表示祝贺。

收到论文 30 篇。会议讨论了三国史和

《三国演义》研究的问题，关于诸葛亮、

曹操等历史人物问题，关于历史人物

与其艺术形象的关系问题。

二、历史学

中国史学规划会议 1979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2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

国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教授及实际工

作者 280 人参加了会议。大会主席团

由邓广铭、王仲荤、史念海、朱杰勤、严

中军、董冬、吴泽、陆志仁、陈乐素、陈

文、陈庆华、郑天挺、林超、翁独健、奚

原、郭纯武、徐中舒、韩儒林、唐长孺、

梅益、校关桦、梁寒冰、傅衣凌、蔡尚

思、黎澍、戴逸等 26 人组成。会议的中

心议题是讨论、修改和落实《中国历史

学八年规划(1978～1985)》。会议期

间，分组进行了讨论，落实各断层历史

学科的具体规划，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全国首次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

1981 年 3 月 10～14 日在四川省珙县

召开。会议由徐南洲、李绍明、林白、沈

仲常分别主持 。来自全国 13 个省、区

的 132 名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参加了

讨论会。收到论文 83 篇。会议讨论了

中国悬棺葬的文化内涵、族属及其源

流等问题。

全国党史人物第二次讨论会 1981

年 4 月 12～20 日在四川省重庆市召

开。来自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 184

个单位的正式代表 227 人出席了会

议。徐彬如、胡华、欧阳惠、彭明、肖效

钦、陈铁健、杨益言等作了专题报告。

会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编写 500 名党

史人物传记规划指示精神，要求党史

研究工作者在编写人物传记时，必须

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实事

求是，全面地、历史地评价党史人物，

反对那种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和

随意拔高或美化人物的作法。

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 1981 年 10

月 15～21 日在四川省合川县召开。来

自全国 27 个单位的 49 名代表参加了



讨论会 。收到论文 22 篇。会议着重讨

论了钓鱼城保卫战在历史上的地位、

作用及其性质等问题。

全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历史讨

论会 1982 年 9 月 21～24 日在成都

召开。会议由廖盖隆、杨超主持。来自

全国党史界代表 300 余人参加了会

议。廖盖隆、王首道、谭启龙、杨超、胡

华作了专题报告。收到论文 150 篇。会

议对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

各革命根据土地革命的共同点和特

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这次会议对四川地方史的研究

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0

月 5～11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高

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博、档案、新闻出

版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 90 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对中国封建社会的

生产力发展状况，租佃关系的生产、特

点和历史作用，封建地租的形态，中国

商业资本的类型与特点、流转趋势和

条件，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萌芽以及关于经济史的研究

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中日唐史世家讨论会 1983 年 10

月 24 日在四川大学举行。来自国内部

分高等学校的专家、教授和日本京都

大学、川冶大学、北海道大学等高校学

者共 30 人参加了讨论会。会上，华东

师范大学杨延福教授作了《玄奘生平

系年初考》、山东大学王仲犖教授作了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的学术报

告；日本京都大学谷川道雄作了《唐贞

观统治集团的政治伦理》、川冶大学崛

敬一作了《计帐与户籍管见》、李斌城

作了《隋唐五代农民起义与宗教及儒

家的关系》等学术报告。收到论文 63

篇。

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2 月1 0～14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

国各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

110 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52 篇。

会议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对《山海

经》书中有关天文、地理、历史、科技、

医学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杨超作了题

为“怎样看待和研究《山海经》”的报

告。徐中舒、谭其骧、袁珂也在会上作

了学术报告。

首次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

1984 年 11 月 2～5 日在成都召开。来

自全国各地史学界专家、学者 76 人参

加了会议。周一良、田余庆、黄烈、缪

# 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田余庆

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现状和

问题》、黄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

族问题》两个学术报告。会议就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经济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

进行了讨论。

《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

讨论会 1985 年 3 月 25～31 日在四

川省重庆市四川外语学院举行。参加

会议的中国学者有：南京大学教授张

威廉、叶逢植，复旦大学教授董向椎、



蒋孔阳，北京大学教授杨业治、严宝瑜

以及部分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代表共

60 人。参加会议的德国方面代表有：

德国席勒协会秘书长泽勒教授，联邦

德国日耳曼学家协会主席欧勒尔斯。

会议对席勒的作品与生平、席勒与中

国的相互关系、席勒作品在全国的接

受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收到论文

27 篇。会后出版了《席勒与中国》论文

集。

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 1985 年 4月

20～24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 150 位专家、教授

和中青年史学、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

议。收到论文 80 篇。会议对教案(反

洋教运动)的起因、反洋教运动的性

质、历史作用及地位、基督教在华传

教史、对来华传教士的评价；反洋教运

动的上限、下限及分期问题进行了讨

论。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

1985 年 11 月 17～22 日在成都召开。

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军队院校的中国现代史、革命

史、中共党史科研工作者、教学工作者

220 人参加了讨论会。收到论文 140

篇。会议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国

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问题，抗战时期

国统区的经济问题和抗战时期美国的

对华政策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三、哲学

全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讨论会

1980 年 10 月 6～15 日在四川省乐山

市召开。来自全国 15 个省市自治区

48 个单位的哲学研究、教学工作者和

自然科学工作者 128 人参加了会议。

收到论文 70 篇。会议对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的对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

出版了《实践、认识、真理》论文集。

全国毛泽东思想讨论会 1982 年 2

月 22～28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

大专院校、党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

等单位的代表 120 人参加了会议。杨

超作了专题报告。会议对如何认识毛

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

用问题，关于实事求是的问题，关于理

论、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

用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收到论文 100

篇。

第三次全国伦理学学术讨论会

1984 年 11 月 5～11 日在成都召开。

来自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0

名从事伦理学、德育教学和研究工作

者参加了讨论会。收到论文 60 篇。会

议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与伦理道德的关

系问题，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道德的

特征，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的关

系，怎样看待责、权、利是社会主义制

度下的“义”与“利”的统一，怎样认识

改革中出现的“能挣会花”、“致富光

荣”等口号，怎样看待共产主义劳动态

度，怎样理解“道德总是以或多或少的

自我牺牲为前提”，如何理解价值规律



与道德进步、商品生产与道德的关系

以及对个体户的职业道德等问题进行

了广泛的讨论。

全国党校第五次哲学讨论会 1985

年 7月 14～25 日在成都召开。会议由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马迅主

持。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校系

统的哲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共 157 人

参加了讨论会。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

英教授在会上作了“关于新的历史时

期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问题”和“哲学教学改革”两个专题报

告。收到论文 110 篇。会议就经济体

制改革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经济体

制改革与唯物辩证法、经济体制改革

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经济体制改革

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新技术革命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五个专题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

中国无神论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

1985 年 10 月 5～12 日在成都召开。

来自全国的专家、教授、学者任继愈、

郭鹏、丁宝楠、杨超、汤一介、卿希泰、

隗瀛涛、贾顺先等近 100 人参加了会

议。收到论文 53 篇。会议讨论了中国

无神论思想发展史与宗教学问题，如

何理解党对宗教的基本政策，我国宗

教如何同社会主义相协调，宗教产生

的根源、社会影响，宗教演变的趋势，

无神论宣传的作用、必要性、方式方法

以及如何对待我国目前出现的“宗教

热”等问题。

四、经济学

全国首届畜牧业经济讨论会 1979

年 6月 1～6 日在成都召开。会议对畜

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畜

牧业如何贯彻“调查、改革、整理、提

高”的方针，如何用现代化科学技术促

进畜牧业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认为应该确定农区以农为主，农林牧

结合，农林牧 副渔全面发展；牧区以

牧为主，牧林农结合，因地制宜，全面

发展的生产方针。

全国首次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讨论会

1981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5 日在成

都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经

济界代表 200 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

文 100 篇。会议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

结构问题，着重讨论了所有制结构的

含义和决定因素，30 年来中国生产资

料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左”的错误的根

源，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关系，

农村包产到户的必然性、性质和趋势，

个体经济的性质和中国现阶段要不要

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等问题。对于

在我国内现阶段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经

济存在的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

点和意见。

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讨

论会 1981 年 4 月 16～25 日在成都

召开。来自全国经济界理论工作者和

教学人员 300 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

文 150 篇。会议讨论了经济调整的目



标、步骤、扩大企业自主权，国营企业

实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企业内部的

领导体制，工业改组与企业联合，计划

调节与市场调节等问题。马洪作了专

题报告。会议决定将《全国经济管理

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讨论会纪要》上

报国务院，供领导决策参考。

全国首次储蓄理论讨论会 1982 年

7 月 4～11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

各地金融界代表 58 人参加了会议。会

议讨论了储蓄与生产建设的关系，储

蓄与收入，储蓄与消费的关系、储蓄与

货币流通的关系等问题。

全国经济效益讨论会 1982 年 11

月 10～16 日在成都召开。会议对如何

评价当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怎样提

高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怎样考核经济

效益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全国价格理论讨论会 1983 年 3 月

14～23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价格理论工作者、教学

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180 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对价格管理中贯彻计划经济

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社会主义

价格形成的基础，价格改革与提高经

济效益的关系以及价格改革的实施步

骤和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

1983 年 11 月 14～19 日在成都召开。

会议对当前我国农村体制改革存在的

主要问题、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或突破

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全国城市工业管理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2 月 5～12 日在重庆市召

开。来自全国各大中城市从事理论研

究、教学和实际经济工作的代表 23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体制改革试点

城市的试点权问题，工业企业改组联

合问题，企业利改税问题，企业的革新

和技术改造问题，中心城市如何管理

工业，城市改革的突破口问题，经济区

的疆界和辐射面问题以及流通领域中

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

论。

全国大城市人口问题和对策讨论会

1984 年 11 月 24～30 日在成都召开。

来自全国 25 个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

大城市代表 160 人参加了会议。这是

理论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

相结合共同探讨我国城市人口发展战

略的一次全国性讨论会。会议着重讨

论了大城市人口发展的基本方针和如

何进一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等问题。

五、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与实践的关系讨论

会 1980 年 11 月 2～9 日在重庆市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心理学研究工作

者、教学工作者 144 人参加了会议。收

到论文 93 篇。会上，陈立报告了出席

第 22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的感受和情

况；林方和车文博作了专题报告。潘菽

就心理与实践的问题发了言。会议讨

论了心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学术讨论会

1982 年 11 月 4 日在四川省温江县召

开。来自全国党史界理论工作者、教学

工作者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30 篇。廖盖隆作了专题报告，会议就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党的创

建时期与共产国际帮助以及“第三时

期”对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全国社会学学科规划会议 1983 年

4 月 1～8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

省、市 、自治区社会学界代表 58 人参

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

六五”期间社会学重点研究项目 ，确

定了《江苏小城镇研究》、《我国城市家

庭现状及发展趋势——五城市家庭研

究》、《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三个课题列

为国家“六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并草

签了这三个项目的议定书。会议还讨

论了人才培养、社会学研究队伍建设

以及“七五”规划的设想等问题。

全国城市政权建设理论讨论会

1985 年 12 月 4～9 日在四川省重庆

市召开。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有关部门、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法学会

及 50 个城市、28 所高等院校、19 个科

研机构以及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 200

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100 篇。会

议对党政分开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自身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立

法、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与经济体制改

革的关系以及市管县、市辖区、街道办

事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三节 省级重要学术会议

一、语言文学

四川省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

1982 年 3 月 25～31 日在成都召开。

来自全省 12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

议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 40 周年为主题，着重

讨论了《讲话》的重要历史意义、文艺

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创

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以及文艺批

评的标准等问题。收到论文 30 篇。

中国抗战文艺学术讨论会 1982 年

12 月 7～14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省内

及全国 12 个省市的代表 110 人参加

了会议。收到论文 38 篇。会议对抗日

战争时期国统区文艺的估价、党对抗

战文艺的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

协会”及其分会的活动情况等问题，以

及郭沫若、茅盾、老舍、夏衍、田汉、艾

芜、沙汀、王任叔、萧红、曹禺、路翎、陈

白尘、巴金等作家在抗战中的创作活

动进行了讨论。会议还讨论了抗战话

剧运动、抗战木刻运动、“七月诗派”、



“孤岛”文学、抗战中的文艺论争等问

题。

四川省庆祝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

四老八十寿辰学术讨论会 1985 年 5 月

23～29 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科研单位

的专家、教授、教学和科研人员、文艺、

新闻单位代表 180 人参加了会议。任

白戈就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四老

的创作道路、成就及思想艺术特色作

了专题报告，张秀熟 对四老在文学艺

术上的丰功伟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会议就四老文学创作的特点、创作

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

用和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足石窟艺术讨论会 1985 年 11

月 20～30 日在四川省大足县召开。参

加会议专家、学者共 62 人。会议讨论

了大足石窟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

大足石窟在历史、宗教、艺术诸方面的

价值。以及大足石窟、四川石窟的全面

研究等问题。

二、历史学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

1979 年 5 月在四川省巴中县召开。

第二次讨论会于 1980 年 5 月 8～12

日在陕西汉中召开，会议交换了论文，

资料共 43 篇。1982 年 6 月 7～12 日

在四川省南充市召开了第三次学术讨

论会。来自北京、大连、西安、昆明、南

充、重庆等地代表 165 人参加了会议。

1985 年 12 月 15～20 日在陕西省西

安市召开了第四次讨论会。由于各地

已相继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机

构，“川陕革命根据历史研究会”决定

从 1986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活动。

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 1980 年

3 月 3～6 日在成都召开。30 多位长期

从事明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专

家、教授参加了讨论会。收到论文 20

篇。会议着重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杀

人”的真相，张献忠在明末清初农民战

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张献忠起义失败

的原因等问题。

四川省纪念辛亥革命 70周年讨论会

1981 年 8 月 8～12 日在成都召开。

来自省内外代表 120 人参加了讨论

会。收到论文、资料 65 篇 。会议着重

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作用

和伟大历史功绩，四川立宪派在保路

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会党与辛亥革

命的关系，四川保路运动的经济原因

和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

四川省反洋教运动学术讨论会

1982 年 6 月 10～15 日在大足县召

开。来自省内外史学界代表 100 人参

加了讨论会。会议对反洋教运动的性

质和作用，反洋教运动和余栋臣起义

的性质，起义的直接原因、它与北方义

和团运动的关系、与哥老会的关系、对

四川保路运动的影响，对起义军主要

领导人的评价及知识分子在起义军中



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都江堰兴建史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0 月 18～21 日在四川省灌县召开。

来自四川及北京、长江中上游一些省

市的史学及水利科学工作者 45 人参

加了会议，收到论文、资料 30 篇。会议

从历史学和水利学方面对都江堰兴建

的时间及其主持者、《史记·河渠书》

中有关都江堰记载的“离堆”、“沫

水”、“江陀”、“玉垒”应如何理解，李冰

和鳖灵，如何看待都江堰兴建史的意

义及今后研究都江堰兴建史应注意的

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在成

都召开。来自省内党史界及高等院校

党史教学工作者 200 人参加了会议。

收到论文 100 篇。会议对四川地方党

领导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及其失败的原

因、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

期的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90周年

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2 月 19～23 日

在成都召开。来自省内党史界及科研、

教学单位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人 120

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120 篇。省

政协主席杨超作了“毛泽东同志关于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

学术报告。

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学

术讨论会 1984 年 9 月 12～15 日在

成都举行。参加会议代表 50 人。会议

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

等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贡献问题进行

了讨论，收到论文 30 篇。中央文献研

究室副研究员石仲泉作了《周恩来同

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思考》和

《周恩来同志对革命的贡献》两个专题

学术报告。

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

术讨论会 1985 年 7月 7～11 日在成

都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210 人。收

到论文 129 篇。会议着重讨论了抗日

的原因、趋势、规律。

三、哲学

四川省首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

1978 年 8月在成都召开。来自省内部

分高等院校、省级机关各大口和解放

军驻川部队的哲学工作者、宣传理论

干部共 8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

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川省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

1978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5 日在成

都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200 人。会议

围绕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

哲学思想这个中心问题，着重讨论了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标

志，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突出贡

献，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毛泽

东哲学思想体系如何概括表达，毛泽

东哲学思想与中华民族优秀哲学遗产

的关系，以及怎样理解“物质变精神，



精神变物质”这一命题，“一分为二”是

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等问题

进行了广泛讨论。还对杨超撰写的《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一书进行了讨

论并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

四川省第二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

1979 年 10 月 3～6 日在成都召开。来

自省内哲学界及有关单位代表 120 人

参加了讨论会，收到论文 60 篇。

异化与人道主义讨论会 1981 年 12

月 14～19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成都、

重庆及省内代表 40 人参加了会议。会

议围绕“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着重

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把出现的

一些问题动辄就称之为“异化”，是否

会出现全面性、根本性的“异化”，马克

思主义的实质是否即人道主义，共产

主义是否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等问题

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成都市首届自然辩证法研究

会学术年会 1982 年 3 月 17～22 日在

成都联合举行。参加会议代表 140 人。

会议就生产实践中的若干辩证法问

题，高等理工科学校如何开展自然辩

证法教育工作，自然辩证法和管理科

学如何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三论”(系

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的研究问

题如何进一步配合工农业生产和当前

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紧迫任务，如何搞

好自然辩证法的自身建设，如何坚持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建立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的联盟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

讨论。会议还介绍了全国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成立和在罗马尼亚召开的世界

第十六届国际科学史学术讨论会情

况。

四川省改革与哲学理论讨论会

1985 年 10 月 21～24 日在四川省大

足县召开。来自省内哲学界和理论宣

传界代表 52 个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

讨论了哲学的作用与改革中的哲学，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共产主义思

想教育两个方面的问题。

四、经济学

四川省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 1977

年 12 月 26～30 日在成都召开，参加

会议的有省、市委宣传部、省委党校、

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计委、省劳

动局、四川师范学院及部分工矿企业

宣传理论工作者代表 80 余人。

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 四川

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于 1979 年 2

月 15～26 日在成都召开 。会议根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领导

关于理论问题的讲话精神，由省社会

科学研究院、省计委、省物委共同主持

召开。来自省内各地、市、州委宣传理

论部门和物价部门代表 130 人参加了

会议。会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清

理了“左”的思想影响，批判了“四人

帮”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的歪曲。会议讨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

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价



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稳定物价

的方针和价格形成的基础等问题。会

议认为，国营企业之间调拨的产品，没

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它实质上不是

商品。这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

应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十分重

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把计划调节与市

场调节结合起来。对于国营企业的产

品，过去没有把它当成商品，要改变这

种状况，必须从国营企业所有权与经

营权上入手，把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

分开，通过利润分成或自负盈亏等办

法，使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产品也就

带有商品性质了。

全民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讨论会 四

川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讨论会

于 1980 年 5 月 28～29 日在成都召

开。来自省内理论界代表 35 人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

发起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全民所有制

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是不是

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实行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会不会改变全民所有

制企业性质两个问题。会议认为，在经

济体制改革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理论上是有根

据的，在试点经验证明是可行的。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是商品经济通行的经

济原则。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具有相对

独立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管

理者，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后，不会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

把上缴利润改为向国家纳税，用法律

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

收入。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所有

制形式具有稳定性，经营管理形式则

具有灵活性、多样性，占有权和使用权

可以适当分离。实行自负盈亏可以打

破大锅饭，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四川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

1981 年 3 月 1～4 日在永川县召开。

会议就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

四川省养猪经济理论讨论会 1981

年 6月 24～28 日在广汉县召开。会议

对 1980 年以来我省一些生产商品猪

的地区出现所谓“卖猪难”的实质，原

因和解决的办法进行了探讨。

四川省第二次价值规律讨论会 四

川省第二次价值规律讨论会于 1981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5 月在成都召

开。来自省内代表近 200 人参加了会

议。收到论文 64 篇。会议讨论了价格

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价格形式的基础、

稳定物价和调整物价的关系和农产品

价格改革等问题。会议认为，价格改革

的目标就是要逐步建立起一个适合我

国国情的、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

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具有自动调节机能

的物价管理体系，从而正确地调整和

处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以促进生产

和流通，改革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

制，完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

则；改革单 一的计划价格形式，实行



国家统一价、浮动价、议价、自由价等

多种形式，建立价格法，加强社会监

督，解决价格决策科学化的问题。

四川省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讨论会

四川省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讨论会于

1982 年 3 月 4～9 日在成都召开。会

议由省经济学会和省财政学会联合主

办。到会代表 90 人，收到论文 24 篇。

冯举作了题为《关于经济责任制几个

问题的初步探讨》的学术报告。会议对

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定义、内容、实质以

及经济人责任制与经济核算制的关系

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工业生

产经济责任制就是国家计划指导下，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责、权、利紧

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要完善

经济责任制，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兼顾国家、企

业 、个人三者的经济利益，明确各方

面的责、权、利及其具体内容。加强党

和国家对企业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

经济立法的同时，加强党的思想政治

工作，联系职工的思想实际，把责、权、

利三者统一起来。要教育职工顾全大

局，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主人翁责任感

完成生产责任制。企业作为全民所有

制的经济单位，作为国家计划指导下

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上对

国家负有明确的责任，同时又有相应

的自主权。

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理论讨论会

1982 年 3 月 22～25 日在成都召

开。来自省内各方面代表 60 人参加了

会议。会议就研究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重要性；发展战略研究中的理论、方法

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发展

战略的评价问题，以及今后如何进一

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问题等

进行了讨论。收到论文 22 篇。

四川省支农资金经济效益讨论会

1982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 日在成

都召开。来自省内财政、金融及经济理

论界代表 13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对

农业与财政的关系问题，影响支农资

金经济效益的问题，提高支农资金经

济效益的途径问题，以及财政支农的

对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供销社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

1983 年 6 月 13～16 日在成都召开。

会议着重就供销社的性质、任务、地位

和作用问题以及如何把农村供销合作

社办成综合性服务中心的问题进行了

讨论。

四川省工业发展战略讨论会 1983

年 6 月 25～30 日在四川省自贡市召

开。参加会议代表 58 人。收到论文 70

篇。会议讨论了四川省工业发展战略

的意义和工业发展决策类型的选择，

工业发展的方向，影响四川工业经济

效益的主要原因，企业的调整与改组，

工业结构与布局，工业发展的途径，重

点及措施等问题。会议讨论情况由省

计经委专文上报省委、省政府，供领导

决策时参考。



四川省对农村土地转包和雇工经营问

题讨论会 1983 年 8 月 21～25 日在

德阳县召开。会议就土地转包的形式

和雇工的性质两个问题作了重点讨

论。

《资本论》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1

月 4 日成都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关

于《资本论》中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否

属于“预测”或“未来学”的问题以及对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 1984

年 1 月 5～8 日在成都召开。来自省内

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

者、教学工作者、管理工作者近 400 人

参加讨论会。向大会提供论文和调查

材料 140 多篇。会议对今后我省经济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重大方针、措

施、科技政策与战略问题进行了认真

的研究和讨论。对如何依靠科技进步

振兴四川经济，如何根据四川省情加

快发展新兴产业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好

的意见、办法、措施和决策方案。会议

决定将讨论的情况形成意见、建议和

决策方案，上报省委、省政府，供领导

决策时参考。

四川省农村商品经济理论讨论会

1984 年 9 月 10～14 日在成都召开。

到会代表 200 余人。会议对如何认识

和怎样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调整农业

结构、农村专业户、联产承包责任制、

交通运输、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生产

以及培养农村人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

的讨论。收到论文 200 篇。

四川省搞活企业理论讨论会 1985

年 6月 17～23 日在成都召开。参加会

议代表 120 人。会议就经济体制改革

中搞活大中型企业的理论与实践问

题，厂长负责制与职工民主管理问题，

搞活企业的内部、外部条件问题，以及

乡镇企业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问题

等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县级财政讨论会 1985 年 7

月 5～10 日在温江县召开。参加会议

代表 60 人。会议就县级财政的地位、

作用问题，县财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等进行了讨论。

抗战时期西南经济研究讨论会

1985 年 9 月 23～ 25 日在重庆市召

开。来自省内及上海、昆明、成都、重庆

等地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 35 人 参加

了会议。会议就开展抗日战争时期西

南经济研究的意义、地位、作用问题，

抗战时期重庆经济理论的特点问题，

以及编写《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

究》丛书的意见等进行了讨论。

企业富余人员问题讨论会 1985 年

10 月 7～10 日在重庆市召开。来自劳

动人事部及北京、云南、贵州、湖北等

省市和武汉、西安、昆明、重庆、成都、

贵阳、长沙等市劳动部门、劳动学会、

科研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代表 78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针对当前

企业改组联合、承包经营中出现的大



量富余人员问题，着重对富余人员的

认识问题，富余人员的含义、范围，企

业富余人员产生的原因，解决企业富

余人员的对策以及安置富余人员的形

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西南六省区市金融科研理论讨论会

1985 年 11 月 11～17 日在重庆市召

开。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西藏

和重庆市金融科研、教学工作者及中

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中心、国际

金融研究所、工商银行总行调查信息

部、湖北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重

庆体改委等单位代表共 170 人参加了

会议。会议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围绕如

何搞好宏观控制，搞活微观经济这个

中心议题，着重对论了怎样处理好宏

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问题；怎样

发挥银行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问

题；如何做到紧中有活，怎样加强横向

资金通融，把金融搞好，把经济搞活的

问题。

五、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

四川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规划

会议 1979 年 7 月 27～31 日在成都

召开 。会议传达了全国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研究大连规划会议精神，讨

论了目前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了我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些课题和马恩列

斯毛泽东经典著作研究的近期设想。

四川省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

实践讨论会 1981 年 10 月 23～26 日

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国实现社

会主义的条件和必然性、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及其不断完善、我国现阶

段社会性质问题等。

四川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讨

论会 1982 年 2月 5～11 日在成都召

开。会议就精神文明的定义、建设精神

文明的重大意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区别、共产主义思

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的依

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征、精神

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以及发展经

济还要不要继续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

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讨论会

1982 年 6 月 7～9 日在成都召开。参

加会议代表 36 人。会议讨论了思想政

治工作的定义、对象、特征、指导思想、

内容、目的和方法等问题。

四川省关于社会主义的阶级和矛盾问

题理论讨论会 1982 年 7 月 6～11 日

在成都召开。会议对阶级的范畴；人民

内部是否在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商品货币的存在是否具有产生

新剥削分子的根源；如何在正确评价

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思

想政治工作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防止

“和平演变”与“继续革命”的区别等问

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讨论会

1983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在成都



召开。来自省内各地、市、州委宣传

部、各级党校、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

代表 120 人参加了会议。陈文作了《关

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

的专题报告。会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基本含义和

几种表述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改革的关系等问题

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政治学首次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1 月 8～12 日在成都召开。

会议对清除精神污染与政治学的建

设、加强政治学研究的意义和重点等

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学术讨

论会 1984 年 8 月 14～17 日在成都

召开。参加会议代表 80 余人。收到论

文 69 篇。中共党史研究室佟英明应邀

作了题为“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

系问题的再认识”的学术报告。会议对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共

产党的创立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帮

助，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会议认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

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它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涉及到我们党历史上路线政

策的是非，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和发展，涉及到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

中国革命的功过，也涉及到今天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问题。中国共

产党的创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

应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

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会议对斯大林

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不准革命”的原

因及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对中共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影响进

行了分析。

四川省第二次统一战线理论讨论会

1984 年 10 月 16～20 日在成都召开。

参加会议代表 11 人。收到论文 68 篇。

四川省政协主席杨超作了“统一战线

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学术报告。会议以

统一战线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为中心，着重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

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统一战线发展

的趋势问题，统一战线与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统一战线

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新时期统一战线

中两个联盟问题，人民政协与多党合

作问题，民族和宗教问题，“一国两制”

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社会科学与改革学术讨论会

1985 年 4 月 11～16 日在成都召开。

到会代表 100 人。会议对社会科学的

地位与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历

史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以及东西方

文化比较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生活方式理论讨论会 1985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 日在成都召

开。参加会议代表 120 人。会议围绕

生活方式的定义、生活方式的结构、社



会生活方式的历史演变、生活方式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以及

怎样引导人们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

生活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青少年犯罪理论讨论会

1985 年 11 月 5～9 日在四川省灌县

(都江堰市)召开。来自省内及京、沪两

地代表共 60 人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以及进行综合治理的问题。

六、教育、卫生、人口、民族学

四川省计划生育与农业现代化讨论会

1980 年 6 月 24～ 28 日在成都召

开。这是四川省第一次以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探讨人口增长与农

业现代化的专题讨论会。来自省内十

四个单位的人口理论研究工作者和计

划生育工作者 100 人参加了会议。会

议围绕我省人 口增长与农业生产比

例失调的原因及解决的途径问题进行

了讨论。

陶行知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 1983

年 1 月 5～10 日在重庆市召开。来自

省内教育界及有关省、市代表 114 人

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 62 篇。会议围

绕怎样全面地正确地评价陶行知教育

思想，如何继承和发扬陶行知教育思

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川省少数民族人口讨论会 1984

年 11 月 2～6 日在成都召开。参加会

议代表 44 人。会议着重讨论了我省少

数民族人口的现状和人口政策，计划

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有关理论问题

和实际问题。收到论文 11 篇。

七、其他

四川省县志编纂业务讨论会 1984

年 12 月 16～21 日在温江县召开。来

自全国 3 个直辖市、9 个地区，共 58

个市、地、州、县的 62 位代表参加了讨

论会。会议对新县志编纂的目的 、宗

旨、体例、问题；编目概述、建置沿革、

自然地理、经济各志、政治运动及人

物、社会风尚、风土人情、民族、宗教、

大事记和大事记述问题以及体例中的

体裁、断限、详略、立传、图片一系列问

题进行了讨论。

第四节 科研成果评奖活动

80 年代以来，四川省出现了一大

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一定社会经济

价值的研究成果。1984 年和 1986 年，

两次开展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

果评奖活动，社会科学工作者申报的

成果共 8800 多项(限 1985 年前科研

成果)。经过评审，获中央有关部门、四

川省政府和全国性学会奖励的项目有



958 个，其中获全国性各种奖励的有

32 项，获省政府奖励的有 926 项。

省首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

奖活动开始于 1984 年，评选成果时限

为 1978 年 12 月至 1983 年 12 月。共

评选出优秀成果 758 项，其中一等奖

15 项，二等奖 111 项，三等奖 337 项，

四等奖 295 项，荣誉奖的作者 7 人，获

奖项目中，专著(包括译著)达 70 部。

于 1984 年 9 月 10 日在成都召开了四

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首次

授奖大会。

省第二次哲学仕会科学优秀科研

成果评奖活动从 1986 年元月开始，申

报的科研成果时限为 1984 年元月至

1985 年 12 月。申报评奖的项目达

4800 多项。共评选出优秀成果 149

项，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21 项，三

等奖 124 项，优秀成果奖 6 项，获荣誉

奖的作者 6 人。1986 年 10 月 17 日召

开了四川省析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

果第二次授奖大会。此次评奖的专著

达 64 部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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