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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建设一流文科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意见》，以及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结合上海

大学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战略目标

及文科发展的需要，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迎接新技术革命和新基建浪潮，围绕

“双一流”建设总体目标，强基固本、扬长补缺，强化问题意识，

注重交叉协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上海风格的世界一流文科，

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和哲学社会科学家，实现文科高质量发展，

促进学校整体实力提升。

二、建设目标

上海大学建设一流文科的总体目标是：遵循文科发展规律，

优化学科布局、营造良好生态、完善评价机制，推动文科学科实

现内涵式发展,建成原创思想策源、理论范式构建、服务模式创

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重镇，加快促进上海大学建成世界一流、

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经过五年左右的建设，服务社会的能力显著提升，学科综合

实力明显提高，实现 A+学科突破，形成一流文科新发展格局；

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 2035 年，文科整体实力进一步提升，服

务社会能力位居全国前列，在多个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学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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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更加突出，有 6-8 个学科进入全国前列，其中 3-4 个学科达到

A+学科水平。

三、建设任务

（一）强化价值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赓续红色基因，强化价值引领，在传承鼎新中巩固和加强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集聚学校相关资源，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加快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进入全国重点马院行列，强化学习、

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作用。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

教师理论学习、培训研修的必修课，不断提升广大教师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素养，引导广大教师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教学和研究全过程。

（二）加强队伍建设，打造高层次文科人才聚集地

探索充分发挥文科资深教授作用的机制，实施青年领军人才

培育计划，着力组建高水平创新团队，形成一流文科人才高地。

加大海外引智力度，不断提高博士后队伍的数量和质量。积极开

展理论及话语体系创新，着力培育活跃在国内外学术前沿、满足

国家和上海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水平人才队伍。

（三）加强学科规划，推进新文科体系建设

对标教育部新一轮“双一流”学科建设标准，用足用好国家

“双一流”、地方高水平建设项目的政策叠加效应。坚持“有进

有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优化学科布局，厚实优势学科、

强化基础学科、调整弱竞争力学科、布局缺失关键学科，注重交

叉融合，全面推进一流学科体系建设。实施顶尖学科筑峰计划，

重点支持社会学、世界史、美术学冲击高峰；实施文史哲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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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强基计划，提升理论原创力；推出《上海大学新文科建设方

案》,实施交叉学科推进计划，规划“文科+”学科体系，打破学

院、学科壁垒，营造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创建多学科协

同发展、相互支撑的学科生态。

（四）聚焦重点领域，打造精品力作和学术高地

制定并实施精品力作培育计划，鼓励潜心研究，打造扎实厚

重、思想与学术并重的传世精品。制定并实施重大攻关项目培育

计划，适应文科发展趋势，结合文科优势领域，建设国家及省部

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打造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平台。制定并实

施艺术创作支持计划，鼓励深入生活，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文艺

作品，打造“新海派”艺术高地。

（五）创建高端智库特区，提升服务战略需求能级

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围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积

极贡献上大智慧。结合学科优势，构建“特色鲜明、功能互补、

整体优化、形成合力”的“1+3+N”智库发展格局，努力建成基

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思想文化、经济管理、

美感教育等领域 3 个智库群，培育若干诸如强国战略、财税与政

府绩效、国别研究、智媒体等领域的特色智库。探索智库特区机

制，支持专业化及实体化建设，改善智库成果评价机制，增强智

库建设与学科发展的良性互动。

（六）坚持开放办学，积极拓展文科发展空间

加强校地合作，拓展文科发展新空间，把握上海建设产教融

合型城市的契机，推进美院吴淞院区和环上大影视园区建设。深

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推动特大城市治理向区域协同发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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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拓展，打造江南影视创制基地。充分发挥上海研究院作用，大

力引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优质的智力资源和国际学术交流资源，助

力上海大学一流大学建设。

（七）贯彻国际化战略，提升文科世界影响力

坚持实施国际化战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外人文交流中

的积极作用。着眼全球新格局与文科国际化，集聚国内外优质学

术资源，落实教育部“国际组织人才创新实践项目”基地建设，

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培育文科“111 引

智基地”，着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的一流文科人

才。

四、保障措施

（八）统筹多方力量，健全文科发展的保障机制

加强文科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新文科发展，重点布局文科实

验室、文科实验教学中心、文科数据调查中心建设。加大公共学

术服务平台建设，发挥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智库楼、艺术

及体育场馆等支持构建新型知识服务体系的功能。促进学术出版

平台和学术期刊繁荣发展，增强我校文科学术影响力。

（九）发挥文科优势，营造良好校园文化

开展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深化实

施校史工程，将百年上大的红色传统和改革精神转化为育人资源。

依托美术、电影、音乐、文学等学科力量，坚持以美育人、以文

化人，激发广大师生的文化艺术创新活力，形成具有上大特质的

校园文化。

（十）优化评价体系，增强管理服务职能



— 6 —

全面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完善

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克服“五唯”痼疾，完善人才及工作评价制

度，保障文科高质量发展。增强文科管理职能，提高管理服务水

平。完善“组织、服务、管理”三位一体的科研创新管理体系，

加强制度供给。探索科研组织模式创新，促进科研协同，营造利

于文科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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