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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是择优推介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成果的文摘类期刊，

它反映学术成果，追踪前沿课题和热点问题，关注学术层面的争鸣与评论，提炼

论著精华。本期学科服务动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2015 年度转载的

学术论文数据，对我校转载情况及学科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和横向比较，以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实力、在国内高校的学术影响力以及

相关学科未来发展的努力方向，为学校制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设有热点聚焦、前沿、学人与学林、马克思主义理论、

哲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军

事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传播学等 16 个栏目，除“论点摘要”、

“推荐论文篇名”、“学术信息（学术信息及书讯）”3 个栏目外，其余均列入统

计范围。综合考虑学校的科研表现，下面选择了 11 所国内高校作为与武汉大学

进行比较分析的对标高校。近五年来，我校共有 140 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转载，在 12 所高校中排名第 3，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年份是 2013 和 2014 年。

表 1 所示为 12 所高校近五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排名情况。 

表 1  12 所高校 2011-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排名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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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39 2 36 3 46 1 48 1 46 1 215 1 6.07% 

北京大学 40 1 42 1 42 2 43 2 42 2 209 2 5.90% 

吉林大学 17 9 40 2 28 4 29 4 26 5 140 3 3.95% 

武汉大学 21 8 26 7 36 3 33 3 24 6 140 3 3.95% 

复旦大学 28 4 32 4 23 6 28 5 22 9 133 5 3.75% 

南京大学 22 6 29 6 22 7 24 6 27 3 124 6 3.50% 



北京师范大学 28 4 23 9 19 9 22 8 27 3 119 7 3.36% 

南开大学 13 11 31 5 25 5 23 7 23 7 115 8 3.24% 

浙江大学 29 3 19 10 20 8 19 10 23 7 110 9 3.10% 

中山大学 22 6 26 7 15 10 20 9 9 11 92 10 2.60% 

厦门大学 15 10 12 11 7 11 11 11 8 12 53 11 1.50% 

四川大学 6 12 7 12 6 12 6 12 10 10 35 12 0.99%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我校论文栏目分布 

2011~2015 年，我校转载论文涉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的 10 个栏目，其中

转载量位于前三名的栏目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宗教学和法学，共计转

载了 72 篇论文，占全校转载总量的 51.43%，详见表 2。 

表 2  2011~2015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分布 

栏目 总转载量 高校转载量 武大转载量 占武大总转载量的比例* 

马克思主义理论 407 317 27 19.29% 

哲学·宗教学 551 440 25 17.86% 

法学 557 491 20 14.29% 

经济学 613 451 15 10.71% 

历史学 513 409 14 10.00% 

文学·语言学 482 394 13 9.29% 

政治学·公共管理 327 273 11 7.86% 

社会学·教育学 649 523 8 5.71% 

新闻学·传播学 82 71 5 3.57% 

国际关系·军事学 230 163 2 1.43% 

合计 4411 3532 140 100%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我校论文各栏目排名 

按五年时间窗统计，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各栏目我校的转载量排名

大多数表现为上升趋势。2015 年，我校转载论文涉及有 8 个栏目，其中有 6 个

栏目的转载量排名位居 12 所高校前 6。他们是：哲学·宗教学（2）、历史学（3）、

马克思主义理论（4）、法学（5）、文学·语言学（5）、社会学·教育学（6）。表

3 所示为我校各栏目转载量在 12 所高校中的具体排名情况。 

 

 

 



表 3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在 12 所高校中的排名 

       年份 

栏目 

2009~2013 2010~2014 2011~2015 2015 

转载量 排名 转载量 排名 转载量 排名 转载量 排名 

历史学 11 8 11 8 14 7 6 3 

哲学·宗教学 19 4 20 4 25 2 6 2 

马克思主义理论 22 2 25 2 27 1 3 4 

社会学·教育学 7 10 6 11 8 10 3 6 

法学 14 5 23 3 20 4 2 5 

文学·语言学 11 7 14 6 13 6 2 5 

经济学 15 7 15 7 15 7 1 9 

政治学·公共管理 6 6 10 5 11 4 1 7 

国际关系·军事学 1 7 2 7 2 8 0  

新闻学·传播学 4 3 5 2 5 2 0  

合计 110 5 131 4 140 3 24 6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我校院系排名 

2015 年，我校有 10 个单位的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其中转载

量位于前三名的院系分别是哲学学院、历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计转载了

15 篇论文，占全校转载总量的 62.5%。哲学学院稳居我校转载量排名首位。表 4

所示为我校各单位转载论文数的排名情况。 

表 4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院系排名 

             年份 

单位 

2009~2013 2010~2014 2011~2015 2015 

转载量 排名 转载量 排名 转载量 排名 转载量 排名 

哲学学院 29 1 34 1 37 1 6 1 

历史学院 7 6 6 7 9 6 5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5 16 3 20 2 4 3 

法学院 13 4 21 2 18 3 2 4 

文学院 7 6 7 6 9 6 2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 2 13 4 12 5 1 6 

社会学系 2 10 2 11 3 11 1 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5 2 13 4 13 4 1 6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1 11 3 10 4 9 1 6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0  1 12 2 12 1 6 

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 0  1 12 1 13 0  

教育科学学院 1 11 1 12 1 13 0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1 11 1 12 1 13 0  



新闻与传播学院 4 9 5 9 4 9 0  

艺术学系 1 11 1 12 0  0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5 8 6 7 6 8 0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我校论文清单 

2015 年，我校有 24 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的详细信息

见表 5。 

表 5 我校 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序号 题名 刊期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1 李达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 1 李志 哲学学院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比较 1 骆郁廷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和延展 1 谢贵安 历史学院 

4 法治财税的要义与诉求 1 熊伟 法学院 

5 神学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 1 赵林 哲学学院 

6 不同群体的环境质量评价 2 程虹；陈昕洲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7 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贡献 2 田文军 哲学学院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生活 2 于涓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两型”社会建设中“两型”农业的发展 3 陈文胜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生态正义 4 郎廷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 4 杨华 历史学院 

12 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 5 秦前红；李少文 法学院 

13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7 丁四新 哲学学院 

14 当代全球金融危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视角 7 何萍 哲学学院 

15 
《念奴娇·赤壁怀古》“樯橹”、“强虏”异文

考辨 
7 王兆鹏 文学院 

16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突破口 9 程承坪；刘凡 经济与管理学院 

17 取消农业税与差序政府信任再生产 9 刘伟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8 中国抗战与中苏相互支持战略格局 10 韩永利；邱显存 历史学院 

19 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 10 胡德坤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20 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抗战伟业 10 李少军 历史学院 

21 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 10 罗玮；罗教讲 社会学系 

22 从子书到经书：《论语》地位的升格 11 钟书林 文学院 

23 西方医疗社会史的由来与前沿问题 12 陈勇 历史学院 

24 《资本论》的叙事结构与马克思正义思想 12 李佃来 哲学学院 

 

 

审稿：刘霞、刘颖              责编：马浩琴、林嘉             电话：68754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