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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型学术文摘，它重点反映具有

原创性或体现新观点、新思路、新材料，提出或解决相关学术问题的优秀论文，

以及具有前瞻性、探索性或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的前沿成果。本期学科服

务动态根据《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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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综合考虑学校的科研表现，选择 11 所国内高校作为与武汉大学进行比较分

析的对标高校。2012-2015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共转载学术论文 2113

篇，有 1779 篇（占比 84.2%）来自高等院校。其中，武汉大学四年转载量为 46

篇，在 12 所高校中排名第 8；我校 2015 年的转载量为 8 篇，在 12 所高校中排

名第 10。按五年时间窗统计，近年来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的转载量排

名有所下降。表 1 为 12 所高校近七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排名情

况。 

表 1  12 所高校 2009-2015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排名 

年份 

 

 

高校 

2009-2013 2010-2014 2011-2015 2015 2012-2015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复旦大学 126 1 118 1 122 1 27 1 97 1 

北京大学 109 3 109 3 109 3 19 2 87 2 

中国人民大学 117 2 114 2 114 2 19 2 81 3 

北京师范大学 82 4 85 4 82 4 18 4 70 4 

南京大学 66 6 63 7 65 6 18 4 58 5 

南开大学 65 7 62 8 67 5 13 6 56 6 

厦门大学 67 5 66 5 60 8 6 12 48 7 

武汉大学 54 9 58 9 53 10 8 10 46 8 

吉林大学 63 8 65 6 63 7 11 7 45 9 

四川大学 45 12 48 11 51 11 9 8 45 9 

浙江大学 53 10 52 10 54 9 9 8 41 11 

中山大学 51 11 48 11 40 12 7 11 30 12 

（注：以第一作者单位为准）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栏目分布 

2012~2015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主要涉及了 10 个栏

目，其中转载量位于前两名的栏目分别是哲学和经济学，共计转载了 25 篇论文，

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54.34%，详见表 2。 

表 2  2012~2015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分布 

学科 
总转

载量 

高校 

转载量 

武大 

转载量 
比例* 学科 

总转

载量 

高校 

转载量 

武大 

转载量 
比例* 

哲学 237 218 14 30.43% 历史学 282 237 2 4.35% 

经济学 390 301 11 23.91% 文化 109 89 1 2.17% 

政治学 225 175 7 15.22% 文学 182 154 1 2.17% 

法学 280 258 5 10.87% 语言学 66 60 1 2.17% 

管理学 105 92 2 4.35%      

教育学 145 125 2 4.35% 总计 2021 1709 46 100.00% 

*说明：表中比例为武大各学科转载量占武大总转载量的比例。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栏目排名 

按五年时间窗统计，近年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各栏目我校的转载

量排名大多数表现为上升趋势。2015 年，我校转载论文涉及哲学、经济学、政

治学、法学、历史学 5 个栏目。表 3 为我校各栏目转载量在 12 所高校中的具体

排名情况，表 4 为 12 所高校各栏目的转载量情况。 

表 3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在 12 所高校中的排名 

年份 

 

学科 

2009~2013 2010~2014 2011~2015 2015 2012-2015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哲学 14 3 13 5 14 3 3 2 14 3 

经济学 7 8 11 6 11 6 2 7 11 6 

政治学 7 7 7 5 7 5 1 7 7 4 

法学 9 5 10 5 8 5 1 4 5 5 

历史学 4 10 3 11 3 10 1 7 2 11 

管理学 3 7 2 8 2 9 0  2 9 

教育学 2 5 2 3 2 4 0  2 4 

文化 2 10 2 9 2 9 0  1 9 

文学 5 7 6 4 3 10 0  1 11 

语言学 0  1 8 1 7 0  1 5 

社会学 1 9 1 8 0  0  0  

总计 54 9 58 9 53 10 8 10 46 8 

 

 



表 4  12 所高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2015 年各栏目转载量情况 

栏目 高校/转载论文数 

哲学 

复旦大学/17，吉林大学/17，武汉大学/14，北京师范大学/13， 

南京大学/12，北京大学/10，南开大学/6，浙江大学/6，中国人民大学/5，

厦门大学/5，中山大学/3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22，复旦大学/19，北京大学/15，南开大学/15， 

厦门大学/12，武汉大学/11，南京大学/10，浙江大学/8， 

北京师范大学/7，中山大学/6，吉林大学/4，四川大学/3 

政治学 

复旦大学/16，北京大学/12，中国人民大学/10，南开大学/7， 

武汉大学/7，南京大学/5，浙江大学/5，北京师范大学/3，中山大学/3，

吉林大学/3，厦门大学/1，四川大学/1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17，吉林大学/16，四川大学/14，北京大学/7， 

复旦大学/5，武汉大学/5，北京师范大学/4，南开大学/3，南京大学/3， 

浙江大学/3，厦门大学/2 

历史学 

北京大学/16，南开大学/15，四川大学/13，复旦大学/13， 

北京师范大学/11，南京大学/9，厦门大学/7，中山大学/6， 

中国人民大学/4，浙江大学/3，武汉大学/2，吉林大学/1 

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8，浙江大学/8，北京大学/6，复旦大学/6，中山大学/5，

厦门大学/4，南开大学/3，南京大学/3，武汉大学/2，北京师范大学/1， 

吉林大学/1， 

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14，厦门大学/7，中国人民大学/3，浙江大学/2， 

北京大学/2，南京大学/2，武汉大学/2，复旦大学/1 

文化 
复旦大学/6，北京师范大学/4，厦门大学/4，四川大学/4，北京大学/3，

南京大学/3，中山大学/3，浙江大学/2，武汉大学/1，南开大学/1 

文学 

北京大学/11，北京师范大学/8，复旦大学/6，四川大学/5，南京大学/5，

南开大学/5，中国人民大学/3，厦门大学/2，浙江大学/2，吉林大学/2，

中山大学/1，武汉大学/1 

语言学 
北京师范大学/5，复旦大学/4，四川大学/4，北京大学/2，南京大学/1，

南开大学/1，厦门大学/1，浙江大学/1，武汉大学/1 

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7，复旦大学/3，北京大学/3，厦门大学/3，南京大学/2，

中山大学/2，四川大学/1，浙江大学/1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院系排名 

2012-2015 年，我校 46 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主要分布在

13 个院系、研究院、研究中心等单位，其中转载量位于前三名的院系分别是哲

学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共计转载了 27 篇论文，占全

校转载总量的 58.7%。哲学学院稳居我校转载量排名首位。2015 年，我校《高

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的转载量为 8 篇，分布在哲学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法学院、历史学院、财政金融研究中心 6 个院系。表 5

为我校各单位转载量的排名情况。 

 

 



表 5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院系排名 

年份 

 

单位 

2009~2013 2010~2014 2011~2015 2015 2012-2015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转载量 

排 

名 

哲学学院 15 1 13 1 13 1 3 1 13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6 3 7 4 7 3 1 2 7 2 

经济与管理学院 5 5 6 5 7 3 1 2 7 2 

法学院 11 2 12 2 9 2 1 2 6 4 

文学院 6 3 8 3 5 5 0  3 5 

历史学院 3 6 2 6 2 6 1 2 2 6 

财政金融研究中心 1 7 1 9 2 6 1 2 2 6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1 7 2 6 2 6 0  2 6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1 7 2 6 2 6 0  2 6 

教育科学研究院 1 7 1 9 1 10 0  1 10 

武汉大学（刘道玉） 1 7 1 9 1 10 0  1 10 

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 1 7 1 9 1 10 0  0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1 7 1 9 1 10 0  0  

社会学系 1 7 1 9 0  0  0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2012-2015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共计 46 篇，论文

的详细信息见表 6。 

表 6 我校 2012-2015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序

号 
题名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出版年 

刊

期 

1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中的财政风险 吴俊培；张斌 财政金融研究中心 2012 2 

2 
行政法的全球视野--行政法学研究的新方

法 
江国华；李鹰 法学院 2012 1 

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要缺陷及其完善 杨泽伟 法学院 2012 6 

4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研究现状与发展动

态述评 
蒲蕊 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2 4 

5 中国管理学构建问题的再思考 谭力文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2 2 

6 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 谢贵安 历史学院 2012 2 

7 论大学创新体系的构建 刘道玉 武汉大学 2012 5 

8 
文化自觉与文化攀附和文化自省：从当代新

儒家儒学宗教性讨论及其缺失谈起 
段德智 哲学学院 2012 3 

9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性结构 何萍 哲学学院 2012 4 

10 
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执政党建设：中国经验及

其理性审视 
唐皇凤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2 4 

11 “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 唐皇凤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2 6 



12 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的合法性：困境与重构 王宗涛 法学院 2013 3 

13 中国城镇化的质量问题和健康发展 
简新华；罗钜钧；

黄锟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3 6 

14 环境质量、公共服务与国民健康 卢洪友；祁毓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3 4 

15 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 叶娟丽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2013 2 

16 中国古典美学的空间情结与方法论意义 裴萱 文学院 2013 4 

17 意识之母：试论华夏史前审美意识的本原性 陈望衡 哲学学院 2013 3 

18 20 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 李维武 哲学学院 2013 2 

19 当代心理学观照下的自由意志问题 刘毅 哲学学院 2013 1 

20 列宁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汪信砚；周可 哲学学院 2013 2 

21 
民生国家论——中国民生建设的广义政治

分析 
刘俊祥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3 5 

22 
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

略取向 
唐皇凤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3 2 

23 
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与

未来愿景的一种理论解读 
唐皇凤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3 4 

24 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与体制创新 程虹；刘芸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2013 6 

25 
建构法治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

础工程 
李龙 法学院 2014 4 

26 转型中国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模型建构 廖奕 法学院 2014 5 

27 食品价格、核心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目标 候成琪；龚六堂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1 

28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及其对中国

经济影响 
张彬；李柏林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3 

29 
管理自主权：融会中国与西方、连接宏观与

微观 
张三保；张志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3 

30 
公共物品与市场化：一个关于中国学术期刊

的悖论 
叶娟丽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2014 4 

31 
经典的世代更替与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

—兼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长时段视角 
陈文新；方宪 文学院 2014 4 

32 
中华元典关键词的原创意蕴与现代价值—

—基于词根性、坐标性和转义性的语义考察 
李建中 文学院 2014 3 

33 
施特劳斯、罗尔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谱

系及其内在关系 
李佃来 哲学学院 2014 5 

34 
中国化范式与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

术史 
李佃来 哲学学院 2014 4 

35 
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总体走向

与基本历程 
李维武 哲学学院 2014 6 

36 建设有文化的文化心理学 钟年；谢莎 哲学学院 2014 5 

3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构建研究：回顾与反

思 
叶娟丽；黄华莉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4 5 

38 
产品质量如何决定经济增长质量？——基

于山区的实证研究 
罗连发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2014 4 



39 中国财政宏观政策的经济稳定功能研究 吴俊培；卢盛峰 财政金融研究中心 2015 4 

40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 秦前红；李少文 法学院 2015 2 

41 环境污染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郑君君；刘璨等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5 

42 出土文献与古代政区地理研究 晏昌贵 历史学院 2015 3 

43 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内在会通 李佃来 哲学学院 2015 2 

44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正义观的三个转向 李佃来 哲学学院 2015 6 

45 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思考 吴根友 哲学学院 2015 6 

46 陷入还是自主：中国慈善组织的“结构洞” 张奇林；石磊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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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