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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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刊载具有原创

性、新颖性、前瞻性、探索性的优秀论文以及前沿成果。本期学科服务动态采集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2017 年度转载的学术论文数据，统计第一完成

单位数据，对 12 所国内高校的转载情况、学科排名进行了对标分析，并详细分

析了我校的单位分布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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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图 1  2013~2017 年 12 所高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复旦大学 21 17 27 30 15

中国人民大学 23 18 20 25 22

北京大学 22 23 19 22 20

北京师范大学 22 16 18 16 14

南京大学 13 10 18 18 17

南开大学 8 15 13 7 11

浙江大学 10 10 9 11 12

吉林大学 13 11 11 7 9

四川大学 12 10 9 10 10

中山大学 10 5 7 10 11

厦门大学 12 14 6 1 7

武汉大学 13 14 8 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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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 2013~2017 年 12 所高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

情况，复旦大学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赶超北京大学与中国人

民大学，且跃居 12 所高校首位，但 2017 年则有所回落；我校在 2015-2017 年

保持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 

2013~2017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我校学术论文共计 64 篇，在

12所高校中排名第 6；我校 2017年的转载量为 17 篇，在 12 所高校中排名第 3，

较 2016 年上升了 3 位。表 1 为 12 所高校近五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量的排名情况。 

表 1  2013~2017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校际比较 

高校名称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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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量 

排

名 

复旦大学 21 4 17 3 27 1 30 1 15 5 110 1 

中国人民大学 23 1 18 2 20 2 25 2 22 1 108 2 

北京大学 22 2 23 1 19 3 22 3 20 2 106 3 

北京师范大学 22 2 16 4 18 4 16 5 14 6 86 4 

南京大学 13 5 10 9 18 4 18 4 17 3 76 5 

武汉大学 13 5 14 6 8 10 12 6 17 3 64 6 

南开大学 8 12 15 5 13 6 7 10 11 8 54 7 

浙江大学 10 10 10 9 9 8 11 7 12 7 52 8 

四川大学 12 8 10 9 9 8 10 8 10 10 51 9 

吉林大学 13 5 11 8 11 7 7 10 9 11 51 9 

中山大学 10 10 5 12 7 11 10 8 11 8 43 11 

厦门大学 12 8 14 6 6 12 1 12 7 12 40 12 

※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栏目排名 

2013~2017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在 12所高校

中位于前 6名的有 8个学科，其中文化转载量排名第 3，政治学转载量排名第 4，

哲学、法学、语言学转载量排名第 5，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转载量排名第 6，

8 个学科共计转载了 56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87.5%。表 2 为 12 所高校各

栏目的转载量及排名情况。 

表 2  2013~2017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各栏目转载量校际比较 

高校名称 
栏目转载量/排名 

文化 政治学 哲学 法学 语言学 经济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文学 历史学 教育学 

北京大学 2/7 12/3 10/6 9/4 2/4 18/3 9/2 3/2 13/1 18/2 8/2 

北京师范大学 5/2 4/10 20/2 4/6 5/1 8/8 2/9 0 8/2 14/4 16/1 

复旦大学 6/1 19/1 22/1 4/6 4/2 20/2 8/3 0 4/7 19/1 2/4 

吉林大学 0 6/7 19/3 14/2 0 6/11 2/9 0 2/10 1/12 0 

南京大学 2/7 8/6 17/4 2/11 1/5 15/5 4/7 2/4 7/3 11/5 1/5 

南开大学 2/7 6/7 8/7 3/9 1/5 18/3 4/7 0 2/10 10/6 0 



高校名称 
栏目转载量/排名 

文化 政治学 哲学 法学 语言学 经济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文学 历史学 教育学 

厦门大学 3/3 2/12 6/9 3/9 1/5 8/8 2/9 2/4 1/12 7/7 5/3 

四川大学 3/3 4/10 0 14/2 3/3 5/12 1/12 0 5/4 16/3 0 

武汉大学 3/3 10/4 16/5 6/5 1/5 14/6 5/6 1/6 3/8 2/11 0 

浙江大学 2/7 10/4 4/10 4/6 1/5 14/6 8/3 0 5/4 3/10 0 

中国人民大学 1/11 13/2 7/8 15/1 0 42/1 7/5 7/1 5/4 7/7 1/5 

中山大学 3/3 5/9 4/10 1/12 0 7/10 12/1 3/2 3/8 4/9 0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单位排名 

2013~2017 年，我校 64 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主要分布在

14 个二级单位，其中转载量位于前 5 名的单位分别是哲学学院（15 篇）、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11 篇）、经济与管理学院（9 篇）、法学院（8 篇）、文学院（5 篇），

共计转载了 48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75%。 

2017年，我校 17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分布在 12个单位，

其中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各 3篇，经济与管理学院 2篇。表 3 为我校

各单位转载量的年度分布情况。 

表 3  2013~2017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单位分布 

单位名称 
转载篇数 

总计（排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哲学学院 4 4 3 3 1 15（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3 1 1 3 3 11（2） 

经济与管理学院 2 3 1 1 2 9（3） 

法学院 1 2 1 1 3 8（4） 

文学院 1 2 0 1 1 5（5）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1 1 0 1 1 4（6）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1 1 0 0 1 3（7）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0 0 0 1 1 2（8） 

历史学院 0 0 1 0 1 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0 0 1 1（10） 

社会学系 0 0 0 0 1 1（10） 

新闻与传播学院 0 0 0 0 1 1（10） 

财政金融研究中心 0 0 1 0 0 1（10）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0 0 0 1 0 1（10） 

总计 13 14 8 12 17 64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2017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共计 17 篇，其中有 1篇

论文亦被 2017 年的《新华文摘》转载（*号标记论文），有 1 篇论文亦被 2017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号标记论文）。论文的详细信息见表 4。 



表 4  2017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刊

期 
题名（原载报刊） 

第一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2 
从大选看美国政治的问题、形象和走向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1期） 
孙来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当代中国政治精英更替中的“变”与“常” 

（原载于《江汉论坛》2017 年第 1 期） 
刘伟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3 国家监察立法的六个基本问题（原载于《江汉论坛》2017 年第 2期） 江国华 法学院 

3 
版权的异化与重构 

（原载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2期） 
叶娟丽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3 
城市贫困空间固化的社会治理研究 

（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 3期） 
慈勤英 社会学系 

3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原载于《西南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期） 汪信砚 哲学学院 

4 
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 

（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 3 期） 
方长安 文学院 

4 
模块化：传媒组织重构的动因与路径 

（原载于《编辑之友》2017 年第 5 期） 
吕尚彬 新闻与传播学院 

4 
民主抑或公平：政治研究的人本价值选择 

（原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 3 期） 
刘俊祥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5 
改进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从财政依附性反思中国社会保险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4期） 
熊伟 法学院 

5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原载于《江汉论坛》2017年第 6 期） 郭熙保 经济与管理学院 

5 
中国雾霾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4期） 
齐绍洲 经济与管理学院 

5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调整再审视 

（原载于《税务与经济》2017 年第 4期） 
汪连杰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5 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报告（原载于《宏观质量研究》2017 年第 2期）* 程虹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6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管理义务及刑事责任 

（原载于《法商研究》2017 年第 5 期） 
皮勇 法学院 

6 
统筹文化建设内容与文化工程项目布局 

（原载于《文化软实力研究》第 2卷第 4期） 
傅才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6 
流求王欢斯渴剌兜：台湾历史上的“印度化时代” 

（原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 5期） 
鲁西奇 历史学院 

（注：标记*号的论文亦被 2017 年的《新华文摘》转载，标记#号的论文亦被 2017 年的《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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