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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是大型的综合性、学术性、资料性刊物，选录、摘编了高质量、

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论文。本期学科服务动态依据《新华文摘》2013-2017 年

度转载的学术论文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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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图 1  2013-2017 年 12 所高校《新华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中国人民大学 31 49 46 39 40

北京大学 40 37 36 43 41

北京师范大学 28 30 16 17 30

复旦大学 15 18 19 19 15

吉林大学 18 14 14 15 14

南京大学 12 8 12 19 18

南开大学 16 11 9 15 7

浙江大学 6 11 6 13 8

中山大学 13 8 5 10 5

厦门大学 5 7 3 8 10

四川大学 12 5 5 3 5

武汉大学 10 10 6 2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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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 2013-2017 年 12 所高校《新华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情况，各年转载

量均位于前两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我校转载量在 2013-2015 年呈

现下降的趋势，但在 2016 年有了快速的增长，在 12所高校中位列第 3。 

2013-2017 年，《新华文摘》转载我校学术论文共计 65篇，在 12 所高校中排

名第 7；我校 2017 年的转载量为 17篇，在 12所高校中排名第 5，较 2016 年下

降了 2 位。表 1 为 12 所高校近五年《新华文摘》转载量的排名情况。 

表 1  2013-2017 年《新华文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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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 31 2 49 1 46 1 39 2 40 2 205 1 

北京大学 40 1 37 2 36 2 43 1 41 1 197 2 

北京师范大学 28 3 30 3 16 4 17 6 30 3 121 3 

复旦大学 15 6 18 4 19 3 19 4 15 6 86 4 

吉林大学 18 4 14 5 14 5 15 7 14 7 75 5 

南京大学 12 8 8 9 12 6 19 4 18 4 69 6 

武汉大学 10 10 10 8 6 8 22 3 17 5 65 7 

南开大学 16 5 11 6 9 7 15 7 7 10 58 8 

浙江大学 6 11 11 6 6 8 13 9 8 9 44 9 

中山大学 13 7 8 9 5 10 10 10 5 11 41 10 

厦门大学 5 12 7 11 3 12 8 11 10 8 33 11 

四川大学 12 8 5 12 5 10 3 12 5 11 30 12 

（注：以第一完成单位为准） 

※ 《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栏目排名 

2013-2017年，我校《新华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在 12所高校中位于前 6名

的有 4 个学科，其中法学转载量排名第 2，哲学、文化转载量排名第 3，读书

与传媒转载量排名第 6，4 个学科共计转载了 38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58.46%。表 2 为 12 所高校各栏目的转载量及排名情况。 

表 2  2013-2017 年《新华文摘》各栏目转载量校际比较 

高校名称 

栏目转载量/排名 

法学 哲学 文化 

读书

与传

媒 

政治 教育 经济 
文艺

评论 
管理 历史 社会 

北京大学 10/2 31/1 8/1 17/2 28/1 20/2 35/1 23/1 4/3 8/5 12/2 

北京师范大学 1/7 17/5 4/3 8/4 1/12 42/1 11/4 20/2 1/8 11/2 3/5 

复旦大学 0/ 17/5 2/8 9/3 14/4 4/5 17/3 9/5 2/7 6/8 2/7 

吉林大学 1/7 19/4 3/5 0/ 20/3 2/8 6/8 3/12 3/5 10/3 8/4 

南京大学 0/ 9/8 7/2 5/5 7/7 4/5 5/11 13/4 1/8 7/7 10/3 

南开大学 0/ 10/7 0/ 0/ 11/5 2/8 7/6 4/8 4/3 18/1 2/7 

厦门大学 2/5 1/11 2/8 0/ 3/11 9/4 6/8 5/6 0/ 1/12 3/5 

四川大学 2/5 0/ 0/ 3/8 11/5 0/ 0/ 4/8 0/ 10/3 0/ 



高校名称 

栏目转载量/排名 

法学 哲学 文化 

读书

与传

媒 

政治 教育 经济 
文艺

评论 
管理 历史 社会 

武汉大学 10/2 20/3 4/3 4/6 7/7 3/7 6/8 4/8 1/8 4/10 1/10 

浙江大学 6/4 3/10 1/10 4/6 7/7 2/8 8/5 5/6 3/5 3/11 2/7 

中国人民大学 18/1 29/2 3/5 24/1 27/2 19/3 26/2 15/3 5/1 8/5 30/1 

中山大学 1/7 5/9 3/5 1/9 5/10 2/8 7/6 4/8 5/1 5/9 1/10 

※ 我校《新华文摘》转载论文单位排名 

2013-2017 年，我校 65 篇《新华文摘》转载论文主要分布在 16 个院系、研

究院、研究中心等单位，其中转载量位于前 5 名的单位分别是：哲学学院（16

篇）、法学院（10 篇）、马克思主义学院（8 篇）、经济与管理学院（5 篇）、文

学院（4 篇），共计转载了 43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66.15%。 

2017年，我校有 9 个单位的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其中转载量位于前

2 名的单位分布是：哲学学院（4篇）、法学院（3 篇），共计转载了 7 篇论文，

占 2017 年全校总转载量的 4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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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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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2 4 4 16（1） 

法学院 3 1 1 2 3 1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3 0 3 2 8（3） 

经济与管理学院 0 1 0 3 1 5（4） 

文学院 2 0 0 2 0 4（5）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1 0 0 1 1 3（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 0 0 2 1 3（6）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0 0 0 1 2 3（6） 

国学院 0 0 1 1 0 2（9） 

历史学院 0 0 0 0 2 2（9） 

社会学系 0 0 1 1 0 2（9） 

新闻与传播学院 1 0 0 1 0 2（9）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0 1 0 1 0 2（9） 

党政办公室 0 0 1 0 0 1（14） 

教育科学研究院 1 0 0 0 0 1（14）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0 0 0 0 1 1（14） 

总计 10 10 6 22 17 65 



※ 我校《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2017 年，我校《新华文摘》转载论文共计 17 篇，论文的详细信息见表 4。 

表 4  2017 年我校《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刊

期 
题名（原载报刊）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1 
探索文化领域供给侧与消费侧协同改革：政策与技术路径 

（原载于《江汉论坛》2016 年第 8期） 
傅才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3 
中国哲学的时代任务与创新的可能性 

（原载于《学术月刊》2016 年第 10期） 
吴根友 哲学学院 

5 
质量创新战略：质量管理的新范式与框架体系研究 

（原载于《宏观质量研究》2016年第 3期） 
程虹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6 中华美学之魂（原载于《人民日报》2016年 12月 19日） 陈望衡 哲学学院 

7 
关于加快推进南极活动立法的思考和建议 

（原载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 1 期） 
李仁真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7 
业绩考核制度可以促进央企创新吗？ 

（原载于《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2期） 
余明桂 经济与管理学院 

9 
南极政治的进程、挑战与中国的参与战略 

（原载于《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12期） 
阮建平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3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税收协定优惠安排与适用争议研究 

（原载于《中国法学》2017 年第 2期） 
崔晓静 法学院 

1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对象和主体 

（原载于《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 1期） 
汪信砚 哲学学院 

17 
论中国崛起的文明特质与世界意义 

（原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 5期） 
项久雨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 论宪法与党章的关系（原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 年第 3期） 周叶中 法学院 

19 
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治理能力——清代财政制度创新与近代财政体制

发端（原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 8月 6 日） 
陈锋 历史学院 

19 全面依法治国这五年（原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 6月 25日） 李龙 法学院 

19 
2016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调查分析 

（原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 11期） 
沈壮海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治理能力——集权与分权：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

关系及其调整（原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 8月 7日） 
杨国安 历史学院 

21 

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企业-劳动力匹

配调查（CEES）报告（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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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辩证法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原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 3期） 
李佃来 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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