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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动态 
2021 年第 1 期（总第 84 期） 

武汉大学图书馆编                                       二零二一年三月 

 

本期学科服务动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2020 年度转载的学术论

文数据，以第一完成单位统计，对我校及 12 所国内高校的转载情况进行数据分

析，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提供参考。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在 2017~2019 年逐年下降，但转载量排名

在 2018~2020 年逐年上升。2020 年，我校转载论文共计 29 篇，分布在 11 个二

级机构，其中法学院、哲学学院各 7 篇，经济与管理学院、历史学院、社会学

院各 3 篇。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图 1  2016~2020 年 13 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北京大学 42 37 43 47 31

北京师范大学 19 24 19 20 28

复旦大学 26 22 34 30 27

吉林大学 23 17 29 25 28

南京大学 32 25 25 20 31

南开大学 22 20 10 24 31

清华大学 15 18 25 19 29

厦门大学 8 6 6 11 8

四川大学 9 14 16 9 9

浙江大学 22 17 22 21 18

中国人民大学 40 41 42 46 34

中山大学 15 15 22 13 19

武汉大学 20 36 24 2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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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中可以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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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9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在 2020年有所上升，较 2019

年增加了 8 篇。 

2016~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我校学术论文共计 130 篇，在 13

所高校中排名第 5。表 1 为 13 所高校近五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排名

情况。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我校转载量排名在 2018~2020 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

势。 

表 1  2016~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校际比较 

高校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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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 41 1 42 2 46 2 34 1 203 1 

北京大学 42 1 37 2 43 1 47 1 31 2 200 2 

南京大学 32 3 25 4 25 5 20 8 31 2 133 4 

南开大学 22 6 20 7 10 12 24 5 31 2 107 8 

武汉大学 20 8 36 3 24 7 21 6 29 5 130 5 

清华大学 15 10 18 8 25 5 19 10 29 5 106 9 

吉林大学 23 5 17 9 29 4 25 4 28 7 122 6 

北京师范大学 19 9 24 5 19 10 20 8 28 7 110 7 

复旦大学 26 4 22 6 34 3 30 3 27 9 139 3 

中山大学 15 10 15 11 22 8 13 11 19 10 84 11 

浙江大学 22 6 17 9 22 8 21 6 18 11 100 10 

四川大学 9 12 14 12 16 11 9 13 9 12 57 12 

厦门大学 8 13 6 13 6 13 11 12 8 13 39 13 

 

图 2  2016~2020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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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栏目排名 

2016~2020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在 13 所高校中位

于前 6 名的有 6 个学科，其中法学、新闻学·传播学转载量排名均位于第 2，马

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转载量排名均位于第 3，文学转载量

排名第 4，6 个学科共计转载了 92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70.77%。表 2 为

13 所高校各栏目的转载量及排名情况。 

表 2  2016~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各栏目转载量校际比较 

高校名称 

栏目转载量/排名 

法学 
新闻学· 

传播学 

马克思主

义理论 
经济学 

政治学· 

公共管理 
文学 

哲学· 

宗教学 
历史学 

国际

关系 

社会学· 

教育学 

北京大学 26/3 0 10/7 11/7 11/3 24/1 26/1 22/4 18/1 49/1 

北京师范大学 8/7 1/8 9/8 10/8 2/12 21/3 19/6 24/3 1/10 15/6 

复旦大学 4/11 3/3 18/3 10/8 11/3 14/5 21/4 27/1 15/2 16/5 

吉林大学 21/4 0 25/1 15/3 11/3 4/13 4/12 18/5 10/3 14/7 

南京大学 5/9 3/3 15/5 13/6 5/10 23/2 21/4 10/9 6/7 30/2 

南开大学 1/13 0 12/6 21/2 9/7 6/10 11/10 26/2 9/5 11/8 

清华大学 19/6 3/3 5/9 15/3 7/8 9/9 16/9 11/8 8/6 11/8 

厦门大学 5/9 2/6 4/11 7/10 2/12 5/11 3/13 3/13 1/10 6/12 

四川大学 7/8 0 1/13 4/13 3/11 10/8 10/11 17/6 2/8 2/13 

武汉大学 27/2 4/2 18/3 15/3 11/3 17/4 18/8 9/10 1/10 9/11 

浙江大学 20/5 2/6 2/12 5/12 16/1 14/5 19/6 9/10 1/10 10/10 

中国人民大学 30/1 7/1 21/2 40/1 13/2 14/5 22/2 15/7 10/3 26/3 

中山大学 3/12 0 5/9 6/11 6/9 5/11 22/2 8/12 2/8 24/4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二级机构排名 

2016~2020 年，我校 130 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分布在 14 个二

级机构，其中转载量位于前 5 名的机构分别是：法学院（26 篇）、哲学学院（25

篇）、经济与管理学院（19 篇）、马克思主义学院（16 篇）、文学院（10 篇），

共计转载了 96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73.85%。 

2020年，我校有 11 个二级机构的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其中

法学院、哲学学院各 7篇，经济与管理学院、历史学院、社会学院各 3篇，文

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中国边界

与海洋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各 1 篇。表 3 为我校各二级机构转载量的

年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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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2020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二级机构分布 

单位名称 
转载篇数 

总计（排名）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法学院 3 6 5 5 7 26(1) 

哲学学院 4 5 5 4 7 25(2) 

经济与管理学院 2 6 5 3 3 19(3) 

历史学院 0 0 1 2 3 6(7) 

社会学院 0 0 2 2 3 7(6) 

文学院 2 5 1 1 1 10(5) 

新闻与传播学院 0 1 1 1 1 4(1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 3 0 1 1 6(7)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0 1 0 0 1 2(11)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1 0 0 0 1 2(11)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2 1 0 1 1 5(9)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6 4 1 0 16(4) 

艺术学院 0 1 0 0 0 1(13) 

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0 1 0 0 0 1(13) 

总计 20 36 24 21 29 130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2020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共计 29 篇，经与 2020 年《新

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比对，其中有 2篇论文同时被

2020年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号标记论文）。论文的详细信息见

表 4。 

表 4  2020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序

号 
题名（原载报刊） 

第一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刊期 

1 
概念词化的知识考古：由词通道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 8 期） 
冯天瑜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1 

2 
洛克的证据原则及其认知合理性意义 

（《复旦学报》2019 年 5 期） 
翟志宏 哲学学院 2 

3 
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逻辑展开与内涵阐释 

（原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 年 6 期） 
秦前红 法学院 3 

4 
“打工诗人”的文学活动与社会适应 

（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9 年 6 期） 
刘畅 社会学院 3 

5 
马克思的中国预言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构建 

（原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 10 期） 
吴昕炜 哲学学院 3 

6 
“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 

（原载于《中国法学》2019 年 6 期） 
肖永平 法学院 4 

7 
修昔底德传统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写 

（原载于《世界历史》2019 年 6 期） 
白春晓 历史学院 4 

8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的构建 

（原载于《比较法研究》2019 年 5 期） 
张辉 法学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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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题名（原载报刊） 

第一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刊期 

9 
饱和经验法：认识中国的社会学方法 

（原载于《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0 年 2 期） 
桂华 社会学院 5 

10 
“街道办”变迁与城市基层治理 

（原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 年 6 期） 
吴侗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5 

11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新发展 

（原载于《阅江学刊》2020 年 1 期） 
杨泽伟 法学院 6 

12 
探索中国特色自贸区开放升级之路 

（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19 年 12 期） 
刘再起 经济与管理学院 6 

13 
从现代化道路看文化自信的路径与意义 

（原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 年 1 期） 
傅才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7 

14 
跨国史视野下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 

（原载于《近代史研究》2020 年 2 期） 
吴文浩 历史学院 7 

15 
双向驱动：以新兴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的社会治理创新 

（原载于《社会发展研究》2020 年 1 期） 
罗俊 社会学院 7 

16 
莱布尼茨逻辑学的学术成就、历史影响和理论得失 

（原载于《贵州大学学报》2020 年 2 期） 
段德智 哲学学院 7 

17 
当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变革与中国方案 

（原载于《湖北大学学报》2020 年 2 期） 
程时辉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7 

18 
科学解释学及其“阐释逻辑” 

（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 年 1 期） 
桂起权 哲学学院 8 

19 
《生物安全法》的立法定位及其展开 # 

（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0 年 3 期） 
秦天宝 法学院 9 

20 
国际法理论与外交实践的融合之道 

（原载于《国际法学刊》2019 年 1 期） 
黄惠康 法学院 9 

21 
延迟退休年龄、内生生育率与养老金 

（原载于《金融研究》2020 年 5 期） 
耿志祥 经济与管理学院 9 

22 
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 

（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 3 期） 
赵涵 历史学院 9 

23 
从出土简帛看《晏子》早期文本形态 

（原载于《北京社会科学》2020 年 5 期） 
曹建国 文学院 9 

24 
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 

（原载于《哲学研究》2020 年 5 期） 
何燕生 哲学学院 9 

25 
宪法中人民检察院性质条款的规范意义 

（原载于《清华法学》2020 年 4 期） 
黄明涛 法学院 10 

26 
互联网历史学的理路及其中国进路 

（原载于《新闻记者》2020 年 6 期） 
吴世文 新闻与传播学院 11 

27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审思 #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 3 期） 
汪信砚 哲学学院 11 

28 
可预期的外生冲击与中国经济周期 

（原载于《财贸经济》2020 年 6 期） 
邹甘娜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 

29 
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批判 

（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 年 5 期） 
李佃来 哲学学院 12 

（注：标记 # 号的论文同时被 2020 年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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