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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学科服务动态依据《新华文摘》2017~2021 年度转载的学术论文数据，

以第一完成单位进行统计，对我校及 12 所国内其它高校的转载情况、学科排名

进行了数据分析，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我校《新华文摘》转载量在 2017~2020 年整体趋于稳定，但在 2021 年有所

下降，转载量排名由稳居前 6 下降至第 9。2021 年，我校转载论文共计 10 篇，

分布在 7 个二级机构，其中转载量位于前两位的单位分别是法学院（3 篇）、哲

学学院（2篇）。 

※ 《新华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图 1  2017~2021 年 13 所高校《新华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中国人民大学 40 45 48 44 48

北京大学 41 34 29 31 30

清华大学 29 24 26 24 30

北京师范大学 30 25 19 23 28

复旦大学 15 24 13 16 14

吉林大学 14 10 9 11 14

南京大学 18 5 14 21 14

浙江大学 8 8 13 7 13

南开大学 7 9 6 13 7

中山大学 5 6 6 6 7

厦门大学 10 7 3 4 6

四川大学 5 3 6 4 3

武汉大学 17 21 21 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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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 2017~2021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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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总体呈现上升

趋势，北京大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我校转载量在稳步发展后下降，篇数从 20

篇左右降至 10篇，年均转载量为 17.6 篇。 

2017~2021 年，《新华文摘》转载我校学术论文共计 88 篇，在 13 所高校中排

名第 5；我校 2021 年的转载量为 10篇，在 13所高校中排名第 9，较 2020 年下

降三位。表 1 为 13 所高校近五年《新华文摘》转载量的排名情况。 

表 1  2017~2021 年《新华文摘》转载量校际比较 

高校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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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1 48 1 44 1 48 1 225 1 

北京大学 41 1 34 2 29 2 31 2 30 2 165 2 

清华大学 29 4 24 4 26 3 24 3 30 2 133 3 

北京师范大学 30 3 25 3 19 5 23 4 28 4 125 4 

复旦大学 15 7 24 4 13 7 16 7 14 5 82 6 

吉林大学 14 8 10 7 9 9 11 9 14 5 58 8 

南京大学 18 5 5 12 14 6 21 5 14 5 72 7 

浙江大学 8 10 8 9 13 7 7 10 13 8 49 9 

武汉大学 17 6 21 6 21 4 19 6 10 9 88 5 

南开大学 7 11 9 8 6 10 13 8 7 10 42 10 

中山大学 5 12 6 11 6 10 6 11 7 10 30 11 

厦门大学 10 9 7 10 3 13 4 12 6 12 30 11 

四川大学 5 12 3 13 6 10 4 12 3 13 21 13 

※ 《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栏目排名 

2017~2021 年，在列入统计的 12 个《新华文摘》栏目中，我校共有 6个栏

目的转载量排在 13 所对比高校中的前 5 名，其中法学转载量排名第 2，历史、

文化转载量排名第 3，经济转载量排名第 4，政治、读书与传媒转载量排名第 5，

共计转载了 60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68%。表 2 为 13 所高校各栏目的转载

量及排名情况。 

 

 

 

 



表 2  20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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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文化 经济 政治 
读书与

传媒 
哲学 教育 管理 

文艺

评论 
社会 

科学

技术 

中国人民大学 18/1 11/2 2/5 43/1 28/1 28/1 29/2 18/2 8/3 15/4 25/1 0 

北京大学 6/3 8/4 6/2 27/2 17/3 6/7 33/1 14/3 12/1 20/1 12/2 4/3 

清华大学 2/6 4/11 8/1 17/3 17/3 23/2 14/6 13/4 11/2 10/6 7/4 7/1 

北京师范大学 2/6 15/1 2/5 8/8 2/11 11/3 19/3 42/1 1/6 16/3 5/6 2/5 

武汉大学 13/2 9/3 5/3 14/4 11/5 8/5 14/6 3/6 1/6 8/7 2/10 0 

复旦大学 0 6/6 1/9 10/6 9/6 9/4 19/3 3/6 1/6 14/5 5/6 5/2 

南京大学 0 7/5 3/4 10/6 4/9 8/5 7/9 2/9 3/4 18/2 10/3 0 

吉林大学 4/4 6/6 0 3/12 21/2 0 16/5 1/12 1/6 2/11 4/8 0 

浙江大学 3/5 6/6 2/5 7/9 6/7 5/8 10/8 3/6 2/5 3/10 2/10 0 

南开大学 0 6/6 0 11/5 6/7 1/10 7/9 2/9 0 2/11 6/5 1/6 

中山大学 1/8 2/13 2/5 4/11 1/13 2/9 5/11 2/9 1/6 6/9 4/8 0 

厦门大学 1/8 3/12 1/9 5/10 2/11 0 0 10/5 1/6 2/11 2/10 3/4 

四川大学 0 6/6 1/9 1/13 3/10 1/10 0 0 0 7/8 2/10 0 

※ 我校《新华文摘》转载论文二级单位排名 

2017~2021 年，我校 88 篇《新华文摘》转载论文主要分布在 15 个二级单位，

其中转载量位于前 3 名的四所单位分别是：哲学学院（17 篇）、法学院（11 篇）、

经济与管理学院（10 篇）、马克思主义学院（10 篇），共计转载了 48 篇论文，占

全校总转载量的 55%。 

2021年，我校共有 7个二级单位的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其中转载量

位于前两位的单位分别是法学院（3 篇）、哲学学院（2篇）。表 3 为我校各单位

转载量的年度分布情况。 

表 3  2017~2021 年我校《新华文摘》转载量二级单位分布 

单位名称 
转载篇数 

总计（排名）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法学院 3 1 3 1 3 11（2） 

哲学学院 4 5 4 2 2 17（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2 2 3 1 10（3） 

历史学院 2 1 2 1 1 7（5） 

文学院 0 2 3 0 1 6（6） 

新闻与传播学院 0 2 1 1 1 5（8）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0 0 0 0 1 1（14） 

经济与管理学院 1 2 2 5 0 10（3）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2 2 1 1 0 6（6）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1 0 1 2 0 4（9） 



单位名称 
转载篇数 

总计（排名）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社会学院 0 1 0 2 0 3（10）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1 0 2 0 0 3（10） 

信息管理学院 0 1 0 1 0 2（1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 1 0 0 0 2（12）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0 1 0 0 0 1（14） 

总计 17 21 21 19 10 88 

※ 我校《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2021 年，我校《新华文摘》转载论文共计 10 篇。论文的详细信息见表 4。 

表 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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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立场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 年第 9 期） 
骆郁廷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财政理论中三个基本问题的再探讨 

（原载于《财贸经济》2020 年第 10 期） 
吴俊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 
中华茶文化的源流、概念界定与主要特质 

（原载于《农业考古》2020 年第 5 期） 
刘礼堂 历史学院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题 

（原载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光明日报》） 
汪信砚 哲学学院 

13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原载于《红旗文稿》2021 年第 5 期） 
周叶中 法学院 

15 
整体主义视角下公司法的理念调适与体系重塑 

（原载于《中国法学》2021 年第 2 期） 
冯果 法学院 

15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和方法 

（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21 年第 2 期） 
金宏宇 文学院 

18 
政治哲学构建的四条路径 

（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 年第 2 期） 
李佃来 哲学学院 

21 
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 
孙晋 法学院 

24 
生态思维视野下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及其关键策略 

（原载于《当代传播》2021 年第 5 期） 
强月新 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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