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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动态 
2022 年第 8 期（总第 102 期） 

武汉大学图书馆编                                       二零二二年五月 

 

本期学科服务动态依据《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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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在 2017~2021 年总体上呈现出下降

趋势，转载量排名从 2018~2020 年的第 4 位降至第 6 位。2021年，我校转载论

文共计 13 篇，分布在 5 个二级机构，其中哲学学院 5篇，法学院与文学院各 3

篇，社会学院与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各 1 篇。 

※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图 1 2017~2021 年 13 所高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中国人民大学 22 21 32 30 37

北京大学 20 21 28 24 25

南京大学 17 9 17 25 19

复旦大学 15 33 32 19 17

清华大学 13 11 15 12 17

四川大学 10 6 5 6 11

北京师范大学 14 16 15 13 10

南开大学 11 9 12 17 10

吉林大学 9 9 10 17 10

中山大学 11 6 12 10 9

厦门大学 7 4 9 5 8

浙江大学 12 17 12 18 7

武汉大学 17 20 19 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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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转载量稳居前 2 位；北京大学转载量稳

居前 3 位；复旦大学 2018~2019 年的转载量曾居对标高校首位，但转载量波动

较大，排名于 2020~2021 年被南京大学超过。武汉大学在 2017~2020 年转载量

稳定增长，排名长期居于前 4 位，但于 2021 年有所下降，排名第 6 位。 

2017~2021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我校学术论文共计 89 篇，

在 13 所高校中排名第 4。表 1 为 13 所高校近五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转载量排名情况。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我校近五年转载量排名均位于前 6，其

中 2018~2020 年转载量排名稳居第 4位。 

表 1 2017~2021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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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 21 2 32 1 30 1 37 1 142 1 

北京大学 20 2 21 2 28 3 24 3 25 2 118 2 

南京大学 17 3 9 8 17 5 25 2 19 3 87 5 

复旦大学 15 5 33 1 32 1 19 5 17 4 116 3 

清华大学 13 7 11 7 15 6 12 10 17 4 68 6 

武汉大学 17 3 20 4 19 4 20 4 13 6 89 4 

四川大学 10 11 6 11 5 13 6 12 11 7 38 12 

北京师范大学 14 6 16 6 15 6 13 9 10 8 68 6 

南开大学 11 9 9 8 12 8 17 7 10 8 59 9 

吉林大学 9 12 9 8 10 11 17 7 10 8 55 10 

中山大学 11 9 6 11 12 8 10 11 9 11 48 11 

厦门大学 7 13 4 13 9 12 5 13 8 12 33 13 

浙江大学 12 8 17 5 12 8 18 6 7 13 66 8 

 
图 2  2017~2021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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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栏目排名 

2017~2021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在 13所高校

中位于前 4 名的有 7 个学科，其中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转载量排名第 1，经

济学转载量排名第 2，法学、哲学、政治学转载量排名第 3，文化学转载量排

名第 4。7 个学科共计转载了 76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85.39%。表 2 为 13

所高校各栏目的转载量及排名情况。 

表 2  20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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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马克思

主义理

论 

经济

学 
法学 哲学 

政治

学 

文化

学 

管理

学 

语言

学 

社会

学 

历史

学 

教育

学 

艺术

与美

学 

中国人民

大学 
9/3 4/4 36/1 21/1 10/8 15/1 6/1 7/5 0 12/1 17/1 5/3 0 

北京大学 10/1 6/3 17/3 15/2 11/6 7/7 2/6 11/1 5/1 12/1 13/3 7/2 2/3 

复旦大学 8/5 7/1 16/5 6/7 29/1 15/1 1/8 10/2 1/6 4/6 15/2 4/5 0 

武汉大学 10/1 7/1 18/2 14/3 13/3 10/3 4/4 5/6 1/6 2/8 5/11 0 0 

南京大学 9/3 3/7 14/7 3/8 13/3 6/8 5/2 3/8 3/4 7/3 10/4 5/3 6/1 

清华大学 1/12 0 12/8 12/5 12/5 9/4 3/5 2/9 0 5/5 9/6 3/8 0 

北京师范

大学 
8/5 1/12 2/12 2/10 10/8 2/12 5/2 2/9 4/2 2/8 10/4 19/1 1/6 

浙江大学 5/9 3/7 16/5 1/11 6/11 9/4 2/6 4/7 4/2 2/8 7/9 4/5 3/2 

南开大学 6/7 4/4 17/3 1/11 11/6 3/11 0 8/4 0 4/6 4/12 1/9 0 

吉林大学 1/12 2/10 7/9 13/4 19/2 8/6 0 1/12 0 2/8 2/13 0 0 

中山大学 6/7 4/4 4/10 1/11 7/10 2/12 0 9/3 2/5 6/4 7/9 0 0 

四川大学 3/10 3/7 3/11 9/6 1/13 4/9 1/8 2/9 1/6 0 8/7 1/9 2/3 

厦门大学 2/11 2/10 1/13 3/8 4/12 4/9 0 1/12 0 2/8 8/7 4/5 2/3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二级机构排名 

2017~2021 年，我校 89 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分布在 15

个二级机构，其中转载量位于前 3 名的机构分别是哲学学院（19 篇）、法学院

（16 篇）、经济与管理学院（13 篇），共计转载了 48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

量的 53.93%。 

2021年，我校 13 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分布在 5个二级

机构，其中哲学学院 3篇，法学院、文学院各 3篇，社会学院、质量发展战略

研究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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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21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二级机构分布 

单位名称 
转载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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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学院 1 4 3 6 5 19（1） 

法学院 3 1 5 4 3 16（2） 

文学院 1 3 0 1 3 8（5） 

社会学院 1 0 0 0 1 2（10）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1 1 1 1 1 5（6） 

经济与管理学院 2 6 4 1 0 13（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3 3 1 2 0 9（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0 2 2 0 5（6）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1 0 1 2 0 4（8） 

历史学院 1 0 1 1 0 3（9） 

计算机学院 0 1 0 0 0 1（11） 

新闻与传播学院 1 0 0 0 0 1（11）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1 0 0 0 0 1（11）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0 1 0 0 0 1（11）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0 0 1 0 0 1（11） 

总计 17 20 19 20 13 89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2021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共计 13 篇，经与 2021

年《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比对，其中有 1篇论文

同时被 202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的详细信息见表 4。 

表 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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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克思理论批判的实践哲学解读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李志 哲学学院 

2 
构建供应链生态系统的总体安全观 

（原载于《法学论坛》2021 年第 1 期） 
黄志雄 法学院 

2 
全面理解《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 
李佃来 哲学学院 

2 
澄清“价值”与“价值观念”的混淆 

（原载于《南国学术》2021 年第 1 期） 
汪信砚 哲学学院 

3 
数字服务税：内容、挑战与中国应对 

（原载于《当代财经》2021 年第 4 期） 
陈镜先 法学院 

3 
如何重组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类属# 

（原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 
金宏宇 文学院 

3 
《资本论》自由观的新共和主义阐释及其困境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周可 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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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题名（原载报刊） 
第一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3 
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效应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邓悦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4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闲暇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考察 

（原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21 年第 3 期） 
周长城 社会学院 

4 
现代性视域下中国近现代作家的三种西方想象 

（原载于《江汉论坛》2021 年第 5 期） 
赵小琪 文学院 

4 
东西方文化下的真实自我研究：一种关系的视角 

（原载于《心理科学进展》2021 年第 5 期） 
梁燕芳 哲学学院 

5 
语文现代化的内涵及当代使命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赵世举 文学院 

6 
数字平台垄断与数字竞争规则的建构 

（原载于《法律科学》2021 年第 4 期） 
孙晋 法学院 

（注：标记#号的论文同时被 2021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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