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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动态
2023年第 6期（总第 112期）

武汉大学图书馆编 二零二三年六月

本期学科服务动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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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与转载排名在 2018~2022 年呈波动下降趋

势。2022 年，我校转载论文共计 22 篇，分布在 11 个二级机构，其中转载量位

于前 5 名的机构分别是：法学院、哲学学院、历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政

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均为 3 篇）。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图 1 2018~2022年 13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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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中可以看出，转载量长期保持在前两位的是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其中北京大学转载量在 2021 年被复旦大学反超，位次下降至第三，但于 2022

年回升至第一。我校转载量在 2020 年达到峰值，随后连续两年降低，2022 年相

较 2021 年篇数减少 1篇，名次下降一位。

2018~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我校学术论文共计 119 篇，在 13

所高校中排名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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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2 年呈现波动下降的趋

势。

表 1 2018~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校际比较

高校名称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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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 43 1 47 1 31 2 43 3 45 1 209 2
中国人民大学 42 2 46 2 34 1 56 1 43 2 221 1

复旦大学 34 3 30 3 27 9 46 2 37 3 174 3
北京师范大学 19 10 20 8 28 7 15 10 35 4 117 8

清华大学 25 5 19 10 29 5 32 4 27 5 132 4
南京大学 25 5 20 8 31 2 25 5 27 5 128 6
吉林大学 29 4 25 4 28 7 25 5 23 7 130 5
武汉大学 24 7 21 6 29 5 23 7 22 8 119 7
浙江大学 22 8 21 6 18 11 14 11 20 9 95 10
南开大学 10 12 24 5 31 2 17 9 19 10 101 9
中山大学 22 8 13 11 19 10 20 8 15 11 89 11
厦门大学 6 13 11 12 8 13 14 11 10 12 49 13
四川大学 16 11 9 13 9 12 11 13 7 13 52 12

图 2 2018~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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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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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学科，其中法学与新闻学·传播学转载量排名位于第 2，马克

思主义理论排名第 3，经济学排名第 5，文学•语言学排名第 6。5个学科共计转

载了 73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61.34%。表 2为 13所高校各栏目的转载量

及排名情况。

表 2 2018~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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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语言学
历史学

政治学·

公共管理

哲学·

宗教学

社会学·

教育学

国际

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 29/1 8/1 21/2 44/1 12/4 19/5 20/1 23/5 34/2 11/4
北京大学 19/5 1/6 9/8 9/9 27/1 29/2 14/4 37/1 46/1 17/2
复旦大学 11/7 4/2 16/3 14/7 12/4 30/1 20/1 34/2 14/7 19/1
清华大学 20/4 4/2 4/10 16/3 10/8 16/6 10/6 25/4 15/6 11/4
吉林大学 24/3 1/6 28/1 19/2 6/12 13/8 19/3 0 11/10 9/6
南京大学 2/11 4/2 14/5 16/3 27/1 12/10 5/9 11/10 29/3 8/7
武汉大学 27/2 4/2 16/3 15/5 11/6 15/7 6/8 12/9 11/10 2/10

北京师范大学 6/9 1/6 10/6 7/10 20/3 23/3 2/13 23/5 21/4 3/8
南开大学 1/12 0 10/6 15/5 3/13 23/3 10/6 13/8 14/7 12/3
浙江大学 15/6 1/6 3/11 6/12 11/6 9/12 11/5 21/7 14/7 3/8
中山大学 1/12 0 6/9 7/10 7/10 12/10 5/9 28/3 20/5 2/10
四川大学 7/8 0 1/13 3/13 10/8 13/8 4/11 10/11 2/13 2/10
厦门大学 5/10 1/6 3/11 10/8 7/10 3/13 4/11 4/12 10/12 2/10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二级机构排名

2018~2022年，我校 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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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篇）、经济与管理学院（14篇）、历史学院（13篇），马克思主义学院（11篇），

共计转载了 84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70.5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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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各 3篇，

社会学院 2 篇，经济与管理学院、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内法规研究中

心、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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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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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法学院 5 5 7 6 3 26（1）
哲学学院 5 4 7 1 3 20（2）
历史学院 1 2 3 4 3 1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1 0 3 3 11（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 1 1 2 3 7（7）

社会学院 2 2 3 1 2 10（6）
经济与管理学院 5 3 3 2 1 14（3）

文学院 1 1 1 1 1 5（8）
新闻与传播学院 1 1 1 1 1 5（8）

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0 0 0 0 1 1（12）
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0 0 0 0 1 1（12）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0 1 1 1 0 3（10）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0 0 1 1 0 2（11）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0 0 1 0 0 1（12）

总计 24 21 29 23 22 119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2022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共计 22篇，经与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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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的《新华文摘》转载。论文的详细信息见表 4。

表 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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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结构优化与服务型经济建构

（原载于《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 8期）
王增文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

2 马克思的否定概念：现代观念的建构

（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 5期）
何萍 哲学学院 2

3 政党主导型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运行机制

（原载于《学海》2021年第 5期）
唐皇凤 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2

4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成就*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2021年第 6期）
刘晓莉 历史学院 3

5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原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 10期）
杨威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6 重绘情感劳动图景：视角转换与路径延伸

（原载于《新视野》2021年第 5期）
张杨波 社会学院 3

7 治理有效:社区公共事务性质与社区权威的二维框架

（原载于《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 6期）
张雪霖 新闻与传播学院 4

8 中国开放型经济六大发展趋势

（原载于《经济纵横》2021年第 12期）

武汉大学改革开放

研究课题组
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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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及其转换

（原载于《孔子研究》2022年第 1期）
吴根友 哲学学院 5

10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法律规制

（原载于《法学论坛》2022年第 1期）
秦天宝 法学院 7

11 中国应对资本流动冲击的经验及启示

（原载于《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 1期）
管涛

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院
7

12 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2022年第 3期）
刘礼堂 历史学院 7

13 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理念与制度体系

（原载于《中外法学》2022年第 3期）
叶小琴 法学院 9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视野、新论域、新方法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哲学》2022年第 2期）
项久雨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15 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生态学阐释与法治化进路

（原载于《福建论坛》2022年第 4期）
冯果 法学院 10

16 面向“民众的知识”和知识生产的现代民俗学

（原载于《民俗研究》2022年第 3期）
李向振 社会学院 10

17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

（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 5期）
何萍 哲学学院 10

18 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中的知识鉴别

（原载于《学海》2022年第 3期）
刘伟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0

19 发展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路向

（原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 8期）
袁银传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20 如何创造新时代的人民史诗

（原载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 4期）
李遇春 文学院 11

21 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原载于《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 4期）
邢瑞磊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1

22 清至民国“南明”史概念的发生与传播

（原载于《史学集刊》2022年第 5期）
谢贵安 历史学院 12

（注：标记*号的论文同时被 2022年的《新华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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