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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动态 
2024 年第 4 期（总第 119 期） 

武汉大学图书馆编                                       二零二四年五月 

 

本期学科服务动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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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3年呈波动下降后

回升的趋势。2023 年，我校转载论文共计 25 篇，分布在 10 个二级机构，其中

转载量位于前四名的机构分别是：哲学学院 7 篇、法学院 4 篇、文学院和马克

思主义学院各 3篇。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图 1  2019~2023 年 13 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中国人民大学 46 34 56 43 36

北京大学 47 31 43 45 36

复旦大学 30 27 46 37 31

清华大学 19 29 32 27 23

南京大学 20 31 25 27 22

吉林大学 25 28 25 23 19

北京师范大学 20 28 15 35 20

南开大学 24 31 17 19 18

浙江大学 21 18 14 20 18

中山大学 13 19 20 15 16

厦门大学 11 8 14 10 9

四川大学 9 9 11 7 10

武汉大学 21 29 23 2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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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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连续两年下降，2023 年开

始回升，相较 2022 年篇数增加 3 篇，名次上升四位。 

2019~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我校学术论文共计 120 篇，在 13

所高校中排名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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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3 年呈现波动中回升的

趋势。 

表 1  2019~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校际比较 

高校名称 

2019 年 2020 2021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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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2 34 1 56 1 43 2 36 1 215 1 

北京大学 47 1 31 2 43 3 45 1 36 1 202 2 

复旦大学 30 3 27 9 46 2 37 3 31 3 171 3 

武汉大学 21 6 29 5 23 7 22 8 25 4 120 6 

清华大学 19 10 29 5 32 4 27 5 23 5 130 4 

南京大学 20 8 31 2 25 5 27 5 22 6 125 5 

北京师范大学 20 8 28 7 15 10 35 4 20 7 118 8 

吉林大学 25 4 28 7 25 5 23 7 19 8 120 6 

南开大学 24 5 31 2 17 9 19 10 18 9 109 9 

浙江大学 21 6 18 11 14 11 20 9 18 9 91 10 

中山大学 13 11 19 10 20 8 15 11 16 11 83 11 

四川大学 9 13 9 12 11 13 7 13 10 12 46 13 

厦门大学 11 12 8 13 14 11 10 12 9 13 52 12 

 

图 2  2019~2023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量排名 

6

5

7

8

4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3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栏目排名 

2019~2023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在 13 所高校中位

于前六名的有 5 个学科，其中法学转载量排名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学•语

言学转载量排名第四，新闻学·传播学转载量排名第五，历史学转载量排名第

六。5 个学科共计转了 74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61.67%。表 2 为 13 所高校

各栏目的转载量及排名情况。 

表 2  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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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 

主义理论 

文学· 

语言学 

新闻学· 

传播学 
历史学 经济学 

政治学· 

公共管理 

哲学· 

宗教学 

国际

关系 

社会学· 

教育学 

中国人民大学 31/1 16/2 10/5 8/1 21/5 43/1 20/2 23/5 10/6 33/2 

北京大学 20/4 13/5 27/1 1/7 25/2 8/10 12/4 36/1 15/2 44/1 

复旦大学 13/6 16/2 6/11 4/3 28/1 13/5 22/1 33/2 19/1 17/6 

清华大学 21/3 5/10 9/6 4/3 15/7 10/8 10/5 26/4 11/4 18/5 

南京大学 4/9 11/6 26/2 5/2 10/10 18/2 7/7 8/10 9/7 27/3 

武汉大学 27/2 15/4 12/4 3/5 17/6 12/7 7/7 16/8 2/10 9/11 

吉林大学 20/4 28/1 7/10 1/7 12/8 16/4 15/3 1/13 11/4 9/11 

北京师范大学 4/9 11/6 19/3 1/7 22/4 10/8 2/13 21/7 5/8 22/4 

南开大学 1/13 10/8 3/13 0 24/3 17/3 10/5 13/9 14/3 17/6 

浙江大学 12/7 5/10 8/8 1/7 8/12 7/11 6/9 22/6 4/9 17/6 

中山大学 2/12 6/9 8/8 0 10/10 5/12 5/10 31/3 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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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 5/8 1/13 9/6 0 12/8 4/13 5/10 7/11 1/12 2/13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二级机构排名 

2019~2023 年，我校 120 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分布在 14 个二

级机构，其中转载量位于前五名的机构分别是：法学院（25 篇）、哲学学院（22

篇）、历史学院（14 篇）、经济与管理学院（11 篇）、马克思主义学院（10 篇），

共计转载了 82 篇论文，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68.33%。 

2023年，我校有 10 个二级机构的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其中

哲学学院 7 篇，法学院 4篇，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各 3篇，历史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各 2 篇，社会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

心、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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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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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哲学学院 4 7 1 3 7 22（2） 

法学院 5 7 6 3 4 25（1） 

文学院 1 1 1 1 3 7（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0 3 3 3 10（5） 

历史学院 2 3 4 3 2 14（3） 

经济与管理学院 3 3 2 1 2 11（4） 

社会学院 2 3 1 2 1 9（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 1 2 3 1 8（7）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1 1 1 0 1 4（9）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0 1 1 0 1 3（11） 

新闻与传播学院 1 1 1 1 0 4（9） 

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0 0 0 1 0 1（12） 

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0 0 0 1 0 1（12）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0 1 0 0 0 1（12） 

总计 21 29 23 22 25 120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2023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共计 25 篇，经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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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的《新华文摘》转载。论文的详细信息见表 4。 

表 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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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贸依赖的文化认同效应研究 

（《学习与实践》2022 年 7 期） 
刘再起 经济与管理学院 1 

2 
子学的双重视野及其对当代哲学创新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 6 期 ） 
吴根有 哲学学院 1 

3 
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意识与主体性 

（《哲学研究》2022 年 8 期） 
郭齐勇 哲学学院 2 

4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监督理论 

（《比较法研究》2022 年 5 期） 
秦前红 法学院 3 

5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未成年读者的权利保障 

（《图书馆学研究》2022 年 8 期） 
彭雷霆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3 

6 
新时代精准思维的实践要求和价值追求 

（《学习与实践》2022 年 9 期） 
周可 哲学学院 3 

7 
史念海先生与先秦秦汉历史地理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 年 4 辑） 
徐少华 历史学院 3 

8 
传播接受与中国新诗史的重构 

 （《学术月刊》2022 年 10 期） 
方长安 文学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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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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史学理论研究》2023 年 1 期） 
杨华 

中国传统文化 

研究中心 
5 

10 
逻辑例外论的演变 

（《逻辑学研究》2022 年 5 期 ） 
陈波 哲学学院 5 

11 
元宇宙迷局：特征分析与路径选择 

（《学术论坛》2022 年 6 期） 
罗俊 社会学院 5 

12 
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算法依赖及其衍生难题 

（《中南大学学报》2022 年 6 期） 
梅立润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13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废奴运动的起源和特征 

（《世界历史》2023 年 1 期） 
杜华 历史学院 7 

14 
人民调解嵌入人民法庭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3 年 4 期） 
张万洪 法学院 8 

15 
技术图景中的马克思阶级学说 

（《理论月刊》2023 年 4 期） 
程萌 哲学学院 8 

16 
数字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 年 4 期） 
周绍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17 
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 

（《清华大学学报》2023 年 3 期） 
葛刚岩 文学院 9 

18 
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法内涵及其实施路径 

（《太平洋学报》2023 年 4 期） 
杨泽伟 法学院 10 

19 
新兴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析 

（《亚太经济》2023 年 3 期） 
刁莉 经济与管理学院 10 

20 
世界变局中的文明形态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 4 期） 
项久雨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21 
习近平的知行合一论 

（《兰州大学学报》2023 年 3 期） 
汪信砚 哲学学院 10 

22 
人民性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 5 期） 
李遇春 文学院 10 

23 
西方哲学研究汉语化的途径和宗旨* 

（《社会科学战线》2023 年 5 期） 
朱志方 哲学学院 10 

24 
“民心政治”与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拓展 

（《政治学研究》2023 年 2 期） 
刘伟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0 

25 
论中国民法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范式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 年 5 期） 
申晨 法学院 12 

（注：标记*号的论文同时被 2023 年的《新华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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