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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动态 
2024 年第 6 期（总第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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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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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在 2019—2023年总体上呈现下降后

回升的趋势。2023 年，我校转载论文共计 16 篇，分布在 8 个二级机构，其中

法学院 4篇，哲学学院和社会学院各 3篇，经济与管理学院 2篇，文学院、历

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各 1 篇。 

※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总体情况 

 
图 1  2019—2023 年 13 所高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年度分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中国人民大学 32 30 37 25 30

北京大学 28 24 25 25 37

复旦大学 32 19 17 18 23

南京大学 17 25 19 16 16

北京师范大学 15 13 10 22 15

清华大学 15 12 17 13 13

吉林大学 10 17 10 12 17

南开大学 12 17 10 7 13

浙江大学 12 18 7 6 11

中山大学 12 10 9 5 9

四川大学 5 6 11 16 6

厦门大学 9 5 8 7 6

武汉大学 19 20 13 1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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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北京大学转载量始终保持前三位，且于 2023 年大幅增

长，排名升至第一位；中国人民大学转载量 2019—2022 年连续四年居对标高

校首位，但在 2023 年被北京大学超过，排名第二。武汉大学转载量处于对标

高校前列，总体呈现下降后回升趋势。 

2019—2023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我校学术论文共计 85篇，

在 13 所高校中排名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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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

其中 2022—2023 年转载量排名稳定在第五位。 

表 1  2019—2023 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量校际比较 

高校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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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3 24 3 25 2 25 1 37 1 139 2 

中国人民大学 32 1 30 1 37 1 25 1 30 2 154 1 

复旦大学 32 1 19 5 17 4 18 4 23 3 109 3 

吉林大学 10 11 17 7 10 8 12 9 17 4 66 8 

南京大学 17 5 25 2 19 3 16 6 16 5 93 4 

武汉大学 19 4 20 4 13 6 17 5 16 5 85 5 

北京师范大学 15 6 13 9 10 8 22 3 15 7 75 6 

清华大学 15 6 12 10 17 4 13 8 13 8 70 7 

南开大学 12 8 17 7 10 8 7 10 13 8 59 9 

浙江大学 12 8 18 6 7 13 6 12 11 10 54 10 

中山大学 12 8 10 11 9 11 5 13 9 11 45 11 

四川大学 5 13 6 12 11 7 16 6 6 12 44 12 

厦门大学 9 12 5 13 8 12 7 10 6 12 35 13 

 

图 2  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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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3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各栏目转载量在 13 所高

校中位于前五名的有 9个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转载量排名第一，传播学

转载量排名第二，哲学、文学转载量排名第三，法学转载量排名第四，经济学、

历史学、文化学和语言学转载量排名第五。9 个学科共计转载了 74 篇论文，占

全校总转载量的 87.06%。表 2 为 13 所高校各栏目的转载量及排名情况。 

表 2  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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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

思主

义理

论 

传

播

学 

哲 

学 

文

学 

法

学 

经 

济 

学 

历 

史 

学 

文

化

学 

语

言

学 

社

会 

学 

管

理 

学 

政

治 

学 

教 

育 

学 

心 

理 

学 

艺术

与美

学 

中国人民

大学 
5/6 4/1 17/2 10/1 23/1 34/1 14/3 6/1 0 18/1 6/3 12/2 5/4 0 0 

北京大学 11/1 0 12/5 9/2 20/2 17/2 15/1 1/5 4/2 16/2 9/1 7/4 13/2 0 5/2 

复旦大学 6/3 2/2 25/1 6/7 9/6 13/4 15/1 0 1/5 7/6 6/3 16/1 3/8 0 0 

南京大学 6/3 1/5 14/4 6/7 2/11 15/3 8/7 3/2 3/4 14/3 3/7 4/5 7/3 0 7/1 

武汉大学 11/1 2/2 15/3 8/3 16/4 11/5 9/5 1/5 1/5 5/7 3/7 3/7 0 0 0 

北京师范

大学 
3/11 1/5 9/9 8/3 3/9 3/11 13/4 2/3 4/2 2/11 3/7 2/10 19/1 0 3/3 

清华大学 0 2/2 12/5 2/11 12/5 10/7 6/11 2/3 1/5 11/4 4/5 3/7 4/7 1/1 0 

吉林大学 5/6 0 11/7 2/11 18/3 7/9 3/13 0 1/5 4/9 3/7 11/3 0 0 1/6 

南开大学 5/6 0 10/8 7/5 0 11/5 6/11 0 0 8/5 9/1 1/12 1/9 1/1 0 

浙江大学 6/3 0 5/11 2/11 3/9 8/8 7/9 1/5 5/1 3/10 3/7 4/5 5/4 0 2/5 

中山大学 5/6 0 8/10 7/5 1/12 4/10 8/7 1/5 1/5 5/7 3/7 1/12 0 1/1 0 

四川大学 4/10 0 2/13 6/7 6/7 3/11 9/5 1/5 0 2/11 4/5 3/7 1/9 0 3/3 

厦门大学 2/12 0 5/11 3/10 4/8 3/11 7/9 0 0 2/11 1/13 2/10 5/4 0 1/6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二级机构排名 

2019—2023 年，我校 85 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分布在 14

个二级机构，其中转载量位于前三名的机构分别是哲学学院（24 篇）、法学院

（16 篇）、经济与管理学院（7 篇）、文学院（7 篇），共计转载了 54 篇论文，

占全校总转载量的 63.53%。 

2023年，我校 16 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分布在 8个二级

机构，其中法学院 4篇，哲学学院、社会学院各 3篇，经济与管理学院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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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各 1篇。表 3

为我校各二级机构转载量的年度分布情况。 

表 3  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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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法学院 5 4 3 0 4 16（2） 

哲学学院 3 6 5 7 3 24（1） 

社会学院 0 0 1 0 3 4（8） 

经济与管理学院 4 1 0 0 2 7（3） 

文学院 0 1 3 2 1 7（3） 

历史学院 1 1 0 2 1 5（6）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0 0 0 1 1 2（11）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0 0 0 0 1 1（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2 0 2 0 6（5）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1 2 0 2 0 5（6）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1 1 1 0 0 3（9）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 2 0 0 0 3（9） 

新闻与传播学院 0 0 0 1 0 1（12）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1 0 0 0 0 1（12） 

总计 19 20 13 17 16 85 

※ 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清单 

2023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论文共计 16 篇，论文的详

细信息见表 4。 

表 4  2023 年我校《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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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殊构造 

（《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 10 期） 
温世扬 法学院 1 

2 
青藏茶马古道视域下的陇西走廊民族关系探究 

（《江汉论坛》2022 年第 10 期） 
刘礼堂 历史学院 1 

3 
网络时代社会工作的新服务范式及其实践路向 

（《江汉论坛》2022 年第 11 期） 
王进文 社会学院 1 

4 
追溯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三条线索 

（《理论探索》2022 年第 6 期） 
李志 哲学学院 1 

5 
共同富裕的涵义与测度方法 

（《江汉论坛》2023 年第 1 期） 
程承坪 经济与管理学院 2 

6 
元宇宙翻译范式:跨文化传播的可能世界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 年第 1 期） 
刘军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 

7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浙江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 期） 
李建华 哲学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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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名（原载报刊）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刊期 

8 
从训诂到历史文化语义学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冯天瑜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2 

9 
东西中国：中国区域差异的经济视角 

（《开放时代》2023 年第 2 期） 
贺雪峰 社会学院 3 

10 
明代文学中的文体壁垒与文体互动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 
陈文新 文学院 3 

11 
中国环境法学的社会理论进路 

（《法学》2023 年第 5 期） 
秦天宝 法学院 4 

12 
党政联合制定党内法规的规范化路径 

（《政法论坛》2023 年第 2 期） 
秦前红 法学院 4 

13 
生育支持的制度、观念与文化建设 

（《理论月刊》2023 年第 8 期） 
崔应令 社会学院 5 

14 
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 

（《求索》2023 年第 3 期） 
李佃来 哲学学院 5 

15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宪法保障 

（《法律科学》2023 年第 5 期） 
王雨亭 法学院 6 

16 
多维视角下中国相对贫困的识别与分解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 
邹薇 经济与管理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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