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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主要发表哲学社会科学前沿

研究成果，被学术界誉为中国最高水平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本期学科服

务动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2009-2015 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据，对我校第一

作者发文情况及学科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和横向比较，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校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实力、在国内高校的学术影响力以及相关学科未来发展

的努力方向，为学校制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总体情况 

综合考虑学校的科研表现，选择 11 所国内高校作为与武汉大学进行比较分

析的对标高校。2012-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共发表学术论文 522 篇，有 447

篇（占比 85.6%）来自高等院校。其中，武汉大学四年发文量为 18 篇，在 12 所

高校中排名第 5；我校 2015 年的发文量为 5 篇，在 12 所高校中排名第 4。按五

年时间窗统计，近年来我校《中国社会科学》的发文量排名表现为上升趋势。表

1 所示为 12 所高校近七年《中国社会科学》发文量排名情况。 

表 1  12 所高校 2009-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发文量排名 

年份 

 

 

高校 

2009-2013 2010-2014 2011-2015 2015 2012-2015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中国人民大学 42 1 46 1 47 1 8 1 34 1 

北京大学 28 3 34 2 35 2 8 1 32 2 

复旦大学 34 2 31 3 26 4 4 6 22 3 

南京大学 21 4 23 4 27 3 6 3 22 3 

武汉大学 13 6 15 6 19 5 5 4 18 5 

吉林大学 15 5 17 5 17 6 2 11 14 6 

南开大学 11 10 14 7 15 8 4 6 14 6 

浙江大学 12 8 14 7 16 7 4 6 13 8 

中山大学 12 8 14 7 14 10 5 4 13 8 

北京师范大学 13 6 13 10 15 8 4 6 12 10 



厦门大学 8 11 8 11 9 11 2 11 8 11 

四川大学 3 12 5 12 8 12 3 10 7 12 

（注：以第一作者单位为准）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学科分布 

2012~2015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主要涉及了 10 个学科，其中发文

量位于前四名的学科分别是法学、哲学、语言学、政治学，共计发表了 12 篇论

文，占全校总发文量的 66.7%，详见表 2。 

表 2  2012~2015 年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发文量分布 

学科 
总发 

文量 

高校 

发文量 

武大 

发文量 
比例* 学科 

总发 

文量 

高校 

发文量 

武大 

发文量 
比例* 

法学 82 75 4 22.22% 历史学 40 34 1 5.56% 

哲学 62 56 4 22.22% 马克思主义理论 22 22 1 5.56% 

语言学 18 17 2 11.11% 社会学 35 30 1 5.56% 

政治学 94 78 2 11.11% 文学 50 42 1 5.56% 

教育学 10 8 1 5.56% 其他 14 11 0 0.00% 

经济学 95 74 1 5.56% 合计 522 447 18 100% 

*说明：表中比例为武大各学科发文量占武大总发文量的比例。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学科排名 

按五年时间窗统计，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我校的发文量排名大

多数表现为上升趋势。2015 年，我校发表论文涉及法学、语言学、政治学 3 个

学科。表 3 所示为我校各学科发文量在 12 所高校中的具体排名情况，表 4 所示

为 12 所高校各学科的发文量情况。 

表 3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发文量在 12 所高校中的排名 

年份 

 

学科 

2009~2013 2010~2014 2011~2015 2015 2012-2015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哲学 5 3 4 5 4 4 0  4 3 

法学 2 4 3 3 5 3 2 1 4 3 

政治学 2 7 1 8 2 8 1 4 2 6 

语言学 0  0  2 2 2 1 2 2 

经济学 1 11 1 10 1 10 0  1 10 

教育学 1 1 1 1 1 1 0  1 1 

历史学 0  1 7 1 8 0  1 7 

马克思主义理论 0  1 4 1 4 0  1 4 

社会学 0  1 3 1 5 0  1 5 



文学 1 6 1 5 1 4 0  1 4 

其他 1  1  0  0  0  

合计 13 6 15 6 19 5 5 4 18 5 

表 4  12 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2012-2015 年各学科发文量情况 

学科 高校/论文数 

哲学 
北京大学/7，南京大学/5，中国人民大学/4，复旦大学/4，武汉大学/4，

吉林大学/3，中山大学/3，南开大学/2，厦门大学/2 

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10，北京大学/7，武汉大学/4，浙江大学/4，吉林大学/3，

南京大学/1，复旦大学/1，四川大学/1 

政治学 
北京大学/7，复旦大学/6，南京大学/5，浙江大学/4，中山大学/4，中国

人民大学/2，武汉大学/2，吉林大学/2，南开大学/2，北京师范大学/1 

语言学 北京大学/4，武汉大学/2，浙江大学/1，中山大学/1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9，复旦大学/6，厦门大学/4，北京师范大学/4， 

吉林大学/3，南京大学/3，南开大学/3，北京大学/2，中山大学/2， 

武汉大学/1，浙江大学/1 

教育学 复旦大学/1，北京师范大学/1，南京大学/1，武汉大学/1 

历史学 
四川大学/6，北京师范大学/2，南京大学/2，中国人民大学/2， 

南开大学/2，北京大学/2，复旦大学/1，武汉大学/1，厦门大学/1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3，南开大学/2，吉林大学/2，北京师范大学/1， 

武汉大学/1，中山大学/1 

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3，北京大学/2，复旦大学/2，浙江大学/2，南开大学/1，

武汉大学/1，中山大学/1 

文学 
南京大学/5，南开大学/2，北京师范大学/2，北京大学/1，复旦大学/1，

浙江大学/1，武汉大学/1，中山大学/1，吉林大学/1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院系排名 

2012-2015 年，我校 18 篇《中国社会科学》论文主要分布在 9 个院系、研

究院、研究中心等单位，其中发文量位于前三名的院系分别是法学院、文学

院、哲学学院，共计发表了 10 篇论文，占全校发文总量的 55.6%。2015 年，我

校《中国社会科学》的发文量为 5 篇，分布在法学院、文学院、经济与管理学

院 3 个院系。表 5 所示为我校各单位发文量的排名情况。 

表 5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院系排名 

年份 

 

单位 

2009~2013 2010~2014 2011~2015 2015 2012-2015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发文量 

排 

名 

法学院 2 2 3 1 5 1 2 1 4 1 

文学院 1 4 1 5 3 2 2 1 3 2 

哲学学院 4 1 3 1 3 2 0  3 2 

经济与管理学院 1 4 1 5 2 4 1 3 2 4 



历史学院 0  2 3 2 4 0  2 4 

国学院 0  1 5 1 6 0  1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2 2 3 1 6 0  1 6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1 4 1 5 1 6 0  1 6 

武汉大学党委 1 4 1 5 1 6 0  1 6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1 4 0  0  0  0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清单 

2012-2015 年，我校发表《中国社会科学》论文共计 18 篇，论文的详细信

息见表 6。 

表 6 我校 2012-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清单 

序

号 
题名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出版年 

刊

期 

1 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肖永平；龙威狄 法学院 2012 10 

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袁银传；杨乐强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2 5 

3 
当前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观念与

路径——基于全国 50所高校的调查 
沈壮海；张发林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2 8 

4 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 金宏宇 文学院 2012 6 

5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汪信砚 哲学学院 2012 7 

6 文化软实力：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 骆郁廷 武汉大学党委 2013 1 

7 
早期《老子》、《周易》“文本”的演变及其

与“思想”之相互作用 
丁四新 哲学学院 2013 2 

8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 何其生 法学院 2014 7 

9 经子关系辨正 吴根友；黄燕强 国学院 2014 7 

10 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 范如国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4 

11 敞田制与英国的传统农业 向荣 历史学院 2014 1 

12 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 胡鸿 历史学院 2014 11 

13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三重意蕴 李佃来 哲学学院 2014 3 

14 法治：中国与世界 
曾令良；古祖

雪；何志鹏 
法学院 2015 10 

15 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建设 曾令良 法学院 2015 10 

16 复杂性治理：工程学范型与多元化实现机制 范如国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10 

17 语言能力与国家实力 

赵世举；张先

亮；俞士汶；朱

学锋；耿立波 

文学院 2015 3 

18 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 赵世举 文学院 20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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