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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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

文艺学、语言学等各学科以及跨学科研究的论文、调研报告、学术综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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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0-2014 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据，对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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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共发表学术论文 577 篇，有 492 篇（占比 85.8%）

来自高等院校。其中武汉大学五年发文量为 15 篇，在高校中排名第七，占高校总发文

量的 3.05%。 

表 1  武汉大学总发文量排名 

名次 机构名称 发文篇数（10/11/12/13/14 年度） 占高校总发文量的比例 

1 中国人民大学 46（7/13/8/6/12） 9.35% 

2 北京大学 34（7/3/5/9/10） 6.91% 

3 复旦大学 31（9/4/8/6/4） 6.30% 

4 清华大学 26（5/2/6/9/4） 5.28% 

5 南京大学 23（2/5/3/8/5） 4.67% 

6 吉林大学 17（2/3/4/5/3） 3.46% 

7 

武汉大学 15（1/1/5/2/6） 3.05% 

中山大学 15（5/1/4/2/3） 3.05% 

浙江大学 15（2/3/3/4/3） 3.05% 

10 南开大学 14（3/1/2/2/6） 2.85%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学科分布 

2010-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发文主要涵括了 10 个学科，其中我校发文量位于

前两名的学科是哲学和法学，这两个学科共计发表了 7 篇论文，占全校发文总量的 46.7%，

详见表 2。我校除了语言学这一学科没有发文外，经济学、政治学、文艺学、历史学、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等均发文 1 篇。 

表 2 武汉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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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 77 70 4 26.67% 社会学 34 30 1 6.67% 

法学 80 72 3 20.00% 
马克思主义

理论 
23 23 1 6.67% 

经济学 120 94 1 6.67% 教育学 9 8 1 6.67% 

政治学 96 74 1 6.67% 语言学 12 11 0 0 

文艺学 64 59 1 6.67% 其他 17 14 1 6.67% 

历史学 45 37 1 6.67% 合计 577 492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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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高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学科分布 

表 3为《中国社会科学》近五年发文量位于前十名高校的发文学科分布。 

表 3  部分高校发文学科分布 

学校 
法

学 

教

育

学 

经

济

学 

历

史

学 

马克思

主义理

论 

社

会

学 

文

艺

学 

语

言

学 

哲

学 

政

治

学 

其

他 
合计 

中国人民

大学 
13 0 13 1 5 3 0 1 8 2 0 46 

北京大学 8 0 3 3 1 1 1 2 7 6 2 34 

复旦大学 3 1 6 2 1 3 1 0 7 6 1 31 

清华大学 6 1 8 0 1 0 0 0 7 2 1 26 

南京大学 1 1 3 2 0 1 5 0 6 3 1 23 

吉林大学 2 0 5 0 2 0 2 0 2 4 0 17 

武汉大学 3 1 1 1 1 1 1 0 4 1 1 15 

中山大学 0 0 3 2 0 1 2 0 3 4 0 15 

浙江大学 3 0 1 1 0 1 1 0 3 5 0 15 

南开大学 0 0 4 2 2 0 4 0 1 1 0 14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院系分布 

2010-2014 年我校 15 篇《中国社会科学》论文主要分布在 8个院系、研究院等单

位，其中发文量位于前两名的学院是法学院和哲学学院，这两个学院共发文 6篇，占全

校发文总量的 40%。 

表 4  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发文院系分布 

序号 单位 发文量（篇） 

1 法学院 3 

2 哲学学院 3 

3 历史学院 2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5 国学院 1 

6 经济与管理学院 1 

7 文学院 1 

8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1 

9 其他 2 

※ 我校《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清单 

表 5  武汉大学 2010-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清单 

序号 题名 作者 作者单位 出版年（期） 

1 
“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

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顾海良 原武汉大学校长 2010 

2 
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

的当代构建 
曾令良 国际法研究所 2011 

3 
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

制性规范 

肖永平；龙威

狄 
法学院 20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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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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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克思主义学院；武汉大学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与评价研究中心 

2012 

6 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 金宏宇 文学院 2012 



7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 
汪信砚 

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所 
20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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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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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

中的公共政策 
何其生 国际法研究所 2014 

11 经子关系辨正 
吴根友；黄燕

强 
国学院 20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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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

素及突破口 
胡鸿 历史学院 2014 

14 
敞田制与英国的传统农

业 
向荣 历史学院 2014 

15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三重

意蕴 
李佃来 哲学学院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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