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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7 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

2017 年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落实“十二五”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总

结大会精神为重点，继续深入实施《吉林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

（2011—2020）》，以促进学术发展为核心，以提升科研核心竞争力为关键，

在项目争取、成果产出、队伍建设、平台建设、服务社会、国际交流等方面取

得新进展。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综合改革，完善管理体制、优化运行机

制，在科研组织架构、评价体系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科研经费继续增长，到

账经费 9,593.35 万元；1 部书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自 2010

年以来，累计 16 项成果入选，位居全国高校第 4 位；1,345 篇论文被“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收录论文数量连续四年保持全国高校第 6位。

在以下各类统计表格中的单位均包含了相关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即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

心）、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研究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等单位仅统计社科部分数

据；其他单位包括环境与资源学院、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地球科学学院、化学学院、物理学院、机械

科学与工程学院、白求恩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高

等学校化学学报》编辑部、图书馆等单位。各单位的教师人数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处提供的数据为准。各类经费统计单位均为万元。



2

一、科研项目及经费

1.2017 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

2017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承担研究获立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515 项，其中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2 项，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重大项目 1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 项。年度到账

经费 9593.35 万元，同比增长 5.46%；其中纵向项目经费 4466.34 万元、横向项目经费 4650.01 万元、协

同创新经费 477 万元。基本科研业务费新立项 113 项，资助经费 430 万元。

表 1：2017 年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统计表

经费来源 项目经费类别 项目数
批准（合

同）经费
年度到账经费

纵

向

经

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 160 152

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重大项目 1 80 76

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 4 240 228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 105 9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35 700 665

国家社科基金学术外译项目 2 0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 104 70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1 10 5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 140 0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9 690 1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 186 72

教育部其他项目 10 25 25

中央其他各部委项目 8 173 93.2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37 48.3 17.5

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22 109 109

其他各类项目 52 111 78

省校共建项目 8 500 500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2160.64

合计 222 44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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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向

经

费

本年立项项目 293 4236.13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413.88

合计 293 4650.01

协同创新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经费 247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经费 230

总 计 515 9593.35

2.2017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得项目及经费到账情况

2017 年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经费继续增长，年度到账经费 9593.35 万元，其中管理学院到账经费超过

2000 万元，文学院超过 1000 万元，东北亚研究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等 4 个单位超过

500 万元。

表 2：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立项目及经费到账情况统计表

排序 单位

纵向项目 横向项目 合计

数量 经费 数量 经费 数量 经费

1 管理学院 33 322.49 44 1868.49 77 2190.98

2 文学院 32 643.3 38 654.08 70 1297.38

3 东北亚研究院 12 443 38 422.69 50 865.69

4 法学院 19 405.9 22 206.44 41 612.34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 477.1 21 111.5 38 588.6

6 经济学院 18 283.6 24 234.62 42 518.22

7 古籍研究所 5 457.12 1 5 6 462.12

8 行政学院 15 163.75 13 292.7 28 456.45

9 哲学社会学院 12 319 17 97.75 29 416.75

10 商学院 11 157.59 26 185.5 37 343.09

11 公共卫生学院 2 6.75 15 169.41 17 176.16

12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3 30.7 7 125 10 155.7

13 公共外交学院 2 7.3 4 110.06 6 117.36

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1 18 6 65.91 17 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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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外国语学院 8 30.5 3 44.56 11 75.06

16 艺术学院 7 26.8 4 28.7 11 55.5

17 体育学院 4 23.4 3 10.1 7 33.5

18 高等教育研究所 5 12.25 2 8 7 20.25

19 应用技术学院 1 0.5 2 3 3 3.5

20 其他单位 5 137.29 3 6.5 8 143.79

省校共建项目经费 500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经费 247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

究协同创新经费
230

合计 222 3966.34 293 4650.01 515 9593.35

注：按照各单位到账经费总量降序排列。

表 3：2017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经费指标完情况对比

序号 单位 2017 年经费到账数 2017 年经费指标数 经费完成率

1 古籍研究所 462.12 180 256.73%

2 公共外交学院 117.36 50 234.72%

3 管理学院 2190.98 1600 136.94%

4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155.7 120 129.75%

5 公共卫生学院 176.16 150 117.44%

6 文学院 1297.38 1300 99.80%

7 东北亚研究院 865.69 900 96.19%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588.6 700 84.09%

9 哲学社会学院 416.75 500 83.35%

10 经济学院 518.22 900 57.58%

11 行政学院 456.45 800 57.06%

12 法学院 612.34 1100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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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国语学院 75.06 150 50.04%

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83.91 180 46.62%

15 艺术学院 55.5 140 39.64%

16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25 60 33.75%

17 商学院 343.09 1200 28.59%

18 体育学院 33.5 180 18.61%

19 应用技术学院 3.5 40 8.75%

20 其他单位 143.79

注：按照各单位经费完成情况降序排列，不含协同创新经费、省校共建项目经费。

3.2017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项目情况

表 4：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项目情况分布表

单位

国家

社科基金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教育部

人文社科项目
项

目

数

合

计

经费

合计重

大

重

点

一

般

青

年

其

他

面

上

青

年

其

他

重

大

基

地

规

划

青

年

专

项

哲学社会学院 3 2 2 7 260

文学院 2 5 3 1 1 3 15 554

外国语学院 1 1 2 20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1 1 8

艺术学院 1 1 2 20

体育学院 1 1 20

经济学院 2 2 1 1 1 1 8 225

法学院 1 1 3 1 1 2 1 10 363

行政学院 1 4 1 1 1 1 9 205

商学院 1 1 1 3 170

马克思主义学

院
3 2 2 3 1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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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研究院 1 2 2 5 220

公共外交学院 0 0

管理学院 1 1 1 1 3 3 10 166

古籍研究所 1 1 20

高等教育研究

所
0 0

生物与农业工

程学院

（社科部分）

1 1 20

公共卫生学院 0 0

应用技术学院 0 0

其他单位 0 0

合计 3 3 25 10 6 1 2 3 1 2 9 4 12 4 85 2415

注：按单位排序，以批准经费计算，不含子课题。

表 5：201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文学院 王 剑 “亚细亚文库”文献整理与研究 80

2 文学院 蔡大伟 古动物 DNA 视角下的丝路文化交流研究 80

表 6：201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重大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法学院 杜宴林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以公正司法

为中心的考察
80

表 7：2017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行政学院 王立峰
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

进研究
60

2 商学院 陈守东
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防范体系构

建研究
80

表 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研究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专项类别 批准经费

1 文学院 杨 军 汉唐东北边疆研究
“高句丽、渤海问

题”研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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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学院 赵俊杰
高句丽文化形成、发展及其周边

文化关系研究

“高句丽、渤海问

题”研究
60

3 文学院 彭善国
基于考古材料的渤海历史与文

化研究

“高句丽、渤海问

题”研究
60

4 经济学院 丁一兵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推进金

融创新与金融保障体系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

研究
60

表 9：201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法学院 闵春雷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理论研究 35

2 行政学院 郭 锐 可持续安全与中国地缘战略研究 35

3 管理学院 马 捷
信息生态视角下智慧城市信息协同结构与

模式研究
35

表 10： 2017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东北亚研究中心 于 潇
中俄蒙国家战略互动与“一带一路”建设研

究
80

2 东北亚研究中心 张慧智 朝鲜半岛形势变化与我国的对策 80

3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赵宾福 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 80

4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张屹山
新时期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潜力与实

现路径研究
70

5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李拥军
文化传统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

研究
80

6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钱大军 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理论研究 80

7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丁一兵 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研究 60

8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
孙正聿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和理念创新
80

9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
贺 来

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

学自觉
80

注：表 5-10 按单位排序，单位相同时按项目负责人姓氏笔画排序。

4.2017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到账经费 3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情况

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紧密配合学校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积极推动合作

平台建设，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现实问题研究，努力向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争取合作项目，取得了突出的

成绩。2017 年承担到账经费 3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 2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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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17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到账经费 3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到账经费

1 管理学院 李 贺 长春市信息情报中心平台建设研究项目 750

2 管理学院 陈太博
吉林省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信息系统

开发
454.5

3 东北亚研究院 于 潇
珲春市“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系列规划

研究
120

4 管理学院 于宝君
宁波燎原照明事业有限公司质量控制与安

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
100

5 公共外交学院 孙丽萍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

维护研究
100

6 文学院 林 森
安吉古城遗址（官署建筑区及河道）考古

发掘
100

7 文学院 赵俊杰
七里河大街以东，九袱洲路以南地块三号

地块项目考古勘探
62.47

8 管理学院 刘 娜 雷达脉冲描述字模拟器开发设计研究 55.8

9 经济学院 赵 放 体验经济下创新创业趋势及投资方向研究 50

10 文学院 赵俊杰 六合新城茉湖畔西南侧地块考古勘探 49.61

11 管理学院 李 贺
吉林油田公司党务工作集成信息平台建设

（二期）
45.78

12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李雪娇 企业员工外语技能支持研究 42.2

13 公共卫生学院 张馨遥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患者的筛查、影

响因素分析与医疗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
40

14 文学院 吴 敬
宁波农副产品二期建设地块抢救性考古发

掘
35

15 管理学院 张少杰
中国制造 2025：一汽整车工厂制造能力评

价及技术发展路线研究
34.86

16 行政学院 于君博 中国企业科协发展现状研究 33.6

17 文学院 赵宾福
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干沟子墓群保护

规划
32.3

18 管理学院 李北伟 吉林省经济合作重点项目开发研究 31.9

19 文学院 赵俊杰 铁合金厂地块考古勘探 31.82

20 东北亚研究院 于 潇 吉林市人口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30

21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刘国斌

和龙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规

划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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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商学院 刘金全
吉林省金融去杠杆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对策

研究
30

23 东北亚研究院 吴 昊
白山市加快推进 500 公里鸭绿江开发开放

经济带建设总体方案
30

24 公共卫生学院 李晶华
利用医院数据、监测数据和现场调查验证

非传染性慢性疾病患病情况
30

25 法学院 赵惊涛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编制研究
30

注：按项目年度到账经费额度排序，经费额度相同时按负责人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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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成果

1.出版著作

由于著作出版具有一定延迟性，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 2017 年著作申报数据尚不完整，因此本年报以

已经录入科研管理信息系统且审核通过的 2016 年著作数据为依据统计了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2016 年共

出版著作 143 部。

表 12：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

排

序
单位

著作类别

合计专

著

编著

或

教材

译著

古籍

整理

著作

创作

成果

工具

书或

参考

书

1 文学院 21 8 1 0 0 0 30

2 法学院 11 6 4 0 0 0 21

3 哲学社会学院 18 1 1 0 0 0 20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 3 0 0 0 0 17

5 管理学院 9 6 0 0 0 0 15

6 艺术学院 3 1 0 0 4 0 8

6 经济学院 5 3 0 0 0 0 8

8 东北亚研究院 5 1 0 0 0 0 6

9 古籍研究所 3 1 0 1 0 0 5

10 行政学院 1 3 0 0 0 0 4

11 外国语学院 2 1 0 0 0 0 3

11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 0 2 0 0 0 3

13 商学院 2 0 0 0 0 0 2

14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0 0 0 0 0 1

总计 96 34 8 1 4 0 143

注：1.著作数量及著作类别以各单位录入数据为准。

2.按出版著作数量排序，出版著作数量相同时按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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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表论文

为比较客观和准确地反映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本年报主要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作为统计对象和分析工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了“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CSSCI）2016 年收录论文情况，吉林大学 2016 年共有 1,345 篇论文被 CSSCI 收录，位列全

国高校第 6 位。在本年报中，对 2016 年度 CSSCI 论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一是学校各学科、各

单位 CSSCI 论文产出能力对比和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情况；二是 CSSCI 论文高产作者群

体和高层次刊物论文作者群体情况；三是通过检索引用次数展示各学科、各单位及教师个人的学术影响力。

2-1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 CSSCI 论文情况

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校各单位的科研成

果的产出量和人均产出率。学校人均发文数量为 0.8 篇。

表 13：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 CSSCI 论文情况统计表

排序 单位 教师数 发文数
人均

发文数

占学校

发文比重

1 法学院 93 142 1.53 10.56%

2 行政学院 51 77 1.51 5.72%

3 古籍研究所 20 29 1.45 2.16%

4 商学院 107 150 1.40 11.15%

5 管理学院 136 182 1.34 13.53%

6 经济学院 86 115 1.34 8.55%

7 东北亚研究院 62 82 1.32 6.10%

8 哲学社会学院 86 113 1.31 8.40%

9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 17 1.31 1.26%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 113 0.80 8.40%

11 文学院 200 158 0.79 11.75%

12 公共外交学院 15 6 0.40 0.45%

13 外国语学院 71 9 0.13 0.67%

14 艺术学院 89 7 0.08 0.52%

15 体育学院 180 12 0.07 0.89%

16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14 20 0.06 1.49%

17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13 0.97%

18 公共卫生学院 10 0.74%

19 应用技术学院 3 0.22%

20 其他单位 87 6.47%

注：按各单位人均发文数排序,人均发文数相同时按发文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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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80 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

版）上发表 3 篇，在 SSCI 和 A&HCI 收录期刊上发表 31 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2 篇。各单位在 A

类、B 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单位的高水平成果的产出水平。哲学社会学院是高水

平成果产出最多的单位。

表 14：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排序 单位 A 类论文 B 类论文 合计

1 哲学社会学院 8 11 19

2 管理学院 15 1 16

3 文学院 1 7 8

4 行政学院 5 2 7

5 经济学院 4 2 6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4 6

5 公共卫生学院 6 0 6

8 法学院 1 3 4

9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2 0 2

9 商学院 0 2 2

9 东北亚研究院 1 1 2

12 外国语学院 1 0 1

13 古籍研究所 0 1 1

合计 46 34 80

注：按 A 类、Ｂ类论文合计数排序。

表 15：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一览表（A 类）

序

号
作者 单位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刊期

1 哲学社会学院 田毅鹏
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危机及范式转

换

江海学刊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10

2 哲学社会学院 伍 麟
Affect heuristic as a function of
trust in risk communication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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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2016.1

4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标准与选择：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

黑 龙 江 社 会

科学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6

5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马克思与我们

光明日报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18

6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哲学理念创新与文明形态变革

人民日报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22

7 哲学社会学院 孙利天 现代性的追求和内在超越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2016.14

8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社会组织的发育路径及其治理结

构转型

福建论坛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2

9 文学院 张福贵
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价值与构成

逻辑

文艺争鸣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22

10 外国语学院 项蕴华 Discourse, Grammar and Ideolog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6.4

11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杨 梅

Rethinking critique as ethic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ritical
Arts:south-nor
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2016.2

12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孟 辉

Developing pedagogies for the
genuin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Australian research educ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6.3

13 经济学院 冯永琦

Interest rate linkages between
offshore and onshaore Renminbi
markets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2016.4

14 经济学院
刘德红

顾洪梅

The meltdown of the Chinese equity
market in the summ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6.5

15 经济学院
刘德红

顾洪梅

The equity mispricing: Evidence
from China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16.4

16 经济学院 海森特

The nexus between sectoral FDI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akistan

Applied
Economics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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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学院 温双阁

The Cogs and Wheels of Reflexive
Law – Business Disclosure under
the Modern Slavery Act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16.3

18 行政学院 刘雪莲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

战及应对

社 会 科 学 战

线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23

19 行政学院 许玉镇 网络言论失范及其多中心治理

当代法学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22

20 行政学院 肖 晞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网

络

探索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15

21 行政学院 肖 晞
China ’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Challenges and Choice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6.1

22 行政学院 周光辉
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

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2016.7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忠军 当代中国铸魂育人问题分析

社 会 科 学 战

线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16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若干理论研究

理论探讨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20

25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煤

炭工业的发展

史学月刊

新 华 文 摘 全

文转载

2016.11

26 管理学院 孙嘉璐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market-oriented 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
study of Chinese automobile firms

Internet
Research

2016.2

27 管理学院 李其容

The role of top-team diversity and
perspective taking in master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6.4

28 管理学院 李其容

Top management team diversity,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op team
decision-making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6.3

29 管理学院 李雪灵

The effect of business ties and
government ties on new IT venture
growth: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in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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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管理学院 张国权
Optimal pricing for group buying
with network effects

Omega-Intern
ational Jou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6.2

31 管理学院
张 越

赵树宽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based on
elements and func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6.3

32 管理学院 赵树宽
Research on op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a revi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anagement

2016.3

33 管理学院
姜 红

赵树宽

The rol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action of
technology standards in industrial
system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anagement

2016.3

34 管理学院
姜 红

赵树宽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 coupling effect
stud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anagement

2016.3

35 管理学院
郭润萍

蔡 莉

Effectuation and causation in new
internet venture growt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ource
bundling strategy

Internet
Research

2016.2

36 管理学院 葛宝山

The Influence of Legitimacy on a
Proactive Green Orientation and
Green Performance: A Study Based
on Transitional Economy Scenarios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16.12

37 管理学院 葛宝山

Opportunity exploitation and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 integrative
growth model for entrepreneurship

Internet
Research

2016.2

38 管理学院 蔡 莉

The effect of symbiosis strategy on
opportunity creation: case study of
new ventur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6.2

39 管理学院 蔡 莉

Environment,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New Ventur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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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管理学院

鞠海龙

张少杰

赵树宽

Knowledge transfer capacity of
universities and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 evidence from university
– industry collaboration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6.3

41 公共卫生学院 李文君

Prevalence, correlates of major
depression: A mental health survey
among undergraduates at a
mainland Chinese university

Asia-Pacific
Psychiatry

2016.3

42
公共卫生学院 李晶华

Patient satisfaction between primary
care providers and hospital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Jilin
province,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2016.3

43 公共卫生学院
张 莹

梅松丽

Effects of lifestyle intervention
using patient-center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mong patients
with cardiometabolic syndrom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BMC
Cardiovascula
r Disorders

2016.10

44 公共卫生学院 张馨遥

Modeling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in
China: The Roles of Source
Characteristics, Reward
Assessment, and Internet
Self-efficacy

Health
Communicatio
n

2016.3

45 公共卫生学院
张 巍

张秀敏

Coping Self-efficacy of Chinese
Nursing Undergraduates with their
Research Projects

Nurse
Education
Today

2016.3

46 公共卫生学院 梅松丽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well-being, self-esteem and
self-control: Data from a
high-school survey in China

Addictive
behaviors

2016.10

表 16：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一览表（B 类）

序

号
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刊期

1 哲学社会学院 丁 宁
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论思想的存在

方式

东岳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3

2 哲学社会学院 白 刚
马克思对古典自由观的批判与超

越

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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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求是 2016.7

4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思

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哲学研究 2016.6

5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标准与选择:我们时代的哲学理

念

黑龙江社会科

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3

6 哲学社会学院 芦 恒
共生互促：公共性与中国社会发

展

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2

7 哲学社会学院 张 盾 文艺美学与审美资本主义 哲学研究 2016.12

8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
哲学研究 2016.8

9 哲学社会学院 贾玉娇

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治理有效性

提升的重要途径-基于欧洲的分

析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科学战线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8

10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社会组织治理结构转型思考

福建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3

11 哲学社会学院 漆 思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逻辑

社会科学战线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11

12 文学院 朱永刚

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西辽河

流域北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

现与研究

考古学报 2016.1

13 文学院 李文玉
明代的会推：从意见之歧到意气

之激

学习与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2

14 文学院 李明晖 百年日本鲁迅研究的生机与偏至 文学评论 2016.5

15 文学院 林海曦 一战前后青田华工的身份转变

福建论坛（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5

16 文学院 孟凡君 神经美学的新发展

河南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10

17 文学院 高福顺
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

征

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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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文学院 程妮娜 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

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6

19 经济学院 邵学峰
不同所有制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收益比较分析
管理世界 2016.6

20 经济学院 周佰成
风险调整 EVA 模型及其在央企绩

效评价中的应用
管理世界 2016.6

21 法学院 李国强
农地流转中“三权分置”的法律

关系

法律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2

22 法学院 李建华
权利本位文化反思与我国民法典

编纂

法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7

23 法学院 何志鹏 国际司法的中国立场

法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8

24 行政学院 马雪松
政治制度变迁方式的规范分析与

现实思考
政治学研究 2016.2

25 行政学院 孙德超 行政责任落实的内外约束机理

内蒙古社会科

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3

26 商学院 丁志国 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

学习与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10

27 商学院
刘 柏

张艾莲

亚投行的国际组织属性及其杠杆

作用

东北亚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8

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体化二重性”

范式依据
教学与研究 2016.12

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邵彦敏
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价值的逻辑

辩证

理论学刊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1

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董树彬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逻辑

理论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3

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民生保障优

势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6.09

32 东北亚研究院 巴殿君 蒙古国外交安全战略与政策评析

社会科学战线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6.10

33 古籍研究所 李春桃
释甲骨金文中的“懥”——兼论

《说文》中“疐”字来源
文史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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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管理学院 李雪灵
跨国企业的合法性门槛：制度距

离的视角
管理世界 2016.05

注：按单位排序，同一单位的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2-3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 CSSCI 论文情况

学术论文产出的学科分布，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学科的科研活跃程度。经济学学科论文产量最高，

其发文总量达到了学校论文产出总量的 22.20%。从各学科在全国高校的发文排名情况看，图书馆情报与文

献学、考古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在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中的发文排名

较为靠前。

表 17：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 CSSCI 论文情况统计表

排序 学科名称 发文篇数 占学校发文比重 本学科排名

1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33 10.43% 3

2 考古学 27 2.12% 3

3 经济学 283 22.20% 4

4 管理学 178 13.96% 4

5 社会学 63 4.94% 4

6 马克思主义 22 1.73% 5

7 政治学 119 9.33% 6

8 法学 99 7.76% 9

9 哲学 76 5.96% 11

10 历史学 63 4.94% 11

11 外国文学 18 1.41% 11

12 中国文学 55 4.31% 15

13 语言学 23 1.80% 21

14 体育学 13 1.02% 21

15 教育学 56 4.39% 22

16 艺术学 26 2.04% 29

17 环境科学 2 0.16% 29

18 心理学 6 0.47% 35

19 民族学与文化学 5 0.39% 43

20 新闻学与传播学 8 0.63% 54

注：按照学科排名排序，排名相同时按照占学校发文比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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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CSSCI论文高产作者情况

统计作者的发文情况，可反映出各学者的学术生产能力和研究活跃程度。2016 年在 CSSCI 来源期

刊上发表论文在 5篇以上的教师有 33 位，共产出论文 232 篇，占当年学校总发文数的 17.25%，其中，

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喜平教授 2016 年发表 15 篇论文，位列第一。

表 18：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 CSSCI 论文高产作者情况一览表

排序 姓名 单 位 发文数量

1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

2 刘金全 商学院 14

3 金春雨 商学院 11

4 张广翔 东北亚研究院 10

4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 10

6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9

7 王晰巍 管理学院 8

7 白 刚 哲学社会学院 8

7 刘雄伟 文学院 8

7 汤吉军 经济学院 8

11 王庆丰 哲学社会学院 7

11 孙红霞 管理学院 7

11 何志鹏 法学院 7

11 张秀娥 商学院 7

11 邵学峰 经济学院 7

11 麻宝斌 行政学院 7

17 李宗富 管理学院 6

17 李洪修 高等教育研究所 6

17 杨东亮 东北亚研究院 6

17 赵俊芳 高等教育研究所 6

21 马鸿佳 管理学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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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 倩 经济学院 5

21 冯永琦 经济学院 5

21 许梦博 经济学院 5

21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5

21 李 政 经济学院 5

21 李俊江 经济学院 5

21 吴 昊 东北亚研究院 5

21 林奇富 行政学院 5

21 贺 来 哲学社会学院 5

21 徐英春 文学院 5

21 谢登科 法学院 5

21 穆艳杰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注：1.高产作者指的是以吉林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以第一作者名义发表5篇以上论文的作者。

2.发文数量相同的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3.论文影响力情况

3-1 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 2016 年被引情况

通过统计各学科发表论文的被引情况，可以大致了解各学科科研成果对当下的科学研究的影响情况。

吉林大学在 1998-2016 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 2016 年总计被引用 3650 次，其中经济学被引

次数最高，占学校 2016 年被引次数的 27.75%。

表 19：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 2016 年被引情况统计表

排序 学科名称 被引次数 占学校被引比重 本学科排名

1 考古学 42 1.15% 3

2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412 11.29% 5

3 政治学 271 7.42% 7

4 哲学 163 4.47% 7

5 法学 507 13.89% 9

6 马克思主义 10 0.27% 14

7 社会学 193 5.2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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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理学 612 16.77% 17

9 历史学 69 1.89% 17

10 环境科学 23 0.63% 21

11 经济学 1013 27.75% 22

12 外国文学 10 0.27% 22

13 中国文学 37 1.01% 29

14 教育学 86 2.36% 30

15 心理学 32 0.88% 33

16 新闻学与传播学 24 0.66% 38

17 语言学 31 0.85% 45

18 体育学 10 0.27% 74

注：1.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学科 1998-2016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2016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

2.按照学科排名排序，排名相同时按照占学校发文比重排序。

3-2 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 2016 年被引情况

通过统计各单位发表论文的被引情况，可以大致了解各单位科研成果对当下的科学研究的影响情况。

管理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被引次数高，占学校 2016 年被引次数的 53.61%。

表 20：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 2016 年被引情况统计表

排序 单位 被引次数 占学校被引比重

1 管理学院 779 21.34%

2 商学院 613 16.79%

3 法学院 565 15.48%

4 哲学社会学院 335 9.18%

5 经济学院 331 9.07%

6 东北亚研究院 208 5.70%

7 行政学院 188 5.15%

8 文学院 160 4.38%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0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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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等教育研究所 47 1.29%

11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6 0.99%

12 公共卫生学院 31 0.85%

13 古籍研究所 27 0.74%

14 体育学院 12 0.33%

15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7 0.19%

16 外国语学院 6 0.16%

17 公共外交学院 3 0.08%

18 应用技术学院 3 0.08%

注：1.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单位 1998-2016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2016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

2.按照被引次数排序。

3-3 哲学社会科学 2016 年高被引作者情况

通过统计高被引作者情况可以反映出各个研究领域内的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本表列出了教师

所发论文于 2016 年被引次数居于前列的作者。

表 21：哲学社会科学 2016 年高被引作者情况一览表

排序 姓名 单位 被引次数

1 刘金全 商学院 84

2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68

2 蔡 莉 管理学院 68

4 何志鹏 法学院 54

5 王晰巍 管理学院 45

6 丁志国 商学院 43

7 李 晓 经济学院 42

8 朱秀梅 管理学院 38

9 蔡立东 法学院 36

10 董保宝 管理学院 34

11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33

11 贺 来 哲学社会学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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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世伟 商学院 32

14 毕 强 管理学院 31

14 张海涛 管理学院 31

16 马鸿佳 管理学院 30

注：1.高被引作者的确定标准是该作者1998-2016年在CSSCI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

在CSSCI2016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达到30次（含30次）以上。

2.被引次数相同的学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4.研究报告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有 143 份研究报告被相关部门采纳应用，其中 4 份研究报告得到国家领

导人的肯定性批示，7份研究报告得到省部级正职领导肯定性批示。

表 22：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被采纳研究报告情况统计表

排序 单位 A类报告 B 类报告 C类报告 D 类报告 合计

1 东北亚研究院 2 1 12 14 29

2 经济学院 1 2 10 10 23

3 商学院 0 1 1 16 18

4 文学院 0 0 5 10 15

5 法学院 0 0 14 1 15

6 行政学院 0 0 6 5 11

7 哲学社会学院 0 0 0 9 9

8 管理学院 1 2 1 4 8

9
马克思主义学

院
0 1 1 3 5

9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0 0 0 3 3

11
生物与农业工

程学院
0 0 2 0 2

12 应用技术学院 0 0 0 2 2

13
环境与资源学

院
0 0 2 0 2

14 公共外交学院 0 0 0 1 1

合计 4 7 54 78 143

注：按被采纳研究报告数量排序，采纳研究报告数量相同时按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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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高层次研究报告情况一览表（A、B 类）

序

号
单位 作者 报告题目 批示情况 采纳时间

1 经济学院 戈国莲
城镇化道路该走向何处——

对吉林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吉林省政协主席

黄燕明肯定性批

示

2016年1月

2 经济学院 杜 婕
关于建立吉林省中医药文化

旅游示范基地的建议

吉林省政协主席

黄燕明肯定性批

示

2016 年 10

月

3 经济学院 李 晓 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问题

中央领导肯定性

批示

中央办公厅调研

室采纳

2016 年 12

月

4 商学院 张屹山
关于如何让吉林经济尽快企

稳回升的建议

时任吉林省长蒋

超良肯定性批示

2016 年 12

月

5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李 静

精准扶贫进展有序 脱贫仍须

破难前行——和龙市龙城镇

脱贫工作调研报告

吉林省委书记巴

音朝鲁同志肯定

性批示

2016年9月

6 东北亚研究院 朱显平
有关中俄二战抗战及战后国

际秩序问题研究的建议

中央军委委员、中

央军委联合参谋

部首长肯定性批

示

2016 年 12

月

7 东北亚研究院 朱显平

关于中俄合作开展二战抗战

研究和邀请陈主席参加或致

信中俄国际学术论坛的报告

和请示

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元肯定性批示
2016年9月

8 东北亚研究院 董 伟
吉林省遵循理论指向破解“新

东北现象”的实践抉择

时任吉林省长蒋

超良肯定性批示
2016年4月

9 管理学院 李北伟 谨防我省汽车产业空心化

吉林省委书记巴

音朝鲁肯定性批

示

2016 年 11

月

10 管理学院 李北伟

关于以中俄滨海跨境旅游为

突破口实现图们江三角洲国

际旅游双边先行的建议

吉林省委书记巴

音朝鲁、副省长李

晋修肯定性批示

2016年8月

11 管理学院 张公一
中国科技资源整合水平调研

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

齐续春肯定性批

示

民革吉林省委员

会采纳

2016 年 10

月

注：按单位排序，同一单位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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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奖情况

2017 年，共有 92 项成果获吉林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表 24：2017 年获吉林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获奖

等级

1 哲学社会学院 田毅鹏
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

重建
著作 一等

2 哲学社会学院 刘 岩
风险社会公众面对环境风险的

行动选择与应对
论文 一等

3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文 一等

4 哲学社会学院 孙利天 哲学理论如何落到实处 论文 一等

5 哲学社会学院 张 盾 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 著作 一等

6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 论文 一等

7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社会组织的发育路径及其治理

结构转型
论文 一等

8 文学院 王 剑

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

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

化

论文 一等

9 文学院 王桂妹
从“无意开新”到“有“有意守

旧”：《甲寅》一贯的文学趣味
论文 一等

10 文学院 刘中树 辜鸿铭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著作 一等

11 文学院 张福贵
东北文化历史构成的断层性与

共生性
论文 一等

12 经济学院 齐 平
中央企业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

升研究
著作 一等

13 经济学院 杜 莉
中国区域碳金融交易价格及市

场风险分析
论文 一等

14 经济学院 李 晓
“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

济战略的重构
论文 一等

15 行政学院 王 生 当代韩国民族主义研究 著作 一等

16 行政学院 许玉镇 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法治保障 著作 一等

17 行政学院 孙德超
关于推进省级政府机关效能建

设工作的建议

研究报

告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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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政学院 周光辉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

径:决策民主化
论文 一等

19 商学院 丁志国
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机制:由实

证检验到理论猜想
论文 一等

20 商学院 刘金全
中央银行规避经济收缩和通胀

偏好的模式与途径研究
论文 一等

21 商学院 辛本禄 组织、权力与制度新论 著作 一等

22 商学院 宋玉臣
市场有效周期理论的构建、实证

及应用
著作 一等

23 商学院 金晓彤

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

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

31 省（市）4268 个样本的实证

研究

论文 一等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忠军
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国精神三位一体的铸魂逻辑
论文 一等

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结构与选择”机制下人的生命

本体－－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的新探索

论文 一等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农村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的信

贷歧视分析
论文 一等

注：按照获奖等级、单位及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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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文库

2017 年，有 1 部书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表 25：2017 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作者 成果名称

1 哲学社会学院 白 刚 回到《资本论》：21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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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研机构

2017 年，5 个研究机构入选教育部 2017 年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1 个研究机构入选吉林省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成立 4个校级研究机构。

表 26：2017 年新成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机构一览表

序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依托单位

1

教育部 2017 年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心

欧洲研究所 6 月 13 日 经济学院

2

教育部 2017 年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心

美国研究所 6 月 13 日 经济学院

3

教育部 2017 年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心

日本研究所 6 月 13 日 东北亚研究院

4

教育部 2017 年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心

朝鲜韩国研究所 6 月 13 日 东北亚研究院

5

教育部 2017 年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心

联合国研究中心 6 月 13 日 公共外交学院

6

吉林省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

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 1 月 20 日 古籍研究所

7 校级研究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心
1 月 7 日 经济学院

8 校级研究机构 白求恩精神研究中心 1 月 7 日 白求恩医学部

9 校级研究机构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7 月 21 日 经济学院

10 校级研究机构 量化金融研究中心 7 月 21 日 经济学院

注：按机构类别、成立时间和依托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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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库

2017 年，2 个研究机构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2 个研究机构入选吉林特色新型高校智

库,12 个研究机构入选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表 27：2017 年新成立智库一览表

序号 智库类别 智库名称 入选时间 依托单位

1
中 国 智 库 索 引

（CTTI）来源智库
中国文化研究所 12 月 20 日 文学院

2
中 国 智 库 索 引

（CTTI）来源智库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12 月 20 日

商学院

3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犯罪治理研究中心 1 月 16 日 法学院

4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

中心
1 月 16 日 行政学院

5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东北地域社会治理研究中

心
11 月 19 日 哲学社会学院

6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中国文化研究所 11 月 19 日 文学院

7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 11 月 19 日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8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生物考古学研究中心 11 月 19 日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9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11 月 19 日 经济学院

10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 11 月 19 日 法学院

11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

中心
11 月 19 日 行政学院

12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吉林金融研究中心 11 月 19 日 商学院

13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经济运行定量监测与分析

中心
11 月 19 日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商

学院

14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东北亚研究中心 11 月 19 日 东北亚研究院

15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二战及战后国际和平研究

中心
11 月 19 日 东北亚研究院

16 吉林大学新型智库 创新创业研究院 11 月 19 日 管理学院

注：按智库类别、入选时间和依托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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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术活动

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活动得到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2017 年举办“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47 场，邀请 Jonathan Wolff、朱凤瀚、王子今、孟宪忠

等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为校内师生作了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举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 49 场（国际学术

会议 15 场、国内学术会议 34 场）。7 月 5 日，我校与俄罗斯国防部、外交部和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在俄罗

斯共同主办的“中国全面抗日战争 80 周年及苏联在中国抗战中的贡献”中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

外 500 位专家学者分别就中国全面抗日战争 80 周年及苏联在中国抗战中的贡献，从维护战后国际和平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途径等议题出发，展开了深入研讨，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积极为青年学者搭建跨学科学术

交流平台，先后组织举办“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问题与方法”等 11 场“龙鹏吉大”哲学社会科学青年

学者论坛。6 月 18 日至 6 月 24 日，我校与牛津大学联合举办题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中英人文社会科

学比较研究与跨学科合作”的“吉林大学—牛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青年学者论坛，我校青年学者

与牛津大学学者充分交流，深度探讨，得到了对方高度认可，提升了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同时也扩大我校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全年共资助 24 位教师赴国（境）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表 28：2017 年举办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

序号 组织单位 讲座人 讲座人单位 讲座主题 讲座时间

1 经济学院 何 帆 北京大学
特朗普上任对中美经济关

系的影响
2 月 17 日

2 哲学社会学院 陈立行
日本关西学院

大学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

研究诸问题
3 月 23 日

3 法学院 沈仲平
香港中国社会

法律研究基金

主席

两岸四地反腐败立法反思 3 月 28 日

4 古籍研究所 朱凤瀚 北京大学
近年来两周青铜器的重要

新发现与新启示
5 月 10 日

5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黎明钊 香港中文大学 秦汉的户籍记录 5 月 10 日

6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邓 聪 香港中文大学

造纸起源的考古学角度—

—从树皮纸到树皮衣
5 月 10 日

7 古籍研究所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论居延简文“广汉八稯布”：

交通史、商业史与纺织史的

考察

5 月 12 日

8 经济学院 黄少安 山东大学
中国是否陷入金融危机之

中
5 月 19 日

9 法学院 陈瑞华 北京大学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 5 月 19 日

10 经济学院

马库斯·陶

伯（Markus
Taube）

德国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

一带一路：对国家和跨国机

构建设的潜在影响
5 月 24 日

11 东北亚研究院
Ali

Farazmand
美国弗罗里达

亚特兰大大学

国际化，私有化与公共管理

的特质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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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北亚研究院 托罗拉亚 俄罗斯科学院
金砖国家合作的现状和前

景
5 月 24 日

13 哲学社会学院 孟宪忠 上海交通大学
21 世纪技术大变革背景下

的经济社会发展
5 月 26 日

14 古籍研究所 李家浩 北京大学 鄂君启节中的兔禾 5 月 31 日

15 哲学社会学院 周大鸣 中山大学 移民与城市活力 6 月 2 日

16 外国语学院 蔡美花 延边大学 朝鲜传统文化与思维方式 6 月 2 日

17 哲学社会学院 何文炯 浙江大学 医疗保障与健康中国 6 月 3 日

18 行政学院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与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
6 月 5 日

19 管理学院
Garry

D.Bruton
德克萨斯基督

教大学

忠诚与合法性的平衡：探讨

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董事

选择问题

6 月 7 日

20 文学院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

院
西夏研究和中国民族史 6 月 2 日

21 法学院 车丕照 清华大学 国际经济秩序的包容性 6 月 3 日

22 公共外交学院 巴里•布赞 英国科学院
后西方世界秩序：假设、阐

释与前瞻
6 月 22 日

23 东北亚研究院 格罗夫宁 俄罗斯科学院
国际经济发展与俄罗斯经

济的未来
6 月 26 日

24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方 辉 山东大学 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6 月 25 日

25
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汪同三

中国社会科学

院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

绩和存在的问题--学习

2017《政府工作报告》

7 月 7 日

26 管理学院 Wu He 欧道明大学
Social Media Analytics and
Data Mining
(社交媒体分析技术与数据

6 月 26 日

27 经济学院 林毅夫 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的第三波思潮
8 月 20 日

28 经济学院 王爱俭 天津财经大学

高水平建设金融创新运营

示范区，加快京津冀协同发

展

9 月 8 日

29 法学院 金日秀 韩国高丽大学
正义观视角下的反腐败问

题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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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东北亚研究院 李一衡

韩国央行货币

政策委员会委

员

全球金融市场视野下的韩

国与中国的货币政策
9 月 13 日

31 行政学院 周 平 云南大学 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 9 月 16 日

32 行政学院 姜晓萍 四川大学 城市社会治理的实施策略 9 月 16 日

3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祝黄河 江西师范大学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几点思考
9 月 16 日

34 哲学社会学院
Jonathan
Wolff

英国牛津大学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and Public
Policy

9 月 19 日

35 哲学社会学院
SCOTT

ROZELLE
美国斯坦福大

学

China's biggest problem that
you have never heard about:
Human Capital, Rural
Children and the China's
Future Growth and Stability

9 月 26 日

36 商学院 邓胜梁 布鲁克大学

In Search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the Chinese
text

9 月 26 日

37 东北亚研究院 巴拉诺夫
俄罗斯军事科

学院

国际反对恐怖主义的特点

和趋势
10 月 16 日

38 文学院 徐大明 澳门大学
言语社区的多语性与多语

社区的社区性
10 月 30 日

39 管理学院 叶 强
哈尔滨工业大

学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金融科

技应用与研究
11 月 1日

40
哲学基础理论

研究中心
仰海峰 北京大学

商品哲学：以《资本论》为

基础的探讨
11 月 3日

41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Anna
Mauranen

赫尔辛基大学

国际发表与英语作为学术

通用语议题——

Academically Speaking:
English as the Lingua
Franca

11 月 15 日

42 文学院 徐在国 安徽大学
新出材料和战国文字的考

释
11 月 29 日

43 经济学院 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 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 11 月 30 日

44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王韶兴 山东大学

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与价

值指向
11 月 30 日

45
哲学基础理论

研究中心
王南湜 南开大学

人是对象性活动——马克

思哲学本体论之第一原理
12 月 6日

46 哲学社会学院 孙春晨
中国社会科学

院
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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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高等教育研究

所
黄福涛 广岛大学

国内研究型大学校级管理

者分析—兼谈日本国立大

学校长特征

12 月 28 日

注：按讲座时间排序，讲座时间相同时按单位排序。

表 29：2017 年举办“龙鹏吉大”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论坛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论坛名称 主办单位 举办时间 参加人数

1 谁是福柯？ 社会科学处 3 月 16 日 50

2 逆全球化的中国应对 社会科学处 3 月 30 日 50

3 何为司法，司法为何 社会科学处 4 月 3 日 50

4 弘扬文化 保护遗产 社会科学处 5 月 19 日 60

5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中英人文社会科

学比较研究与跨学科合作——吉林

大学—牛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跨学

科青年学者论坛

社会科学处 6 月 18 日 60

6

当代中国道路与智——“习近平总书

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

究”暨论坛首部理论成果发布仪式

社会科学处 9 月 13 日 100

7 人工智能的兴起与人类未来 社会科学处 9 月 29 日 50

8
古典名著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

转化通识教育课程的探索之一
社会科学处 10 月 19 日 60

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十九大新

思想、新论断、新理论”主题学习研

讨会

社会科学处 10 月 20 日 100

10 最后的守林人：海德格尔 社会科学处 11 月 28 日 50

11 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问题与方法 社会科学处 12 月 28 日 80

注：按举办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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