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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2012201220122012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

2012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吉林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

动计划（2011-2020）》，坚持合理配置校内资源、积极争取外部资源，不断优化管理体制，努

力提升服务水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王胜今教授、张屹山教授被聘为吉

林大学第三批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共获立各级各类项目 431 项，实现年度到账经费 6,503

万元，同比增长 17.74%；其中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0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1项，创历史最好水平。11 项成果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2部书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 4位。

4 种学术期刊获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入选期刊数位居全国高校第 3位。“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论文数保持连续五年增长，2011 年共有 1,357 篇论文被 CSSCI 收

录，位列全国高校第 8位，再创历史新高。

为方便各有关单位和广大教师及时了解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情况，进一步

加强信息交流，学校组织编写了《吉林大学 2012 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供大家参阅。

在参阅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年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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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交叉学科的单位如农学部、公共卫

生学院、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均指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各单位的教师数以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处提供的数据为准。

一、科研项目及经费一、科研项目及经费一、科研项目及经费一、科研项目及经费

为全面描述和反映 2012 年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新立项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情况，本年报从三个方面进

行了数据统计。一是科研项目及经费的总量、构成以及我校在两类重要的常规项目上在全国高校中的竞争

能力（参见表 1-3）；二是各单位科研项目及经费的总量与构成以及各单位在三类重要常规项目上的竞争能

力对比（参见表 4-5）；三是重要的纵向项目和较高额度横向项目的承担单位、承担人及研究领域情况（参

见表 6-12）。

1.20121.20121.20121.2012 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

2012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431 项，年度到账经费 6,503 万元，同比增长

17.74%；其中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0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 项，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创历史最好水平。基本科研业

务费新立项 219 项，资助经费 694.4 万元（含续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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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11：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统计表：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统计表：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统计表：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统计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经费来源经费来源经费来源经费来源 项目经费类别项目经费类别项目经费类别项目经费类别 项目数项目数项目数项目数 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 到账经费到账经费到账经费到账经费

纵

向

经

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0（11） 780 63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转重点项目 4 100 63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37 575 517.5

国家社科基金其他项目（含后期、

委托、刊物、艺术学）
7 200 19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4） 239 95.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 407.5 217.6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4） 160 0

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 1 30 0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12 240 1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30 228 136.8

教育部其他项目（后期、报告） 11 40 19

中央其他各部委项目 20（2） 402.9 248.1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66 63 36.6

吉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30 87.5 87.5

省级其他各类项目 23 127.4 91.76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1469.08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66266266266（（（（21212121）））） 3680.33680.33680.33680.3 3927.033927.033927.033927.03

横

向

经

费

本年立项本年拨款项目 144 2037.35

往年立项今年拨款项目 538.76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44144144144 2576.112576.112576.112576.11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410410410410（（（（21212121）））） 6503.146503.146503.146503.14

注：“项目数”括号中为已分卡子课题数，为避免经费重复计算单独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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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2.20122.20122.2012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

我校共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251 项，获立 37 项，获资助经费 575 万元，立项数量位居国

内高校第五位。

表表表表2222：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对比表：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对比表：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对比表：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对比表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承担项目数量承担项目数量承担项目数量承担项目数量

1 北京大学 41

1 中国人民大学 41

3 南京大学 38

3 南开大学 38

5555 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 37373737

6 山东大学 36

7 华东师范大学 35

8 复旦大学 34

9 河南大学 33

10 武汉大学 32

11 对外经贸大学 31

11 厦门大学 31

13 四川大学 28

1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8

13 中山大学 28

16 北京师范大学 27

16 江西财经大学 27

16 浙江大学 27

19 暨南大学 25

19 南昌大学 25

19 郑州大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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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23.20123.20123.2012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情况

我校共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97 项，获立 30 项，获资助经费 228 万元。

表表表表3333：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对比表：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对比表：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对比表：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对比表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承担项目数量承担项目数量承担项目数量承担项目数量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9

1 东北师范大学 39

3 山东大学 38

4 北京师范大学 36

5 浙江师范大学 35

5 华中师范大学 35

7 厦门大学 34

8 暨南大学 33

9 南开大学 32

9 复旦大学 32

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1

12121212 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 30303030

12 江南大学 30

14 福建师范大学 29

15 中山大学 28

15 南京大学 28

15 广东商学院 28

18 中央财经大学 27

18 中国人民大学 27

18 华南师范大学 27

18 华东师范大学 27

18 河南大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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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24.20124.20124.2012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得项目及经费情况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得项目及经费情况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得项目及经费情况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得项目及经费情况

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科研项目数量和科研经费均有显著增长，其中管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

东北亚研究院、商学院、哲学社会学院等 6 个单位年度科研经费到账均超过 500 万元。

表表表表 4444：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统计表：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统计表：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统计表：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统计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纵向项目纵向项目纵向项目纵向项目 横向项目横向项目横向项目横向项目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1 管理学院 43 609.22 36 993.2 79797979 1602.421602.421602.421602.42

2 文学院 44 570.2 15 215.12 59595959 785.32785.32785.32785.32

3 法学院 18 380.3 6 251.06 24242424 631.36631.36631.36631.36

4 东北亚研究院 14 209.3 10 349.1 24242424 558.4558.4558.4558.4

5 商学院 28 358.2 12 180 40404040 538.2538.2538.2538.2

6 哲学社会学院 17 360.2 6 160.92 23232323 521.12521.12521.12521.12

7 经济学院 25 282.6 10 196.68 35353535 479.28479.28479.28479.28

8 行政学院 27 334.4 8 58.83 35353535 393.23393.23393.23393.23

9 古籍研究所 5 392.36 5555 392.36392.36392.36392.36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 166.6 10 72.6 24242424 239.2239.2239.2239.2

11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2 33.6 9 20.41 21212121 54.0154.0154.0154.01

12 公共卫生学院 3 9.4 8 39.24 11111111 48.6448.6448.6448.64

13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2 17 2222 17171717

14 外国语学院 3 15.6 3 3 6666 18.618.618.618.6

15 农学部 7 15.6 1 2 8888 17.617.617.617.6

16 艺术学院 2 15.1 2222 15.115.115.115.1

17 体育学院 3 6.8 4 6.2 7777 13131313

18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8.9 2 4 4444 12.912.912.912.9

19 应用技术学院 2 9.9 2222 9.99.99.99.9

其他单位 18 146.06 2 6.74 20202020 152.8152.8152.8152.8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87287287287 3927.033927.033927.033927.03 144144144144 2576.112576.112576.112576.11 431431431431 6503.146503.146503.146503.14

注：按照到账经费总量排序，子课题分别按负责人所在单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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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25.20125.20125.2012 年年年年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

表表表表 5555：：：：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分布表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分布表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分布表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分布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教教教教

师师师师

数数数数

国家自然国家自然国家自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科学基金科学基金科学基金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社科基金社科基金社科基金社科基金
教育部社科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项目数项目数项目数项目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重重重重

点点点点

面面面面

上上上上

重重重重

大大大大

重重重重

点点点点

年年年年

度度度度

重大重大重大重大

攻关攻关攻关攻关

基地基地基地基地

重大重大重大重大

一一一一

般般般般

专专专专

项项项项

哲学社会学院 82 2 2 2 2 3 303303303303 11111111

文学院 212 2 10 2 10 2 712712712712 26262626

外国语学院 80 1 15151515 1111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329 1 1 22222222 2222

艺术学院 81 1 15151515 1111

体育学院 177 0000 0000

经济学院 88 1 1 5 2 2 236236236236 11111111

法学院 99 1 1 5 2 4 1 246246246246 14141414

行政学院 53 1 2 3 1 231231231231 7777

商学院 110 3 1 2 3 1 2 2 1 403403403403 151515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0 1 3 2 3 158158158158 9999

管理学院 113 1 7 1 4 557.5557.5557.5557.5 13131313

东北亚研究院 60 1 2 1 2 1 175175175175 7777

古籍研究所 18 1 15151515 11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14 1 7777 1111

生物与农业工程

学院
0000 0000

公共卫生学院 0000 0000

应用技术学院 0000 0000

农学部 1 2222 1111

其他单位 1 2 42424242 3333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656165616561656 1111 12121212 10101010 6666 37373737 3333 12121212 30303030 11111111 3139.53139.53139.53139.5 124124124124

注：按单位排序，以批准经费计算，不含子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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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66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

1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 80

2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创新和推进路径研究 80

3 文学院 朱永刚
哈民忙哈-科尔沁沙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与综合研究
80

4 文学院 杨建华 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60

5 经济学院 杜莉
绿色经济实现路径——中国碳金融交易机

制研究
80

6 法学院 张文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研究 80

7 行政学院 王彩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

释与实践路径研究
80

8 行政学院 麻宝斌
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

究
80

9 商学院 张屹山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计算及结构转换路径

研究
80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 80

表表表表 777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

1 商学院 金晓彤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

究
80

2 东北亚研究院 朱显平 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战略研究 80

表表表表888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一览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一览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一览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一览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

1 吉林大学 李元元
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高等教育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30

表表表表999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

1 管理学院 蔡莉
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创业机会与资源

开发行为研究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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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0101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一览表一览表一览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

1 哲学社会学院 贺来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研究 25

2 哲学社会学院 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研究 25

3 经济学院 谢地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体系研究 25

4 法学院 崔卓兰
行政自我控制的理论与制度研究（年度项

目）
25

5 商学院 于桂兰
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和谐指数构建与应用研

究（年度项目）
25

6 商学院 金晓彤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消费问题研究 25

表表表表111111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

1 东北亚研究中心 张景全 日美、韩美同盟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系 20

2 东北亚研究中心 陈志恒 中、日、俄油气资源竞争与合作研究 20

3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张文立 青海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综合研究 20

4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彭善国 吉林前郭塔虎城——2000 年考古发掘报告 20

5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张世伟
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就业效应和收入分配效

应
20

6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金成晓
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规则动态计量方

法及应用研究
20

7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徐忠明 中国司法传统的法哲学探究 20

8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范进学 权利与政治研究 20

9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齐平 中央企业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 20

10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丁一兵 近期外国国有企业功能、结构、绩效研究 20

11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
姚大志 分配正义研究 20

12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
程彪 《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解析 20

注：表 6-11 按单位排序，单位相同时按负责人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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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26.20126.20126.2012年年年年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重要横向项目情况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重要横向项目情况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重要横向项目情况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重要横向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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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研项目发展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基点和契机；同时，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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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12121212：：：：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到账经费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到账经费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到账经费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到账经费 2020202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一览表万元以上横向项目一览表万元以上横向项目一览表万元以上横向项目一览表

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到账经费到账经费到账经费到账经费

1 管理学院 陈太博 吉林省法制信息化平台-软件系统开发项目 127.6

2 东北亚研究院 王胜今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研究课题 100

3
法学院 徐岱 死刑的严格控制与限制适用

98.4

4
哲学社会学院 李文祥 农村社区发展与社会和谐研究

77.92

5
管理学院 李北伟 吉林省经济合作重点项目包装策划

74.05

6
文学院 赵宾福 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遗址保护规划

51

7
管理学院 于宝君 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及分级监管指标体系

设计与信息系统开发
50

8
东北亚研究院 于潇 延边州对外开放战略与规划系列研究

50

9
东北亚研究院 吴昊 敦化市建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规划研究

50

10
管理学院 杨刚 企业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开发

50

11
商学院 邹国庆 吉林省电力工程公司改制及战略性重组

50

12
法学院 徐卫东 汽车经销商产品责任法律问题研究

50

13
经济学院 徐传谌 中国烟草行业多元化投资发展战略研究

50

14
管理学院 景涛 延边大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网络营销系

统及顾客、公众满意监测系统开发
50

15
商学院 刘金全 泰康人寿吉林分公司人力资源战略开发研究

41

16
管理学院 王爱群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

系建设
40

17
管理学院 张向先 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资产智能综合管理信

息系统分析、设计与实施
36

18
法学院 于莹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中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30

19
东北亚研究院 于潇 珠海市建设“人口均衡社会”战略规划研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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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东北亚研究院 王胜今 延边州对外开放战略与规划系列研究

30

21
管理学院 刘娜 分布式装备协同管理软件

30

22
管理学院 孙立荣 内部控制审计控制测试程序与方法研究

30

23
管理学院 张向先 吉林省通用机械有限公司竞争情报的跟踪与

分析
30

24
管理学院 张颖丽 一汽集团市场竞争情报的跟踪分析

30

25
管理学院 李北伟 东北区域创新集群（长春）总体规划及重点任

务
30

26
管理学院 姚梅芳 北国商城市场调研与定位分析

30

27
经济学院 赵新宇 吉林省制造业竞争力研究报告

30

28
管理学院 蔡莉 吉林省风电产业支撑政策研究——比较政策

研究、政策设计与评价
25.05

29
管理学院 孙立荣 国家电网公司审计制度体系建设

25

30
管理学院 陈海涛 吉林省长源药业医药销售管理信息系统开发

25

31
文学院 赵宾福 陡北遗址考古与保护

23.2

32
经济学院 蔡壮 东北黑土区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及建后管护机

制的应用示范
23.18

33
管理学院 于旭 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20

34
法学院 于莹 海外农业开发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20

35
文学院 王立新 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建设

20

36
文学院 王立新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

20

37
商学院 刘金全 吉林省省直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

具）配置标准研究
20

3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孙秀云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经济和特色产业发展模

式研究
20

39
经济学院 张嘉昕 东北地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20

40
管理学院 赵静杰 员工能力评估与技能开发培训方向研究

20

41
管理学院 徐恺英 广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
20

注：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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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著作二、出版著作二、出版著作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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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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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著作数据为依据统计了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参见表13），

2011 年共出版著作 148 部。

表表表表 13131313：：：：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教教教教

师师师师

数数数数

著作类别著作类别著作类别著作类别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专专专专

著著著著

编著编著编著编著

或或或或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译著译著译著译著

古籍古籍古籍古籍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创作创作创作创作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书或书或书或书或

参考参考参考参考

书书书书

1 哲学社会学院 82 11 2 3 1 17171717

2 文学院 212 21 12 3 1 37373737

3 外国语学院 80 1 1111

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29 1 2 3333

5 艺术学院 81 1 2 1 1 5555

6 体育学院 177 3 1 4444

7 经济学院 88 3 7 1 11111111

8 法学院 99 6 3 2 11111111

9 行政学院 53 3 6 1 10101010

10 商学院 110 5 9 14141414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0 6 3 1 11111111

12 管理学院 113 6 5 11111111

13 东北亚研究院 60 6 3 9999

14 古籍研究所 18 3 3333

15 高等教育研究所 14 0000

16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0000

17 公共卫生学院 1 1111

18 应用技术学院 1 1111

19 农学部 0000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1656165616561656 72727272 58585858 11111111 2222 1111 4444 148148148148

注：1.著作数量及著作类别以各单位申报情况为准。

2.按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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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表论文三、发表论文三、发表论文三、发表论文

为比较客观和准确地反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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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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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收录论文情况，我校 2011 年共有 1,357 篇论文被 CSSCI 收录，位列

全国高校第 8 位。在本年报中，对我校 2011 年 CSSCI 论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一是我校与其他

高校 CSSCI 论文产出能力对比（参见表 14）；二是我校各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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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表 15-17）；三是 CSSCI 论文高产作者群体和高层次刊物论文作

者群体情况（参见表 18-20）；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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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表 21-23）。

1.1.1.1.部分高校部分高校部分高校部分高校 2011201120112011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CSSCICSSCICSSCICSSCI 论文发表情况论文发表情况论文发表情况论文发表情况

2011年，我校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357篇，占全部CSSCI来源期刊所收录论文的1.41%，

位列全国高校第 8 位。

表表表表14141414：部分高校：部分高校：部分高校：部分高校 CSSCICSSCICSSCICSSCI论文发表情况对比表论文发表情况对比表论文发表情况对比表论文发表情况对比表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收录论文篇数收录论文篇数收录论文篇数收录论文篇数

1 中国人民大学 2124

2 南京大学 1915

3 北京大学 1891

4 北京师范大学 1616

5 武汉大学 1476

6 四川大学 1474

7 复旦大学 1423

8888 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 1357135713571357

9 南开大学 1321

10 华东师范大学 1115

11 中山大学 1093

12 山东大学 1059

13 华中师范大学 1029

14 厦门大学 1009

15 清华大学 972

16 浙江大学 943

17 华中科技大学 786

18 南京师范大学 766

19 华南师范大学 752

20 西安交通大学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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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论文产出及分布情况论文产出及分布情况论文产出及分布情况论文产出及分布情况

（（（（1111））））2011201120112011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 CSSCICSSCICSSCICSSCI 论文情况论文情况论文情况论文情况

各单位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反映出我校各单位的科研成果的产出量和人均产出率。

法学院、文学院、哲学社会学院、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分别位居产出总量前五位，共占我校论文产出总

数的 59.92%。

表表表表 15151515：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 CSSCICSSCICSSCICSSCI论文情况统计表论文情况统计表论文情况统计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教师数教师数教师数教师数 发文数发文数发文数发文数
人均人均人均人均

发文数发文数发文数发文数

占学校发占学校发占学校发占学校发

文比例文比例文比例文比例

1 法学院 99 189 1.91 13.93%

2 文学院 212 174 0.82 12.82%

3 哲学社会学院 82 157 1.91 11.57%

4 商学院 110 148 1.35 10.91%

5 管理学院 113 145 1.28 10.69%

6 经济学院 88 119 1.35 8.77%

7 行政学院 53 106 2 7.81%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0 80 0.57 5.90%

9 东北亚研究院 60 59 0.98 4.35%

10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29 39 0.12 2.87%

11 古籍研究所 18 27 1.5 1.99%

12 农学部 19 1.40%

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14 10 0.71 0.74%

13 艺术学院 81 10 0.12 0.74%

15 外国语学院 80 7 0.09 0.52%

16 公共卫生学院 6 0.44%

17 体育学院 177 5 0.03 0.37%

17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5 0.37%

19 应用技术学院 1 0.07%

其他单位 51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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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011201120112011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

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A类和 B 类刊物）发表论文数反映出我校各单位高水平成果的产出水平。

哲学社会学院是我校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成果产出最多的单位。

表表表表16161616：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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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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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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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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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AAAA类论文类论文类论文类论文 BBBB类论文类论文类论文类论文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 哲学社会学院 11 10 21212121

2 行政学院 5 3 8888

3 商学院 4 2 6666

4 法学院 3 5 8888

4 东北亚研究院 3 3 6666

6 文学院 2 9 11111111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5 6666

8 经济学院 1 3 4444

9 管理学院 3 3333

10 古籍研究所 2 2222

11 体育学院 1 1111

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111

11 农学部 1 1111

14 外国语学院 0000

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0000

14 艺术学院 0000

14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0000

14 公共卫生学院 0000

14 应用技术学院 000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30303030 48484848 78787878

注：按 A 类论文数排序，A类论文数相同时按合计数排序，数量相同时按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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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2011201120112011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 CSSCICSSCICSSCICSSCI论文情况论文情况论文情况论文情况

学术论文产出的学科分布反映出我校各学科的科研活跃程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哲学和政治学

等学科论文产量高，占据了学校发文的前五位，其发文总量达到了我校论文产出总量的 62.41%，是我校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产出较高的几个学科。

表表表表 17171717：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 CSSCICSSCICSSCICSSCI论文情况统计表论文情况统计表论文情况统计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科名称学科名称学科名称学科名称 发文篇数发文篇数发文篇数发文篇数 占学校发文比例占学校发文比例占学校发文比例占学校发文比例

1 经济学 298 21.96%

2 法学 193 14.22%

3 管理学 130 9.58%

4 哲学 115 8.47%

5 政治学 111 8.18%

6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90 6.63%

7 中国文学 77 5.67%

8 历史学 76 5.60%

9 社会学 47 3.46%

10 教育学 44 3.24%

11 考古学 27 1.99%

12 语言学 26 1.92%

13 外国文学 24 1.77%

13 艺术学 19 1.40%

15 环境科学 18 1.33%

16 民族学与文化学 21 1.55%

17 马克思主义 12 0.88%

18 心理学 10 0.74%

19 宗教学 7 0.52%

19 体育学 4 0.29%

21 统计学 4 0.29%

22 新闻学与传播学 3 0.22%

注：该表中的学科仅以发表论文标注的第一学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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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2011201120112011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CSSCICSSCICSSCICSSCI论文高产作者情况论文高产作者情况论文高产作者情况论文高产作者情况

统计作者的发文情况可以反映出学者的学术生产能力和研究活跃程度。2011 年我校在 CSSCI 来源

期刊上发表论文在5篇（含5篇）以上的教师有38位，共产出论文224篇，占当年我校总发文数的16.51%，

其中，哲学社会学院孙正聿教授和行政学院郭锐副教授 2011 年发表 9 篇论文，并列第一。

表表表表 18181818：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CSSCICSSCICSSCICSSCI 论文高产作者情况一览表论文高产作者情况一览表论文高产作者情况一览表论文高产作者情况一览表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发文数量发文数量发文数量发文数量

1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9

1
郭锐 行政学院

9

3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8

3
贺来 哲学社会学院

8

5
丁志国 商学院

7

5
张盾 哲学社会学院

7

5
张嘉昕 经济学院

7

5
周佰成 经济学院

7

5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

7

10
王小钢 法学院

6

10
王向阳 管理学院

6

10
田洪鋆 法学院

6

10
刘金全 商学院

6

10
汤吉军 经济学院

6

10
张世伟 商学院

6

10
陈松友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10
胡铁生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6

10
郭永虎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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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申春 哲学社会学院

6

20
木斋 文学院

5

20
王亚男 商学院

5

20
王学谦 文学院

5

20
刘雪莲 行政学院

5

20
孙德超 行政学院

5

20
朱秀梅 管理学院

5

20
毕强 管理学院

5

20
何志鹏 法学院

5

20
张鹤泉 古籍研究所

5

20
杨波 法学院

5

20
陈秉公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20
庞晓波 商学院

5

20
姚毓春 经济学院

5

20
徐传谌 经济学院

5

20
崔卓兰 法学院

5

20
崔健 东北亚研究院

5

20
傅穹 法学院

5

20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20
潘石 经济学院

5

注：1.高产作者指的是署名吉林大学且以第一作者名义发表5篇（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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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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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2011201120112011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

2011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A 类和 B 类刊物）发表论文 78 篇，其中，在《中

国社会科学》上发表 3 篇，在 S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 7 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0 篇。

表表表表 19191919：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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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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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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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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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类）类）类）类）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论文题目论文题目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发表或转载发表或转载发表或转载发表或转载

刊物刊物刊物刊物

刊期或刊期或刊期或刊期或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1

哲学社会学院 王天成 论中西形而上学的实现方式 《社会科学战线》

原发，《新华文摘》

转载

2011.5

2011.16

2

哲学社会学院 王丽娟 Prospective Memory across
Adolescence: The Effects of Age
and Cue Focal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1.1

3

哲学社会学院 田毅鹏 “内藩外夷”与“五族共和” 《学习与探索》原

发，《新华文摘》

转载

2011.2

2011.11

4
哲学社会学院 田毅鹏 乡村“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

化的两难

《浙江学刊》原发，

《新华文摘》转载

2011.5

2011.24

5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

义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原发，《新

华文摘》转载

2011.1

2011.9

6

哲学社会学院 孙利天

张岩磊

哲学的人性自觉及其意义——

中西马哲学会通的一个内在性

平面

《长白学刊》原发，

《新华文摘》转载

2011.1

2011.12

7
哲学社会学院 曲红梅

刘福森

“人工设计生命”所引发的哲学

和伦理问题

《光明日报》原发，

《新华文摘》转载

2010.10

2011.2

8
哲学社会学院 张盾 “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

德、马克思

《中国社会科学》 2011.3

9
哲学社会学院 邴正 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

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 2011.2

10
哲学社会学院 贺来 “内在超越”与哲学的批判本性 《学术研究》原发，

《新华文摘》转载

2010.9

2011.3

11

哲学社会学院 漆思 现代性的主体主义理念批判 《江西社会科学》

原发，《新华文摘》

转载

2011.6

2011.2

12

文学院 禹平 儒生与汉代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新华

文摘》转载

2011.5

2011.24

13

文学院 蔡大伟

等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domestic sheep indicated by
ancient DNA analysis of Bronze
Age individual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1.2

14

经济学院 谢地

孟勐

弥补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缺口

的财税改革路径

《社会科学辑刊》

原发，《新华文摘》

转载

2011.5

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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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学院 冯彦君

王丹丹

“非全日制用工养老保险的立

法模式选择——以中日比较为

视角”

《当代法学》原发，

《新华文摘》转载

2010.6

2011.3

16

法学院 张文显

李光宇

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衡

平分析

《社会科学战线》

原发，《新华文摘》

转载

2011.7

2011.19

17

法学院 李立丰 美国刑事陪审制度简史（译文） 《社会科学战线》

原发，《新华文摘》

转载

2010.11

2011.6

18
行政学院 于君博

等

Regional Innovation Clusters: A
Critical Review

Growth and Change 2011.2

19

行政学院 刘雪莲

江长新

次国家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特

点与方式

《社会科学战线》

原发，《新华文摘》

转载

2010.10

2011.1

20
行政学院 张贤明 民生政治与政府责任 《学习时报》原发，

《新华文摘》转载

2010.12

2011.4

21
行政学院 肖晞 加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 《理论视野》原发，

《新华文摘》转载

2011.6

2011.21

22
行政学院 周光辉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

革

《中国社会科学》 2011.3

23

商学院 刘伟江

等

Determination of customer value
measurement model RFM index
weights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2011.14

24

商学院 刘金全

等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Money Growth on Inflation with
Regime Switching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1.6

25

商学院 张世伟

贾朋

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

性的地区差异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原发，《新

华文摘》转载

2011.1

2011.11

26

商学院 张纯洪

等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accounting for
undesirable outputs:Analysis of
China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1.12

27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王淑荣

于延晓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研

究》原发，《新华

文摘》转载

2010.11

2011.8

28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宋鸥

全球资本主义：三次重大转型—

—对于经济—社会关系的社会

—哲学解读（译文）

《史学集刊》原发，

《新华文摘》转载

2010.5

2011.2

29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王学礼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农业

发展道路之争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原发，《新

华文摘》转载

2010.6

2011.5

30
东北亚研究院 杨雪等 Outflows Of Chinese Koreans In

Yanbian Prefectur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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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0202020：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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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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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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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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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类）类）类）类）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论文题目论文题目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原发或转载刊物原发或转载刊物原发或转载刊物原发或转载刊物

刊期或刊期或刊期或刊期或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1

哲学社会学院 王庆丰 现象学的发生概念:从胡塞尔到

德里达

《江海学刊》原发，

《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转载

2010.5

2011.2

2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白刚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基础

理论研究》原发，

《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转载

2011.3

2011.8

3

哲学社会学院 刘岩

赵延东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 《社会》原发，《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

转载

2011.4

2011.11

4

哲学社会学院 王庆丰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 《天津社会科学》

原发，《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转载

2011.4

2011.11

5
哲学社会学院 陈鹏 “满洲”名称述考 《民族研究》 2011.3

6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探索和回

答时代课题

《求是》 2011.7

7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杨晓

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哲学研究》 2011.3

8
哲学社会学院 姚大志 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 《哲学研究》 2011.3

9
哲学社会学院 贺来 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何以可能？ 《哲学研究》 2011.7

10
哲学社会学院 张盾 财产权批判的政治观念与历史

方法

《哲学研究》 2011.8

11

文学院 王昊 金词、元词之异与“词衰于元”

辨析

《文学遗产》原发，

《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转载

2011.2

2011.8

12

文学院 王剑 明清以来的“中国模式”：世界

历史中的中国（译文）

《学习与探索》原

发，《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6

2011.3

13
文学院 陈胜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

的适应变迁

《考古学报》 2011.1

14
文学院 王剑 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考论 《历史研究》 2011.6

15
文学院 李静 金初词人群体的心理认同与词

的创作

《文学评论》 2011.1

16
文学院 木斋 论唐代乐舞制度变革与曲词起

源

《文学评论》 2011.5

17
文学院 靳丛林

李明辉

竹内好：凭藉鲁迅的文化反思 《文学评论》 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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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文学院 马大勇 20 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

前瞻

《文学评论》 2011.6

19
文学院 李静 “盛世”气象与金代中期本土词

人群体

《文艺研究》 2011.6

20
体育学院 孙一 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探究 《体育科学》 2011.6

21

经济学院 杜莉

韩丽娜

碳金融体系及其运行机制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原发，《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

转载

2010.5

2011.2

22

经济学院 年志远

胡继立

基于产权视角的企业劳资关系 《社会科学战线》

原发，《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转载

2010.11

2011.4

23
经济学院 汤吉军

陈俊龙

囚犯困境视角下资源枯竭的博

弈分析

《管理世界》 2011.7

24

法学院 何志鹏 大国政治中的司法困境——“科

索沃独立咨询意见”反思

《法商研究》原发，

《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转载

2010.6

2011.2

25

法学院 李拥军

桑本谦

婚姻制度的法理学基础 《山东大学学报》

原发，《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转载

2010.6

2011.3

26
法学院 黄文艺 作为法律干预模式的家长主义 《法学研究》 2010.5

27

法学院 曹险峰 数人侵权的体系构成——对侵

权责任法第 8 条至第 12 条的解

释

《法学研究》 2011.5

28
法学院 马新彦 内幕交易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

建

《法学研究》 2011.6

29

行政学院 肖晞

郎帅

文化、情感与理性选择：政治学

视域下的反思与整合

《公共管理研究》

原发，《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转载

2010.8

2011.1

30
行政学院 薛洁 互惠利他：和谐交往的公民态度 《政治学研究》 2011.1

31

行政学院 刘雪莲

张微微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海

陆联合的全球结构与合作性区

域结构

《政治学研究》 2011.2

32

商学院 丁志国 次贷危机改变了世界资本市场

的风险格局

《科学决策》原发，

《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转载

2011.5

2011.10

33

商学院 隋建利

刘金全

庞春阳

基于太阳黑子冲击视角的中国

货币政策有效性测度

《管理世界》 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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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马克思主义学

院

陈秉公 国家核心价值建设的规律性 《理论探讨》原发，

《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转载

2010.6

2011.4

35

马克思主义学

院

邵彦敏 公有制观念的冲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理论与英国工党市场社

会主义理论比较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1.8

36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宋连胜

董树彬

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

促进的实现路径

《政治学研究》 2011.3

37
马克思主义学

院

贾中海

李娟

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原

旨、批判与选择

《政治学研究》 2011.4

3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穆艳杰 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政治学研究》 2011.5

39

管理学院 董保宝

葛宝山

王侃

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

优势：机理与路径

《管理世界》 2011.3

40

管理学院 朱秀梅

李明芳

创业网络特征对资源获取的动

态影响——基于中国转型经济

的证据

《管理世界》 2011.6

41

管理学院 蔡莉

单标安

朱秀梅

王倩

创业研究回顾与资源视角下的

研究框架构建——基于扎根思

想的编码与提炼

《管理世界》 2011.12

42

东北亚研究院 庞德良

洪宇

制度目标与发展政策的两难选

择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原发，《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

转载

2010.4

2011.1

43

东北亚研究院 戴宇 “文明的武士道”：日本学者武

士道丛论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原发，《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

转载

2010.6

2011.5

44

东北亚研究院 李天籽

王智辉

中国城市化的用地效率与农地

保护

《求索》原发，《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

转载

2011.8

2011.12

45
古籍研究所 王连龙 隋吴通墓志道教文化内涵考论 《世界宗教研究》 2011.4

46
古籍研究所 周忠兵 说金文中的“宠光” 《文史》 2011.4

47

高等教育研究

所

赵俊芳 大学郊区化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高等教育研究》

原发，《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转载

2010.8

2011.2

48
农学部 姚舜

衣保中

吉林省区域物流节点建设规模

预测分析

《管理世界》 2011.7

注：表 19-20 按单位排序，同一单位的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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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论文影响力情况论文影响力情况论文影响力情况论文影响力情况

（（（（1111）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 2011201120112011年被引情况年被引情况年被引情况年被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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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在 1998-2011 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 2011 年总计被引用 1712 次，其中经济学、管理学

和法学被引次数高，占我校 2011 年被引次数的 61.51%。

表表表表21212121：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被引情况统计表：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被引情况统计表：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被引情况统计表：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被引情况统计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科名称学科名称学科名称学科名称 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被引次数 占学校被引比例占学校被引比例占学校被引比例占学校被引比例

1 经济学 604 35.28%

2 管理学 246 14.37%

3 法学 203 11.86%

4 哲学 119 6.95%

5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17 6.83%

6 社会学 89 5.20%

7 政治学 84 4.91%

8 考古学 39 2.28%

9 中国文学 39 2.28%

10 历史学 36 2.10%

11 教育学 33 1.93%

12 语言学 26 1.52%

13 心理学 15 0.88%

14 环境科学 11 0.64%

15 体育学 11 0.64%

16 民族学与文化学 7 0.41%

17 外国文学 7 0.41%

18 马克思主义 5 0.29%

19 新闻学与传播学 5 0.29%

20 统计学 2 0.12%

21 艺术学 1 0.06%

其他学科 10 0.58%

注：1.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学科 1998-2011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

2011 年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

2.按学科被引次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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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 2011201120112011年被引情况年被引情况年被引情况年被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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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法学院、管理学院、哲学社会学院和经济学院被引次数高，位居前五位，占我校 2011 年被引次

数的 70.33%。

表表表表 22222222：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 2011201120112011年被引情况统计表年被引情况统计表年被引情况统计表年被引情况统计表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被引次数 占学校被引比例占学校被引比例占学校被引比例占学校被引比例

1 商学院 411 24.01%

2 管理学院 237 13.84%

3 法学院 208 12.15%

4 哲学社会学院 191 11.16%

5 经济学院 157 9.17%

6 文学院 119 6.95%

7 东北亚研究院 102 5.96%

8 行政学院 72 4.21%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35 2.04%

10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8 1.05%

10 古籍研究所 18 1.05%

12 公共卫生学院 17 0.99%

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14 0.82%

14 体育学院 13 0.76%

15 外国语学院 9 0.53%

16 农学部 6 0.35%

17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2 0.12%

18 艺术学院 1 0.06%

18 应用技术学院 1 0.06%

其他单位 81 4.73%

注：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单位 1998-2011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

2011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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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2011201120112011 年高被引著者情况年高被引著者情况年高被引著者情况年高被引著者情况

通过统计高被引作者情况可以反映出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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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教师所发论文于 2011 年被引次数居于前列的著者。

表表表表23232323：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2011201120112011 年高被引著者情况一览表年高被引著者情况一览表年高被引著者情况一览表年高被引著者情况一览表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被引次数

1 刘金全 商学院 113

2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51

3 李晓 经济学院 43

4 张屹山 商学院 38

5 赵振全 商学院 35

6 张世伟 商学院 31

7 毕强 管理学院 26

7 崔卓兰 法学院 26

9 徐传谌 经济学院 24

10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23

10 贺来 哲学社会学院 23

12 张文显 法学院 22

13 黄文艺 法学院 20

13 蔡莉 管理学院 20

15 石柱鲜 商学院 19

16 刘海英 商学院 18

17 朱秀梅 管理学院 16

17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 16

19 项卫星 经济学院 14

20 何志鹏 法学院 13

21 王晰巍 管理学院 12

22 王胜今 东北亚研究院 11

22 董直庆 商学院 11

注：1.高被引著者的确定标准是该作者1998-2011年在CSSCI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

在CSSCI2011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达到10次（含10次）以上。

2.被引次数相同的学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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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库入选四、文库入选四、文库入选四、文库入选

2012 年，我校有 2 部书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参见表 24），入选数位居全国高校第 4

位；4部书稿入选《高校人文学术文库》（参见表 25）。

表表表表 24242424：：：：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情况一览表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情况一览表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情况一览表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情况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1
哲学社会学院 贺来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马克思哲学“主体

性”问题研究

2
法学院 任喜荣 地方人大监督职权研究

表表表表25252525：：：：入选入选入选入选《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文库》《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文库》《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文库》《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文库》情况一览表情况一览表情况一览表情况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1
文学院 徐英春 倾听历史的回声——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比

较研究

2
法学院 李哲范 行政诉讼司法权界限

3
行政学院 张锐昕 网络时代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4
古籍研究所 王连龙 新见北朝墓志集释

注：表 24-25 按单位排序，同一单位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五、获奖情况五、获奖情况五、获奖情况五、获奖情况

本年报公布的 2012 年度科研成果奖包括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参见

表 26）、第九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参见表 27）和第五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参见表 28），

其中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1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6项；

第九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81 项，一等奖 26 项、二等奖 34 项、三等奖 21 项；第五届长春市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70 项，一等奖 14 项。

表表表表 26262626：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获奖获奖获奖获奖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1
哲学社会学院 车文博 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 著作 一等奖

2
文学院 张福贵 “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

意义

著作 二等奖

3
行政学院 周光辉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 30 年

论文 二等奖

4
商学院 张屹山 包含货币因素的利率规则及其在我国

的实证检验

论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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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理论体系建构

论文 二等奖

6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 论文 三等奖

7
经济学院 杜莉 建构碳金融运行机制支持我省低碳经

济发展的建议

咨询报

告

三等奖

8
法学院 姚建宗 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 论文 三等奖

9
行政学院 张贤明 中国官员责任追究制度建设的回顾、反

思与展望

论文 三等奖

10
商学院 刘金全 中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关

系检验（1980-2008）

论文 三等奖

11
管理学院 蔡莉 新创企业学习能力、资源整合方式对企

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论文 三等奖

表表表表27272727：第九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九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九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九届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获奖获奖获奖获奖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1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著作 一等奖

2
哲学社会学院 邴正 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 论文 一等奖

3
哲学社会学院 贺来 “内在超越”与哲学的批判本性 论文 一等奖

4
哲学社会学院 张盾 “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

克思

论文 一等奖

5
文学院 程妮娜 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 著作 一等奖

6
文学院 张锡坤 周易经传美学通论 著作 一等奖

7
文学院 王剑 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考论 论文 一等奖

8
文学院 王树海 佛禅语言诗性化考辨——“诗俏禅门”

再认识

论文 一等奖

9
文学院 禹平 儒生与汉代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论文 一等奖

10
文学院 张福贵 为“文化五四”辩护——两个“五四”

的不同境遇与价值差异

论文 一等奖

11
经济学院 李晓 东亚产业关联的研究方法与现状——

一个国际/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的综述

论文 一等奖

12
法学院 马新彦 现代私法上的信赖法则 著作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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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学院 冯彦君 非全日制用工养老保险的立法模式选

择——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论文 一等奖

14
行政学院 刘雪莲 次国家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特点与方

式

论文 一等奖

15
行政学院 肖晞 加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 论文 一等奖

16
行政学院 周光辉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论文 一等奖

17
商学院 丁志国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识

别与农村金融政策应对路径选择

论文 一等奖

18
商学院 金晓彤 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收敛还

是发散？

论文 一等奖

19
商学院 刘金全 中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关

系检验（1980——2008）

论文 一等奖

20
商学院 张世伟 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的地

区差异

论文 一等奖

21
商学院 张屹山 基于权力范式的汇率决定研究 论文 一等奖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论民族振兴与大学“共同知识课程”体

系建构

论文 一等奖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发展 论文 一等奖

24
东北亚研究院 王胜今 图们江地区跨国经济合作研究 著作 一等奖

25

管理学院 蔡莉 创业研究回顾与资源视角下的研究框

架构建——基于扎根思想的编码与提

炼

论文 一等奖

26
管理学院 赵树宽 集成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创新能力评价

研究

论文 一等奖

27
哲学社会学院 韩志伟 追寻自由——从康德到马克思 著作 二等奖

28
哲学社会学院 程彪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

论文 二等奖

29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后单位时代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

——以“中间社会”的构建为视角

论文 二等奖

30
哲学社会学院 曲红梅 “人工设计生命”所引发的哲学和伦理

问题

论文 二等奖

31
哲学社会学院 宋宝安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影响 论文 二等奖

32
哲学社会学院 田毅鹏 乡村“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两

难

论文 二等奖

33
哲学社会学院 王天成 论中西形而上学的实现方式 论文 二等奖

34
文学院 李志宏 认知美学原理 著作 二等奖

35
文学院 赵英兰 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 著作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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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文学院 徐正考 关于古白话起源问题的再思考 论文 二等奖

37
文学院 杨军 契丹“四楼”别议 论文 二等奖

38
经济学院 李俊江 国际贸易学说史 著作 二等奖

39
经济学院 李政 创业型经济：内在机理与发展策略 著作 二等奖

40
经济学院 谢地 弥补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缺口的财税

改革路径

论文 二等奖

41
经济学院 徐传谌 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悖论与国

有企业包容性增长

论文 二等奖

42
法学院 崔卓兰 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 论文 二等奖

43
法学院 霍海红 证明责任配置裁量权之反思 论文 二等奖

44
法学院 李建华 论财产性民事责任优先承担规则 论文 二等奖

45
法学院 吕丽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独特性探析 论文 二等奖

46
行政学院 麻宝斌 权责一致与权责背离：在理论与现实之

间

论文 二等奖

47
行政学院 孙德超 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

现状及实现途径

论文 二等奖

48
行政学院 薛洁 互惠利他：和谐交往的公民态度 论文 二等奖

49
行政学院 张锐昕 电子政府构建的政府基础：涵 义、特

征和构成

论文 二等奖

50
行政学院 张贤明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与政府责任 论文 二等奖

51
商学院 田虹 企业社会责任效应 著作 二等奖

52
商学院 钟贤巍 产业旅游与东北振兴：欧盟产业旅游对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启示

著作 二等奖

53
商学院 毛志宏 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基于上

市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的分析

论文 二等奖

54
商学院 吴小丁 商品流通研究的市场营销学理论渊源

探析

论文 二等奖

55

商学院 张纯洪 考虑非合意产出的生产率增长与环境

规制：采用曼奎斯特-伦伯格指数的中

国 30 个省际地区分析

论文 二等奖

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邵彦敏 公有制观念的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与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比

较

论文 二等奖

57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农业发展道

路之争

论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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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高等教育研究所 赵俊芳 大学郊区化及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论文 二等奖

59

生物与农业工程

学院

杨印生 公共投资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率增

长的驱动效应分析——基于吉林省

1989-2006 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论文 二等奖

60
哲学社会学院 刘岩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

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

论文 三等奖

61
哲学社会学院 王庆丰 现象学的发生概念：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论文 三等奖

62
文学院 吕明臣 听障儿童语言功能评估方法 论文 三等奖

63
文学院 魏存成 如何处理和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 论文 三等奖

64
艺术学院 朱廷丽 社会批判：墨子与阿多诺音乐理论的一

致性

论文 三等奖

65
经济学院 周佰成 非对称与时变：中外证券市场波动性特

征的比较研究

论文 三等奖

66
法学院 曹险峰 数人侵权的体系构成——对侵权责任

法第 8 条至第 12 条的解释

论文 三等奖

67
法学院 李国强 时代变迁与物权客体的重新界定 论文 三等奖

68
行政学院 林奇富 社会契约论与近代自由主义转型 著作 三等奖

69
行政学院 王彩波 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新政治经济

研究视角的分析

著作 三等奖

70
行政学院 宋艳 财政改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

径

论文 三等奖

71
行政学院 王郅强 我国基层乡村债务膨胀的潜在风险及

应对建议

咨询报

告

三等奖

72
商学院 李清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测模型研究

——基于统计和人工智能方法构建

著作 三等奖

73
商学院 陈守东 构建我省农村资本市场对策研究 论文 三等奖

74

商学院 金春雨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

实证分析——基于变参数模型的计量

检验

论文 三等奖

75
商学院 张秀娥 全民创业氛围形成的影响因素及演进

机制

论文 三等奖

7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桂花 科技哲思——科技异化问题研究 著作 三等奖

77
高等教育研究所 李洪修 组织社会学视域中的学校课程实施 论文 三等奖

78
管理学院 葛宝山 促进中国创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研

究

论文 三等奖

79
管理学院 李雪灵 合法性视角下的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

基于中国新企业的实证检验

论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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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生物与农业工程

学院

吕东辉 我国农民售粮决策能力分析:基于行为

金融学的视角——基于制度供给与制

度需求角度的分析

论文 三等奖

81
农学部 白刚 资本现象学——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

质问题

论文 二等奖

表表表表 28282828：第五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五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五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五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获奖获奖获奖获奖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1
哲学社会学院 田毅鹏 乡村“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两

难

论文 一等奖

2
哲学社会学院 张金荣 长春市城市居民食品安全意识调查和

食品安全风险规制咨询报告

咨询报

告

一等奖

3
哲学社会学院 贺来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辩证法的“后形

而上学”视野

著作 一等奖

4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后单位时代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

——以“中间社会”的构建为视角

论文 一等奖

5
文学院 张福贵 为“文化五四”辩护——两个“五四”

的不同境遇与价值差异

论文 一等奖

6
文学院 禹平 儒生与汉代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论文 一等奖

7
经济学院 齐平 东北地区地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

制度创新调查研究报告

咨询报

告

一等奖

8
经济学院 李俊江 国际贸易学说史 著作 一等奖

9
法学院 马新彦 内幕交易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论文 一等奖

10
商学院 丁志国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识

别与农村金融政策应对路径选择

论文 一等奖

11
商学院 刘金全 中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关

系检验(1980-2008)

论文 一等奖

12
商学院 杜莉 论碳金融体系及其运行架构 论文 一等奖

13
商学院 金晓彤 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收敛还是

发散

论文 一等奖

14
管理学院 邓君 档案载体演变规律研究 论文 一等奖

注：表 26-28 按获奖等级排序，获奖等级相同时按单位及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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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

我校有 4 种学术期刊获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参见表 29），入选期刊数位居全国高校第 3 位。

表表表表 29292929：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情况一览表：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情况一览表：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情况一览表：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情况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期刊名称期刊名称期刊名称期刊名称 创刊时间创刊时间创刊时间创刊时间 入选批次入选批次入选批次入选批次

1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55 年 第一批

2
人口学刊 1979 年 第二批

3
东北亚论坛 1992 年 第二批

4
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5 年 第二批

注：按入选批次排序，同一批次按创刊时间排序。

七、学术活动七、学术活动七、学术活动七、学术活动

2012 年，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共举办名家讲座 73 场（参见表 30），举办跨学科学术论坛 2场（参

见表 31）。

表表表表 30303030：人文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人文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人文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人文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组织单位组织单位组织单位组织单位 讲座人讲座人讲座人讲座人 讲座人单位讲座人单位讲座人单位讲座人单位 讲座主题讲座主题讲座主题讲座主题 讲座时间讲座时间讲座时间讲座时间

1 文学院 陈平原 北京大学
“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
野

3月 8 日

2 文学院 竺家宁 台湾政治大学
台湾地区的新词发展和两
岸词汇比较

4月 1 日

3 管理学院 黄世忠
厦门国家会计
学院

企业财务报表分析 4月 7 日

4 外国语学院 金基石
上海外国语大
学

中·韩语言的特点 4月 16 日

5 东北亚研究院 金相学
朝鲜社会科学
院

朝鲜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
建设

4月 16 日

6 东北亚研究院 池成豪
朝鲜社会科学
院

朝鲜的对外经济关系的现
状与展望

4月 20 日

7 哲学社会学院
Charles
Crawfor
d

加拿大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进化论心理学的理论与实
践

4月 27 日

8 行政学院 冯天瑜 武汉大学 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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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学院 杨春时 厦门大学
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
论争

4月 30 日

10 外国语学院 薛恩奎 黑龙江大学 语言学研究的现代思考 5月 9 日

11 法学院 张保生 中国政法大学
新刑诉法中证据规则实施
的若干问题

5月 11 日

12 管理学院 付华 国家档案局
全国档案馆网设置与国家
档案资源分布

5月 12 日

13 商学院 曲晓辉 厦门大学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及执行 5月 13 日

14 外国语学院 王宁 清华大学 全球化、世界文学与翻译 5月 14 日

15 法学院 崔建远 清华大学
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若干问
题

5月 19 日

16 哲学社会学院 申策
美国波士顿大
学

社会和谐与人民福祉——
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

5月 24 日

17 哲学社会学院
汤姆·洛
克莫尔

美国杜肯大学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 5月 25 日

18 哲学社会学院 王雅林
哈尔滨工业大
学

社会是什么？——社会概
念新论

5月 25 日

19 文学院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热点
及争论研究

5月 30 日

20 行政学院 蔡拓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
偏好及其原因分析

5月 31 日

21 管理学院 李新春 中山大学
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理论思
想

5月 31 日

22 经济学院 程伟 辽宁大学
美国单极思维与世界多极
化诉求之博弈

6月 1 日

23 法学院 舒国滢 中国政法大学 修辞理论与法学的成长 6月 3 日

24 法学院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
干问题

6月 5 日

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雷声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6月 5 日

26 文学院 陈尚君 复旦大学 石刻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 6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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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行政学院 曹景钧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共服务
与政府治理

6月 8 日

28 古籍研究所 陈伟武 中山大学
楚简与秦简文字的构形及
用字习惯比较研究

6月 10 日

29 行政学院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
奥巴马总统的亚太转向与
中美关系

6月 12 日

30 东北亚研究院 日兹宁
俄罗斯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

俄罗斯能源外交与能源政
策

6月 18 日

31 哲学社会学院
W.H.SH
AW

美国圣荷塞大
学

自由与功利主义 6月 19 日

32 管理学院 邓胜梁
加拿大布鲁克
大学

科学思维与管理研究 6月 21 日

33 文学院 夏晓虹 北京大学
经典阐释中的文体、性别与
时代——晚清的两种《女诫
注释》

7月 8 日

34 文学院
上 野 惠
司

日本共立女子
大学

日语的思维方式 汉语的思
维方式

8月 15 日

35 高等教育研究所 汤尧 台湾成功大学
台湾现代大学治理的政策
路向

8月 15 日

36 文学院 黄俊杰 台湾大学
王道世界观与 21 世纪大中
华的道路

8月 17 日

37 经济学院 杨义瑞
中国外交部政
策规划司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8月 22 日

38 哲学社会学院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
研究院

近代的国学观念与国学研
究

8月 24 日

39 商学院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
院

人口、养老、开放、住房、
国企——经济社会发展智
库新策论

8月 24 日

40 东北亚研究院 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
院

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形势
分析

8月 24 日

41 商学院 风笑天 南京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途径与方法 8月 25 日

42 文学院
藤 田 梨
那

日本国士馆大
学

郭沫若与日本 9月 4 日

43 文学院 洛夫
香港当代作家
协会

感受诗歌之美 9月 10 日

44 经济学院 大西广
日本庆应义塾
大学

马克思主义最优增长模型、
再生产公式、资本主义积累
的一般规律

9月 10 日



35

45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施旭 浙江大学 构建话语研究的中国范式 9月 13 日

46 行政学院
亚 历 山
大·卢金

俄罗斯外交学
院

俄罗斯亚太政策与中俄关
系

9月 13 日

47 行政学院 陈昊苏 中俄友好协会 漫谈新时期中国民间外交 9月 14 日

48 东北亚研究院 金光男
朝鲜社会科学
院

朝鲜农业的发展与促进 9月 20 日

49 文学院 胡亚敏 华中师范大学 差异性研究漫谈 9月 21 日

50 行政学院
托马斯·
雷明顿

美国埃默里大
学

普京与当代俄罗斯政治 9月 22 日

51 外国语学院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
学

语篇隐喻的特点及认知功
能

9月 24 日

52 文学院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
院

清王朝覆亡：改革与革命赛
跑

10 月 10 日

53 经济学院 蒋南平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态势与绿色发展
的几个问题

10 月 13 日

54 经济学院 逄锦聚 南开大学
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与经济
学人的责任

10 月 13 日

55 农学部

Sebastia
n
KUMM
ER

奥地利维也纳
经济大学

Smart city logistics and
Smart urban transportation 10 月 13 日

56 国际关系研究所
严·皮特
斯

美国加州大学
圣巴巴拉分校

21 世纪全球化新趋势 10 月 17 日

5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顾钰民 复旦大学
公司制：公有制与私有制混
合发展的有效载体

10 月 17 日

5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颜利
中国社会科学
院

核心价值观：从“仁义礼智
信”到“人义法自信”

10 月 17 日

59 法学院 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专题报
告

10 月 22 日

60 法学院 贾宇 西北政法大学
历史与国际视野下的中国
刑事政策

10 月 31 日

61 东北亚研究院
A.B. 奥
斯 特 洛
夫斯基

俄罗斯科学院 俄罗斯亚太发展战略 11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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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东北亚研究院
C.B. 乌
亚 纳 耶
夫

俄罗斯科学院 中俄关系未来发展 11 月 6日

63 法学院 陈兴良 北京大学 刑法知识的当代转型 11 月 17 日

64 法学院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律师的重新定位 11 月 18 日

65 外国语学院 金柄珉 延边大学
朝鲜人的中国体验叙事研
究绪说

11 月 30 日

66 文学院 何锡章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浪漫精神退
位的文化分析

12 月 1日

67 马克思主义学院 牛先锋 中共中央党校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12 月 5日

68 文学院 陈庆元 福建师范大学
台湾的大学——中国古代
文学教学与研究现状

12 月 7日

69 哲学社会学院 申曙光 中山大学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及
其对策研究

12 月 10 日

70 古籍研究所 彭卫
中国社会科学
院

研究范式的对话与学术的
进步——以《剑桥秦汉史》
为中心

12 月 10 日

71 文学院 高蒙河 复旦大学 中国公众考古实践 12 月 11 日

72 法学院 侯欣一 南开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进
程回顾与展望

12 月 12 日

73 东北亚研究院

R. 斯 坦
尼 斯 拉
夫.扎哈
洛维奇

俄罗斯国际能
源政策与外交
学院

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与能源
安全走势

12 月 29 日

注：按讲座时间排序，讲座时间相同时按单位排序。

表表表表 31313131：举办跨学科学术论坛情况一览表：举办跨学科学术论坛情况一览表：举办跨学科学术论坛情况一览表：举办跨学科学术论坛情况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 5 月 19 日

2 外国语学院 我们时代的语言与心灵 12 月 13 日

注：按会议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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