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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5 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

2015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扶持人才成长、建设机构平台、培育精

品成果、完善评价体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工作，注重内涵建设、

优化管理服务、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发展活力，取得了显著成效。科研经费继

续增长，到账经费首次突破 8,000 万元。获立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37 项，立

项数量并列全国高校第三位；20 项成果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创历史最好成绩；3部书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入选数量并列全国高校第一位；1,398 篇论文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收录，收录论文数量继续保持全国高校第六位；完成资深教授遴选工

作，聘任张福贵教授为第四批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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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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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位包括生命科学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物理学院、

珠海学院、《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辑部、图书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编辑部等单位。各单位的教师人数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处提供的数据为准。

各类经费统计单位均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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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项目及经费

1.2015 年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

2015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533 项，其中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9

项。年度到账经费 8012.82 万元，同比增长 5.17%，其中纵向项目经费 2900.3 万元、横向项目经费 4376.92

万元、协同创新经费 735.6 万，横向项目到账经费占比首次超过 50%。基本科研业务费新立项 142项，资

助经费 430 万元（含续拨经费）。

表 1：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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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80 618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4 140 12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35 700 630

国家社科基金其他项目 13 363 29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 298.24 159.34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1 20 10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自选项目 18 300 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4 126 63

教育部其他项目 12 98 26

中央其他各部委项目 17 180.9 160.6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22 29.6 25.8

吉林省科技厅项目 18 96 96

其他各类项目 64 162.92 116.82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574.738

合计 235 2900.3

横

向

经

费

本年立项项目 298 3823.67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553.25

合计 298 4376.92

协同创新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经费 535.6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经费 200

总 计 533 80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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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得项目及经费到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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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文学院到账经费超过 1500 万，

商学院、管理学院、行政学院、经济学院、东北亚研究院等 5个单位超过 700 万元。

表 2：2015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到账情况统计表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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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院 30 518.42 24 993.03 54 1511.45

2 商学院 29 362.7 30 575.5 59 938.2

3 管理学院 29 281.24 46 645.6 75 926.84

4 行政学院 14 252.35 36 463.1 50 715.45

5 经济学院 20 202.06 34 512.45 54 714.5

6 东北亚研究院 9 204 37 506.18 46 710.18

7 法学院 15 272.8 17 210.6 32 483.4

8 哲学社会学院 16 263.2 10 93.79 26 356.99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184.53 21 114 40 298.53

10 公共卫生学院 4 31.4 13 75.03 17 106.43

11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5 51 6 49.9 11 100.9

12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3 35.5 4 56.55 17 92.05

13 体育学院 5 41 11 47.5 16 88.5

14 外国语学院 4 38 0 0 4 38

15 艺术学院 2 26.5 1 6 3 32.5

16 古籍研究所 2 27.4 1 2.7 3 30.1

17 公共外交学院 2 21.2 2 8 4 29.2

18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12.3 0 0 2 12.3

19 应用技术学院 3 5.6 0 0 3 5.6

20 其他单位 12 69.1 5 17 17 86.1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经费 535.6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

研究协同创新经费
200

合计 235 2900.3 298 4376.92 533 8012.82

注：按照各单位到账经费总量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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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5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经费指标完成情况对比

序号 单位 2015年经费到账数 2015年经费指标数 指标完成率

1 文学院 1511.45 760 199 %

2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100.9 60 168 %

3 行政学院 715.45 600 119 %

4 公共卫生学院 106.43 100 106 %

5 经济学院 714.5 700 102 %

6 东北亚研究院 710.18 720 99 %

7 商学院 938.2 990 95 %

8 哲学社会学院 356.99 450 79 %

9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92.05 120 77 %

10 管理学院 926.84 1400 66 %

11 体育学院 88.5 140 63 %

12 法学院 483.4 960 50 %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8.53 610 49 %

14 外国语学院 38 100 38 %

15 艺术学院 32.5 100 33 %

16 应用技术学院 5.6 20 28 %

17 高等教育研究所 12.3 45 27 %

18 古籍研究所 30.1 400 8 %

19 公共外交学院 29.2

20 其他单位 86.1

注：按照各单位经费完成情况降序排列，不含协同创新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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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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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项目情况

表 4：2015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项目情况分布表

单位

教

师

数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

社科基金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教育部

社科项目
项

目

数

合

计

经费

合计面

上

青

年

其

他

重

大

重

点

一

般

青

年

其

他

基

地

规

划

青

年

其

他

哲学社会学院 87 1 7 1 1 2 12 290

文学院 219 2 1 6 1 4 2 2 1 1 20 486

外国语学院 73 2 2 20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30 1 1 8

艺术学院 78 1 1 20

体育学院 180 2 2 40

经济学院 88 1 1 1 2 1 6 166.84

法学院 99 1 1 2 2 2 2 1 11 295

行政学院 50 1 1 1 3 100

商学院 108 2 1 1 5 1 2 1 2 15 39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7 1 1 2 1 8 13 239

东北亚研究院 63 1 2 2 5 230

公共外交学院 12 1 1 2 40

管理学院 114 1 1 1 1 1 1 6 126.4

古籍研究所 18 1 1 2 28

高等教育研究所 15 0 0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1
1 2 58

公共卫生学院 1 1 48

应用技术学院 0 0

其他单位 1 1 2 4 73

合计 1681 5 2 1 9 4 26 9 13 1 12 7 7 12 108 2665.24

注：按单位排序，以批准经费计算，不含子课题和基地自选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计入所在学院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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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5年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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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社会学院 张 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

究
80

2 文学院 王立新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与综合研究 80

3 文学院 赵永春
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

究
80

4 经济学院 李 晓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问题研究
80

5 法学院 张文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120

6 商学院 刘海英
“十三五”时期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相互协调
80

7 行政学院 许玉镇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参与法治化研

究
60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我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研究
80

9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苏联核计划档案文献资料翻译整理研究 80

表 6：2015年我校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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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院 张全超
吉林省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遇难者遗骸

的法医考古学研究
35

2 法学院 孙良国
十六年来合同法总则核心制度的司法适用

与理论反思
35

3 商学院 刘金全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成机理、趋势性特

征及经济政策取向研究
35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广义 东北抗联国外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35

表 7： 2015年我校承担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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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峰 中日韩应对老龄化政策比较研究 20

2 东北亚研究中心 陈英姿 东北亚环境保护合作研究 20

3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宋玉彬
揽头窝堡金代遗存研究 ——1998—1999年

度考古发掘报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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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张全超
宁夏地区新石器—汉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的

综合研究
20

5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孙 巍
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投资与产能的配置机

制与政策选择
20

6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辛本禄 基于权力范式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 20

7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刘 杨 当代中国权利立法研究 20

8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焦宝乾 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方法论反思 20

9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王文成 中国国有资本的投资效应研究 20

10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年志远 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拔制度创新研究 20

11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
王振林 实用主义的交往哲学研究

20

12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
张 盾 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史渊源研究 20

注：表 5-7按单位排序，单位相同时按负责人姓氏笔画排序。

4.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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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承担到账经费 3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 26项。

表 8：2015年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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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院 魏 东
涿鹿黄帝城遗址考古勘探发掘及周边遗址

考古调查
237.5

2 商学院 刘海英 吉林省安全生产信用评级信息系统开发 200

3 文学院 张全超 辽源矿工墓矿工遗骸的保护与研究 184.3

4 文学院 赵宾福
吉林省临江市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保护

规划
110.5

5 商学院 邹国庆
东北地区电力工程行业深度调研及战略咨

询报告
100

6 行政学院 于海洋
吉林省知识产权与智力资源转化与推广问

题研究
9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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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5

8 文学院 赵宾福 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城址保护规划 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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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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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3

10 东北亚研究院 王胜今 国别和区域研究 60

11 文学院 王立新 后套木嘎遗址资料整理与多学科综合研究 50

12 法学院 徐 岱 死刑的司法控制问题研究 48.65

13 文学院 魏存成 高句丽渤海考古研究·调查发掘规划 48

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李雪娇 企业员工外语技能支持研究 47.37

15 东北亚研究院 赵儒煜 吉林省大岭物流园区发展战略研究规划 45

16 管理学院 鞠晓伟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大数据管理系统建

设研究
45

17 管理学院 于宝君
吉林省职业卫生信息化管理模式设计及信

息系统开发
40

18 东北亚研究院 于 潇
新形势下长吉图规划纲要实施面临的新任

务研究
40

19 哲学社会学院 李文祥 社会工作介入母婴服务的路径与方式研究 40

20 经济学院 李 政
通化市二道江区老工业基地创新驱动发展

问题研究
40

21 商学院 庞晓波 传新型分级基金产品设计 40

22 管理学院 李北伟
2015 年第二批吉林省经济合作重点项目包

装
31.7

23 管理学院 张公一 数据融合与数据管理算法 31.5

24 东北亚研究院 朴英爱 中韩 FTA 对吉林省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30

25 文学院 唐 淼
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遗址抢险维修考古勘

探
30

26 法学院 徐 岱
“四个全面”视域下石油企业犯罪预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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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著作录入数据尚不完整，因此本年报以

已经录入科研管理信息系统且审核通过的 2014 年著作数据为依据统计了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2014 年共

出版著作 157 部。

表 9：2014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单位

教

师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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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36 4 1 1 0 1 43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7 30 2 0 0 0 0 32

3 哲学社会学院 87 12 1 0 0 0 0 13

4 经济学院 88 6 6 0 0 0 0 12

5 法学院 99 5 5 1 0 0 0 11

6 东北亚研究院 63 7 0 0 0 0 0 7

7 商学院 108 3 3 0 0 0 0 6

7 古籍研究所 18 3 0 0 3 0 0 6

9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30 3 1 1 0 0 0 5

9 行政学院 50 3 2 0 0 0 0 5

11 外国语学院 73 3 0 0 0 1 0 4

11 体育学院 180 1 3 0 0 0 0 4

11 管理学院 114 2 2 0 0 0 0 4

14 艺术学院 78 1 1 0 0 1 0 3

15 高等教育研究所 15 1 1 0 0 0 0 2

总计 1669 116 31 3 4 2 1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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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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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收录论文情况，我校 2014 年共有 1,398 篇论文被 CSSCI 收录，位列全国高

校第 6 位。在本年报中，对我校 2014 年度 CSSCI 论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一是我校各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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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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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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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各单位的科研成

果的产出量和人均产出率。经济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法学院等 3 个单位的人均发文数超过 1.5篇。

表 10：2014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 CSSCI 论文情况统计表

排名 单位 教师数 发文数
人均

发文数

占学校发

文比重

1 经济学院 88 151 1.72 10.80%

2 高等教育研究所 15 25 1.67 1.79%

3 法学院 99 151 1.53 10.80%

4 行政学院 50 74 1.48 5.29%

5 哲学社会学院 87 126 1.45 9.01%

6 商学院 108 147 1.36 10.52%

7 东北亚研究院 63 84 1.33 6.01%

8 管理学院 114 150 1.32 10.73%

9 古籍研究所 18 23 1.28 1.65%

10 文学院 219 187 0.85 13.38%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7 83 0.56 5.94%

12 公共外交学院 12 5 0.42 0.36%

13 外国语学院 73 12 0.16 0.86%

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30 45 0.14 3.22%

15 体育学院 180 12 0.07 0.86%

16 艺术学院 78 4 0.05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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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共卫生学院 17 1.36%

19 应用技术学院 2 0.14%

20 其他单位 98 0.70%

注：按各单位人均发文数排序。

2-2 2014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

2014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92 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中、

英文版）上发表 4 篇，在 SSCI 和 A&HCI 收录期刊上发表 26 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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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各单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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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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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单位 A 类论文 B类论文 合计

1 哲学社会学院 5 12 17

2 行政学院 9 4 13

3 管理学院 11 1 12

4 商学院 3 6 9

5 文学院 3 5 8

5 经济学院 3 5 8

7 东北亚研究院 3 4 7

8 法学院 2 4 6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3 5

10 古籍研究所 0 3 3

11 外国语学院 2 0 2

11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2 0 2

合计 45 47 92

注：按 A 类、Ｂ类论文合计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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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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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刊期

1 哲学社会学院
田毅鹏

齐苗苗

城乡结合部“社会样态”的再讨

论
新华文摘 2014.16

2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华文摘 2014.11

3 哲学社会学院
侯春娜

伍 麟

Effect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on Career
Adaptability Among Chinese
Graduat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14.6

4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重温“无知”的智慧：哲学当代

复兴的重要起点
新华文摘 2014.8

5 哲学社会学院 贾玉娇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目标、条件

及关键议题
新华文摘 2014.22

6 文学院 许兆昌 传统史学与价值认同 新华文摘 2014.3

7 文学院 张福贵

Three Paradigms Lu Xun
R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ptions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2014.8

8 文学院 蔡大伟

The Origins of Chinese Domestic
Cattle as Revealed by Ancient
DNAAnalysi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4.1

9 外国语学院 项蕴华

Book note of Discourse and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guage in
Society

2014.1

10 外国语学院 项蕴华
Leg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jJudiciary

Language in
Society

2014.11

11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张凤娟

A Study of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Beliefs in the
Context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4.4

12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张凤娟

The Knowledge Base of
Non-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014.11

13 经济学院 王 倩
Does Property Rights Reform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4.7

14 经济学院 姚毓春 人的城镇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新华文摘 2014.19

15 经济学院
赵新宇

范 欣

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

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华文摘 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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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学院 张文显

全面推进法制改革，加快法制中

国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的法学解读

新华文摘 2014.11

17 法学院 姚建宗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 2014.6

18 行政学院 于君博
The Politics Behind China’s Quest
for Nobel Prizes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4

19 行政学院 于海洋

Glorious Memories of Imperial
Chin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Populist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4

20 行政学院 刘清才
中国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与开

放格局
新华文摘 2014.1

21 行政学院
刘雪莲

谭桂照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的

新挑战及其应对
新华文摘 2014.12

22 行政学院 孙德超

Exploration of “Policy
Experimental Units”in the Policy
Process of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4.9

23 行政学院 孙德超

Open Budge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parency,
Particip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Resea
rch and
Practice

2014.8

24 行政学院 孙德超

The Causes, Escal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Conflicts
in China——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ss
Incidents

Governance-A
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2014.12

25 行政学院 张贤明
低成品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之

道
新华文摘 2014.1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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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文摘 2014.11

27 商学院 于维生

A Dynamic Duopoly Model With
Bounded Rationality Based on
Constant Conjectural Variation

Economic
Modelling

2014.2

28 商学院 于维生

The Complexion of Dynamic
Duopoly Game with Horizontal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Economic
Modelling

2014.7

29 商学院
董直庆

蔡 啸

王林辉

技能溢价：基于技术进步方向的

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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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结构与选择”机制下的人的生

命本体——马克思主义人学理

论的新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 2014.3

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孙 贺

农村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的信

贷歧视分析
新华文摘 2014.8

32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依赖性及人

格确实
新华文摘 2014.4

33 东北亚研究院
沈海涛

衣保中

胜今

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

本质
新华文摘 2014.15

34 东北亚研究院 杨 雪
Migration by Chinese Korean
Women

Asian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2014.12

35 管理学院 赵树宽

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Appropriation i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014.6

36 管理学院 樊雪梅

Re-balancing the Excellence
Frameworks with Individualistic
Logic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2014.4

37 管理学院 余海晴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using VAR
Model

System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4.6

38 管理学院 李根道

Optimal Dynamic Pricing for
Used Products in
Remanufacturing over an Infinite
Horiz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6

39 管理学院 李根道

Dynamic Pricing Models for Used
Products in Remanufacturing with
Lost-Sales and Uncertain 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4.1

40 管理学院 王 萍

Exploring the Value and
Innovative Pricing Strategy of
Digital Archives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014.1

41 管理学院 单标安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of
New Ventur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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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学院 李雪灵

Rethinking New Venture's
Cognitive Legitimacy:An
Experimental Study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4.3

43 管理学院 蔡 莉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 Acquisition Method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ese
New Ventures: The Intermediate
Effect of Learning Capability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4.7

44 管理学院 蔡 莉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External Technology Acquisition:
An Empirical Test on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Based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4.6

45 管理学院 姜 红

An Analogical Induction
Approach to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4.3

表 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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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立
也论分配正义——兼评姚大志教

授和段忠桥教授关于正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4.10

2 哲学社会学院
王丽娟

张 哲

张常锋

进行中任务变化对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者基于事件前瞻记忆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4.10

3 哲学社会学院 王福生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6

4 哲学社会学院
田毅鹏

齐苗苗
城郊村落“单位化”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6

5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8

6 哲学社会学院
孙利天

黄 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基性存在经

验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10

7 哲学社会学院 曲红梅
古代世界公民主义与现代世界公

民主义
哲学研究 2014.1

8 哲学社会学院
张 盾

袁立国

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渊源
哲学研究 2014.3

9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现代社会价值规范基础的反省与

重建——马克思哲学现代性批判

的核心课题

哲学研究 2014.3

10 哲学社会学院 贾玉娇
中国社会结构分析范式的演进与

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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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袁 泉

王嘉渊

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12

12 哲学社会学院 董才生 信任社会建设的制度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4

13 文学院
井中伟

霍东峰
河北邯郸薛庄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2014.3

14 文学院
王 剑

李文玉
明初政治中的政治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5

15 文学院 王桂妹
从“无意开新”到“有意守旧”：

《甲寅》一贯的文学趣味
文学评论 2014.4

16 文学院
高福顺

武玉环

杨军

区域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10

17 文学院
滕铭予

张 亮

东周时期冀北山地玉皇庙文化的

中原文化因素
考古学报 2014.4

18 经济学院
张玉新

李天籽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

沿边城市经济空间分布与影响因

素

管理世界 2014.10

19 经济学院 张嘉昕

我国国有经济发展总体形势的定

量分析（1993-2011）——对批评

国有经济的实证回应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4.4

20 经济学院 姚毓春 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均衡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7

21 经济学院
姚毓春

范 欣

张舒婷

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与区域

经济增长
管理世界 2014.7

22 经济学院
徐传谌

何 彬

艾德洲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发展和壮

大国有经济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4.9

23 法学院
何志鹏

孙 璐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国之路的

国际法奠基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12

24 法学院
侯学宾

姚建宗
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3

25 法学院 姚建宗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9

26 法学院 崔卓兰 行政自制的理论定位与规则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5

27 行政学院
王郅强

王志成
整合风险治理的话语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5

28 行政学院
孙德超

曹志立

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公共服务供给

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7

29 行政学院 张贤明
以完善和发展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学研究 2014.2

30 行政学院 郭 锐
冷战后韩国基督教的保守化倾向

及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世界宗教研究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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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商学院 刘 柏 TPP 冲击下的亚太新秩序整合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7

32 商学院
王丽杰

郑艳丽

绿色供应链管理中对供应商激励

机制的构建研究
管理世界 2014.8

33 商学院 张艾莲
外汇市场投机性攻击压力的跨国

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10

34 商学院
王文嘉

张屹山

我国房地产政策调整对上市公司

股票投资价值的影响——基于

DEA-DA 方法的研究

管理世界 2014.10

35 商学院
丁志国

徐德财

赵晶

现代金融学理论假设演进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3

36 商学院
丁志国

徐德才

陈浪南

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机制：由实

证检验到理论猜想
管理世界 2014.5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 哲

刘秀玲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与

完善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5

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邵彦敏
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的民生逻

辑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7

3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钱智勇
市场与政府：资源配置的合理边

界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8

40 东北亚研究院
巴殿君

沈 和

国际体系转型与东亚地缘政治困

境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9

41 东北亚研究院 张景全
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下的美韩同

盟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2

42 东北亚研究院 李雨潼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3

43 东北亚研究院
沈海涛

衣保中

王胜今

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8

44 古籍研究所 何景成 试释甲骨文字“寤” 文史 2014.1

45 古籍研究所 邵正坤 北朝的村落与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4.9

46 古籍研究所 周忠兵 释甲骨文字中的“焦” 文史 2014.3

47 管理学院 董保宝

风险需要平衡吗：新企业风险承

担与绩效倒 U 型关系及创业能力

的中介作用

管理世界 2014.1

注：按单位排序，同一单位的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2-3 2014 年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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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各学科的科研活跃程度。我校经济学和管理学学

科论文产量高，其发文总量达到了我校论文产出总量的 36.19%。从各学科在全国高校的发文排名情况看，

经济学、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考古学、社会学、外国文学在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中的发文排名较

为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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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014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 CSSCI 论文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科名称 发文篇数 占学校发文比重 本学科排名

1 经济学 328 23.46% 3

2 管理学 178 12.73% 3

3 法学 134 9.59% 8

4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24 8.87% 3

5 政治学 98 7.01% 8

6 哲学 86 6.15% 8

7 历史学 81 5.79% 8

8 中国文学 76 5.44% 9

9 社会学 57 4.08% 4

10 教育学 53 3.79% 25

11 考古学 35 2.50% 3

12 语言学 26 1.86% 21

13 外国文学 24 1.72% 4

14 艺术学 19 1.36% 49

15 马克思主义 17 1.22% 7

16 新闻学与传播学 15 1.07% 31

17 体育学 12 0.86% 22

18 心理学 6 0.43% 32

19 环境科学 4 0.29% 18

20 民族学与文化学 3 0.21% 60

21 统计学 2 0.14% 27

注：该表中的学科仅以发表论文标注的第一学科为准。

2-4 2014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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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校在 CSSCI 来

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在 5 篇以上的教师有 37 位，共产出论文 227篇，占当年我校总发文数的 16.24%，其

中，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喜平教授 2014年发表 13 篇论文，位列第一。



19

表 15：2014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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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 孙德超 行政学院 9

2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 9

4 姚毓春 经济学院 8

4 赵俊芳 高等教育研究所 8

6 王学谦 文学院 7

6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7

6 贺 来 哲学社会学院 7

6 贾玉娇 哲学社会学院 7

10 丁一兵 经济学院 6

10 王 倩 经济学院 6

10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6

10 汤吉军 经济学院 6

10 何志鹏 法学院 6

10 张广翔 东北亚研究院 6

10 张文显 法学院 6

10 李俊久 经济学院 6

10 陈守东 商学院 6

10 陈 兵 法学院 6

10 徐传谌 经济学院 6

10 高德胜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22 王 军 管理学院 5

22 邓 君 管理学院 5

22 冯永琦 经济学院 5



20

22 刘金全 商学院 5

22 孙 巍 商学院 5

22 齐 平 经济学院 5

22 吴正荆 管理学院 5

22 张艾莲 商学院 5

22 张屹山 商学院 5

22 张芳馨 文学院 5

22 张贤明 行政学院 5

22 张鹤泉 古籍研究所 5

22 金成晓 商学院 5

22 赵岳阳 经济学院 5

22 项卫星 经济学院 5

22 蔡玉程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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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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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14 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 2014 年总计被引用 3071次，其中经济学、法学和

管理学被引次数高，占我校 2014 年被引次数的 58.61%。

表 16：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 2014 年被引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科名称 被引次数 占学校被引比重 本学科排名

1 经济学 911 29.66% 19

2 法学 468 15.24% 8

3 管理学 421 13.71% 17

4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329 10.71% 7

5 社会学 212 6.90% 12

6 政治学 175 5.70% 9

7 哲学 152 4.9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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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历史学 65 2.12% 13

9 中国文学 54 1.76% 17

10 教育学 52 1.69% 45

11 语言学 38 1.24% 40

12 考古学 35 1.14% 3

13 心理学 20 0.65% 40

14 体育学 17 0.55% 51

15 环境科学 12 0.39% 31

16 外国文学 11 0.36% 17

16 新闻学与传播学 11 0.36% 73

18 马克思主义 6 0.20% 18

18 民族学与文化学 6 0.20% 44

注：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学科 1998-2014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2014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

3-2 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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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我校 2014年被引次数的 52.98%。

表 17：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 2014 年被引情况统计表

排名 单位 被引次数 占学校被引比重

1 管理学院 573 18.66%

2 商学院 541 17.62%

3 法学院 513 16.70%

4 哲学社会学院 304 9.90%

5 经济学院 301 9.80%

6 东北亚研究院 197 6.41%

7 文学院 159 5.18%

8 行政学院 138 4.49%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57 1.86%

10 公共卫生学院 47 1.53%

11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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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古籍研究所 24 0.78%

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19 0.62%

14 体育学院 17 0.55%

15 应用技术学院 6 0.20%

16 外国语学院 3 0.10%

16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3 0.10%

18 其他单位 137 4.46%

注：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单位 1998-2014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2014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

3-3 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2014年高被引作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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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被引次数居于前列的作者。

表 18：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2014年高被引作者情况一览表

排名 姓名 单位 被引次数

1 刘金全 商学院 96

2 张文显 法学院 61

3 李 晓 经济学院 50

4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48

5 蔡 莉 管理学院 47

6 丁志国 商学院 37

7 何志鹏 法学院 35

8 黄文艺 法学院 34

9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33

9 张屹山 商学院 33

11 贺 来 哲学社会学院 32

12 毕 强 管理学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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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 捷 管理学院 25

12 项卫星 经济学院 25

15 陈守东 商学院 24

16 周光辉 行政学院 23

17 王晰巍 管理学院 21

注：1.高被引作者的确定标准是该作者1998-2014年在CSSCI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2014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达到20次（含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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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我校教师共有 92 份研究报告被相关部门采纳应用，其中 32 份研究报告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

批示。

表 21：2014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被采纳研究报告情况统计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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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7 19 31

2 经济学院 1 1 5 7 14

3 行政学院 2 1 4 3 10

3 商学院 0 0 1 9 10

5 管理学院 0 1 0 7 8

6 文学院 0 0 4 3 7

7 哲学社会学院 0 1 0 1 2

7
生物与农业工

程学院
0 2 0 0 2

9 法学院 0 0 1 0 1

9
马克思主义学

院
0 0 0 1 1

9
高等教育研究

所
0 0 0 1 1

合计 3 11 22 5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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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4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高层次研究报告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单位 作者 报告题目 批示情况 采纳时间

1 文学院 张斯琦
“媒介融合”的新闻生态下新

闻教育改革探析

吉林省政协副主

席支建华批示
2014年9月

2 文学院 高晓芳
关于加强内蒙古自治区少数

民族古籍数字化保护的建议

内蒙古自治区常

委、统战部部长布

小林批示

2014年4月

3 文学院 高晓芳
关于提升张家口市申奥文化

软实力的建议

河北省副省长许

宁批示
2014年7月

4 文学院 高晓芳
关于加强吉林省抗战时期物

质文化遗产大众传播的建议

时任吉林省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

庄严批示

2014年5月

5 经济学院 王文成
关于加快完善我省保障性住

房建设用地的建议

时任吉林省副省

长马俊清批示
2014年9月

6 经济学院 关丽洁
吉林省（珲春）自由贸易实验

园区建设方案研究

吉林省省委常委、

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委书记张安顺

批示

2014 年 12

月

7 经济学院 年志远
道路运输业发展、贡献及政策

研究

时任吉林省副省

长谷春立批示

2014 年 12

月

8 经济学院 杜 婕
关于大力发展吉林省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咨询报告

吉林省政协主席

黄燕明批示
2014年9月

9 经济学院 花秋玲
完善农产品定价体系 提高玉

米和大豆的最低收购价格

吉林省政协副主

席、省民进主席薛

康批示

2014年7月

10 经济学院 赵新宇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调研报

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盟中央主席张

宝文批示

2014 年 12

月

11 经济学院 魏益华
吉林省保障房分配管理制度

改革的若干建议

吉林省政协副主

席刚占标批示

2014 年 11

月

12 法学院 蔡立东
关于推进全省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的建议

时任吉林省副省

长马俊清批示

2014 年 12

月

13 行政学院 于海洋
关于学生军训工作落实的政

策建言

吉林省省委常委、

省军区司令陈红

海批示

2014年9月

14 行政学院 于海洋
关于强化公共企业在农村公

共服务供给作用政策建议

辽宁省副省长薛

恒批示
2014年9月

15 行政学院 王郅强
防止征地拆迁户返贫的对策

建议

时任吉林省副省

长马俊清批示
2014年5月

16 行政学院 孙德超
关于健全政府重大决策后信

息反馈机制的对策建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

齐续春批示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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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行政学院 孙德超

关于建立和完善吉林省重大

决策后信息反馈机制的几点

建议

时任吉林省省长

巴音朝鲁批示
2014年8月

18 行政学院 张锐昕
以信息资源共享提高联合审

批效率的建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

书记，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

兼国务院秘书长、

机关党组书记杨

晶批示

2014 年 12

月

19 东北亚研究院 于 潇
关于全省城区老工业区搬迁

改造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

吉林省省长蒋超

良批示

2014 年 11

月

20 东北亚研究院 张慧智 加强对朝经济合作正当时
时任吉林省副省

长陈伟根批示

2014 年 12

月

21 东北亚研究院 李 辉
关于推进我省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建议案

吉林省委书记巴

音朝鲁批示

2014 年 10

月

22 东北亚研究院 李 辉
吉林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问

题研究

吉林省政协副主

席张柏军批示
2014年9月

23 东北亚研究院 庞德良
关于加快吉林特色城镇化发

展的研究报告

时任吉林省省长

巴音朝鲁肯定性

批示

2014年1月

24 东北亚研究院 庞德良
关于建立和龙国家级边境经

济合作区的研究报告

吉林省省委书记

巴音朝鲁、省长蒋

超良批示

2014 年 10

月

25 东北亚研究院 庞德良
关于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发展

的研究报告

吉林省省长蒋超

良批示

2014 年 10

月

26 东北亚研究院 赵儒煜
关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产业发展战略的建议

吉林省政协副主

席王尔智批示
2014年9月

27 东北亚研究院 赵儒煜

关于建设长吉图先导区框架

下“中蒙大通道保税加工物流

园区”飞地群的建议报告

吉林省政协副主

席王尔智批示

2014 年 10

月

28 东北亚研究院 董 伟
关于对确定吉林省新型城镇

化建设新理念的思考

吉林省省委书记

巴音朝鲁批示
2014年9月

29 管理学院 张 研

关于推动全省高新技术领域

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的研究报

告

时任吉林省省长

巴音朝鲁省长批

示

2014年4月

30 管理学院 赵树宽
关于全省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的调研报告

时任吉林省省长

巴音朝鲁批示
2014年1月

31
生物与农业工

程学院
杨印生

关于加强小农户生猪养殖食

品安全风险防控的建议

吉林省省长蒋超

良批示
2014年9月

32
生物与农业工

程学院
郭鸿鹏

关于加强我省食品追溯监管

系统建设的建议

时任吉林省省长

巴音朝鲁省长批

示

2014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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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我校共有 20项成果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数量

较上届增长 82%。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12 项。

表 21：我校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获奖

等级

1 文学院 张福贵
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

选择
论文 一等

2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著作 二等

3 文学院 李守奎 包山楚墓文字全编 著作 二等

4 法学院 何志鹏 国际法哲学导论 著作 二等

5 法学院 姚建宗 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 论文 二等

6 行政学院 周光辉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论文 二等

7 商学院 丁志国
资产系统性风险跨期时变的内生性：

由理论证明到实证检验
论文 二等

8 商学院 刘金全
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

策操作中的实证研究
论文 二等

9 哲学社会学院 邴 正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形象与文化

符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理论思考

论文 三等

10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 著作 三等

11 哲学社会学院 张 盾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个人原则与社

会原则
论文 三等

12 文学院 张锡坤 周易经传美学通论 著作 三等

13 经济学院 杜 莉
开发性金融在碳金融体系建构中的

引致机制
论文 三等

14 法学院 蔡立东 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 论文 三等

15 法学院 马新彦 内幕交易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 论文 三等

16 行政学院 张贤明
公正、共享与尊严：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价值定位
论文 三等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及其中国经验 论文 三等

18 东北亚研究院 董 伟 后危机时代——制度与结构的反思 著作 三等

19 古籍研究所 崎川隆 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 著作 三等

20 高等教育研究所 赵俊芳 论大学学术权力 著作 三等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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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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文库

2015 年，我校有 3部书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表 22：我校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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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正聿 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

2 文学院 程妮娜 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

3 文学院 杨建华
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

的孕育过程

注：按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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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研机构

2015 年，9 个研究机构入选吉林省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9 个研究机构入选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新成立 4个校级研究机构。

表 23：2015 年新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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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5年12月24

日
文学院

2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中心

2015年12月24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

2015年12月24

日
行政学院

4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24

日
哲学社会学院

5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24

日
哲学社会学院

6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犯罪治理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24

日
法学院

7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东北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研究

中心

2015年12月24

日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8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劳动关系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24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24

日
行政学院

10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创新创业研究院

2015年12月22

日
管理学院

11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5年12月22

日
文学院

12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22

日
东北亚研究院

13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中国与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合

作智库

2015年12月22

日
东北亚研究院

14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廉政研究与教育中心

2015年12月22

日
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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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22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22

日
哲学社会学院

17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东北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研究

中心

2015年12月22

日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18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

2015年12月22

日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东北亚研究中心

19
吉林特色新型高校

智库

犯罪治理研究中心（立项培

育）

2015年12月22

日
法学院

20 校级研究机构
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协同创

新中心

2015年12月30

日
公共外交学院

21 校级研究机构 创新创业研究院
2015年 5 月 18

日
管理学院、经济学院

22 校级研究机构
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研究

中心

2015年12月30

日
法学院

23 校级研究机构 中以创新创业合作研究中心
2015年 5 月 18

日
经济学院

注：按机构类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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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活动

2015 年，我校共举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 73 场，其中国际学术会议 14 场、国内学术会议 59 场；

共举办名家讲座 67场，其中包括国（境）外学者讲座 24 场，讲座内容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学、考古

学、文字学、艺术学、经济学、法学、行政学、商学、管理学、高等教育学、医学等学科，陈嘉映、李步

云、程恩富、李伯谦、张军、汪同三、傅申、刘心武、理查德·库珀等为代表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为我

校师生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引起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增进了学术交流、促进了学科发展；

我校共举办“古典名著与当代中国：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法律观”等 11 场主题丰富的青年学者论坛，

搭建了青年学者间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校内外各媒体给

予了广泛报道；共资助赴国（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6 人次，积极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拓宽科研视野，扩大学术影响，提升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和科研竞争力。

表 24：2015 年度举办（承办）国际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主办单位 举办地点

1
美元的未来与人民币国际化—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展望

2015年 3 月 19 日

—21日

吉林大学经济学

院
长春

2
二语习得专家论坛—写作在二语

习得中的作用

2015年 4 月 25 日

—28日

吉林大学公共外

语教育学院
长春

3
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中的中韩

合作

2015年5月1日—

3 日

吉林大学东北亚

研究院
长春

4
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术论坛在莫

斯科举行

2015年5月5日—

6 日

吉林大学、俄中友

好协会、俄罗斯科

学院远东研究所、

中俄友好协会

莫斯科

5
新常态下东北工业基地创新与创

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 5 月 29 日

吉林大学经济学

院
长春

6 第三届东北亚刑事政策论坛
2015年 6 月 15 日

—18日
吉林大学法学院 长春

7
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人文社科研

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7月2日—

5 日

吉林大学文学院、

韩国成均馆大学

东亚学术院、Post

—BK21 东亚学融

合事业团（韩）

长春

8 民国文学与传统文化
2015年 7 月 18 日

—21日
吉林大学文学院 长春

9 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
2015年 8 月 21 日

—22日

吉林大学古籍研

究所
长春

10
低碳背景下欧盟发展战略的新趋

势

2015年9月5日—

6 日

吉林大学经济学

院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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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15年 9 月 11 日

—12日

吉林大学外国语

学院
长春

12 海峡两岸外语教学研讨会 2015年 9 月 13 日
吉林大学外国语

学院
长春

13
古代东北亚的社会与文化国际研

讨会

2015年 9 月 23 日

—26日

吉林大学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长春

14
企业创新与创业战略国际学术研

讨会

2015年 12 月 11

日—13 日

吉林大学管理学

院
长春

注：按会议时间排序。

表 25：2015 年度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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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雾霾治理的跨学科考察：从柴

静的《穹顶之下》说起
社会科学处 4 月 17日 60

2
我们的东北：多学科视域下的东北

问题
社会科学处 5 月 12日 50

3
人间有味是清欢——谈中国饮食

与文化
社会科学处 6 月 5 日 50

4 走进“互联网+” 社会科学处 6 月 12日 60

5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

研讨会
社会科学处 6 月 18日 90

6 SSCI 的中国话语
社会科学处、公

共外语教育学院
6 月 26日 40

7
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日本视角的

二战影片和日本式的战争反思
社会科学处 8 月 27日 40

8
文化冲突与范式融合——中西文

化视野中的屠呦呦获奖之争
社会科学处 10月 16 日 45

9 二胎时代，准备好了么？ 社会科学处 11 月 5日 50

10
上兵伐谋——教师与高校协同发

展的多路径探讨
社会科学处 11月 13 日 30

11
古典名著与当代中国：中国古典文

学名著中的法律观
社会科学处 12 月 3日 60

注：按举办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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