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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9 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

2019 年，社会科学处继续深入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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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科研经费到账经费 9014.48 万元，获立重大项目 9项，

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8 项，立项数创我校“十三五”以来新高，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1 项；教师发表 SSCI、A&HCI 论文已突破 300

篇，同比增长 41%，达到历史新高，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2018 年我校共

有 1298 篇论文被 CSSCI 收录，同比增长 7%，收录论文数量位居国内高校第 7位。

2019 年共有 130 份研究报告被相关部门采纳应用，其中 19份研究报告得到省部

级以上正职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机构入选2019

年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我校入选 CTTI 来源智库达到 12 个，入选

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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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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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位包括地球科学学院、白求恩第一医院、护理学院、化学

学院、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交通学院、口腔医学院、数学学院、新能源

与环境学院等单位。各单位的教师人数以科研管理系统的数据为准。各类经费

统计单位均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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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项目及经费

1.2019 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

2019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618 项，其中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8 项，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1 项。年度到账经费 9014.48 万元 ；其中纵向项目经费 4570.50 万

元、横向项目经费 4443.98 万元。

表 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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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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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00 570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6 210 19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32 640 608

国家社科基金其他项目（专项、单列学科） 4 88 6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6 140 104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 3 115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 356 184.3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1 15 10.5

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 1 80 8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7 158 0

教育部其他专项项目 5 40 0

中央其他各部委项目 33 649.8 645.33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71 133.5 133.5

吉林省科技厅项目 24 145 145

吉林省教育厅项目 57 75 75

吉林省其他项目及长春市各类项目 42 71 71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1680.87

合计 319 3516.3 4570.50

横
向
经
费

本年立项项目 299 3510.57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933.41

合计 299 4443.98

总 计 618 90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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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我校哲社会科学各单位获得项目及经费到账情况

2019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年度到账经费 9014.48 万元，其中管理学院、考古学院、法学院等 3 个

单位到账经费超过 1000 万，东北亚研究院、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社会学院、经济学院等 5 个

单位到账经费超过 500 万元。

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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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院 57 449.13 73 970.53 130 1419.66

2 考古学院 17 201.5 36 822.58 53 1024.08

3 法学院 36 686.63 29 325.21 65 1011.84

4 东北亚研究院 29 512.81 43 464.54 72 977.35

5 商学院 44 355.14 20 349.37 64 704.51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39 430 16 216 55 646

7 哲学社会学院 30 373 32 271.63 62 644.63

8 经济学院 31 269.72 35 353.6 66 623.32

9 文学院 58 401.2 11 47.04 69 448.24

10 古籍研究所 12 301 1 20 13 321

11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5 9.6 22 261 27 270.6

12 行政学院 15 127.2 11 66.9 26 194.1

13 艺术学院 5 146.5 4 11.6 9 158.1

14 公共卫生学院 5 26.75 20 120.60 25 147.35

15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7 35.1 10 41.7 27 76.8

16 体育学院 6 27.1 7 20 13 47.1

17 外国语学院 13 40.9 0 0 13 40.9

18 公共外交学院 5 15.5 1 1 6 16.5

19 高等教育研究所 6 6.15 1 10 7 16.15

20 应用技术学院 0 0 2 3 2 3

21 其他单位 18 155.58 3 67.7 21 223.28

合计 448 4570.50 377 4443.98 825 9014.48

注：按照各单位到账经费总量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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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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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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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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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大

基

地

规

划

青

年

其

他

哲学社会学院 1 1 2 2 1 2 9 245

文学院 2 6 1 1 4 2 16 374

考古学院 1 1 1 3 75

外国语学院 0 0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 3 115

艺术学院 1 1 15

体育学院 0 0

经济学院 1 2 1 1 1 6 103

法学院 1 1 2 2 6 175

行政学院 1 2 1 4 95

商学院 1 1 2 1 1 6 16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1 3 6 1 1 4 18 470

东北亚研究院 1 3 1 5 119

公共外交学院 0 0

管理学院 5 2 1 8 294

古籍研究所 1 1 1 1 4 150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 10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0 0

公共卫生学院 1 1 20

应用技术学院 0 0

其他单位 1 1 8

合计 6 3 0 8 6 27 5 13 1 1 0 11 6 5 92 2437

注：按单位排序，以批准经费计算，不含子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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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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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研

究
80

2 文学院 张福贵
鲁迅的文化选择对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影响

研究
80

3 文学院 李子君
宋代“广韵—集韵”系统韵书韵字大成、数

据库建设及宋代韵书史建构
80

4 法学院 房绍坤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法治保障研究 80

5 商学院 于桂兰 中国参与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新规则研究 80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永虎
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

（1979—2019）
60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广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治理的思想和实践

研究
60

8 古籍研究所 王连龙 中国古代石刻文献著录总目 80

表 5：2019 年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忠军 高校领域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80

表 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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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社会学院 白刚 《资本论》的古希腊思想渊源探究 35

2 哲学社会学院 贾玉娇 乡村振兴内生主体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 35

3 考古学院 朱泓 金代齐国王墓出土人骨的综合研究 35

4 法学院 何志鹏
国家形象导向下的中国国际法话语权提升

机制研究
35

5 行政学院 彭斌
政治话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机

制研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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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淑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司法公正研究 35

表 7：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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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研究

所
朱红林 《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

冷门“绝学”和国

别史等研究专项
30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娄淑华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

树人的系统联动研究

思想政治理论课研

究专项
20

3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付秀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学的“三维会通”模式研究

思想政治理论课研

究专项
20

注：表 4-7 按单位排序，单位相同时按项目负责人姓氏笔画排序。

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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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承担到账经费 3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 29 项。

表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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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院 段天璟
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 2019 年度发掘与研

究
132

2 管理学院 张海涛
规模化组合式智能充储设备在削峰填谷和

移动保电场所中的应用与研究
109.8

3 管理学院 于宝君 农业大数据监测信息系统 100

4 商学院 辛本禄
吉商历史发展及相关理论体系重大攻关研

究
100

5 考古学院 吴敬
S203 省道奉化段公路工程（一期）抢救性

考古发掘（古窑址）
94

6 考古学院 赵俊杰
长白山神庙遗址 2017-2019 年度发掘出土

遗物整理
92

7 考古学院 赵俊杰 长白山神庙遗址周边区域考古调查 90

8 考古学院 赵俊杰
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桥林厂房项目三期

工程 A 地块考古勘探
72.41

9 管理学院 张海涛
多元发供电主体与智慧充储单元的能源双

向互动技术研究
71.82

10 考古学院 成璟瑭 安徽瓦屋郢遗址的考古发掘与资料整理 60

11 哲学社会学院 李文祥 先端健康管理与服务大数据系统软件开发 60

12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张立芳

吉林乡村振兴规划省级立法研究、农产品供

给保障能力研究
60

13 管理学院 周昕 家源教育科技集团少儿核心素养发展测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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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

14 法学院 李建华
金融刑民交叉案件司法处理的路径、原则与

规则
50

15 经济学院 李晓 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地位与发展对策研究 50

16 商学院 张金山
一流互联网企业国际创业竞争力的体系构

建与提升策略研究
50

17 经济学院 赵放 商贸类企业在吉林省投资的策略研究 41

18 考古学院 赵俊杰 吉林路以东，纵五路以西地块考古勘探 40.02

19 管理学院 刘玉国 知网学术查询人行为研究 40

20 商学院 辛本禄
吉林省御华府生物食品工程有限公司市场

调研及发展战略研究
40

21 管理学院 陈太博 科室级绩效管理咨询及软件研发项目 39.44

22 经济学院 宋洋 “智慧农业”创新发展机制研究 36.9

23 商学院 王希庆 吉林省社会信用条例研究 35

24 管理学院 古安伟
多能互补框架下电网项目多准则评估方法

体系研究
32.4

25 东北亚研究院 于潇
珲春市（国际合作示范区)2020-2030 年开

放发展规划
30

26 法学院 李立丰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职务犯罪公诉改革：

以 ZJ 省检察实践为范本的实证研究
30

27 法学院 何志鹏 国外科技进步相关法律法规数据收集整理 30

28 东北亚研究院 张晏辄 本溪市开展宠物卫生 E 服务及其市场调研 30

29 经济学院 姚毓春
长春市重点行业国有及民营企业人才评价

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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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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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著作数据为依据统计了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2018 年共

出版著作 164 部。

表 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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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 2 1 0 0 32

2
哲学社会学院 18 2 0 0 0 0 20

3
艺术学院 11 3 0 0 4 0 18

4
东北亚研究院 9 1 4 0 0 0 14

4
法学院 6 6 2 0 0 0 14

6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5 2 5 0 0 0 12

7
管理学院 9 2 0 0 0 0 11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0 1 0 0 0 11

9
经济学院 6 1 0 0 0 0 7

10
商学院 4 2 0 0 0 0 6

11
考古学院 3 1 1 0 0 0 5

11
体育学院 5 0 0 0 0 0 5

13
外国语学院 2 2 0 0 0 0 4

14
古籍研究所 1 0 0 1 0 0 2

15
行政学院 2 0 0 0 0 0 2

16
公共卫生学院 0 1 0 0 0 0 1

总计 119 24 15 2 4 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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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收录论文情况，吉林大学 2018 年共有 1298 篇论文被 CSSCI 收录，位列全

国高校第 7 位。在本年报中，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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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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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 篇。

表 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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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54 1.66 11.88%

2 管理学院 136 206 1.51 15.90%

3 商学院 107 158 1.48 12.19%

4 行政学院 51 70 1.37 5.40%

4 东北亚研究院 62 85 1.37 6.56%

6 经济学院 86 108 1.26 8.33%

7 哲学社会学院 86 97 1.12 7.48%

8 古籍研究所 20 22 1.10 1.70%

9 文学院 162 149 0.92 11.50%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 82 0.58 6.33%

11 考古学院 38 10 0.26 0.77%

12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 3 0.23 0.23%

13 外国语学院 71 8 0.11 0.62%

14 艺术学院 89 8 0.09 0.62%

15 公共外交学院 15 1 0.07 0.08%

16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14 14 0.04 1.08%

17 体育学院 180 6 0.03 0.46%

18 公共卫生学院 14 1.08%

19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1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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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应用技术学院 1 0.08%

21 其他单位 92 7.10%

注：按各单位人均发文数排序。

2-2 2018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

2018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18 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

版）上发表 3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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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是高水平成果产出最多的单位。

表 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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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院 17 1 18

2 哲学社会学院 7 6 13

3 经济学院 8 4 12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10 12

5 公共卫生学院 10 0 10

5 商学院 6 4 10

7 行政学院 6 2 8

8 法学院 3 4 7

9 东北亚研究院 3 3 6

10 地球科学学院 5 0 5

10 考古学院 4 1 5

12 公共外交学院 1 2 3

12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 0 3

12 文学院 1 2 3

15 古籍研究所 1 0 1

15 体育学院 1 0 1

15 外国语学院 1 0 1

15 艺术学院 1 0 1

合计 80 39 119

注：按 A 类、Ｂ类论文合计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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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18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刊期

1 哲学社会学院 孙利天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实践中

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1

2 哲学社会学院 贺来
伦理信任与价值规范基础的转

换
中国社会科学 2018.3

3 法学院 房绍坤
标表型人格权的构造与人格权

商品化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 2018.7

注：按单位排序，同一单位的作者按笔画排序。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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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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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中

的发文排名较为靠前。

表 1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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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15.82% 2

1 考古学 28 2.16% 2

3 外国文学 21 1.62% 3

4 管理学 139 10.73% 4

5 经济学 266 20.52% 5

5 社会学 53 4.09% 5

7 法学 123 9.49% 6

7 马克思主义 20 1.54% 6

9 政治学 115 8.87% 8

10 哲学 58 4.48% 13

10 语言学 30 2.31% 13

12 历史学 49 3.78% 16

13 中国文学 49 3.78% 17

14 民族学与文化学 9 0.69% 21

15 新闻学与传播学 17 1.3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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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艺术学 24 1.85% 32

17 教育学 30 2.31% 43

18 体育学 5 0.39% 54

19 心理学 3 0.2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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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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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在 CSSCI 来源期

刊上发表论文在 5篇以上的教师有 32 位，共产出论文 243 篇，占当年学校总发文数的 18.72%，其中，

商学院刘金全教授 2018 年发表 18 篇论文，位列第一。

表 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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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全 商学院 18

2 何志鹏 法学院 12

3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4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10

4 房绍坤 法学院 10

6 王弘钰 商学院 9

6 白刚 哲学社会学院 9

6 张广翔 东北亚研究院 9

6 张秀娥 商学院 9

6 张海涛 管理学院 9

11 李政 经济学院 8

12 王庆丰 哲学社会学院 7

12 王胜今 东北亚研究院 7

12 王倩 经济学院 7

12 王晰巍 管理学院 7

12 张卫东 管理学院 7

12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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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马捷 管理学院 6

18 齐红倩 商学院 6

18 吴昊 东北亚研究院 6

18 宋雪雁 管理学院 6

18 陈守东 商学院 6

18 贺来 哲学社会学院 6

18 贾玉娇 哲学社会学院 6

25 邓创 商学院 5

25 孙巍 商学院 5

25 陈松友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25 郑荣 管理学院 5

25 赵放 经济学院 5

25 胡铁生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5

25 贾志强 法学院 5

25 徐正考 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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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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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18 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 2018 年总计被引用 4934 次，经济学被引次数

最高，占学校 2018 年被引次数的 24.63%。

表 15：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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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1.38% 4

2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707 14.33% 5

3 政治学 380 7.70% 7

3 哲学 188 3.8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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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主义 29 0.59% 7

6 法学 732 14.84% 9

7 社会学 311 6.30% 12

8 历史学 118 2.39% 14

9 管理学 761 15.42% 15

10 中国文学 51 1.03% 21

11 经济学 1215 24.63% 22

12 环境科学 18 0.36% 30

13 心理学 45 0.91% 31

14 外国文学 5 0.10% 34

15 新闻学与传播学 25 0.51% 40

16 体育学 22 0.45% 42

17 教育学 67 1.36% 52

18 语言学 26 0.53% 57

注：1.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学科 1998-2018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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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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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和商学院被引次数高，占学校 2018 年被引次数的 55.67%。

表 16：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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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 22.92%

2 法学院 863 17.49%

3 商学院 753 15.26%

4 哲学社会学院 425 8.61%

5 经济学院 388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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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东北亚研究院 294 5.96%

7 行政学院 251 5.09%

8 文学院 221 4.48%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9 2.41%

10 公共卫生学院 71 1.44%

11 古籍研究所 42 0.85%

12 高等教育研究所 29 0.59%

13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25 0.51%

14 体育学院 20 0.41%

15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9 0.39%

16 外国语学院 10 0.20%

17 考古学院 6 0.12%

18 环境与资源学院 5 0.10%

19 公共外交学院 3 0.06%

20 应用技术学院 2 0.04%

注：1.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单位1998-2018年在CSSCI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CSSC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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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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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被引次数居于前列的作者。

表 17：哲学社会科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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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2 王晰巍 管理学院 89

2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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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蔡立东 法学院 69

5 蔡莉 管理学院 68

6 毕强 管理学院 59

7 何志鹏 法学院 55

8 贺来 哲学社会学院 54

9 李政 经济学院 44

9 董保宝 管理学院 44

9 朱秀梅 管理学院 44

12 李晓 经济学院 42

12 张文显 法学院 42

14 丁志国 商学院 41

15 周光辉 行政学院 40

16 闵春雷 法学院 39

17 姚建宗 法学院 38

18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34

18 张秀娥 商学院 34

18 金晓彤 商学院 34

21 陈守东 商学院 31

22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 30

注：1.高被引作者的确定标准是该作者1998-2018年在CSSCI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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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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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报告

2018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有 130 份研究报告被相关部门采纳应用，其中 1 份研究报告得到国家领

导人的肯定性批示，18 份研究报告得到省部级正职领导肯定性批示。

表 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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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类 C 类 其他 合计

1 东北亚研究院 1 19 18 0 38

2 行政学院 5 15 3 23

3 经济学院 9 12 21

4 哲学社会学院 1 7 2 10

5 法学院 3 3 1 7

5 商学院 2 5 7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1 5

7 公共外交学院 2 3 5

9 文学院 1 2 3

9 考古学院 1 2 3

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 2

11 管理学院 1 1 2

11 新能源与环境学院 2 2

14 外国语学院 1 1

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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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获奖情况

2019 年，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 1 项。

表 19：“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获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获奖

等级

1 考古学院

杨建华

邵会秋

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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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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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机构、智库

2019 年，新成立 6个校级研究机构，5 个研究机构入选 2019 年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

表 20：2019 年新成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览表

序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依托单位

1 校级研究机构 横琴金融研究院
2019年1月2

日
经济学院

2 校级研究机构 财产法研究中心
2019年1月2

日
法学院

3 校级研究机构 人权研究中心
2019年1月2

日
法学院

4 校级研究机构 东北抗联研究中心
2019年6月3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校级研究机构

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 2019年6月3

日

公共外交学院

6 校级研究机构

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 2019年 10月

10 日

哲学社会学院

注：按成立时间和依托单位排序。

表 21：2019 年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一览表

序号 智库名称 依托单位

1 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 法学院

2 犯罪治理研究中心 法学院

3 廉政研究与教育中心 行政学院

4
国际关系研究所 公共外交学院

5
中国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中心 管理学院

注：按依托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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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活动

2019 年举办“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30 场；资助举办各级各类学术会议 16 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

院举办学术会议 200 余场；举办“龙鹏吉大”系列学术活动 14 场，其中青年学者午间沙龙 13 场，英文论

坛（Thinking at 40°N）1 场；组织出版以“龙鹏吉大”青年学者讲授的公选课为主题的著作——《当代

中国道路与智慧》；组织青年学者代表团前往牛津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参加两校跨学科青年学者论坛 2期；

资助 14 位教师赴国（境）外参加国际学术活动。

表 22：2019 年举办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

序号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讲座题目 讲座时间

1

Franz

W.Kellerman

ns

北卡罗来纳大

学夏洛特分校

研究设计和发表过程管理：从作者及编

辑视

2019年 3月 26

日

2
刘森林 山东大学 物化：文化之思还是社会经济整体之

思？

2019年 3月 30

日

3
胡开宝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现状、问题与

路径

2019年 4月 23

日

4
隋 岩 中国传媒大学 互联网群体传播及其引发的公共社会

议题

2019年 5月 10

日

5
托洛拉亚 俄罗斯科学院 俄朝峰会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影

响

2019年 5月 10

日

6
王思斌 北京大学 我国社会政策的“自性”特征与发展 2019年 5月 16

日

7
邵 宁 全国人大财经委

副主任委员

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展望 2019年 5月 23

日

8
金太军 南京审计大学 社会治理的文化结构分析 2019年 5月 25

日

9
李永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

中俄关系 70 年：历程与经验 2019年 5月 25

日

10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 新时代的价值思维 2019 年 6 月 1

日

11
夏含夷 美国芝加哥大学 清华简《摄命》篇源流考 2019年 6月 10

日

12
Eric

W.K.Tsang

得克萨斯大学达

拉斯分校

创业机会的本体论：持续的争论 2019年 6月 14

日

13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

中美经贸斗争与国际经济格局演化 2019年 6月 14

日

14

阿列克谢·米

哈 伊 洛 维

奇·齐甘科夫

俄军总政治部、

俄罗斯国防军事

大学 、

当前形势下俄罗斯军队政治工作的建

设和发展

2019年 6月 24

日

15
王永贵 南京师范大学、 新时代意识形态创新的方法论逻辑 2019年 6月 26

日

16
方 新 中国科学院大

学、发展中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新时代 新动力 新要

求

2019年 6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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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

17

白 乐 桑 ( 法

国)

巴黎东方语言文

化学院、世界汉

语教学协会

汉字的多维度及其诗性功能 2019 年 9 月 3

日

18
陆俭明 北京大学 近百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说 2019 年 9 月 5

日

19
李一衡 韩国央行国家货

币政策委员会

人民币国际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韩

国的应对措施

2019年 9月 24

日

20
吉田富夫 日本佛教大学 我与莫言 2019年 9月 26

日

21
王文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会意字与意合表征方式的关系 2019 年 10 月

17 日

22
杨宜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质性研究中理论原型的生成逻辑 2019 年 10 月

18 日

23
陈培永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当代建构：从批判

性逻辑到建设性逻辑的转换

2019 年 10 月

20 日

24
冯刚 北京师范大学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2019 年 10 月

22 日

25
金曼 北京大学 中国美声——让世界都听得懂的音乐

语言

2019年 11月 8

日

26
陈传夫 武汉大学 开放环境与图书情报创新 2019 年 11 月

18 日

27
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 古今之争还是中西冲突——身体表征

的解读

2019 年 11 月

22 日

28
华学诚 北京语言大学 浅议异文、通假与经典化 2019 年 11 月

29 日

29
秦 宣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2019 年 11 月

29 日

30
刘先春 兰州大学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

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2019 年 11 月

29 日

注：按讲座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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