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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201120112011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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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紧紧围绕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

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及其相关配套文件精神，本着“改革创新工作方法，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推动科研工作快速发展，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取

得了突出的成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到款达到 5523.44 万元，同比增长 35.8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和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年度立项

数保持处于全国高校前列（排名均列第六位）；科研成果产出数量和质量大幅提高，2 部书稿入选“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0 年有 1276 篇论文被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排名

首次进入全国高校前 10 名。现将有关重要数据信息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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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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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11.20111.201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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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单位：万元）

截止到 12 月 20 日，2011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473 项，同比增长 12.6%，

获资助经费 5523.44 万元，同比增长 35.89%。其中，承担各级各类纵向项目 259 项，年度到账经费 3043.62

万元；承担横向科研项目 214 项，到帐经费 2479.82 万元。其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大项目立项 1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4 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 1 项。

2011201120112011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统计表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统计表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统计表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统计表

表表表表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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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合同合同合同合同））））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年度到账经费年度到账经费年度到账经费年度到账经费

纵

向

经

费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大项目 1 1729.74 415.1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4 280 51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 80 0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4 100 60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12 240 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后期资助项目、

西藏项目）
38 559 5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 164.3 97.8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36 2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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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其他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发

展报告资助项目、专项项目等）
15 133.25 0

中央其他各部委项目 4 33 16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61 37.5 23.1

吉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36 93.5 93.5

省级其他各类项目 41 87 87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1695.0295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59259259259 3817.293817.293817.293817.29 3043.623043.623043.623043.62

横

向

经

费

本年立项本年拨款项目 192 2261.61

往年立项今年拨款项目 22 218.21

小小小小 计计计计 214214214214 2479.822479.822479.822479.82

总总总总 计计计计 473473473473 5523.445523.445523.445523.44

2.20112.20112.20112.2011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况

2011 年，我校共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重点、规划、青年）251 项，获立 36 项，立项数

在全国高校并列排名第六。

2011201120112011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况对比表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况对比表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况对比表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况对比表

表表表表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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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52

2 北京大学 47

3 南京大学 46

4 中国人民大学 44

5 北京师范大学 38

6666 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 36363636

6 厦门大学 36

6 浙江大学 36

9 华东师范大学 34

9 西南大学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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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川大学 33

11 武汉大学 33

13 山东大学 32

14 中山大学 30

15 南开大学 29

1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8

17 兰州大学 27

18 湖南大学 25

1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4

19 江西财经大学 24

19 南京师范大学 24

19 上海师范大学 24

3.20113.20113.20113.2011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

2011 年，我校共申报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规划、青年）232 项，获立 36 项，立项数在全国

高校并列排名第六。

2011201120112011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对比表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对比表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对比表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社科项目情况对比表

表表表表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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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45

2 中山大学 44

3 华东师范大学 42

3 华中师范大学 42

5 武汉大学 41

6666 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 36363636

6 南京大学 36

6 山东大学 36

9 暨南大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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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北京师范大学 34

10 厦门大学 34

12 东北师范大学 33

13 南开大学 32

13 中国人民大学 32

15 北京大学 31

15 浙江大学 31

17 华中科技大学 30

18 四川大学 21

19 上海交通大学 17

20 清华大学 16

4.20114.20114.20114.2011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经费单位：万元）

2011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高度重视科研工作，科研项目数量和科研经费均有显著增长。古籍研究所、

管理学院、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四个单位科研经费数均超过

500 万元。这表明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科研潜力巨大，发展势头不断增强。

2011201120112011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统计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统计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统计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获项目及经费情况统计表

表表表表4444

排排排排

名名名名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

数数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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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费总经费总经费总经费
人均人均人均人均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1 古籍研究所 17 2 1744.74 0 0 2 1744.74 102.63

2 管理学院 108 37 303.1 61 960.89 98 1263.99 11.70

3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

研究中心）
208 42 345.75 20 229.59 62 575.34 2.77

4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

研究中心）
113 37 250.2 21 250.38 58 500.58 4.43

5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

北亚研究中心）
57 8 72.8 17 288.05 25 360.85 6.33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 20 103.2 18 242.04 38 345.24 2.43

7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

学基础理论研究中

心）

78 17 239.3 12 88.28 29 327.58 4.20

8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 100 20 220.8 5 61.79 25 282.59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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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9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

有经济研究中心）
84 21 142 7 98 28 240 2.86

10 行政学院 51 11 142 9 97.01 20 239.01 4.69

11
公共卫生学院（社科

部分）
2 15 7 43.02 9 58.02

12 农学部（社科部分） 8 45.8 3 5 11 50.8

13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社科部分）
3 25.3 1 20 4 45.3

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24 11 21.6 9 14.1 20 35.7 0.11

15 艺术学院 81 2 3.5 5 29.5 7 33 0.41

16 体育学院 180 3 15 12 12.57 15 27.57 0.15

17
应用技术学院（社科

部分）
4 16.3 0 0 4 16.3

18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 0 0 2 12.1 2 12.1 0.93

19 外国语学院 79 3 0.6 1 3 4 3.6 0.05

其他单位 8 20.3 4 24.5 12 44.8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635163516351635 259259259259 3727.293727.293727.293727.29 214214214214 2479.822479.822479.822479.82 473473473473 6207.116207.116207.116207.11 3.803.803.803.80

注：本表按照经费总量排序（纵向项目按批准经费、横向项目按到账经费统计）。

5.5.5.5. 2011201120112011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经费单位：万

元）

本表显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争取高层次纵向项目方面的总量、人均水平及竞争力。

2011201120112011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分布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分布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分布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情况分布表

表表表表5555

单单单单 位位位位

教教教教

师师师师

数数数数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科学科学科学科学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年度社科项目年度社科项目年度社科项目年度社科项目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项项项项

目目目目

数数数数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重

大

重

点

一

般

青

年

后

期

重

大

攻

关

基

地

重

大

一

般

报

告

专

项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78 0 1 2 2 3 0 0 2 3 0 236 13131313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208 0 1 0 6 3 1 0 2 7 0 314 20202020

外国语学院 7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00

艺术学院 8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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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 180 0 0 0 1 0 0 0 0 0 0 14 1111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24 0 0 0 0 0 0 0 0 2 0 14 2222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84 0 0 1 1 1 0 0 2 1 1 97 7777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100 0 1 0 5 1 0 0 2 3 1 214 13131313

行政学院 51 0 0 1 1 0 0 1 0 2 0 134 5555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113 1 0 0 1 1 0 0 2 7 1 207 131313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 0 0 0 3 1 0 0 0 3 0 85 7777

管理学院 108 3 1 0 1 0 0 0 0 4 0 208.3 9999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

亚研究中心）
57 0 0 0 2 0 0 0 2 0 2 70 6666

古籍研究所 17 0 0 0 0 0 1 0 0 0 0 15 11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00

公共卫生学院（社科部

分）
0 0 0 1 0 0 0 0 0 0 15 1111

农学部（社科部分） 1 0 0 1 0 0 0 0 1 0 42 3333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社科部分）
1 0 0 0 0 0 0 0 0 0 19 1111

应用技术学院（社科部

分）
0 0 0 0 0 0 0 0 2 0 16 2222

数学学院 0 0 0 0 0 0 0 0 1 0 9 1111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635163516351635 6666 4444 4444 25252525 10101010 2222 1111 12121212 36363636 5555 1709.31709.31709.31709.3 105105105105

6.6.6.6. 2011201120112011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千万元级重大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千万元级重大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千万元级重大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千万元级重大项目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表表表表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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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来源项目来源项目来源项目来源 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批准经费

1 古籍研究所 吴振武
两汉、吴、魏、晋简牍文字

的搜集与整理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1730

7.20117.20117.20117.2011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表表表表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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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田毅鹏

当代中国“单位制度”的形成及变迁

研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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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朱泓

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

察
80

3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黄文艺 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研究 60

4 管理学院 靖继鹏
网络信息生态链形成机理与演进规律

研究
80

8.8.8.8. 2011201120112011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表表表表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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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学院 张贤明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80

9.20119.20119.20119.2011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表表表表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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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哲学基础

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 25

2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

研究中心）
纪玉山

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跨期优化配置

机制研究
25

3 行政学院 麻宝斌 我国社会公正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25

4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

理论研究中心）
董才生

当代中国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的

制度建构
25

注：表 6-9 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10.10.10.10. 2011201120112011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表表表表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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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英爱
当前朝鲜半岛热点问题与中国的对

策研究
20

2 东北亚研究中心 廉晓梅
东北亚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比

较研究
20

3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朱泓
青铜——早期铁器时代蒙古高原古

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的综合研究
20

4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陈全家 辽宁东部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 20

5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丁志国
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风险生成

机理与政策应对路径选择
20

6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于维生 权力范式下的经济非均衡研究 20

7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邱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门法学理论研

究
20

8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蒋传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思

想渊源与形成过程研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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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潘石 中央企业深化改革研究 20

10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年志远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20

11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贺来 哲学的当代合理存在形态研究 20

12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 20

注：按单位排序，同一单位的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11.201111.201111.201111.2011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重要横向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重要横向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重要横向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重要横向项目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2011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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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合作大平台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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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120112011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横向到账经费百万元以上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横向到账经费百万元以上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横向到账经费百万元以上项目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横向到账经费百万元以上项目一览表

表表表表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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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来源项目来源项目来源项目来源 到帐经费到帐经费到帐经费到帐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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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人民政府

法制办公室
191.4

2
东北亚研究院（含

东北亚研究中心）
于潇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国

土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对

策研究

吉林省国土资源

勘测规划研究院
132.5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干部素质提升与能力建设

研究

山西省吕梁市地

方税务局
121

2011201120112011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横向到账经费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横向到账经费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横向到账经费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承担横向到账经费 20202020 万元以上项目一览表万元以上项目一览表万元以上项目一览表万元以上项目一览表

表表表表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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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帐经费到帐经费到帐经费到帐经费

1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刘金全

吉林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金融支持

研究
60

2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赵英兰

东北东部出海新通道——丹东港口与城市

变迁研究
50

3 管理学院 蔡莉
电网企业职业卫生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及数

学建模研究
43

4 管理学院 王爱群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内部控制

的危机诊断及处理流程规范化研究
40

5 管理学院 卢艳秋 亚泰集团房地产品牌培育和建设路径设计 40

6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魏东 重庆市奉节县宝塔坪墓群的发掘 35.44

7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赵宾福 陡北遗址考古与保护 34.8

8 管理学院 王爱群 一汽解放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32



9

9 管理学院 葛宝山 禹衡光学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环境优化工程 32

10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李文祥 农村社区发展与社会和谐研究 31.8

11 管理学院 于旭 长春高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需求调研 30

12 管理学院 刘春山
翠泉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平衡优

化研究
30

13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吴宇晖 长春市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规划研究 30

14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张屹山 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 30

15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张屹山 信托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30

16 管理学院 李北伟
龙泉汽车空调零部件产业集群示范区转型

升级实施方案
30

17 行政学院 麻宝斌
长吉图一体化背景下吉林省现代服务业发

展中的中日韩合作研究
30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液压活塞运动模拟软件开发与战略管理 25.04

19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

亚研究中心）
张慧智 中国韩国学研究 24.95

20 管理学院 许正良 一汽集团市场竞争情报采集与分析 24

21 管理学院 张卫东 企业知识集成系统设计开发 23.7

22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于莹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国土资源开发利用

法制建设研究
20

23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于莹 粮食生产全产业链中法律问题研究 20

24 艺术学院 付黎明 机载计算机托架及风扇架外形设计 20

25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汤卓炜 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研究 20

26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杨印生 DEA 模型和方法在质量工程中应用研究 20

27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沈颂东 内陆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突破的实证研究 20

28 第一医院 迟宝荣 生殖健康咨询研究 20

29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

亚研究中心）
赵儒煜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20

30 管理学院 徐恺英
吉林省广泽乳业质量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

开发
20

31 管理学院 徐颖 汽车产业动态信息跟踪研究 20

32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潘石 中国食品安全及监管制度研究 20

注：表 11-12 按照年度到账经费额度由高到低排序，经费额度相同时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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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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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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著作数据为依据统计了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参见表13），

2010 年共出版著作 143 部。

201020102010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一览表

表表表表 13131313

排排排排

名名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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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8 12 8 2 2 0 1 25252525

2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中心）
78 12 4 2 0 0 0 18181818

3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100 8 8 1 0 0 0 17171717

4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84 4 9 0 0 0 0 13131313

5 行政学院 51 6 3 0 0 0 0 9999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 6 3 0 0 0 0 9999

7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研究中心） 57 5 2 1 0 0 0 8888

7 管理学院 108 6 2 0 0 0 0 8888

7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24 0 4 2 0 1 1 8888

10 艺术学院 81 2 3 0 0 2 0 7777

11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113 1 4 0 0 0 0 5555

11 体育学院 180 0 5 0 0 0 0 5555

13 古籍研究所 17 3 0 1 0 0 0 4444

14 应用技术学院（社科部分） 0 0 2 0 0 1 3333

15 外国语学院 79 1 1 0 0 0 0 2222

15 农学部（社科部分） 1 0 0 0 0 0 1111

17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 1 0 0 0 0 0 1111

18 公共卫生学院（社科部分） 0 0 0 0 0 0 0000

18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社科部分） 0 0 0 0 0 0 0000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1635163516351635 68686868 56565656 11111111 2222 3333 3333 143143143143

注：著作数量及著作类别以各单位申报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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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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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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收录论文情况，我校 2010 年共有 1276 篇论文被 CSSCI 收录，首次进

入全国高校前 10 名。在本年报中，对我校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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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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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我校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1276篇，占全部CSSCI来源期刊所收录论文的1.3%，

与 2009 年相比增加 254 篇，是“十一五”期间 CSSCI 收录论文数最多的一年，发文数量列全国高校第 9

位，首次进入前 10 名。

部分高校部分高校部分高校部分高校 2010201020102010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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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1414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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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2

2 北京大学 1967

3 南京大学 1825

4 北京师范大学 1718

5 武汉大学 1635

6 南开大学 1469

7 复旦大学 1452

8 四川大学 1417

9999 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 1271271271276666

10 华东师范大学 1193

11 厦门大学 1138

12 山东大学 1106

13 中山大学 1053

14 清华大学 966

15 浙江大学 949

16 华中师范大学 877

17 华中科技大学 859

18 南京师范大学 804

19 华南师范大学 797

20 西安交通大学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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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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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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和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分别位居

产出总量前三甲，共占我校论文产出总数的 39.50%。

201020102010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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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1515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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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比重文比重文比重文比重

1 管理学院 108 185 1.71 14.50%

2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100 180 1.80 14.11%

3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8 139 0.67 10.89%

4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

研究中心）
78 133 1.71 10.42%

5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113 124 1.10 9.72%

6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84 102 1.21 7.99%

7 行政学院 51 98 1.92 7.68%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2 88 0.62 6.90%

9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研究中

心）
57 84 1.47 6.58%

10 古籍研究所 17 23 1.35 1.80%

11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24 22 0.07 1.72%

12 农学部（社科部分） 14 1.10%

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 12 0.92 0.94%

13 艺术学院 81 12 0.15 0.94%

15 外国语学院 79 10 0.13 0.78%

16 公共卫生学院（社科部分） 7 0.55%

16 体育学院 180 7 0.04 0.55%

18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社科部分） 6 0.47%

19 应用技术学院（社科部分） 3 0.24%

其他单位 27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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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01020102010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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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是我校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成果产出最多的单位。

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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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16161616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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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中心）
8 5 13131313

2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3 6 9999

3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3 4 7777

4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1 5 6666

5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研究中心） 3 2 5555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2 5555

5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1 4 5555

8 管理学院 3 1 4444

9 行政学院 1 2 3333

10 农学部（社科部分） 0 2 2222

11 古籍研究所 0 1 1111

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0 1 1111

12 外国语学院 0 0 0000

12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0 0 0000

12 体育学院 0 0 0000

12 公共卫生学院（社科部分） 0 0 0000

12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社科部分） 0 0 0000

12 应用技术学院（社科部分） 0 0 000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6262626 35353535 6161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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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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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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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和管

理学三个学科论文产量高，占据了学校发文的前三位，其发文总量达到了我校论文产出总量的 44.91%，是

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产出较高的几个学科。从各学科在全国高校的发文排名情况看，社会学，法学，政

治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在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中的发文排名较为靠前。

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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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情况统计表论文情况统计表论文情况统计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表表表表171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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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学校发文比重占学校发文比重占学校发文比重占学校发文比重 本学科排名本学科排名本学科排名本学科排名

1 经济学 272 21.32% 15151515

2 法学 152 11.91% 5555

3 管理学 149 11.68% 7777

4 政治学 109 8.54% 5555

5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00 7.84% 5555

6 哲学 93 7.29% 8888

7 历史学 81 6.35% 10101010

8 社会学 71 5.56% 4444

9 中国文学 65 5.09% 20202020

10 教育学 36 2.82% 42424242

11 语言学 21 1.65% 33333333

12 艺术学 19 1.49% 44444444

13 考古学 15 1.18% 9999

13 民族学与文化学 15 1.18% 35353535

15 心理学 13 1.02% 18181818

16 马克思主义 12 0.94% 17171717

17 环境科学 11 0.86% 84848484

18 体育学 8 0.63% 58585858

19 外国文学 6 0.47% 52525252

19 新闻学与传播学 6 0.47% 106106106106

21 宗教学 4 0.31% 41414141

22 统计学 2 0.16% 36363636

23 人文经济地理 1 0.08% 19191919

其他学科 1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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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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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反映出各学者的学术生产能力和研究活跃程度。2010 年我校在 CSSCI 来

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在 5 篇以上的教师有 39 位，共产出论文 237 篇，占当年我校总发文数的 18.57%，其

中，行政学院肖晞副教授 2010 年发表 13 篇论文，名列第一。

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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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18181818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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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晞 行政学院 13131313

2 毕强 管理学院 10101010

3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8888

3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8888

5 刘金全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7777

5 汤吉军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7777

5 何志鹏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7777

5 项卫星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7777

9 王小钢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6666

9 王胜今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研究中心） 6666

9 王倩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6666

9 王晰巍 管理学院 6666

9 年志远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6666

9 张世伟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6666

9 李晓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6666

9 杨军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6666

9 陈兵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6666

9 罗克全 马克思主义学院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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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金晓彤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6666

9 赵俊芳 高等教育研究所 6666

9 郭锐 行政学院 6666

9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6666

9 潘石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6666

24 木斋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5555

24 王庆丰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5555

24 王桂妹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5555

24 张波 马克思主义学院 5555

24 张海涛 管理学院 5555

24 李贺 管理学院 5555

24 李綦通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5555

24 杜莉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5555

24 沈文凡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5555

24 邹国庆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5555

24 庞晓波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5555

24 贺来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5555

24 赵放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5555

24 赵树宽 管理学院 5555

24 黄文艺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5555

24 黄微 管理学院 5555

注：1.高产作者指的是以吉林大学且第一作者名义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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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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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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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61 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

2 篇，在 S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 3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1 篇。

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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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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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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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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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AAAA 类）类）类）类）

表表表表19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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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刊物发表刊物发表刊物发表刊物 刊期刊期刊期刊期

1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田毅鹏

吕方

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

险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4

2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刘福森 哲学不是什么？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1

3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现实的历史”：《资本论》

的存在论
中国社会科学 2010.2

4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宋宝安

于天琪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影

响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24

5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杨魁森 劳动与生活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21

6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贺来 辩证法的实践理性转变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13

7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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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20

8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理论及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4

9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王树海

刘春明

佛禅语言诗性化考辨——

“诗俏禅门”再认识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22

10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朱泓

古人骨 DNA分析在考古学研

究中的应用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7

11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张福贵

为“文化五四”辩护——两

个“五四”的不同境遇与价

值差异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22

12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李晓

付竞卉

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

现状与前景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12

13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齐明 Analysis of Chinese Internet Law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010.5

14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张文显

和谐精神的导入与中国法治

的转型-从以法而治到良法

善治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17



18

15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黄文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理论的总结与反思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23

16 行政学院 张贤明

论突发性事件处置中的政府

职责(原题：妥善处置突发性

事件是政府责任)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17

17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刘金全

隋建利

中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经

济 增 长 关 系 检 验

（1980-2008）

中国社会科学 2010.4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

领社会思潮的规律性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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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4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杨艺
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发展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8

21
管理学院

李雪灵

（通讯

作者）

Extending the Resource-based View

to the Mega-event: Entrepreneurial

Rents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0.2

22 管理学院

王晰巍

Martin

Stoble

in

王侃

Designing knowledge chain

networks in China - A Proposal for

a risk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linguis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0.1

23 管理学院
蔡莉

尹苗苗

新创企业学习能力、资源整

合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

究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1

24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

亚研究中心）

王胜今

赵儒煜

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

设与发展战略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13

25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

亚研究中心）

张广翔

齐山德

18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农业

现代化的阶段及其特征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4

26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

亚研究中心）

张广翔

钟建平

分析历史学：理论问题与新

研究战略（译文）

《新华文摘》转

载
2010.8

注：同一单位的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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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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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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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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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BBBB 类）类）类）类）

表表表表 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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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刊物发表刊物发表刊物发表刊物 刊期刊期刊期刊期

1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王天成

黑格尔知性理论与科学精神

(原题：黑格尔知性理论概

观)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9



19

2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伍麟

车文博
现象学的心理学贡献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7

3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

题——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

哲学研究 2010.5

4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张盾

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路

径——以“市民社会与历史

唯物主义”为案例

哲学研究 2010．1

5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贺来

启蒙精神与哲学的当代合法

性
哲学研究 2010.8

6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王桂妹

“五四女作家群”的历史建

构曲线
文学评论 2010.6

7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付景川

姚岚

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

式：问题及改进策略
教育研究 2010.6

8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刘学义

“广告中心”还是“用户中

心”？——美英报纸网站商

业模式转型分析

新闻与传播研

究
2010.3

9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杨军 契丹“四楼”别议 历史研究 2010.4

10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汤吉军

基于沉淀成本视角的企业重

组博弈分析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3

11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纪玉山 《自然力经济学》评介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0.1

12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纪玉山

纪明

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及中国

的对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7

13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李晓

张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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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研究 2010．4

14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杜莉

张鑫

欧洲金融：创新·危机·监

管
管理世界 2010.11

15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张丹丹

著作权法在保护虚构角色形

象方面的局限及对策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8

16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李立丰

上帝与死囚：基督教视野中

的美国死刑问题
世界宗教研究 2010.5

17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姚建宗 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 政治学研究 2010.2

18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崔卓兰

于立深

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

展
法学研究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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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黄文艺

作为一种法律干预模式的家

长主义
法学研究 2010.5

20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霍海红 证明责任配置裁量权之反思 法学研究 2010.1

21 行政学院
张贤明

邵薪运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与政府责

任
政治学研究 2010.6

22 行政学院
麻宝斌

郭蕊

权责一致与权责背离：在理

论与现实之间
政治学研究 2010.1

23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张世伟

周闯

中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

的劳动参与行为——基于参

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的经验

分析

管理世界 2010.5

24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张屹山

孔灵柱

基于权力范式的汇率决定研

究
经济研究 2010.3

25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金晓彤

闫超

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

费：收敛还是发散？
管理世界 2010.3

26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

究中心）

赵岩

李书

银行资本结构与盈余持续性

关系实证研究（原题：银行

资本结构与盈余持续性的关

系）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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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

为视角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0.11

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中国模式”与理论职责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0.6

29 管理学院

李春好

周仲宽

李淑芬

我国轿车品牌发展之路的思

考
管理世界 2010.10

30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

亚研究中心）
巴殿君

东北亚区域制度化合作的外

部干预与内部制约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10

31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

亚研究中心）

黄定天

段永福

汉密尔顿的远东之行与罗斯

福政府远东政策的调整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9

32 古籍研究所 张鹤泉 东汉丧葬吊祭考
《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转载
2010.2

33 高等教育研究所 赵俊芳 资源汲取与名校活力 教育研究 2010.12

34 农学部 白刚
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马克

思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0.4

35 农学部 白刚
资本现象学——论历史唯物

主义的本质问题
哲学研究 2010.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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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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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10 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 2010 年总计被引用 1579 次，其中经济学、法学和

管理学被引次数高，占我校 2010 年被引次数的 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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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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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212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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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学校被引比重占学校被引比重占学校被引比重占学校被引比重

1 经济学 598 37.87%

2 法学 218 13.81%

3 管理学 199 12.60%

4 哲学 112 7.09%

5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85 5.38%

6 社会学 83 5.26%

7 政治学 70 4.43%

8 历史学 51 3.23%

9 教育学 30 1.90%

10 中国文学 25 1.58%

12 考古学 16 1.01%

13 语言学 15 0.95%

14 心理学 14 0.89%

15 环境科学 11 0.70%

16 民族学与文化学 10 0.63%

17 体育学 8 0.51%

18 新闻学与传播学 6 0.38%

19 马克思主义 5 0.32%

20 外国文学 2 0.13%

21 艺术学 1 0.06%

21 宗教学 1 0.06%

其他学科 19 1.20%

注：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学科 1998-2010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

2010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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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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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02010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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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和管理学院被引次数高，占我校 2010 年

被引次数的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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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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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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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学校被引比重占学校被引比重占学校被引比重占学校被引比重

1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394 24.95%

2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217 13.74%

3 管理学院 183 11.58%

4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178 11.24%

5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157 9.93%

6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研究中心） 134 8.48%

7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86 5.44%

8 行政学院 59 3.73%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6 1.64%

10 古籍研究所 18 1.14%

11 公共卫生学院（社科部分） 16 1.01%

12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5 0.95%

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10 0.64%

14 体育学院 8 0.51%

15 农学部（社科部分） 6 0.37%

16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社科部分） 3 0.19%

16 应用技术学院（社科部分） 3 0.19%

18 外国语学院 2 0.12%

其他单位 64 4.04%

注：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单位 1998-2010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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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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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被引次数居于前列的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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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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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2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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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101

2 石柱鲜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33

3 赵振全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30

4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29

4 李晓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29

6 张文显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28

8 张屹山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25

9 陈守东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19

10 高清海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17

10 蔡莉 管理学院 17

12 宋冬林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16

13 毕强 管理学院 15

13 项卫星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15

15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14

16 张盾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13

16 赵树宽 管理学院 13

18 王胜今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研究中心） 12

18 贺来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12

20 张世伟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11

20 麻宝斌 行政学院 11

22 崔卓兰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10

注：1.高被引著者的确定标准是该作者1998-2010年在CSSCI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

在CSSCI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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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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情况《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情况《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情况《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情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评选，旨在集中推出反映当前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水平的成果，自 2010 年始，每年评审一次。2011 年，我校有 2 部书稿入选《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五，与 2010 年相比增加 1部。

我校我校我校我校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入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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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2424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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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张文显
知识经济与法律制度创新——理论建构与实

践前沿问题研究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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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度科研成果奖包括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参见表 25）、吉林省首

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参见表 26）和吉林大学“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参见表

27），其中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项、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39 项和吉

林大学“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00 项。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由教育部组织评

选，主要评选 2004-2010 年我国教育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以及表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的资深专家。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由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组

织评选，主要评选 1984-2010 年立项并完成结项的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吉林大学“十一五”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由吉林大学组织评选，主要评选“十一五”期间吉林大学取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表表表表25252525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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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付景川

姚岚

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问题及改进策略
论文 三等

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表表表表 26262626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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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林兵 生态、伦理与社会同一性 著作 一等

2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程丽红 晚清报人研究 论文 一等

3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李志宏

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支点：人的

本质还是人的智能
论文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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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徐正考 汉代铜器铭文研究 著作 一等

5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李政 吉林省创业扶持体系建设研究 论文 一等

6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潘石

吉林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现

状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

告
一等

7 行政学院 张丽华 规范、制度与国际秩序 论文 一等

8 行政学院 张创新 中国古代政府论纲 著作 一等

9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钟贤巍 民俗学与旅游文化 论文 一等

10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孙巍

要素拥挤的形成机理与企业的

抵御能力研究

研究报

告
一等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桂花
当代科技发展前沿问题的哲学

探索

研究报

告
一等

12 管理学院 王爱群
实施新准则前后会计信息价值

相关性对比研究

研究报

告
一等

13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李海峰 西方科学哲学经典理论脉流 著作 二等

14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孔朝蓬 长影集团产业化转型的思考 论文 二等

15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禹平 试论东汉的礼制建设 论文 二等

16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闵春雷 完善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思考 论文 二等

17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田虹

吉林省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推进

机制研究

研究报

告
二等

18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张秀娥

吉林省民营中小企业创业激励

机制问题研究

研究报

告
二等

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海月
制度与公民：民主含量的两个维

度
论文 二等

20 管理学院 王爱群
吉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

展研究
论文 二等

21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崔月琴

后单位时代社会管理组织基础

的重构
论文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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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沈亚生

本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与以人为

本哲学理念
论文 三等

23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王振林 当代西方交往实践观 论文 三等

24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王剑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

新探
论文 三等

25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王学谦

疯狂·童年·兔和猫—《呐喊》

《彷徨》中的三种自然及其生命

隐喻

论文 三等

26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赵英兰 清代东北地区大家庭实态考察 论文 三等

27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白杨

台港文学：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

考察
著作 三等

28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刘坚 新闻报道现代方法 著作 三等

29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杨梅
网络与语料库在大学外语教学

中的应用
论文 三等

30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李昱

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流向的思

考
论文 三等

31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高宇

保险合同权利结构与保险利益

归附之主体
论文 三等

32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任喜荣

批判与重构—地方人大“宪法监

督权”研究之反思
论文 三等

33 行政学院 王庆华
论政策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与价

值博弈
论文 三等

34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董竹

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策略

研究
论文 三等

35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齐红倩

吉林省全面小康与城市化建设

实证研究

研究报

告
三等

36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齐红倩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经济权利问

题研究

研究报

告
三等

37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

研究中心）
胡仁霞 吉林省同俄罗斯经贸合作研究 论文 三等

38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

研究中心）
雷丽平

赫鲁晓夫时期的“反宗教运动”

及其教训
论文 三等

39 管理学院 王爱群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与实务 著作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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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表表表表 27272727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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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韩志伟 追寻自由--从康德到马克思 著作 校级奖

2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贺来 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 著作 校级奖

3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李海峰 西方科学哲学经典理论脉流 著作 校级奖

4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漆思

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

道路
著作 校级奖

5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宋宝安

当代中国老龄群体社会管理问

题研究
著作 校级奖

6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王福生

求解“颠倒”之谜——马克思与

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研究
著作 校级奖

7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贺来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

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
论文 校级奖

8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解放思想与变革世界观 论文 校级奖

9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田毅鹏 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 论文 校级奖

10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

础理论研究中心）
张盾

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

命运
论文 校级奖

11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惠一鸣 欧洲联盟发展史 著作 校级奖

12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木斋 宋词体演变史 著作 校级奖

13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徐正考 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 著作 校级奖

14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许兆昌 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 著作 校级奖

15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杨冬 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 著作 校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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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张福贵

“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

的当代意义
著作 校级奖

17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程丽红

论传媒文化在清代文化结构中

的地位和作用
论文 校级奖

18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蒋蕾

东北沦陷区中文报纸：文化身份

与政治身份的分裂——对伪满

《大同报》的副刊叛离现象的历

史考察

论文 校级奖

19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王剑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历史：以“东

亚模式”为视角
论文 校级奖

20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王学谦

新国学运动：跨世纪的文化浪漫

主义——对新国学的文化确认

与功能分析

论文 校级奖

21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杨军 契丹“四楼”别议 论文 校级奖

22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张锡坤

西周雅乐的刚健风貌与刘勰的

“风骨”—《文心雕龙·风骨》

“刚健”之再溯源

论文 校级奖

23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赵英兰 清代东北地区大家庭实态考察 论文 校级奖

24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王培新

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

考古学研究
著作 校级奖

25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张全超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

人骨研究
著作 校级奖

26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赵宾福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

考古学文化研究
著作 校级奖

27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朱永刚

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

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
著作 校级奖

28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蔡大伟

DNA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sheep

remains from China
论文 校级奖

29 外国语学院 宿久高 中日新感觉派文学研究 著作 校级奖

30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李晓

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

体系与“人民币亚洲化”
著作 校级奖

31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李政

创业型经济：内在机理与发展策

略
著作 校级奖

32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马春文 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著作 校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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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王倩 网络经济时代的货币理论 著作 校级奖

34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李晓

中韩产业关联的现状及其启示：

基于《2000 年亚洲国际投入产出

表》的分析

论文 校级奖

35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李昱

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流向的思

考
论文 校级奖

36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李俊江

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

与成就
论文 校级奖

37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潘石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指导地位的一元化问题
论文 校级奖

38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吴宇晖

激进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和歧视理论述评
论文 校级奖

39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项卫星

美元本位制的问题及其可持续

性
论文 校级奖

40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谢地 论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 论文 校级奖

41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徐传谌 国有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系统论 著作 校级奖

42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汤吉军 国有企业退出的锁定效应分析 论文 校级奖

43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

济研究中心）
徐传谌 中国商业银行 X-效率实证研究 论文 校级奖

44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蔡立东 公司自治论 著作 校级奖

45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马新彦 现代私法上的信赖法则 著作 校级奖

46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张旭 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 著作 校级奖

47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何志鹏 大国政治中的司法困境 论文 校级奖

48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黄文艺

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立法策略

——从信息约束角度对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政策的解读

论文 校级奖

49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马新彦

信赖原则在现代私法体系中的

地位
论文 校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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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任喜荣

制度性歧视与平等权利保障机

构的功能——以农民权利保障

为视角

论文 校级奖

51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徐岱 刑法解释学的独立品格 论文 校级奖

52 行政学院 黄凤志 高科技知识与国际政治权势 著作 校级奖

53 行政学院 林奇富
社会契约论与近代自由主义转

型
著作 校级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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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奖

55 行政学院 王惠岩 王惠岩文集（1—4 卷） 著作 校级奖

56 行政学院 许玉镇
比例原则的法理研究—私人权

益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维度
著作 校级奖

57 行政学院 刘清才
对进一步深化中日韩合作的思

考与建议

研究报

告
校级奖

58 行政学院 刘雪莲
论全球性问题治理中西方发达

国家的责任
论文 校级奖

59 行政学院 彭向刚
论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与

社会公正
论文 校级奖

60 行政学院 肖晞
新制度主义的新流派：话语性制

度主义
论文 校级奖

61 行政学院 颜德如
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面临的五

大困局
论文 校级奖

62 行政学院 张丽华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分

析
论文 校级奖

63 行政学院 张贤明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实现机制的

理念定位
论文 校级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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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奖

65 行政学院 周光辉

政府：一个公正社会不可或缺的

角色—关于政府再分配职能正

当性的思考

论文 校级奖

66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杜莉 欧盟区域经济政策 著作 校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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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陈守东

构建我省农村资本市场对策研

究

研究报

告
校级奖

68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丁志国

溢出效应与门限特征：金融开放

下国际证券市场风险对中国市

场冲击机理

论文 校级奖

69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杜莉

关于高等学校外部融资负债经

营的理性思考
论文 校级奖

70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金晓彤

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收

敛还是发散？
论文 校级奖

71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林秀梅

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的非线性

关系研究
论文 校级奖

72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刘金全

利率期限结构的马尔科夫区制

转移模型与实证分析
论文 校级奖

73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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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奖

74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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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奖

75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张屹山

中国期货市场功能及国际影响

的实证研究
论文 校级奖

76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赵振全

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

吗？
论文 校级奖

77
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钟贤巍

中国旅游文化发展的历史及与

传统文化的关系
论文 校级奖

78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广义
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

（1840—1931）
著作 校级奖

7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
论文 校级奖

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永虎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

准军事行动新探(1949～1969)
论文 校级奖

8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中国模式”与理论职责 论文 校级奖

8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淑荣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为视

角的分析

论文 校级奖

8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海月
制度与公民：民主含量的两个维

度
论文 校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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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管理学院 张少杰
东北老工业基地创新体系建设

研究
著作 校级奖

85 管理学院 毕强

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及

热 点 分 析 — — 基 于 IRMJ 和

JASIS 的分析

论文 校级奖

86 管理学院 蔡莉 新创企业资源整合过程模型 论文 校级奖

87 管理学院 李雪灵
基于Timmons创业要素模型的创

业经验作用研究
论文 校级奖

88 管理学院 马鸿佳
创业导向、小企业导向与企业绩

效关系研究
论文 校级奖

89 管理学院 赵树宽
基于创新结构效应的产业类型

划分及判定方法研究
论文 校级奖

90 管理学院 朱秀梅
网络能力、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

效_关系实证研究
论文 校级奖

91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

研究中心）
张广翔 俄国社会史 著作 校级奖

92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

研究中心）
陈景彦

西风东渐与中日知识分子的回

应
论文 校级奖

93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

研究中心）
黄定天

汉密尔顿的远东之行与罗斯福

政府远东政策的调整
论文 校级奖

94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

研究中心）
张广翔

19 世纪末俄国城市化的若干特

征
论文 校级奖

95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

研究中心）
张慧智

朝鲜半岛未来形势走向及我国

的对策

研究报

告
校级奖

96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

研究中心）
王胜今

论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体系
论文 校级奖

97 古籍研究所 何景成 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 著作 校级奖

98 古籍研究所 张鹤泉 东汉丧葬吊祭考 论文 校级奖

99 公共卫生学院 王丽伟
基于链接的网络计量指标与大

学科研得分相关性研究
论文 校级奖

100 农学部 白刚
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马克思

政治哲学
论文 校级奖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173&CurRec=1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detailj.aspx?&dbCode=&index=&QueryID=173&CurR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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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活动六、学术活动六、学术活动六、学术活动

2011 年，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共举办名家讲座 77 场（参见表 28），举办跨学科学术论坛 4场（参

见表 29）；资助举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 13 次（参见表 30），其中国内学术会议 3次，国际学术会议 10

次。

201120112011201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

表表表表 2828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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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社会学院（含

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中心）

Jörn
Rüsen

德国维滕/黑
尔德克大学

普遍历史观念中的人道主
义

11 月 8 日

2
哲学社会学院（含
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中心）

刘少杰 中国人民大学
网络化时代权力结构的深
刻变迁

5 月 27 日

3
哲学社会学院（含
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中心）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
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
平——一种社会学的解读

5 月 28 日

4 4
5

哲学社会学院（含

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中心）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
学

文化、伦理与管理的全球定
位：人类的未来

9 月 17 日

5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黄修己 中山大学 人性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10 月 11 日

6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 世纪视野中的现当代散文 10 月 11 日

7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莫砺锋 南京大学 唐宋诗词的阅读与研究 10 月 13 日

8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周昆叔 中国科学院

中原古文化与环境——中

原兴衰与自然环境变迁的

关系

10 月 26 日

9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李金铮 南开大学
追溯先辈之卓识：中国近代
乡村经济史研究的“新”与
“旧”

12 月 6 日

10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傅道彬
黑龙江省文学
艺术联合会

《诗经》与春秋时代的风雅
精神

3 月 11 日

11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王云路
浙江大学人文
学院

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 3 月 6 日

12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Ofer

MARDER
以色列国家文
物局史前部

以色列早期农业与定居的

起源
4 月 13 日

13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曾繁仁 山东大学 中西美学和艺术的比较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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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孙歌
中国社会科学
院

竹内好的《鲁迅》 5 月 13 日

15 2
6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张宪文 南京大学 再议辛亥革命 5 月 31 日

16 2
9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 鲁迅在民间的传播 6 月 3 日

17 3
0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
民国初年史学领域的新格
局

6 月 6 日

18 4
2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严家炎 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
时

8 月 27 日

19 4
7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陈谦平 南京大学
辛亥革命与近现代中国的
国际发展

9 月 19 日

20 4
6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关爱和 河南大学
辛亥时期梁启超的文学革
命

9 月 19 日

21 4
3
文学院（含边疆考
古研究中心）

Ofer
Bar-Yosef

美国哈佛大学
西亚地区农业的起源：出
现、确立与传播

9 月 7 日

22 外国语学院 王继辉 北京大学 英语的变迁 10 月 21 日

23 外国语学院 蔡美花 延边大学
高丽时期的韩国美学理论
与中国传统美学

11 月 4 日

24 外国语学院 吴侃 同济大学
关于日汉翻译中的几个问
题

12 月 12 日

25 外国语学院 金秉运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韩国语人才培养中存在的
问题及其对策

5 月 13 日

26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冯安伟 英国班戈大学
Researching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What, Why
and How?

5 月 4 日

27 艺术学院 李来璋
吉林省艺术研
究院

东北鼓吹乐及其乐曲构成
的各种技（手）法

11 月 29 日

28 艺术学院
茜勒维·
高利耶

法国马赛第一
大学艺术系

近三十年的法国当代艺术 4 月 22 日

29 艺术学院 项阳
中国艺术研究
院

民间礼俗——传统音声技
艺形式的文化生存空间

5 月 12 日

30 3
5
艺术学院 陈玉圃 南开大学

剖析当代中国文人画的精
神内涵

6 月 20 日

31 体育学院 孙大光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体
育文化发展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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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体育学院 熊晓正 北京体育大学 当前体育深化改革选择 11 月 27 日

33

经济学院（含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刘思华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关于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
经济的几个问题

10 月 18 日

34

经济学院（含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张宇 中国人民大学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若干争
论性问题思考

12 月 27 日

35

经济学院（含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熊秉元
台湾大学经济
系

经济学始于佛法式微处 4 月 26 日

36

经济学院（含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

世界格局与中国的对外战
略

4 月 8 日

37 3
2

经济学院（含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李海舰
中国社会科学
院

全球价值网络体系与中国
企业发展

6 月 14 日

38

经济学院（含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郭熙保 武汉大学
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这样
快——从后发优势的视角

6 月 16 日

39 4
1

经济学院（含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姚景源 国务院参事室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
“十二五规划”

8 月 27 日

40 4
9

经济学院（含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

心）

蔡继明 清华大学 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9 月 22 日

41
法学院（含理论法

学研究中心）
周成奎 中国法学会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2 月 7 日

42
法学院（含理论法
学研究中心）

赵秉志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含理
论法学研究中
心）

《刑法修正案（八）》的热
点争议问题

3 月 30 日

43
法学院（含理论法
学研究中心）

陈瑞华 北京大学 刑事司法改革的最新动向 5 月 25 日

44 行政学院 赵鼎新
美国芝加哥大
学

社会变迁理论和中国历史
形态

10 月 17 日

45 行政学院
Edward
Hill

美国克利夫兰
州立大学城市
事务学院

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4 月 26 日

46 3
4
行政学院 曹俊汉

台湾中国文化
大学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能力的
迷思;UNFCCC 缔约方会议
“治理失灵”的剖析

6 月 15 日

47 3
3
行政学院 钟扬

美国田纳西大
学

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与中国
研究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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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
7
行政学院 江忆恩 美国哈佛大学

Ten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6 月 1 日

49 2
8
行政学院 李景治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周边安全新态势与和
平发展新考验

6 月 2 日

50
商学院（含数量经

济研究中心）

Jim PSA
ROS

澳大利亚纽卡
斯尔大学商学
院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Perpetrated Fraud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Deficiencies

12 月 12 日

51
商学院（含数量经

济研究中心）
王立河

美国依阿华大
学

金融市场统计力学及其应
用前景

4 月 24 日

52
商学院（含数量经
济研究中心）

Chang-Jin
kin

华盛顿大学 状态空间模型及应用 8 月 22 日

53 5
0

商学院（含数量经

济研究中心）
黄少安 山东大学

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土地问
题

9 月 25 日

5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顾钰民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
当代发展

12 月 18 日

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秦宣 中国人民大学
裂变与整合——当代中国
的文化建设

12 月 18 日

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季正聚 中央编译局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究
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

5 月 17 日

57 3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严文蕃

美国马萨诸塞
大学波士顿分
校

国际视野下教育机会均等
与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6 月 24 日

58 3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逄锦聚 南开大学 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研究 8 月 2 日

59 4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村聪 日本冈山大学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经济
思想方法论比较研究

9 月 21 日

60 管理学院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 谈管理学的创新研究 10 月 13 日

61 管理学院 陆正飞
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

后危机时代的财务管理 4 月 17 日

62 管理学院 刘伟 北京大学 我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 5 月 29 日

63 3
7
管理学院 盛昭瀚 南京大学

复杂管理问题研究：方法论
创新及重大工程运用

6 月 27 日

64 3
1
管理学院

Garry
Bruton

美国德州 TCU
大学

创业与未来发展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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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3
8
管理学院 李海洋 美国莱斯大学

Performance Differentials
between Returnee and
Home-grown Entrepreneurs:
Evidence from China ’ s
Technology Industries

7 月 1 日

66
东北亚研究院（含

东北亚研究中心）
王化江

中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东北振兴的新形势与新对
策

10 月 16 日

67
东北亚研究院（含

东北亚研究中心）

沃罗特
尼科夫

俄罗斯社会科
学院

俄罗斯社会科学中的若干
理论问题

10 月 16 日

68
东北亚研究院（含

东北亚研究中心）
朱永浩

日本环日本海
经济研究所

日本灾害应急机制——以
东日本大地震为例的成效
机制

10 月 21 日

69
东北亚研究院（含

东北亚研究中心）

杰里亚
金

俄罗斯自然科
学院

后金融危机中的俄罗斯经
济——兼谈中俄经贸关系

1 月 18 日

70
东北亚研究院（含

东北亚研究中心）
日兹宁

俄罗斯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

中俄能源外交与能源安全 4 月 8 日

71
东北亚研究院（含

东北亚研究中心）

谢尔盖·
阿列克
萨申科

俄罗斯国立高
等经济大学

金融危机中的俄罗斯经济 5 月 27 日

72 4
0

东北亚研究院（含

东北亚研究中心）

藤井敏
信

日本东洋大学
亚洲大都市的课题及解决
对策——以东京、台北、曼
谷为例

8 月 19 日

73 古籍研究所
Noel

Barnard
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

自学汉学的回忆 11 月 11 日

74 古籍研究所 蔡先金 济南大学 前秦巫文化与书法 12 月 13 日

75 古籍研究所 方一新
浙江大学汉语
史研究中心

《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
释

3 月 4 日

76 4
4
高等教育研究所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 9 月 14 日

77 农学部
Klaus

SPICHER
德国物流研究

院中国区
Helix of the Logistics 4 月 14 日

2011201120112011年度跨学科学术论坛情况一览表年度跨学科学术论坛情况一览表年度跨学科学术论坛情况一览表年度跨学科学术论坛情况一览表

表表表表 2929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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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 6 月 8 日

2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与政策
6 月 10 日

3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辛亥百年与近代中国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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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

研究中心）
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 12 月 17 日

2011201120112011年度资助举办（承办）学术会议一览表年度资助举办（承办）学术会议一览表年度资助举办（承办）学术会议一览表年度资助举办（承办）学术会议一览表

表表表表30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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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10 月 8日 第八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 国内会议

2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8月 12 日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七届年

会
国内会议

3
文学院（含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
8月 8 日 中国辽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际会议

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7月 16 日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专

题研讨会
国内会议

5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7月 27 日 第五届西方语言哲学夏日书院 国内会议

6
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

经济研究中心）
4月 9 日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改

革：目标、进程与中日两国的作用”

中日经济研讨会

国际会议

7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6月 5 日 “当代中国法治”论坛 国内会议

8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7月 26 日 法学会民法年会 国内会议

9
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
9月 28 日 “张文显法学文选”首发式座谈会 国内会议

10 行政学院 8月 12 日

“角色与责任：中国在东北亚地区

的战略地位与战略利益”学术研讨

会

国内会议

11 行政学院 8月 13 日
“东北亚地区国际形势与中国战略

对策”高层研讨会
国内会议

12 行政学院 12 月 3日
“东北亚地缘政治新动向与中国的

战略选择”学术研讨会
国内会议

13
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

亚研究中心）
10月 13日 中国韩国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国际会议

社会科学处

2012 年 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