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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

2016 年，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继续实施《吉林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

学行动计划（2011—2020 年）》，坚持以促进学术发展为核心，推进智库建设、

人才培育、平台建设、成果产出、项目争取、科研评价、学术交流等重点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科研经费继续增长，到账经费首次突破 9,000 万元；2部书稿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自 2010 年以来，累计 15 项成果入选，

位居全国高校第 4 位；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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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位；6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其中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被评为优秀重点研究基

地；东北亚研究中心等 6个机构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首批来源智库，

入选数量并列全国高校第 2位。

在以下各类统计表格中的单位均包含了相关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即哲学社会学院（含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文学院（含边疆考古

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含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法学院（含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商学院（含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院（含东北亚研究中

心）；公共卫生学院、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等单位仅统计社科

部分数据；其他单位包括地球科学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交通学院、环

境与资源学院、白求恩第一医院、护理学院、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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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科研数据由于涉密，在年报中没有体现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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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项目及经费

1.2016 年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529 项，其中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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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年度到账经

费 9096.92 万元，同比增长 13.5%；其中纵向项目经费 4753.92 万元、横向项目经费 3640.42 万元、协同

创新经费 702.58 万元。基本科研业务费新立项 145 项，资助经费 430 万元。

表 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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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80 278

国家社科基金治国理政专项 2 80 7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7 245 23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24 480 437

国家社科基金其他项目 8 158 1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 384.5 171.1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4 55 30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 150 90

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 3 240 240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17 1250 19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8 166 68.3

教育部其他项目 7 102.4 36.7

中央其他各部委项目 20 289.5 256.7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45 63.3 39.4

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26 149 149

其他各类项目 48 146.95 142.95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2174.77

合计 244 47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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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体育学院 8 29.6 5 33 13 62.6

16 外国语学院 2 18.8 2 18 4 36.8

17 高等教育研究所 4 24.7 0 0 4 24.7

18 公共外交学院 1 15.5 0 7 1 22.5

19 应用技术学院 1 0 6 6.09 7 6.09

20 其他单位 9 88.29 1 30 10 118.29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经费 472.58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

研究协同创新经费
230

合计 244 4453.92 285 3640.42 529 9096.92

注：按照各单位到账经费总量降序排列。

表 3：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经费指标完成情况对比

序号 单位 2016 年经费到账数 2016 年经费指标数 经费完成率

1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109.95 80 137.44%

2 文学院 1373.58 1100 124.87%

3 公共卫生学院 123.35 110 112.14%

4 经济学院 852.14 800 106.52%

5 东北亚研究院 872.55 820 106.41%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680.4 640 106.31%

7 古籍研究所 150.86 160 94.29%

8 哲学社会学院 430.59 480 89.71%

9 行政学院 610.8 700 87.26%

10 管理学院 1302.17 1500 86.81%

11 艺术学院 96.5 130 74.23%

12 法学院 715.19 990 72.24%

13 商学院 708.69 1100 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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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96.58 150 64.39%

15 公共外交学院 22.5 40 56.25%

16 高等教育研究所 24.7 50 49.40%

17 体育学院 62.6 170 36.82%

18 外国语学院 36.8 130 28.31%

19 应用技术学院 6.09 30 20.30%

20 其他单位 118.29

注：按照各单位经费完成情况降序排列，不含协同创新经费。

3.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项目情况

表 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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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社科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教育部

社科项目
项

目

数

合

计

经费

合计重

大

重

点

一

般

青

年

其

他

面

上

青

年

其

他

重

大

基

地

规

划

青

年

其

他

哲学社会学院 1 2 1 1 1 1 7 238

文学院 2 6 4 4 2 4 2 24 940

外国语学院 0 0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1 1 2 18

艺术学院 1 4 1 6 85

体育学院 0 0

经济学院 1 2 4 3 10 339

法学院 1 2 3 1 1 8 332.4

行政学院 1 1 2 1 1 6 195

商学院 1 2 1 1 3 2 1 11 4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1 1 1 1 3 2 10 315

东北亚研究院 1 1 2 2 6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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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学院 1 1 8

管理学院 3 2 3 8 384.5

古籍研究所 1 2 1 4 93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 20

生物与农业工程

学院
0 0

公共卫生学院 0 0

应用技术学院 0 0

其他单位 1 1 15

合计 5 7 19 5 10 3 2 3 4 5 17 11 7 7 105 3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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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01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文学院 宋玉彬 东北亚视野下的渤海遗存研究 80

2 文学院 徐正考 出土两汉器物铭文整理与研究 80

3 商学院 刘金全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市场基础、体制机制

和发展方式研究
80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邵彦敏 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实践研究 60

表 6：2016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行政学院 刘雪莲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

与地缘战略研究
70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忠军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研究
80

表 7：201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行政学院 肖 晞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外交思想创

新与战略布局研究
40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穆艳杰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新思想与中国实践研

究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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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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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院 李 政
吉林老工业基地创新驱动新发展与结构调

整问题研究
35

2 法学院 冯彦君 中国退休制度整体改革与立法完善研究 35

3 行政学院 龚蔚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原则研究 35

4 商学院 于桂兰
劳动关系各方的利益、角色、行动模式与互

动机制研究
35

5 商学院 陈守东
新常态下我国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新特

征及防范对策研究
35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德胜 基于信息空间的国家主权理论研究 35

7 古籍研究所 沈 刚 秦简所见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35

表 9： 2016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东北亚研究中心 吴 昊 新一轮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 80

2 东北亚研究中心 庞德良 中日韩国家关系新变化与区域合作战略 80

3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井中伟 东辽河流域汉以前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 80

4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陈全家 黑龙江东部地区旧石器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80

5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崔银秋
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生业模式与文化变迁

的基因组学研究
80

6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潘 玲 早期鲜卑遗存研究 80

7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王金明
“十三五”期间中国增长型经济波动态势与

宏观调控模式研究
70

8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刘伟江
新常态下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要素配置与

产业升级政策研究
70

9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宋玉臣
新常态下我国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

协调发展研究
70

10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王 倩 中国国有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研究 60

11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汤吉军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研究 60

12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杜 莉

中国国有金融牵引与助推绿色经济发展研

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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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李 政 中国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60

14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任喜荣 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80

15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姚建宗
权利视野下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80

16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蔡立东 大数据时代下的司法理论与实践研究 80

17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
姚大志 制度文明的哲学理念创新 80

注：表 5-9 按单位排序，单位相同时按项目负责人姓氏笔画排序。

4.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到账经费 3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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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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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2016 年承担到账经费 3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 24 项。

表 10：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到账经费 3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到账经费

1 管理学院 陈太博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智慧监督管理服务信息

系统开发
259.97

2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李雪娇 企业员工外语技能支持研究 64.32

3 管理学院 马鸿佳
“智慧城市”背景下房地产电商企业的大数

据技术应用研究
60

4 文学院 成璟瑭
哈佳铁路客运专线工程沿线古遗址考古发

掘
60

5 经济学院 李 政 加强物流短板建设、降低物流成本研究 60

6 文学院 赵宾福
吉林省珲春市温特赫部城址与裴优城址保

护规划
57.8

7 经济学院 廖红伟 食品添加剂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55

8 管理学院 李北伟
2015 年第三批吉林省经济合作重点项目包

装推广研究
50.8

9 商学院 庞晓波 公募基金的产品布局与投资策略选择 50

10 文学院 赵英兰
东北东部出海新通道——丹东港口与城市

变迁研究
50

11 法学院 傅 穹 国企改革与资产管理：以商事法为中心 50

12 东北亚研究院 张慧智
日本韩国有关争议岛礁动态信息跟踪分析

研究
48

13 文学院 赵宾福 吉林省蛟河市前进古城址保护规划 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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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学院 丁志国 氧化铝提取工艺系统的经济技术评价 40

15 东北亚研究院 庞德良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重大项目建设政府

与社会资本（PPP)合作问题研究
40

16 法学院 杜宴林
近年国外水资源立法和国内其他行业涉水

立法做法和经验分析
34

17 经济学院 于乃书
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探究
30

18 经济学院 于乃书 铁塔租赁公司新三板上市策略研究 30

19 东北亚研究院 于 潇
珲春市“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系列规划研

究
30

20 法学院 李晓倩 认证认可领域司法数据分析 30

21 商学院 辛本禄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与吉林省向南开放对接

研究
30

22 环境与资源学院 段海燕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草稿）》编制研

究
30

23 文学院 赵宾福
编制《内蒙古兴安盟煤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

目输气管道工程吉林段建设项目文物影响

评估报告》

30

24 文学院 赵宾福 梨树县友谊村墓群考古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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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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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著作数据为依据统计了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2015 年共

出版著作 153 部。

表 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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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 0 1 0 1 30

2 经济学院 5 9 0 0 0 0 14

2 法学院 8 6 0 0 0 0 14

2 东北亚研究院 10 4 0 0 0 0 14

5 哲学社会学院 10 1 2 0 0 0 13

5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7 3 2 0 1 0 13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0 0 0 0 0 11

8 行政学院 6 4 0 0 0 0 10

9 管理学院 4 4 0 0 0 0 8

10 艺术学院 2 4 0 0 1 0 7

11 体育学院 3 3 0 0 0 0 6

12 商学院 2 3 0 0 0 0 5

13 古籍研究所 3 0 0 1 0 0 4

14 外国语学院 1 1 0 0 1 0 3

15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1 0 0 0 0 0 1

总计 98 45 4 2 3 1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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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收录论文情况，吉林大学 2015 年共有 1,325 篇论文被 CSSCI 收录，位列全

国高校第 6 位。在本年报中，对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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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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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 篇。

表 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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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社会学院 87 149 1.71 11.25%

2 东北亚研究院 63 94 1.49 7.09%

3 行政学院 50 73 1.46 5.51%

4 法学院 99 142 1.43 10.72%

5 经济学院 88 122 1.39 9.21%

6 古籍研究所 18 24 1.33 1.81%

7 商学院 108 143 1.32 10.79%

8 管理学院 114 141 1.24 10.64%

9 高等教育研究所 15 17 1.13 1.28%

10 文学院 219 203 0.93 15.32%

11 公共外交学院 12 9 0.75 0.68%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7 82 0.56 6.19%

13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30 30 0.09 2.26%

14 外国语学院 73 6 0.08 0.45%

15 体育学院 180 12 0.07 0.91%

16 艺术学院 78 5 0.06 0.38%

17 公共卫生学院 15 1.13%

18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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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应用技术学院 1 0.08%

20 其他单位 55 4.15%

注：按各单位人均发文数排序。

2-2 2015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

2015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83 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

版）上发表 3 篇，在 SSCI 和 A&HCI 收录期刊上发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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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的高水平成果的产出水平。哲学社会学院是高水

平成果产出最多的单位。

表 13：2015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排序 单位 A 类论文 B 类论文 合计

1 哲学社会学院 9 8 17

2 经济学院 5 7 12

3 行政学院 5 5 10

4 文学院 2 6 8

4 商学院 3 5 8

6 法学院 2 3 5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4 5

6 管理学院 5 0 5

9 外国语学院 3 0 3

10 体育学院 1 1 2

10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2 0 2

10 东北亚研究院 1 1 2

13 公共外交学院 1 0 1

13 古籍研究所 0 1 1

13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1 0 1

13 公共卫生学院 1 0 1

合计 42 41 83

注：按 A 类、Ｂ类论文合计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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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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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 来
“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与

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天津社会科学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2

2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 2015.6

3 哲学社会学院 张彦彦

Two Measures for Cross-cultura
l Research on Morality: Compa
rison and Revis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2015.8

4 哲学社会学院 李文祥

本土性与专业性社会工作的整

合与重塑-基于农民工城镇融入

实践的研究

社会科学辑刊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12

5 哲学社会学院
李广政

王丽娟

The Effects of Encoding Modali
ty on Event-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in 7-9 Years Old Chil
dren

The Journal of
Cognitive Ps
ychology

2015.6

6 哲学社会学院 孙利天 哲学理论如何落到实处

社会科学战线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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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外国语学院 项蕴华

Hybrid Voices of Collaborative
Change: Contextualising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
ociety

2015.3

15 体育学院 俞大伟

Role Underplayed: Research on
the Weakening Function of the
All-China Sports Federation fr
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istory of Sp
ort

2015.8

16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胡铁生

基督教文化在明清的境遇及文

化的相互影响

学习与探索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22

17
公共外语教育学

院
杨 梅

Olympism and the Beijing Oly
mpic Torch Relay in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Media Discourse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Internation
al Journal of t
he History of
Sport

2015.3

18 经济学院 姚毓春

An Optimization Method of Tec
hnological Processes to Comple
x Products Using Knowledge-ba
sed Genetic Algorithm

Journal of Kn
owledge Mana
gement

2015.11

19 经济学院 李 晓 From Export Platform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5.11

20 经济学院 李 政

Enter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videnc
e from a Time-varying Paramet
ers

Technology A
nalysis & Stra
tegic Manage
ment

2015.7

21 经济学院 花秋玲

The Prediction Foe London Gol
d Price: Improved Empirical M
ode Decomposition

Applied Econo
mics Letters

2015.11

22 经济学院 王 达
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中美

互联网金融的比较

国际金融研究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7

23 法学院 姚建宗
The Concept of Legal Practi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2015.3

24 法学院 何志鹏 国际法治的中国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

25 行政学院 张 铮
历史进程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本

思想的发展理路

山东大学学报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1

26 行政学院 张贤明
整合碎片化：公共服务的协同供

给之道

社会科学战线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24

27 行政学院 孙德超

State Government Budget Stabil
ization: Policy, Tools, and Impa
cts

American Revi
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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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行政学院 孙德超

Foundations, Perspectives, and I
ssues of American Intergovernm
ental Relations

Public Admini
stration Revie
w

2015.1

29 行政学院 刘雪莲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及其在东亚

地区的推进特点

东北亚论坛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22

30 商学院
隋建利

刘金全

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恒

久不变吗

教育与经济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11

31 商学院 金晓彤

Why Chinese Elites Buy What
They Buy: The Signaling Valu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
n China

International J
ournal of Mar
ket Research

2015.6

32 商学院 方 毅
Fund Manager Characteristics a
nd Performance

Investment An
alysts Journal

2015.1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金 运

韩喜平
扶贫开发的金融制度安排

中共中央党校

学报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7

34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历史的经济规律

北方论丛

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

2015.8

35 管理学院 蔡 莉

Market Orientation and Technol
ogical Innovation：the Moderati
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Sup
port Policies

International E
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
ment Journal

2015.1

36 管理学院 蔡 莉

Radical Innovation,market Orien
tation, and Risk-taking in Chine
se New Venture:an Exploratory

International J
ournal of Tech
nology Manag
ement

2015.1

37 管理学院 周培岩

Research on Identity Authenticat
ion Management in Mobile Co
mmerce Based on ECC

International J
ournal Of Mo
bile Communi
cations

2015.7

38 管理学院 李其容

CEO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
p and Top Manager Ambidexter
ity An Empirical Study in Taiw
an SMEs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
ournal

2015.8

39 管理学院
阮 磊

张 研

A Study Based on the Effect o
f Strategic Orientation on Mana
gement Innov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a Bus
iness

9th Internation
al Conference
of Organiaztio
nal Innovation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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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生物与农业工程

学院

王海娜

杨印生

Carbon Footprint Analysis for
Mechanization of Maize Product
ion Based on Life Cycle Assess

Sustainability 2015.7

41 公共外交学院 刘德斌
Engaging with Globalisation: C
hinese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5.11

42 公共卫生学院 梅松丽

Self-reported Impulsivity is Neg
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mygdal
ar Volumes in Cocaine Depende
nce

Psychiatry Res
earch：Neuroi
maging

2015.8

表 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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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丰 如何切中现代性问题

黑龙江社会科

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12

2 哲学社会学院 王福生 自由观念的四个区分 哲学研究 2015.3

3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重读《实践论》《矛盾论》

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3

4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求是 2015.8

5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和实践

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

报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7

6 哲学社会学院 李文祥
社会工作介入与农村社会管理转

型

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6

7 哲学社会学院
张 博

葛鲁嘉
具身认知的两种取向

河南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9

8 哲学社会学院 姚大志 论消极的平等主义 哲学研究 2015.1

9 文学院 马大勇 “我词非古亦非今”：论顾随词 文学评论 2015.3

10 文学院 王 剑 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

求是学刊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9

11 文学院 王培新
辽宁辽阳苗圃汉魏石室墓 2008 年

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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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学院 赵英兰 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之嬗变

社会科学战线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8

13 文学院 黄玉花 汉韩语言对比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10

14 文学院 程妮娜
东部乌桓从朝贡成员到编户齐民

的演变
民族研究 2015.5

15 体育学院
董德朋

刘 巍

CTT、IRT、FT：体育科学量表编

制中的应用——以《特质流畅量

表》为研究例证

体育科学 2015.9

16 经济学院
王扬雷

杜 莉

我国碳金融交易市场的有效性研

究——基于北京碳交易市场的分

形理论分析

管理世界 2015.12

17 经济学院 关丽洁
中国模式与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5.6

18 经济学院 李 政
中国高铁产业赶超型自主创新模

式

社会科学辑刊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8

19 经济学院 李俊久
论美元霸权的结构属性及人民币

的崛起战略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5.1

20 经济学院 姚毓春
技术进步偏向对中国工业部门要

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2

21 经济学院 徐传谌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

济的主体地位研究——兼析公有

制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5.8

22 经济学院 廖红伟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规范治理—

—“2014 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

综述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5.2

23 法学院 李立丰
当经验记忆沦为文学记忆：论村

上春树“满洲叙事”之史观
外国文学评论 2015.3

24 法学院 陈 兵
网络团购：从“以票控税”到“信

息管税”

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5

25 法学院 蔡立东 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 法学研究 2015.3

26 行政学院 许玉镇

民生政策形成中利益相关者有序

参与问题研究——基于协商民主

的视角

政治学研究 2015.1

27 行政学院 孙德超
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思想变迁与

反思

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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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行政学院 肖 晞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文化基础、

战略取向与实践意义

国际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11

29 行政学院 张 铮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社会弱势群体

救助模式研究——以服刑人员未

成年子女为例

管理世界 2015.7

30 行政学院 张 铮 政治系统论视觉下的网络反腐

社会主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7

31 商学院 刘金全
中央银行规避经济收缩和通胀偏

好的模式与途径研究
经济研究 2015.12

32 商学院 孙 烨
国企公司治理机制的主动性设置

与调整

华侨大学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6

33 商学院
张艾莲

刘 柏

亚洲基建投资格局背后的中日经

济博弈与制衡

日本学刊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12

34 商学院 金晓彤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因素分

析

青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10

35 商学院 庞晓波
中国经济景气变化与政府债务风

险
经济研究 2015.1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宏政
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幻象”

批判

长白学刊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1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 波
公共文化服务政治意蕴及供给逻

辑

理论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7

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经济道德”何以可

能

南京师大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9

3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突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认识误区

湖北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5

40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十九世纪俄国保护关税政策

史学集刊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全文转载

2015.10

41 古籍研究所 何景成
试释甲骨文中读为“庙”的“勺”

字
文史 2015.1

注：按单位排序，同一单位的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2-3 2015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 CSSCI 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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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发文总量达到了学校论文产出总量的 22.64%。从各学科在全国高校的发文排名情况看，考古学、政治学、

经济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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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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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 26 1.96% 2

2 政治学 110 8.30% 4

3 经济学 300 22.64% 5

4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32 9.96% 5

5 哲学 102 7.70% 5

6 社会学 62 4.68% 5

7 马克思主义 20 1.51% 5

8 管理学 127 9.58% 6

9 法学 130 9.81% 7

10 历史学 86 6.49% 9

11 外国文学 19 1.43% 10

12 中国文学 69 5.21% 12

13 体育学 11 0.83% 18

14 语言学 28 2.11% 20

15 艺术学 29 2.19% 25

16 教育学 45 3.40% 27

17 统计学 2 0.15% 30

18 心理学 7 0.53% 33

19 民族学与文化学 6 0.45% 34

20 环境科学 2 0.15% 37

21 新闻学与传播学 7 0.5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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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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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在 CSSCI 来源期

刊上发表论文在 5篇以上的教师有 35 位，共产出论文 254 篇，占当年学校总发文数的 19.17%，其中，

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喜平教授 2015 年发表 13 篇论文，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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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015 年哲学社会科学 CSSCI 论文高产作者情况一览表

排序 姓名 单 位 发文数量

1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2 毕 强 管理学院 12

2 汤吉军 经济学院 12

4 王晰巍 管理学院 11

4 齐红倩 商学院 11

6 张广翔 东北亚研究院 10

6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 10

8 王 达 经济学院 9

8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9

10 王庆丰 哲学社会学院 7

10 白 刚 哲学社会学院 7

10 刘金全 商学院 7

10 何志鹏 法学院 7

10 张斯琦 文学院 7

10 陈 兵 法学院 7

10 贺 来 哲学社会学院 7

10 谢登科 法学院 7

18 马雪松 行政学院 6

18 马鸿佳 管理学院 6

18 王国柱 法学院 6

18 刘 军 古籍研究所 6

18 刘国斌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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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 政 经济学院 6

18 李 晓 经济学院 6

18 张秀娥 商学院 6

18 金春雨 商学院 6

18 金晓彤 商学院 6

18 胡铁生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6

29 田 虹 商学院 5

29 刘伟江 商学院 5

29 孙 黎 经济学院 5

29 孙德超 行政学院 5

29 张海涛 管理学院 5

29 徐传谌 经济学院 5

29 黄 微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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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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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15 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 2015 年总计被引用 3519 次，其中经济学被引

次数最高，占学校 2015 年被引次数的 28.18%。

表 18：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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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20% 4

2 马克思主义 23 0.67% 5

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390 11.44% 7

4 哲学 170 4.99% 7

5 法学 556 16.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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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治学 228 6.69% 10

7 社会学 220 6.45% 10

8 历史学 95 2.79% 14

9 外国文学 12 0.35% 16

10 管理学 527 15.45% 17

11 经济学 961 28.18% 19

12 中国文学 46 1.35% 22

13 环境科学 18 0.53% 22

14 民族学与文化学 10 0.29% 29

15 心理学 26 0.76% 36

16 语言学 25 0.73% 48

17 教育学 52 1.52% 49

18 体育学 10 0.29% 68

注：1.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学科 1998-2015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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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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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和哲学社会学院被引次数高，占学校 2015 年被引次数的 54.98%。

表 19：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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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19.73%

2 法学院 638 18.11%

3 哲学社会学院 604 17.14%

4 商学院 362 10.28%

5 经济学院 323 9.17%

6 东北亚研究院 206 5.85%

7 行政学院 196 5.56%

8 文学院 164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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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克思主义学院 82 2.33%

10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43 1.22%

11 公共卫生学院 34 0.97%

12 高等教育研究所 27 0.77%

13 古籍研究所 24 0.68%

14 外国语学院 13 0.37%

15 体育学院 12 0.34%

16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8 0.23%

17 应用技术学院 4 0.11%

注：1.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单位 1998-2015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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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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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被引次数居于前列的作者。

表 20：哲学社会科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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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2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71

3 张文显 法学院 67

4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54

5 蔡 莉 管理学院 48

6 朱秀梅 管理学院 47

7 陈守东 商学院 39

8 李 晓 经济学院 38

9 董保宝 管理学院 36

9 马 捷 管理学院 36

11 周光辉 行政学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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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卫星 经济学院 33

13 何志鹏 法学院 32

13 张海涛 管理学院 32

15 姚建宗 法学院 31

16 丁志国 商学院 30

注：1.高被引作者的确定标准是该作者1998-2015年在CSSCI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

在CSSCI2015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达到30次（含30次）以上。

2.被引次数相同的学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4.研究报告

2015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有 129 份研究报告被相关部门采纳应用，其中 8 份研究报告得到国家领

导人的肯定性批示，8份研究报告得到省部级正职领导肯定性批示。

表 21：2015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被采纳研究报告情况统计表

排序 单位 A类报告 B 类报告 C类报告 D 类报告 合计

1 东北亚研究院 3 3 18 17 41

2 经济学院 1 0 6 15 22

3 行政学院 3 4 6 3 16

4 文学院 0 1 6 6 13

5 商学院 0 0 0 10 10

6 管理学院 0 0 2 4 6

7 哲学社会学院 0 0 1 4 5

8 法学院 1 0 2 1 4

9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0 0 0 3 3

9
生物与农业工

程学院
0 0 3 0 3

11 应用技术学院 0 0 0 2 2

12 艺术学院 0 0 1 0 1

1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0 0 0 1 1

合计 8 8 45 6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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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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奖情况

2016 年，共有 2 项成果获第六届钱端升法学研究优秀成果奖，49 项成果获第七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表 23：2016 年第六届钱端升法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获奖

等级

1 法学院 姚建宗
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

学导论
论文 三等

2 法学院 何志鹏 国际法哲学导论 著作 三等

表 24：2016 年第七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获奖

等级

1 哲学社会学院 刘 岩
风险社会公众面对环境风险的

行为选择与应对
论文 一等

2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 论文 一等

3 文学院 白 杨
背离与回归：“先锋”探索的一

体两面
论文 一等

4 文学院 禹 平

关于加强和完善长春市公共文

化场馆建设与规划布局的调研

报告

研究

报告
一等

5 文学院 徐正考 《论衡》词汇研究 著作 一等

6 文学院 程妮娜 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 著作 一等

7 经济学院 杜 莉
低碳经济时代的碳金融机制与

制度研究
著作 一等

8 行政学院 许玉镇 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法治保障 著作 一等

9 商学院 刘金全
中央银行规避经济收缩和通胀

偏好的模式与途径研究
论文 一等

注：按照单位及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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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文库

2016 年，有 2部书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表 2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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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福森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

2 法学院 何志鹏 国际法的中国理论

注：按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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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研机构

2016 年，1 个研究机构列为校级重点研究基地，新成立 7 个校级研究机构。

表 26：2016 年新成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机构一览表

序号 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依托单位

1
校级重点研究基

地
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 4 月 11 日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东北亚研究中心

2 校级研究机构 妇幼保障研究中心 6 月 29 日 哲学社会学院

3 校级研究机构 犯罪治理研究中心 6 月 29 日 法学院

4 校级研究机构 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 6 月 29 日 法学院

5 校级研究机构
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协同创新中心
6 月 29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校级研究机构 大数据管理研究中心 6 月 29 日 管理学院

7 校级研究机构
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

新中心
9 月 6 日

哲学社会学院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8 校级研究机构 高清海哲学思想研究中心 9 月 6 日 哲学社会学院

注：按机构类别、成立时间和依托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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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活动

2016 年，举办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 60 场，邀请公丕祥、林少华、黄会林、彼得•葛洛等一批国内外

著名学者作了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得到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举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 66

场，其中国际学术会议 20 场、国内学术会议 46 场，在以色列组织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暨“中

国—以色列创新创业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吸引来自中国、以色列、荷兰、英国等国家的 400 余名专

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产生了良好反响。组织举办“二战——抗战及战后国际和平”

中俄国际学术论坛，来自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国防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军事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单

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积极为青年学者搭建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共同关注社会现

实新问题，探索学术研究新领域，先后组织举办“绍前贤，行致远——七十年吉大人文社科之路”等 7场

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论坛；资助 35 位教师赴国（境）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为教师拓宽科研视野，扩

大学术影响，提升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表 27：2016 年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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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暨“中国

—以色列创新创业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研讨会

5 月 16 日-5 月

17 日

吉林大学

以色列本·古里安

大学

以色列

2
东北亚安全与中韩日合作国际学

术研讨会
6 月 18 日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

究院
长春

3

文化中国：现代中国民族意识、全

球主义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兴起国

际学术会议

7 月 1 日-7 月 3

日
吉林大学文学院 长春

4
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中韩两国战略

合作双边会议
7 月 1 日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

究院
长春

5
2016 年“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

与结构性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7月 8日-7月 10

日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

研究中心
长春

6
中国治理创新论坛暨政府治理现

代化学术研讨会
8 月 9 日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长春

7 2016 年东北亚经济论坛年会
8 月 11 日-8 月

12 日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

究院
长春

8
全球化：社会变迁与文化建构国际

学术研讨会

8 月 12 日-8 月

13 日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

学院
长春

9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视野下的民国

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8 月 12 日-8 月

14 日
吉林大学文学院 长春

10 第十届东北亚大学教授协会年会
8 月 17 日-8 月

18 日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

究院
长春

11
文化传统与域外汉语文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

8 月 19 日-8 月

21 日
吉林大学文学院 长春

12
中日韩人口老龄化暨老年保健医

学国际会议

8 月 25 日-8 月

26 日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

究院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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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亚文化传统与现代创新双边会

议

8 月 26 日-8 月

28 日
吉林大学文学院 长春

14 第七届复杂科学管理国际研讨会
8 月 27 日-8 月

28 日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长春

15
2016 年东北亚国际语言文化研究

基地年会

9月 9日-9月 10

日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

院
长春

16
朝鲜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国际学术会议
9 月 20 日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

究院
长春

17
“早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国际学术研讨会

9 月 22 日-9 月

25 日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

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

研究中心

银川、固原

18
第五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暨北京

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年会

9 月 24 日-9 月

25 日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

究会

长春

19 第二届长白刑事法学国际研讨会
9 月 24 日-9 月

25 日
吉林大学法学院 延边

20
“二战——抗战及战后国际和平”

中俄国际学术论坛
10 月 31 日

吉林大学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
长春

注：按会议时间排序，会议时间相同时按单位排序。

表 28：2016 年举办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一览表

序号 组织单位 讲座人 讲座人单位 讲座主题 讲座时间

1 法学院 公丕祥

中国法制现代

化研究院大法

官

全球化进程中的法治中国

建设
1 月 17 日

2 法学院 胡云腾
最高人民法院

大法官

司法改革中的若干重点和

热点问题
1 月 17 日

3
高等教育研究

所
黄福涛 日本广岛大学 日本大学内部治理模式 3 月 25 日

4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霍政欣 中国政法大学

海外文化遗产追索的法律

探讨与实践
3 月 25 日

5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白乐桑

法国国民教育

部、巴黎东方

语言文化学院

中法语言政策比较 3 月 28 日

6 东北亚研究院 刘新成 首都师范大学 互动：全球史的核心理念 4 月 5 日

7 法学院
罗伯特·戴

维·克肖

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
公司法的结构与力量 4 月 13 日

8 图书馆 李 欣
美国康奈尔大

学图书馆

从支持数字人文看图书馆

发展方向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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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汪同三

中国社会科学

院
“十三五”规划五理念 7 月 9 日

31 哲学社会学院
马丁·阿尔

布劳

英国社会科学

院

实用普遍主义与全球治理

探索
8 月 12 日

32 东北亚研究院 翟振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口的“新常态”与新

问题
8 月 26 日

33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刘龙根 上海交通大学

外语测试命题基本原则与

方法
8 月 31 日

34 经济学院 彼得·葛洛 麻省理工大学 解读集体思维 9 月 14 日

35
高等教育研究

所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

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

的时代审视
9 月 14 日

36 外国语学院 林少华 中国海洋大学

游弋于母语与外语之间：

100%翻译村上春树是可能

的吗？

9 月 17 日

37 文学院 崔希亮 北京语言大学 认知语言学和汉语研究 9 月 18 日

38 哲学社会学院 刘少杰 中国人民大学
网络化时代的时空分化与

社会矛盾
9 月 19 日

39 文学院 耿幼壮 中国人民大学
知识生产与跨文化交流中

的几个问题
9 月 20 日

40 哲学社会学院 江 怡 北京师范大学
分析哲学运动发展中的三

大转变
9 月 28 日

41
中国国有经济

研究中心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

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八大原则和政策
10 月 12 日

42 东北亚研究院 李一衡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的货币

政策
10 月 14 日

43 文学院
莎伦·马库

斯
哥伦比亚大学

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与批

评尺度的价值
10 月 15 日

44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特伦斯·戴

尔特伊
哥伦比亚大学

帝国的再审视：最新的考古

学方法
10 月 15 日

45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赛维林 •
福尔斯

哥伦比亚大学
北美原著民考古上的政治

简单化问题
10 月 16 日

46
高等教育研究

所
金子元久 日本筑波大学 大学教育改革机制 10 月 21 日

47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弗朗西斯 •
安吉列斯

哥伦比亚大学
宫廷及其空间：来自古罗马

的例子
10 月 23 日

48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佐伊 • 克

罗斯兰
哥伦比亚大学 马达加斯加的稻作农业史 10 月 23 日

49
高等教育研究

所
靳玉乐 西南大学 谈谈教育研究的几个问题 10 月 24 日

50 管理学院 孙建军 南京大学 数据资产管理研究趋势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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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管理学院 李 垣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创新与产业升级——

基于整合观点的分析框架
11 月 1日

52 东北亚研究院 加列耶夫
俄罗斯军事科

学院

中俄二战抗战和战后国际

秩序
11 月 1日

53 东北亚研究院 季莫宁
俄罗斯国防部

军事大学

二战抗战反对日本侵略的

中俄合作
11 月 2日

54 管理学院 齐二石 天津大学
制造企业两化融合的精益

管理创新模式
11 月 6日

55 文学院 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 文化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11 月 8日

56 经济学院 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 11 月 18 日

57
中国国有经济

研究中心
李海舰

中国社会科学

院

企业 4.0——基于组织形

态的视角
11 月 25 日

5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张国祚

中国文化软实

力研究中心

关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几

个重要问题
11 月 25 日

59 法学院 张志铭 中国人民大学
回顾与反思：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司法改革
12 月 2日

60 文学院 李 浩 西北大学 唐代长安与丝路文化 12 月 12 日

注：按讲座时间排序，讲座时间相同时按单位排序。

表 29：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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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医联动：中国医改破冰之道 社会科学处 4月 1日 50

2 中国外交战略理论创新与战略布局 社会科学处 6月 2日 50

3

立时代之潮头 发思想之先声——孙

正聿老师与青年学者学习总书记在

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讲话的对话

社会科学处 6月 3日 100

4 理论自信何以可能 社会科学处 6月 29 日 60

5 学术争鸣、学科建设与中国学派发展 社会科学处 7月 4日 40

6
绍前贤，行致远——七十年吉大人文

社科之路
社会科学处 9月 12 日 100

7
内生发展活力的重塑之路——多学

科视角下对东北现象的本土解读
社会科学处 10 月 18 日 50

注：按举办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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