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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4 年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年报

2014 年，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以扶持人才成长、基地平台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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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显著成效。到账科研经费 7618.63 万元；获

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 39项，立项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 3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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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项成果入选，

位居全国高校第 4位；2013 年共有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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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中国社会科

学》发表论文 5篇，位居全国高校第 6位；15 份研究报告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

肯定性批示；我校作为核心协同单位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入选 2014 年度国家“2011 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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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医学部、

环境资源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数学学院、交通学院、通信工程学院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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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4 年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情况

2014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477 项，年度到账经费 7,618 万元，同比增长

8.65%；其中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 1项。基本科研业务费新立项 156 项，

资助经费 598 万元（含续拨经费）。

表 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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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0 72

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 1 200 200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 70 6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37 740 666

国家社科基金其他项目 10 345 3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 302.095 151.3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自选项目 17 290 18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7 148 74

教育部其他项目 10 57.5 31.795

中央其他各部委项目 8 71 60.5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71 76.5 34.8

吉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29 99 99

其他各类项目 46 314 300.5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791.38

合计 258 2853.095 2756.775

横

向

经

费

本年立项项目 219 3208.4912

往年立项项目今年到账经费 571.3652

合计 219 3779.8564

协同创新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经费 882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经费 200

总 计 477 7618.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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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 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

我校共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220 项，获立 39 项，获资助经费 810 万元，立项数量位居国

内高校第三位。

表 2：国内部分高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情况对比表

排名 学校名称 承担项目数量

1 中国人民大学 53

2 山东大学 41

3 吉林大学 39

4 华中师范大学 38

4 南京大学 38

4 华东师范大学 38

7 厦门大学 36

8 浙江大学 35

8 武汉大学 35

10 东北师范大学 32

1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2

10 中山大学 32

13 四川大学 31

14 北京师范大学 31

15 北京大学 29

16 南开大学 29

1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8

18 复旦大学 28

19 河北大学 27

20
河南大学 26

20
湖南师范大学 26

20
上海交通大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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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 年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情况

我校共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33 项，获立 19 项，获资助经费 151 万元。

表 3：国内部分高校获得教育部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情况对比表

排名 学校名称 承担项目数量

1 华中师范大学 30

2 北京师范大学 29

2 东北师范大学 29

4 复旦大学 28

4 山东大学 28

4 武汉大学 28

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6

8 华东师范大学 23

9 华南师范大学 22

9 江南大学 22

9 曲阜师范大学 22

9 浙江大学 22

9 中山大学 22

14 广东财经大学 21

14 浙江财经大学 21

14 浙江工业大学 21

17 吉林大学 19

17 大连理工大学 19

1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9

17 浙江工商大学 19

21 河南大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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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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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管理学院、文学院 2个单位到

账经费超过 1000 万，东北亚研究院 、行政学院 、商学院等 3个单位超过 500 万元。

表 4：2014 年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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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554.38 40 964.55 71 1518.93

2 文学院 29 509.8 15 715 44 1224.8

3 东北亚研究院 20 402.1 29 468.95 49 871.05

4 行政学院 12 91.5 40 612.27 52 703.77

5 商学院 15 190.4 18 353.5 33 543.9

6 经济学院 21 162.4 15 221.37 36 383.77

7 法学院 22 168.4 11 68.9 33 237.3

8 哲学社会学院 12 152.6 11 63.34 23 215.94

9 古籍研究所 6 137.4 0 0 6 137.4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91.9 10 35 23 126.9

11 农学部 9 66 3 43 12 109

12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21 43.7 4 53.49 25 97.19

13 外国语学院 19 64.2 4 32.5 23 96.7

14 公共卫生学院 6 14.2 8 65.99 14 80.19

15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1 16. 4 34 5 50

16 体育学院 2 48.2 0 0 2 48.2

17 艺术学院 2 4.4 4 35 6 39.4

18 高等教育研究所 3 12.1 0 0 3 12.1

19 应用技术学院 2 5.4 1 1 3 6.4

20 其他单位 12 21.7 2 12 14 33.7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经费 882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

研究协同创新经费
200

合计 258 2756.78 219 3779.86 477 7618.63

注：按照各单位到账经费总量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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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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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项目情况

表 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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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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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重

大

基

地

一

般

其

他

哲学社会学院 87 2 1 2 1 6 140

文学院 219 1 10 1 2 4 18 295.5

外国语学院 73 2 3 5 68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30 1 2 3 36

艺术学院 78 1 1 2 23

体育学院 180 1 1 2 28

经济学院 88 1 3 2 1 7 136.095

法学院 99 4 2 2 1 9 191

行政学院 50 1 1 1 1 4 65

商学院 108 3 1 1 5 9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7 2 2 1 5 68

管理学院 114 3 3 1 7 246

东北亚研究院 63 1 1 2 3 1 2 2 12 483

古籍研究所 18 1 3 4 140

高等教育研究所 15 1 1 2 25

农学部 3 1 4 68

其他单位 1 1 1 3 60

合计 1669 3 4 2 1 2 39 8 1 11 17 10 98 216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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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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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研究所 冯胜君 简牍学大辞典 80

表 7：2014 年我校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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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亚研究院 王胜今
吉林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中若干重大侵华

罪行研究
200

表 8：2014 年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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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学院 许玉镇 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保障研究 35

2 东北亚研究院 任 明 朝鲜国家战略调整及我国对策研究 35

表 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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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批准经费

1 东北亚研究中心 巴殿君 本安全战略调整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20

2 东北亚研究中心 张慧智
朝鲜政治经济形势跟踪研究及我国对朝政

策
20

3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陈国庆 燕辽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 20

4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冯恩学 春捺钵遗址及相关考古遗存研究 20

5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陈守东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稳定性计

量研究
20

6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李拥军 法治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0

7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李步云 民生政治时代的人权保障研究 20

8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邵学峰

中国国有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完善监

管体制研究
20

9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
周佰成 中国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分类管理研究 20

10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
王庆丰 《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 20

11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
王 立 应得:正义的维度 20

注：表 6-8 按单位排序，单位相同时按负责人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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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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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研项目发展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基点和契机；同时，继续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现实问题研究，

努力向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争取合作项目，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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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院 于宝君
吉林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信息化管理模式

设计及信息系统开发
200

2 文学院 王立新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 130

3 文学院 赵宾福 渔山遗址 II 期考古发掘与保护 96

4 文学院 赵宾福 吉林省前郭县塔虎城遗址保护规划 89.25

5 管理学院 陈太博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监管信息系统研

究与开发
80

6 文学院 赵宾福
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宝马城址考古发掘

（2014 年度）
56

7 管理学院 杨 红 外资银行在华经营与发展的现状研究 51.247

8 东北亚研究院 于 潇 长吉一体化区域发展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 50

9 东北亚研究院 于 潇 哈长城市群区人口与产业发展研究 50

10 东北亚研究院 王胜今 龙井市对外开放战略规划研究 50

11 文学院 冯恩学 乾安春捺钵遗址发掘（2014 年度） 50

12 东北亚研究院 吴 昊
长吉一体化区域与吉林省东西部联动发展研

究
50

13 管理学院 李北伟
进一步推进吉林省走出去及国内贸易相关问

题研究
50

14 商学院 邹国庆 吉林省发展生物质经济总体规划及实施方案 50

15 管理学院 李 贺 吉林油田党务信息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49.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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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5

17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李雪娇 企业员工外语技能支持 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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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管理学 蔡 莉 全要素电力能源消费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41.85

19 文学院 王立新
吉林境内科尔沁沙地先秦时期遗址专项系统

调查
40

20 管理学院 王 军
长春德联化工有限公司绩效评价体系设计项

目
40

21 商学院 孙 烨 枢纽机场临空经济发展研究 40

22 管理学院 陈海涛 吉林省生产性服务业相关课题 40

23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井中伟

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建设工程河北段邯郸

薛庄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39.46

24 文学院 赵宾福 鱼山遗址 I期抢救性考古发掘 36

25 管理学院 古安伟 数据多功能分析及识别管理算法 31

26 经济学院 于乃书
发挥腹地支撑作用促进长吉图区域协调发展

研究
30

27 商学院 孙 烨 长吉图先导区外向型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 30

28 商学院 孙 烨 吉林省飞机租赁业发展战略研究 30

29 农学部 吴春艳 箱包、帽子、围巾等服饰配件的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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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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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著作数据为依据统计了各单位出版著作情况（参见表11），

2013 年共出版著作 141 部。

表 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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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 1 0 1 0 27

2 经济学院 88 9 7 1 0 0 0 17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7 9 7 0 0 0 0 16

4 行政学院 50 7 4 1 0 0 0 12

5 法学院 99 4 3 0 0 0 4 11

6 哲学社会学院 87 8 0 2 0 0 0 10

6 管理学院 114 3 7 0 0 0 0 10

8 体育学院 180 1 7 0 0 0 0 8

8 东北亚研究院 63 4 3 1 0 0 0 8

10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30 2 2 0 0 0 3 7

11 外国语学院 73 3 1 1 0 1 0 6

12 艺术学院 78 0 3 0 0 1 0 4

12 古籍研究所 18 4 0 0 0 0 0 4

12 商学院 108 3 0 1 0 0 0 4

15 高等教育研究所 15 2 1 0 0 0 0 3

16 应用技术学院 0 1 0 0 0 0 1

总计 1669 74 56 8 0 3 7 148

注：1.著作数量及著作类别以各单位申报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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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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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收录论文情况，我校 2013 年共有 1,375 篇论文被 CSSCI 收录，位

列全国高校第 6位。在本年报中，对我校 201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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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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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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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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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部分高校 2013 年度 CSSCI 论文发表情况

2013 年，我校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 1,375 篇，占全部 CSSCI 来源期刊所收录论文的

1.49%，位列全国高校第 6位。

表 12：部分高校 2013 年度 CSSCI 论文发表情况对比表

排名 学校名称 收录论文篇数

1 中国人民大学 2256

2 南京大学 1903

3 北京大学 1701

4 北京师范大学 1551

5 武汉大学 1520

6 吉林大学 1375

7 四川大学 1281

8 南开大学 1251

9 华东师范大学 1240

10 复旦大学 1105

11 山东大学 1088

12 清华大学 1079

13 中山大学 1022

14 华中师范大学 997

15 浙江大学 981

16 厦门大学 952

1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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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京师范大学 757

19 西安交通大学 753

20 华中科技大学 728

2-2 论文产出及分布情况

2-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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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等 3个单位的人均发文数超过 1.5 篇。

表 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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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学院 50 93 1.86 6.76%

2 法学院 99 155 1.57 11.27%

3 商学院 108 163 1.51 11.85%

4 哲学社会学院 87 129 1.48 9.38%

5 经济学院 88 123 1.40 8.95%

6 管理学院 114 157 1.38 11.42%

7 古籍研究所 18 24 1.33 1.75%

8 东北亚研究院 63 80 1.27 5.82%

9 文学院 219 217 0.99 15.78%

10 高等教育研究所 15 8 0.53 0.58%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7 70 0.48 5.09%

12 外国语学院 73 12 0.16 0.87%

13 艺术学院 78 7 0.09 0.51%

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330 28 0.08 2.04%

15 体育学院 180 6 0.03 0.44%

16 公共卫生学院 17 1.24%

17 农学部 12 0.87%

18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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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应用技术学院 1 0.07%

20 其他单位 72 5.24%

注：按各单位人均发文数排序。

2-2-2 2013 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情况

2013 年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89 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中、

英文版）上发表 6 篇，在 SSCI 和 A&HCI 收录期刊上发表 14 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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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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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7 20

2 文学院 5 9 14

3 管理学院 8 2 10

4 行政学院 5 4 9

5 经济学院 2 6 8

5 东北亚研究院 2 6 8

7 法学院 2 5 7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5 7

9 商学院 2 0 2

10 外国语学院 1 0 1

10 艺术学院 0 1 1

10 体育学院 0 1 1

10 古籍研究所 0 1 1

14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0 0 0

14 高等教育研究所 0 0 0

合计 42 47 89

注：按 A类、Ｂ类论文合计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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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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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丰 辩证法理论的思想移居 新华文摘 2013.4

2 哲学社会学院 伍 麟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and
career decion-making
difficulties:a model of
intellectual-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conscientiousnes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13.8

3 哲学社会学院 刘 岩

从种性、群性风险到类性风险—

—当代风险整体转型的人性解

读

新华文摘 2013.24

4 哲学社会学院 刘福森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几个基本理

论问题
新华文摘 2013.13

5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当代

课题
新华文摘 2013.2

6 哲学社会学院 孙利天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体自觉 新华文摘 2013.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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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8

8 哲学社会学院 杨轶华

Computers and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elementary
school-aged girls in China’s
poor communities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3.1

9 哲学社会学院 杨轶华

Roots of Tomorrow’s Digital
Divide: Documenting Computer
Use and Internet Access in
China’s Elementary Schools
Today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3.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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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文摘 2013.11

11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乌托邦精神与哲学合法性辩护 中国社会科学 2013.7

12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后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合理存

在方式
新华文摘 2013.18

13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转型期社会组织的价值诉求与

迷思
新华文摘 2013.18

14 文学院 张乃和
欧洲文明转型与现代史学的诞

生
新华文摘 2013.9

15 文学院 张福贵
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

价值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1

16 文学院 张福贵
鲁迅“世界人”概念的构成及其

当代思想价值
新华文摘 2013.15

17 文学院 周大勇
动画艺术的构建与传播对儿童

心理的影响
新华文摘 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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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文学院 程丽红

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清末

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

介

新华文摘 2013.3

19 外国语学院 项蕴华
Leadership, Discourse, and
Ethnicity

Language in
Society

2013.3

20 经济学院 李 政
国有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

制约因素与驱动机制
新华文摘 2013.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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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 2013.4

22 法学院 张文显
法治中国在砥砺中前行——张

文显教授访谈
新华文摘 2013.11

23 法学院 黄文艺
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

就与不足
新华文摘 2013.5

24 行政学院 刘雪莲
当前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

及趋势
新华文摘 2013.22

25 行政学院 张贤明
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权及其实

现
新华文摘 2013.24

26 行政学院 周光辉
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认同危机及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 2013.9

27 行政学院
殷冬水

周光辉

利益表达平衡：社会正义的内在

要求
新华文摘 2013.9

28 行政学院 郭 锐

Quantificational Measurement of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anges, Characteristics, and
Elicitation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013.1

29 商学院 刘金全

A Tes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tary Growth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1980-2008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2013.3.

30 商学院
董直庆

郭英彤

The 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
a study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3.2

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 波
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

机制的战略意义及其路径
新华文摘 2013.13

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铸

魂工程——解读十八大报告提

出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新华文摘 2013.8

33 东北亚研究院
王子晖

张广翔

二战前后美国的苏联学家培训

事业
新华文摘 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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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论战后初期美国苏联学的冷战

化--以“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

目”为中心的分析

新华文摘 2013.4

35 管理学院

赵英鑫

卢艳秋

王向阳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relearning: a
dynamic proces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3.6

36 管理学院 蔡 莉

Effect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ous Background and
Behavioural Attribut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3.3

37 管理学院

陈 琛

朱秀梅

敖嘉悦

蔡 莉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China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3.3

38 管理学院 李根道

Dynamic pricing for perishable
products with hybrid uncertainty
in demand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13.29

39 管理学院
姜 红

赵树宽

Applying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to Study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3.5

40 管理学院
刘佳琳

李全喜

Risk analysis in ultra deep
scientific drilling project — A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3.3

41 管理学院
王 峰

葛宝山

A System Framework of Security
Management in Enterprise
Systems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3.3

42 管理学院

王向阳

卢艳秋

赵英鑫

巩顺龙

白 丽

Organisational unlearning,
organisational flexibilit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SMEs in China

Internati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3.2

表 1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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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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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学社会学院 王 立 权力的张力：从平等的视角看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8

2 哲学社会学院 王庆丰
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

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6

3 哲学社会学院 王庆丰
海德格尔思想谱系中的实际性解

释学
哲学研究 2013.9

4 哲学社会学院 孙利天
多元与超越——人类的理性信念

和历史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12

5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中国现代哲学”何以可能——

哲学理论自觉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2

6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反思及路径探

析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3

7 哲学社会学院
舒跃育

高申春

目的论视野：进化论的反思与超

越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8

8 文学院 马大勇
种子推翻泥土，溪流洗亮星辰—

—网络诗词评议
文学评论 2013.4

9 文学院 井中伟

錣策、钉齿镳与镝衔——公元前

二千纪至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

比较研究

考古学报 2013.3

10 文学院
王立新

金旭东

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

存
考古学报 2013.4

11 文学院 张福贵
鲁迅“世界人”概念的构成及其

当代思想价值
文学评论 2013.2

12 文学院 张福贵

经典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史观的

反思——以严家炎《二十世纪中

国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2

13 文学院 李明晖
丸山昇鲁迅研究视野中的鲁迅

“进化论”
文学评论 2013.2

14 文学院 李洪权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对孝道伦理的

维护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1

15 文学院 侯文学
“奇”范畴的生成演变及其诗学

内涵
文学评论 2013.5

16 文学院 韩世明
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

考释
文史 2013.3

17 艺术学院 孔德明 “和谐造物”设计审美论 文艺研究 2013.6

18 体育学院
董德朋

岳晓燕

我国专业运动员赛时自我调控测

量工具的研制与检验
体育科学 2013.12

19 经济学院 杜 莉
高校财务走出沉重外部负债“泥

潭”的反思
管理世界 2013.12

20 经济学院
关丽洁

纪玉山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跨越“产

业结构陷阱”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3.8

21 经济学院
马林影

赵 放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危机中的行

为分析及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6

22 经济学院 周佰成 基于OU过程的中房指数期权定价 管理世界 2013.4

23 经济学院 汤吉军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国有企

业重组分析
管理世界 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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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济学院 年志远
企业劳资关系冲突的形成过程及

其政策意义——基于产权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7

25 法学院 王军明 利用 POS 犯罪之类型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1

26 法学院 田洪鋆 国际私法经济学分析的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4

27 法学院
李晓倩

蔡立东

基金会法律制度转型论纲——从

行政管控到法人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9

28 法学院 曹险峰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侵权构成模式

——以“民事权益”的定位与功

能分析为中心

法学研究 2013.6

29 法学院 傅 穹 破产债权人财产制度的法律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12

30 行政学院 宝成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思想的理

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政治学研究 2013.1

31 行政学院 刘清才 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4

32 行政学院 张贤明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基本依

据、观念定位与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1

33 行政学院 郭 锐
冷战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动力

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9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 成 进步观念确立的基本前提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7

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 波
责任政府视域下的政府执行力建

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1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中国梦”与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研

究
2013.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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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11

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吴宏政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

“问题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8

39 东北亚研究院 巴殿君
“情感文化因素”下的本战略调

整与中“邻国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3

40 东北亚研究院 王玉强
历史视角下本学界对东亚共同体

的审视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8

41 东北亚研究院 王胜今 高等教育发展若干重要关系思考 求是 2013.9

42 东北亚研究院 李雪威
新贸易环境下中韩 FTA 促进战略

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11

43 东北亚研究院 陈景彦 东靖民间谍案考析 历史研究 2013.3

44 东北亚研究院 赵儒煜
“后工业化”理论与经济增长:基

于产业结构视角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
2013.1

45 古籍研究所 周忠兵 甲骨钻凿形态研究 考古学报 2013.2

46 管理学院
李雪灵

韩自然

获得式学习与新企业创业：基于

学习导向视角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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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管理学院 蔡 莉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回顾与

展望
管理世界 2013.12

注：按单位排序，同一单位的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2-2-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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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从各学科在全国高校的发文排名情况看，

考古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管理学、语言学、外国文学、经济学、环境科学、政治学在全国高校科研

机构中的发文排名较为靠前。

表 1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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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23.71% 4

2 管理学 147 10.69% 4

3 法学 120 8.73% 7

4 政治学 116 8.44% 5

5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13 8.22% 3

6 历史学 102 7.42% 6

7 哲学 97 7.05% 7

8 中国文学 74 5.38% 13

9 社会学 60 4.36% 7

10 教育学 47 3.42% 29

11 语言学 43 3.13% 4

12 外国文学 28 2.04% 4

13 考古学 24 1.75% 2

13 艺术学 17 1.24% 42

15 环境科学 14 1.02% 4

16 心理学 10 0.73% 24

17 马克思主义 9 0.65% 22

18 民族学与文化学 8 0.58% 42

19 新闻学与传播学 8 0.58% 65

19 体育学 6 0.4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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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统计学 3 0.22% 18

注：该表中的学科仅以发表论文标注的第一学科为准。

2-2-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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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校在 CSSCI 来

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在 5篇以上的教师有 38 位，共产出论文 228 篇，占当年我校总发文数的 15.94%，其

中，哲学社会学院姚大志教授 2013 年发表 11 篇论文，位列第一。

表 1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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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 11

2 王庆丰 哲学社会学院 10

3 贺 来 哲学社会学院 9

4 丁志国 商学院 8

4 张秀娥 商学院 8

4 金晓彤 商学院 8

7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7

7 孙德超 行政学院 7

7 汤吉军 经济学院 7

7 何志鹏 法学院 7

7 张广翔 东北亚研究院 7

7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7

13 马卫东 文学院 6

13 刘金全 商学院 6

13 李拥军 法学院 6

13 李俊江 经济学院 6

13 李 政 经济学院 6

13 黄文艺 法学院 6

13 谢 地 经济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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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马 捷 管理学院 5

20 马雪松 行政学院 5

20 王 立 哲学社会学院 5

20 王郅强 行政学院 5

20 王 萍 管理学院 5

20 白 刚 农学部 5

20 刘国斌 农学部 5

20 刘 畅 公共卫生学院 5

20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5

20 张贤明 行政学院 5

20 张海涛 管理学院 5

20 李洪祥 法学院 5

20 李 振 文学院 5

20 宝成关 行政学院 5

20 金春雨 商学院 5

20 赵俊杰 文学院 5

20 郭 锐 行政学院 5

20 董保宝 管理学院 5

20 蒋金玲 文学院 5

20 潘 石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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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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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13 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 2013 年总计被引用 2464 次，其中经济学、管理学

和法学被引次数高，占我校 2013 年被引次数的 60.72%。

表 19：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 2013 年被引情况统计表



22

序号 学科名称 被引次数 占学校被引比重

1 经济学 810 58.91%

2 法学 337 24.51%

3 管理学 334 24.29%

4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22 16.15%

5 社会学 163 11.85%

6 政治学 119 8.65%

7 哲学 116 8.44%

8 历史学 58 4.22%

9 中国文学 38 2.76%

10 教育学 36 2.62%

11 考古学 35 2.55%

12 心理学 30 2.18%

13 语言学 26 1.89%

14 外国文学 15 1.09%

15 体育学 15 1.09%

16 民族学与文化学 11 0.80%

17 新闻学与传播学 11 0.80%

18 环境科学 10 0.73%

19 马克思主义 6 0.44%

注：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学科 1998-2013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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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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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法学院和哲学社会学院被引次数高，占我校 2013 年被引次数的 62.74%。

表 20：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论文 2013 年被引情况统计表

排名 单位 被引次数 占学校被引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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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学院 549 22.28%

2 管理学院 381 15.46%

3 法学院 353 14.33%

4 哲学社会学院 263 10.67%

5 经济学院 230 9.33%

6 东北亚研究院 142 5.76%

7 行政学院 134 5.44%

8 文学院 128 5.19%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39 1.58%

10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29 1.18%

11 公共卫生学院 26 1.06%

12 古籍研究所 24 0.97%

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19 0.77%

14 体育学院 17 0.69%

15 农学部 9 0.37%

16 外国语学院 8 0.32%

17 应用技术学院 4 0.16%

18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3 0.12%

19 古籍研究所 2 0.08%

20 艺术学院 2 0.08%

21 其他单位 104 4.22%

注：被引次数指的是该单位 1998-2013 年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在 CSSCI

2013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引用次数。

3-3 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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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被引次数居于前列的作者。

表 21：我校哲学社会科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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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2 田毅鹏 哲学社会学院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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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 晓 经济学院 45

4 张文显 法学院 33

5 丁志国 商学院 30

5 朱秀梅 管理学院 30

7 张屹山 商学院 25

8 贺 来 哲学社会学院 24

8 蔡 莉 管理学院 24

10 孙正聿 哲学社会学院 22

10 毕 强 管理学院 22

10 董直庆 商学院 22

10 赵振全 商学院 22

14 何志鹏 法学院 21

14 周光辉 行政学院 21

14 姚建宗 法学院 21

14 董保宝 管理学院 21

18 徐传谌 经济学院 19

19 冯彦君 法学院 18

20 张世伟 商学院 17

20 黄文艺 法学院 17

22 张 盾 哲学社会学院 16

22 项卫星 经济学院 16

24 陈守东 商学院 15

25 姚大志 哲学社会学院 14

25 崔卓兰 法学院 14

27 王晰巍 管理学院 13

27 孙 巍 商学院 13

27 李雪灵 管理学院 13

30 张云秋 公共卫生学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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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麻宝斌 行政学院 12

32 于立深 法学院 11

32 张海涛 管理学院 11

32 邹国庆 商学院 11

32 高申春 哲学社会学院 11

32 崔月琴 哲学社会学院 11

32 傅 穹 法学院 11

38 王小钢 法学院 10

38 刘福森 哲学社会学院 10

38 吕 丽 法学院 10

38 孙利天 哲学社会学院 10

38 纪玉山 经济学院 10

38 张向先 管理学院 10

38 金晓彤 商学院 10

38 赵 放 经济学院 10

38 赵树宽 管理学院 10

注：1.高被引作者的确定标准是该作者1998-2013年在CSSCI收录期刊上以吉林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

在CSSCI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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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研究报告
2013 年，我校教师共有 15 份研究报告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

表 2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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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信息化与城镇化的

提振目标

吉林省副省长马

俊清
2013年7月

2 经济学院 王文成
吉林省保障型住房开发与建

设的制度与政策研究

时任吉林省长巴

音朝鲁

2013 年 11

月

3 经济学院 齐 平

大企业时代吉林省国企民企

融合发展提升竞争力的对策

建议

时任吉林省长巴

音朝鲁

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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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学院 张玉新
关于发挥风电优势构建绿色

新能源示范省的建议

时任吉林省长巴

音朝鲁
2013年4月

5 经济学院

李 铁

李俊江

史本叶

孙 黎

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建设与

长吉图战略的实施

时任吉林省委书

记王儒林
2013年9月

6 行政学院 王郅强

激发社会活力 推动公众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安图县

“群众诉求服务中心”的调研

吉林省委常委张

安顺
2013年7月

7 东北亚研究院 衣保中
关于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促进

我省农业科技创新对策建议

时任吉林省委书

记孙政才
2013年3月

8 东北亚研究院 衣保中
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开发区转

型升级有关情况的研究报告

时任吉林省长巴

音朝鲁

2013 年 10

月

9 东北亚研究院

张元军

高 燕

庞德良

关于全省“三农”发展情况的

研究报告

时任吉林省长巴

音朝鲁

2013 年 11

月

10 东北亚研究院
李 铁

于 潇

中蒙“阿尔山-乔巴山”（两

山）铁路通道建设研究

时任吉林省委书

记王儒林、吉林省

长巴音朝鲁

2013年5月

11 东北亚研究院 李天籽
关于利用社区信用网络推进

政策性小额信贷的相关建议

时任吉林省长巴

音朝鲁
2013年9月

12 东北亚研究院 庞德良
当前金融支持我省人参产业

发展制约因素及政策建议

时任吉林省长巴

音朝鲁

2013 年 12

月

13 东北亚研究院 赵儒煜
长春市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

与对策

吉林省政协副主

席别胜学
2013年9月

14 管理学院 张 研

关于促进吉林省节能环保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高新技术

发展的对策建议

吉林省副省长马

俊清

2013 年 11

月

15 管理学院

张元军

傅 博

陈太博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加

快推进全省开发区转型升级

--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开发区

转型升级有关情况的研究报

告

时任吉林省委书

记王儒林、吉林省

长巴音朝鲁

201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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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我校 98 项成果获得第十届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占全省评奖总数的 26%。其中，

一等奖 35 项，较上届增长 34.6%，占全省评奖总数的 37%，二等奖 38 项，三等奖 25 项。

表 23：我校获第十届吉林省社会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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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社会学院 孙正聿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著作 一等

2 哲学社会学院 林 兵 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著作 一等

3 哲学社会学院 田毅鹏 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 论文 一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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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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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6 哲学社会学院 贺 来 乌托邦精神与哲学合法性辩护 论文 一等

7 哲学社会学院 崔月琴
转型期社会组织的价值诉求与

迷思
论文 一等

8 文学院 白 杨
穿越时间之河——台湾“创世

纪”诗社研究
著作 一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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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文学院 赵宾福
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

阶段研究
论文 一等

11 文学院 黄也平

三网融合与无线网络新竞争格

局——探讨多屏、多终端互动的

营销应用

论文 一等

12 文学院 程丽红

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清末

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

介

论文 一等

13 经济学院 年志远

企业劳资关系冲突的形成过程

及其政策意义——基于产权视

角

论文 一等

14 经济学院 汤吉军

沉淀成本、交易成本与政府管制

方式——兼论我国自然垄断行

业改革的新方向

论文 一等

15 经济学院 李 晓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

与二十国集团的作用
论文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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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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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17 法学院 任喜荣 地方人大监督权论 著作 一等

18 法学院 马新彦 内幕交易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 论文 一等

19 法学院 姚建宗
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

变革
论文 一等

20 法学院 蔡立东
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

力
论文 一等

21 行政学院 刘清才
中国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与开

放格局
论文 一等

22 行政学院 周光辉
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认同危机及治理
论文 一等

23 行政学院 龚蔚红
民主与腐败治理:一个经验研究

综述
论文 一等

24 商学院 张屹山 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 著作 一等

25 商学院 林秀梅
经济增长、就业结构与就业的关

联性研究
著作 一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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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27 商学院 于桂兰

破坏型领导：何时危害性更大—

—关系取向与工具性对破坏性

领导与强制性公民行为的调节

作用

论文 一等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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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

29 商学院 张小宇
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

非线性关联机制研究
论文 一等

30 商学院 金晓彤

大数据时代的联动式数据库营

销模式建构——基于“一汽大

众”的案例研究

论文 一等

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秉公
主体人类学原理：“主体人类学”

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
论文 一等

32 东北亚研究院 王胜今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报

告(2012)
著作 一等

33 高等教育研究所 赵俊芳 论大学学术权力 著作 一等

34 管理学院 李雪灵
获得式学习与新企业创业：基于

学习导向视角的实证研究
论文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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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管理学院 蔡 莉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回顾与

展望
论文 一等

36 哲学社会学院 王庆丰 辩证法理论的思想移居 论文 二等

37 哲学社会学院 刘 岩
转型社会的环境风险群体性事

件及风险冲突
论文 二等

38 哲学社会学院 张金荣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与

建构——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

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

论文 二等

39 哲学社会学院 李贺平
社会保障研究范式的权利论转

向
论文 二等

40 哲学社会学院 李慧娟
“资本主体性”批判——马克思

现代性批判的本质
论文 二等

41 文学院 井中伟 夏商周考古 著作 二等

42 文学院 靳丛林 竹那就内好的鲁迅研究 著作 二等

43 文学院 张锡坤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

建设的初步构想
论文 二等

44 文学院 杨 军
“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

丹部族结构的改造
论文 二等

45 文学院 周大勇
动画艺术的构建与传播对儿童

心理的影响
论文 二等

46 文学院 侯文学
“奇”范畴的生成演变及其诗学

内涵
论文 二等

47 文学院 秦曰龙 清抄本《五音通韵》的语音意识 论文 二等

48 经济学院 齐 平
当代中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

诚信制度比较研究
著作 二等

49 经济学院 李俊江
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研究
著作 二等

50 经济学院 王文成
吉林省保障性住房开发与建设

的制度与政策研究
论文 二等

51 经济学院 李 政
国有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

制约因素与驱动机制
论文 二等

52 法学院 王 充
问题类型划分方法视野下的犯

罪概念研究
论文 二等



30

53 法学院 王军明 利用 POS 犯罪之类型化研究 论文 二等

54 法学院 何志鹏 文化创新与民族复兴 论文 二等

55 法学院 李建华
我国民法典总责编私权客体制

度的立法总设计
论文 二等

56 法学院 傅 穹
非金融机构贷款人自身融资问

题研究
论文 二等

57 行政学院 马雪松
试论新时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
论文 二等

58 行政学院 刘雪莲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地缘政治分

析
论文 二等

59 行政学院 孙德超
农民工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的现状及改进途径
论文 二等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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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

61 行政学院 殷冬水

利益表达平衡：社会正义的内在

要求—我国社会不公发生逻辑

与社会正义实现方式的政治学

分析

论文 二等

62 商学院 田 虹

企业社会责任匹配性何时对消

费者品牌态度更重要——影响

消费者归因的边界条件研究

论文 二等

63 商学院 刘 柏

中国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

度的构建——基于 STAR 模型的

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分析

论文 二等

64 商学院 董直庆

The technical structure and

origin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论文 二等

6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邵彦敏
农村土地制度:马克思主义的解

释与运用
著作 二等

66 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1894—1914 年俄国酒销售垄断

的初衷及效果
论文 二等

67 东北亚研究院 陈景彦 东靖民间谍案考析 论文 二等

68 高等教育研究所 李洪修
学校课程改革的冲突与化解路

径——基于组织文化的视角
论文 二等



31

69 管理学院 王 萍
历史档案网络存取原则及其实

现方法
论文 二等

70 管理学院 姜 红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tropy

论文 二等

71 管理学院 赵树宽

The Cooperative Effect

Between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Newtonian

Mechanics

论文 二等

72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杨印生

农户重大经济决策行为的仿生

学研究—以黑龙江省农户参与、

利用期货市场行为决策为例

论文 二等

73 农学部 白 刚
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与马克思

政治哲学的兴起
论文 二等

74 哲学社会学院 王文彬 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 论文 三等

75 哲学社会学院 王 立 权力的张力：从平等的视角看 论文 三等

76 哲学社会学院 刘福森
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三个不可回

避的重要问题
论文 三等

77 哲学社会学院 曲红梅
西方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基

础和当代转向
论文 三等

78 哲学社会学院 陈 鹏 清代前期俄罗斯佐领探赜 论文 三等

79 文学院 刘 坚
媒介文化生产与地域文化意义

的构建
论文 三等

80 文学院 刘鸣筝
从韩剧看其跨文化传播的得与

失
论文 三等

81 文学院 李明晖
丸山昇鲁迅研究视野中的鲁迅

“进化论”
论文 三等

82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潘海英
全球化趋势下俄罗斯语言政策

的调整及动因
论文 三等

83 经济学院 项卫星
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后的公司治

理结构问题研究
著作 三等

84 经济学院 齐红倩

财政赤字、经常账户与政府债务

研究 ——李嘉图等价视角的国

际经验分析

论文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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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经济学院 周佰成
基于 OU 过程的中房指数期权定

价
论文 三等

86 行政学院 王彩波

社会公平视角下公共政策有效

性的路径选择—关于公共政策

效能的一种理论诠释

论文 三等

87 行政学院 杨健潇

分配正义视角下的“收入倍增计

划”—基于“收入倍增计划”的

国际比较研究

论文 三等

88 商学院 方 毅

Aggregate investor

preferences and beliefs in

stock market

论文 三等

89 商学院 刘 汉
中国宏观经济情境设计与路径

预测
论文 三等

90 商学院 张世伟
贸易自由化、技术进步与工资不

平等上升
论文 三等

91 商学院 张秀娥
创业警觉性、创造性思维与创业

机会识别关系研究
论文 三等

92 商学院 辛本禄

“经济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新探

索 ——从“经济人”到“权利

经济人”

论文 三等

93 商学院 金春雨
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

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论文 三等

9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喜平 “中国梦”与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论文 三等

95 东北亚研究院 赵儒煜
“后工业化”理论与经济增长：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分析
论文 三等

96 管理学院 张卫东
从“两种意识”谈国家开放档案

的价值实现
论文 三等

97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吕东辉 跨国粮商套期保值行为研究 论文 三等

98 应用技术学院 董亚男
回应型公共行政模式对行政正

义的契合与实现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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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我校有 2部书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表 24：我校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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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院 李 晓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研究

2 商学院 宋玉臣 市场有效周期理论的构建、实证及应用

注：按单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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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研机构

2014 年，由清华大学作为牵头单位，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核心协同单位的出土

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入选 2014 年度国家“2011 协同创新中心”；9个研究基地入选吉

林省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成立 7个校级研究机构。

表 2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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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2011 协同创

新中心”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

究协同创新中心
2014.10.11

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吉林大学等

2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

心
2014.12.15 行政学院

3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创新管理研究中心 2014.12.15 管理学院

4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俄区域合作研究中心 2014.12.15 东北亚研究院

5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心 2014.12.15 东北亚研究院

6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廉政研究与教育中心 2014.12.15 行政学院

7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 2014.12.15 文学院

8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
2014.12.15 东北亚研究院

9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2014.12.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吉林省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2014.12.15 文学院

11 校级研究机构
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心

2014.3.4 东北亚研究院

12 校级研究机构
北极研究所 2014.3.19

东北亚研究院

13 校级研究机构
东北亚国际语言文化研究中

心
2014.5.13 外国语学院

14 校级研究机构 高校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2014.5.13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5 校级研究机构 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 2014.5.30 文学院

16 校级研究机构 劳动关系研究中心 2014.12.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 校级研究机构

吉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院经济政策定量研

究中心

2014.12.22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注：按机构类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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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活动

2014 年，我校共举办名家讲座 51 场；举办青年学者论坛 9场；资助赴国（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1 人次；举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 74 场，其中国际学术会议 13 场、国内学术会议 61 场。

表 26：2014 年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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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亚研究院 三村光弘

环日本海研究

中心调查研究

部

近期朝鲜局势变化及日本

对朝政策
3月 27 日

2 哲学社会学院 沈 源 清华大学
劳工社会学：理论、方法与

议题
4月 1 日

3 商学院
约翰·奈斯

比特

奈斯比特中国

研究院院长

The future belongs to

emerging nations
4 月 8 日

4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王明珂

台湾历史语言

研究所

血缘、空间与聚落——以青

藏高原东缘人群社会为例
4月 11 日

5 行政学院 蔡永顺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官员治理 4月 16 日

6 文学院 范国强 北京大学
《岳阳楼记》的美学价值与

文学思考
4月 19 日

7 东北亚研究院 日兹宁
莫斯科国际关

系学院

乌克兰事件后俄罗斯的能

源政策的调整
4月 19 日

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

幸福社会主义：价值、功能、

结构
5月 6 日

9 经济学院
理查德·库

珀
哈佛大学 世界经济展望——2035 年 5 月 7 日

10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王俊菊 山东大学

中国英语写作研究的生态

整合
5月 10 日

11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王 寅

四川外国语大

学

国际学术大视野下的语言

文学前沿研究
5月 16 日

12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李洪儒 黑龙江大学

语言研究的现状、反思和对

策
5月 16 日

13 行政学院 郭苏建 复旦大学
从社会控制到社会管理：中

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5月 17 日

14 商学院
路易斯·穆

蒂尼奥

英国格拉斯哥

大学
超越市场的共享 5月 22 日

15 哲学社会学院 辛自强 中央财经大学 人际信任的衰落与重建 5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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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管理学院 李 平
哥本哈根商学

院

“悟性”与企业家创新式创

业
5月 29 日

17 文学院 詹福瑞
原国家图书馆

馆长
大众阅读与经典的挑战 5月 29 日

18
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
杜德兰

法国高等实践

学院

日书出土背景的考古学观

察
6月 2 日

19
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
朴光玟

韩国成均馆大

学
韩国新保安处分制度 6月 3 日

20 哲学社会学院 童 星 南京大学
改革引领，创新驱动，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
6月 4 日

21 行政学院 李宝俊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外交

政策
6月 5 日

22 艺术学院 魏 煌 沈阳音乐学院
中外艺术教育及实践理论

研究
6月 6 日

23
数量经济研究

中心
迟福林

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

院

消费新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6月 8 日

24 外国语学院 铃木贞美

国际日本文化

研究中心（京

都）

再编日本近现代文学史的

要点
6月 23 日

25
高等教育研究

所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

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

问题
8月 2 日

26 管理学院 陆亚东 中山大学
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与实践

—“水”思路与合视角
8月 27 日

27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秦 宣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沿问

题
9月 5 日

28 行政学院 景跃进 清华大学 中国政治的“变”与“常” 9月 12 日

29 行政学院 张小劲 清华大学
国家治理现代化：十三届三

中全会之后的改革与实践
9月 13 日

30 哲学社会学院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 语言之为公共的表达系统 9月 15 日

31 古籍研究所 楼 劲
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

魏晋“子学”流行的几个问

题
9月 18 日

32 哲学社会学院 李 强 清华大学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9月 21 日

33 东北亚研究院
威廉·瑞辛

格

美国爱荷华大

学

普京的人格化政体与俄罗

斯的未来
9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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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商学院 樊治平 东北大学
考虑复杂情形的决策问题

研究趋势与展望
10 月 15 日

35 公共外交学院 崔 丕 华东师范大学
美日返还琉球群岛施政权

谈判与钓鱼岛归属问题
10 月 21 日

36 经济学院 黄达业 台湾大学
利率市场化下金融业的挑

战与机会
10 月 28 日

37 商学院 李海舰
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关于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

业再造的思考——兼谈学

术论文撰写的创新视点

10 月 31 日

38 经济学院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

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

经济“新常态”愿景下的机

遇与挑战
11 月 7日

39 文学院 吕正惠 台湾淡江大学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理论 11 月 21 日

40 东北亚研究院 托罗拉亚

俄罗斯全球经

济与国际关系

研究院

俄罗斯对朝鲜经济合作的

新思考
11 月 24 日

41 文学院 杨果 武汉大学 性别视角下的宋代历史 11 月 28 日

42 行政学院 陈志敏 复旦大学
中国的外交创新是否需要

外交革命？
11 月 30 日

43 行政学院 金太军 苏州大学 中国民主发展的约束条件 12 月 5日

44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王宏波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

理念与学术视野
12 月 8日

45 文学院 方 铭 北京语言大学
屈原价值的历史发现及现

代重估
12 月 10 日

46
中国国有经济

研究中心
大卫·科茨

美国马萨诸塞

州立大学

Can China ’ s Rise

Continue?
12 月 11 日

47 文学院 王列耀 暨南大学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化取

向
12 月 18 日

48 行政学院
托马斯·雷

明顿

美国埃默里大

学
政治学科中的治理概念 12 月 18 日

49 法学院 林 维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演进

和纠结
12 月 19 日

50 外国语学院 郑体武
上海外国语大

学
俄国象征主义的外来影响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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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肖贵清 清华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

论、制度的有机统一
12 月 28 日

注：按讲座时间排序，讲座时间相同时按单位排序。

表 2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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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学者的科研体会与困惑 社会科学处 4月 28 日 60

2 多学科视域下的高校创业教育
高等教育研究所、

社会科学处
5月 13 日 40

3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改革与

发展
社会科学处 6月 18 日 40

4 核心价值与国家发展
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处
6月 23 日 70

5 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治理
哲学社会学院、社

会科学处
9月 6日 40

6
思想中的时代——孙正聿老师与青

年学者论道学术人生
社会科学处 9月 18 日 110

7 横向课题的争取与谋划 社会科学处 10 月 23 日 80

8
面向全面改革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

——学者应成为一个有‘心’人
社会科学处 11 月 25 日 100

9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资

本主义能否过度社会主义？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

中心、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处

12 月 12 日 70

注：按举办时间排序。

表 28：2014 年资助赴国（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受资助人 所在单位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会议时间

1 周 莉 文学院
第七届现代汉语语法国

际研讨会
新加坡 2013年12月

2 冯 楠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14年度国际科技考古

研讨会
美国 2014年5月

3 徐正考 文学院
“东亚文化与思想”国

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台湾 2014年5月

4 李 龙 文学院
“东亚文化与思想”国

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台湾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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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潘 玲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东亚考古学会第六届国

际学术年会
蒙古 2014年6月

6 刘伟江 商学院
第四届亚洲区域科学研

讨会
韩国 2014年8月

7 张彦彦 哲学社会学院
美国心理学会第122届

年会
美国 2014年8月

8 张凤娟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第17届世界应用语言学

大会
澳大利亚 2014年8月

9 初 彤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第17届世界应用语言学

大会
澳大利亚 2014年8月

10 李松儒 文学院

“出土文献的语境”国

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

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

中国台湾 2014年8月

11 麻宝斌 行政学院
亚洲公共行政网络2014

年年会
印度尼西亚 2014年8月

12 马新彦 法学院

2014海峡两岸民法论坛

——第十二届民法典学

术研讨会

中国台湾 2014年9月

13 邵彦敏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日本东北亚学会第20届

学术大会
日本 2014年9月

14 钱智勇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日本东北亚学会第20届

学术大会
日本 2014年9月

15 纪 明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日本东北亚学会第20届

学术大会
日本 2014年9月

16 蔡大伟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第12届国际动物考古学

会世界大会
阿根廷 2014年9月

17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球新挑战背景下的中

国与俄罗斯
俄罗斯 2014年9月

18 于 莹 法学院
第六届中日韩企业破产

与重组研讨会
日本 2014年9月

19 张丛皞 文学院
2014汉学研究国际学术

研讨会
中国台湾 2014年10月

20 张斯琦 文学院
2014汉学研究国际学术

研讨会
中国台湾 2014年10月

21 张芳馨 文学院
2014汉学研究国际学术

研讨会
中国台湾 2014年10月

注：按会议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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