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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SSCI 对我国高等院校人文社科研究状况的分析

摘　要　据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全国各地区、各高校在人文社

会科学各领域的发文情况的统计分析 ,可以了解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概况 ,为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参考文献 3。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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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全局把握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 ,

是促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通

过对全国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 ,可以比

较高校之间社会科学发展的均衡与不均衡 ,俯瞰各

地区、各高校乃至各学科间的发展水平。从发展战

略角度出发 ,统筹兼顾地调整全国高校学科的设置 ,

使之布局合理 ,优势互补 ,重点突出 ,协调发展 ,此乃

建设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事

业的必由之路。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状况可以通过两个层面

进行评价。第一个层面是过程评价 ,其特点是通过

对研究条件的软硬件配置、研究过程的方法和手段

进行评估分析 ,指标体系包括机构设置、人员配备、

队伍结构、经费投入、图书资料、科研政策及规章制

度等。第二层面是目标评估 ,其特点是通过对研究

成果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估分析 ,主要指标是指研究

成果的发文量。由于科学研究的过程最终归宿于研

究目标 ,通过研究目标的实现而体现其自身的价值 ,

因而目标评估是分析、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

的主要方法。

然而 ,所谓论文的“发文量”仅仅是定量性的认

识 ,这一认识必须基于一个统一的质的标准 ———定

性分析。论文定性分析通常是同行专家评审 ,适用

于小规模的评审工作。对于全国高校文科每年数以

万计的学术论文 ,这一形式的评审形式显然鞭长莫

及。同时 ,囿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结论往往具有一

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专家判断的主观性等因

素的制约 ,这些都将对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公允性造

成一定影响。这样 ,选择合理的、具有相当程度权威

性和可靠性的论文评价手段乃是评判工作的前提。

目前 ,国际上公认的自然科学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

评价手段是美国费城科技情报研究所研制的《科学

引文索引》( SCI) 。我国自 1987 年援用这一评价体

系对国内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发文量、引文量进行

统计 ,并以此作为我国自然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以

及机构研究水平的重要评价依据。至于社会科学 ,

长期以来尚无统一、公认的评价体系 ,尽管美国费城

科技情报研究所研制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2
CI) 、《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 &HCI) ,然而这

一评价工具完全不适用我国国情 ,不能被援用。为

解决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空白 ,90 年代中

期国内包括港台地区的许多科研机构纷纷研制《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9 年 5 月南京大学研制

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获得成功 ,结束了我国

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没有统一、权威、科学的评价

体系局面。

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 ]

(以下简称“CSSCI”)光盘版的期刊源是以《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为蓝本进行筛选 ,增补了各省、市、自

治区社科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刊物和全国一些综合性

院校的社科版学报 ,并在综合全国近千名人文社会

科学各学科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后选定 ,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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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网络与光盘版供检索查询 [2 ] 。其中光盘版在研制

过程中采用了一整套科学的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数

据及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率大大提高 [3 ] 。

我们利用 CSSCI ( 98 版 ) 数据库 ,对地区及所

辖高校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见表 1) 。CSSCI

(98 版) 收录来源文献 (发文) 60406 篇 ,标引有机

构和地区的论文共 50879 篇 ,中国大陆和香港、台

湾发文数量为 50270 篇。由于香港和台湾地区期

刊的收录工作尚在进行中 ,这两个地区的发文量相

对较少 ,故在其后的学科发文量表格及讨论分析中

暂不涉及。

从表 1 可以看出 ,全国各地区的研究实力差别

很大。在全部 50270 篇发文中 ,北京地区发文 12491

篇 ,占总发文数的 24185 %。而发文量较少的西藏和

海南只有 0110 %和 0133 %。从高校机构的发文情

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各地区高校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内的研究实力差距很大。如北京地区高校发文 5291

篇 ,占高校机构发文的 17102 % ,而发文量较少的西

藏和海南的高校机构的发文比例分别只有 0103 %和

0124 %。

在全部 50270 篇有机构的发文中 ,有 31079 文

章为高校机构的发文 ,占总发文量的 61182 % ,可见

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 ,高等院校的科学

研究起着主导作用。当然 ,从表 1 中我们也可以看

到 ,各地区的高等院校与本地区的其他研究机构相

比 ,发展是不平衡的。如陕西省的高校发文与该省

发文总量之比达到 8513 % ,而西藏和青海连 40 %都

没有超过。高校机构发文超过本地区发文 70 %的省

市有 :陕西、天津、湖北、安徽、福建、吉林、上海、江

苏、广东、河北 ,而低于 50 %的省市有 :西藏、青海、北

京、江西、海南、新疆、广西。

这里要说明的是 ,由于北京地区积聚众多的科

研机构和党政机关 ,使得北京地区高校发文比例较

低。因此 ,决不能将这种比例理解成北京地区高校

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力薄弱。从北京地区高校的

实际发文量来看 ,它仍远多于其他省市。

表 1 反映了我国各地区以及高校的社科研究水

平发展极不均衡。很明显 ,发文量较多的省市主要

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高校较多的省市 ,如北京、江

苏、湖北、上海、广东、四川、山东、陕西、福建、辽宁、

浙江等地区。发文量排在 20 名以后的地区基本为

我国西部地区及少数民族边远地区。

各地区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自己的特色 ,它们

借助于各自的人文、地理以及社会发展的优势 ,在不

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发挥着独特作用。表 2

至表 6 反映了我国各地区高校在各学科领域内 1998

年发文量的排名。北京、湖北、江苏、上海、广东等省

市在大多数学科的发文量排在前列。但由表 2 的宗

教学发文量可以看出 ,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四川、陕

西、甘肃等地区排名较前 ,青海省在这一领域也排在

靠前的位置上。在考古学这一领域 ,陕西、山东、吉

林、四川等省发挥着自己的地域优势 ,发文量排在这

一学科的前 5 名。民族学更体现了民族研究的色

彩 ,在其他学科发文量排名较后的云南、甘肃、新疆、

青海、广西、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均有较高的发文

量。在体育领域内 ,广东作为一个体育大省 ,发文量

位居第一。

从整体角度分析 ,我国高教系统人文社会科学

各学科研究的发展水平也不平衡。经济学方面的研

究文章高达 9222 篇 ,发文量超过 2000 篇的学科有 :

教育学、文学、哲学、管理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语

言学等。而统计学、考古、宗教、民族学等学科 ,一年

研究论文的发文量不超过 400 篇 ,有的学科还不到

百篇。

本文的统计表给出了全国各地区高校系统在人

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发文情况。统计数据具有很

强的科学性和独特的权威性。对全国各地区与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统计分析的结果 ,为我们提

供了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概况 ,使决策者能从

全局的视角出发考察各地区、各高校乃至各学科间

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水平 ,比较其相互间发展的均衡

与不均衡 ,确定各地区与高校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领域内的地位与作用 ,明确各自的优势与差距。

通过科学、合理的分析与比较 ,激发地区与地区之

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促进广大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与管理工作者在学科建设上努力拓展优

势 ,明确发展重点 ,扶持薄弱学科 ,培育新兴学科生

长点 ;在人才管理上积极调整科研政策 ,优化队伍结

构 ,多层次、多渠道地培养与引进人才。进而为全国

人文社会科学的合理布局 ,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CSSCI 数据源中科学论文发文量实际

意义在于 :为各级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以及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与发展的管理与决策部门提供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依据 ,最终为实现中

央“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开拓一个全新的发展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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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区、地区高校发文情况统计

(篇 , %)

名次 地区 总发文量 名次 高校发文量 高校发文比重

1 北京 12491 1 5291 42136

2 江苏 3594 3 2621 72193

3 湖北 3531 2 2707 76166

4 上海 3443 4 2522 73125

5 广东 2763 5 1947 70147

6 四川 2338 6 1479 63126

7 山东 2205 7 1389 62199

8 浙江 1513 11 949 62172

9 陕西 1408 8 1201 85130

9 福建 1408 9 1051 74164

11 辽宁 1384 10 966 69180

12 黑龙江 1366 17 798 58142

13 河南 1308 12 911 69165

14 湖南 1208 16 808 66189

15 安徽 1166 13 875 75104

16 吉林 1147 15 845 73167

续表 1

名次 地区 总发文量 名次 高校发文量 高校发文比重

17 天津 1106 14 861 77185

18 甘肃 891 19 589 66111

19 江西 889 21 398 44177

20 河北 858 18 601 70105

21 广西 708 23 331 46175

22 山西 668 20 406 60178

23 云南 663 22 388 58152

24 新疆 540 24 251 46148

25 青海 348 29 126 36121

26 贵州 338 25 190 56121

27 内蒙古 291 26 186 63192

28 宁夏 254 28 128 50139

29 海南 166 30 75 45118

30 香港 156 27 134 85190

31 台湾 70 31 45 64129

32 西藏 51 32 10 19161

总计 50270 31079 61182

表 2 　各地区高校分学科发文统计

管理学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宗教学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1 北京 360 1 北京 129 1 北京 366 1 四川 55

2 湖北 243 2 江苏 72 2 江苏 225 2 北京 38

3 江苏 179 3 湖北 70 3 上海 176 3 湖北 20

4 上海 135 4 四川 60 4 湖北 171 4 江苏 15

5 广东 127 5 上海 50 5 山东 121 4 上海 15

6 四川 100 5 山东 50 6 广东 118 4 陕西 15

7 浙江 87 7 河南 39 7 安徽 92 7 广东 14

8 天津 85 8 广东 34 8 湖南 76 7 甘肃 14

8 陕西 85 8 安徽 34 9 四川 75 9 山东 11

10 安徽 83 10 陕西 30 9 陕西 75 10 福建 10

11 辽宁 82 11 吉林 26 11 黑龙江 73 11 河南 8

12 福建 79 12 黑龙江 25 12 河南 64 12 青海 7

13 山东 66 12 福建 25 13 吉林 63 13 天津 6

14 湖南 54 14 辽宁 22 14 天津 54 13 吉林 6

15 黑龙江 50 15 湖南 21 14 河北 54 15 河北 5

16 吉林 46 15 河北 21 16 浙江 49 15 云南 5

17 山西 44 17 江西 19 16 辽宁 49 15 宁夏 5

17 云南 44 18 云南 15 18 福建 47 18 黑龙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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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管理学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宗教学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19 河南 42 19 天津 11 19 甘肃 45 19 辽宁 3

20 河北 39 19 浙江 11 20 江西 33 19 新疆 3

21 甘肃 38 21 广西 10 21 广西 26 19 湖南 3

22 江西 34 22 内蒙古 9 22 内蒙古 22 22 山西 2

23 广西 17 22 新疆 9 23 山西 19 22 浙江 2

24 内蒙古 13 24 甘肃 8 24 贵州 15 22 广西 2

25 贵州 6 25 贵州 5 25 云南 13 25 西藏 1

26 新疆 5 26 青海 2 26 新疆 12 25 内蒙古 1

27 宁夏 4 26 山西 2 27 宁夏 9 25 安徽 1

28 海南 1 28 宁夏 1 28 海南 6 25 江西 1

28 青海 6

总计 2148 总计 810 总计 2154 总计 272

表 3 　各地区高校分学科发文统计

语言学 文学 艺术学 历史学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1 北京 334 1 北京 307 1 北京 156 1 北京 355

2 上海 191 2 江苏 235 2 上海 97 2 江苏 172

3 广东 178 3 湖北 175 3 湖北 68 3 上海 143

4 江苏 142 4 上海 161 4 江苏 49 4 湖北 119

5 河南 128 5 广东 152 5 广东 44 5 山东 103

6 湖北 121 6 四川 120 6 四川 28 6 陕西 101

7 山东 107 7 山东 114 6 福建 28 7 河南 99

8 四川 92 8 河南 102 8 安徽 19 8 广东 98

9 湖南 91 9 黑龙江 83 9 陕西 18 9 四川 81

10 辽宁 82 10 辽宁 76 9 甘肃 18 10 天津 79

11 新疆 68 10 福建 76 11 河南 13 11 吉林 76

12 福建 63 12 陕西 75 12 江西 11 12 甘肃 63

12 浙江 63 13 安徽 69 12 山东 11 13 黑龙江 56

14 黑龙江 59 13 湖南 69 12 辽宁 11 13 河北 56

15 陕西 58 15 浙江 63 15 吉林 10 15 福建 48

16 安徽 52 16 甘肃 59 16 浙江 9 16 湖南 41

17 吉林 50 17 天津 54 17 云南 8 16 辽宁 41

18 天津 38 18 吉林 47 18 黑龙江 7 18 浙江 40

19 甘肃 34 19 河北 41 18 湖南 7 19 安徽 38

20 河北 32 20 广西 39 20 河北 6 20 内蒙古 35

21 贵州 21 21 江西 36 21 山西 5 21 广西 33

21 内蒙古 21 22 贵州 23 21 贵州 5 22 云南 26

23 江西 20 22 新疆 23 21 海南 5 23 山西 24

23 山西 20 24 内蒙古 22 24 天津 4 24 贵州 22

25 广西 10 25 云南 18 25 青海 3 24 江西 22

25 青海 10 25 海南 18 25 内蒙古 3 24 新疆 22

27 海南 9 27 山西 17 27 广西 2 27 青海 20

28 宁夏 8 28 青海 15 27 宁夏 2 28 宁夏 18

29 云南 5 29 宁夏 14 29 新疆 1 29 海南 2

30 西藏 1

总计 2107 总计 2304 总计 648 总计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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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地区高校分学科发文统计

考古学 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1 北京 36 1 北京 1448 1 北京 374 1 北京 531

2 陕西 19 2 湖北 942 2 江苏 198 2 湖北 182

3 山东 13 3 上海 808 3 湖北 175 3 上海 137

4 吉林 11 4 江苏 684 4 上海 141 4 四川 134

5 四川 10 5 广东 551 5 山东 117 5 江苏 103

6 广东 8 6 福建 464 6 广东 101 6 山东 92

7 河南 7 7 四川 402 7 河南 80 7 广东 90

8 江苏 6 8 陕西 386 8 吉林 76 8 安徽 57

8 上海 6 9 山东 362 9 四川 69 9 陕西 51

10 湖北 4 10 辽宁 357 10 福建 68 10 吉林 49

10 云南 4 11 天津 326 11 黑龙江 57 11 浙江 47

12 安徽 3 12 浙江 323 12 陕西 51 12 河南 44

12 山西 3 13 安徽 271 13 天津 45 12 福建 44

12 新疆 3 14 吉林 238 14 辽宁 43 12 湖南 44

15 天津 2 15 湖南 229 15 河北 38 15 黑龙江 36

15 黑龙江 2 16 黑龙江 207 16 安徽 32 15 河北 36

17 甘肃 1 17 河北 170 17 湖南 31 17 甘肃 23

17 福建 1 18 江西 165 18 浙江 29 18 广西 22

17 辽宁 1 18 河南 165 19 甘肃 28 19 云南 21

17 浙江 1 20 云南 163 20 江西 27 20 辽宁 20

17 内蒙古 1 21 山西 160 21 云南 26 20 天津 20

17 广西 1 22 甘肃 146 22 广西 24 22 江西 16

17 贵州 1 23 广西 77 23 内蒙古 20 23 山西 13

17 江西 1 24 新疆 56 24 山西 16 24 新疆 12

17 青海 1 25 内蒙古 40 25 贵州 13 25 贵州 9

17 宁夏 1 26 贵州 25 26 新疆 10 26 宁夏 7

17 西藏 1 27 青海 20 27 青海 7 27 海南 6

28 宁夏 19 28 宁夏 4 28 青海 5

29 海南 15 29 海南 2 29 内蒙古 4

30 西藏 3

总计 148 总计 9222 总计 1902 总计 1855

表 5 　各地区高校分学科发文统计

社会学 民族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1 北京 179 1 北京 73 1 北京 201 1 江苏 226

2 湖北 71 2 云南 50 2 湖北 111 2 湖北 222

2 江苏 71 3 甘肃 28 3 上海 109 3 北京 218

4 上海 68 4 广东 23 4 江苏 99 4 广东 169

5 广东 40 5 湖北 22 5 广东 55 5 四川 131

6 山东 37 6 四川 20 6 浙江 32 6 山东 113

6 天津 37 7 陕西 19 7 河南 30 7 陕西 100

8 福建 33 8 新疆 15 8 四川 29 8 上海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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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社会学 民族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9 四川 31 9 江苏 14 8 山东 29 9 天津 94

10 吉林 27 9 青海 14 8 安徽 29 10 黑龙江 85

11 浙江 26 9 广西 14 11 吉林 24 11 河南 80

11 辽宁 26 12 上海 12 12 黑龙江 23 12 安徽 77

13 陕西 25 13 内蒙古 9 13 辽宁 22 13 河北 73

14 河南 24 13 贵州 9 13 湖南 22 14 湖南 70

15 湖南 22 15 黑龙江 8 15 广西 20 15 吉林 68

16 河北 19 16 宁夏 7 16 陕西 19 16 浙江 67

16 黑龙江 19 17 山东 6 17 福建 16 17 辽宁 56

16 安徽 19 17 吉林 6 18 天津 15 18 福建 33

19 甘肃 15 19 福建 4 18 甘肃 15 19 山西 27

19 江西 15 19 河南 4 18 河北 15 20 甘肃 25

21 云南 14 21 辽宁 3 21 云南 10 21 贵州 20

22 广西 12 21 河北 3 22 江西 8 22 广西 19

22 贵州 12 23 西藏 2 22 贵州 8 23 江西 16

24 山西 11 23 安徽 2 24 宁夏 6 24 宁夏 15

25 新疆 10 23 湖南 2 24 山西 6 25 新疆 14

26 内蒙古 5 26 天津 1 26 青海 2 26 云南 10

27 宁夏 4 26 海南 1 26 内蒙古 2 27 青海 7

27 海南 4 28 新疆 1 28 海南 3

29 青海 2 29 内蒙古 2

30 西藏 1

总计 879 总计 371 总计 958 总计 2136

表 6 　各地区高校分学科发文统计表

教育学 体育学 心理学 统计学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1 北京 500 1 广东 133 1 北京 95 1 广东 14

2 江苏 285 2 北京 108 2 上海 57 2 北京 12
3 上海 281 3 湖北 83 3 广东 39 3 湖北 10
4 湖北 213 4 四川 76 4 四川 35 4 上海 7
5 广东 179 5 陕西 68 5 山东 32 4 福建 7
6 四川 118 6 辽宁 67 5 浙江 32 6 江苏 6
7 福建 115 7 上海 63 7 江苏 31 6 浙江 6
8 山东 114 8 江苏 58 8 陕西 23 8 四川 5
9 陕西 103 9 山东 36 8 湖北 23 8 辽宁 5

10 浙江 102 10 安徽 27 10 湖南 19 10 湖南 4
11 辽宁 90 11 浙江 23 11 安徽 12 10 山东 4
12 吉林 83 12 福建 15 12 吉林 11 12 天津 3
13 河南 79 13 河南 13 13 甘肃 10 12 陕西 3
14 湖南 76 14 河北 12 14 河北 9 12 河北 3
15 黑龙江 70 15 山西 10 14 天津 9 15 安徽 2
16 甘肃 67 15 天津 10 14 河南 9 16 江西 1
17 安徽 64 17 甘肃 9 17 辽宁 8 16 黑龙江 1

(下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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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图法》电子版的应用环境

《中图法》电子版软件对运行环境要求不高 ,只

为大陆简体 Windows95/ Windows98/ Windows N T 4.

0 以上版本/ Windows 2000 ,建议计算机内存在 16M

以上。如果是 Windows95 环境 ,须先安装 IE 4. 01

以上版本后则可安装。安装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

最小空间的安装。这种方式只拷贝程序文件和配置

文件到计算硬盘上 ,而将占用空间很大的数据库文

件保留在光盘上。这种方式只占用 20M 左右的硬

盘空间。另一种是最大空间的安装。这种方式将所

有程序文件、配置文件和数据库文件都拷贝到计算

机硬盘上 ,因而将占据约 200M 左右的硬盘空间。

《中图法》电子版使用操作较为方便简单 ,易掌

握。只要具备一般的计算机使用常识和分类法常识

则可操作使用。

《中图法》电子版的载体是一张光盘 ,安装极为

简单 ,用户只需将这张光盘插入到计算机的光盘驱

动器中 ,并运行光盘根目录中的 setup. exe 程序 ,安

装后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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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体育学 心理学 统计学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名次 地区 篇数

18 山西 62 18 湖南 8 18 山西 6 16 河南 1

19 广西 44 19 吉林 5 19 云南 5 16 甘肃 1

20 河北 41 20 广西 4 20 贵州 4 16 广西 1

21 天津 29 20 江西 4 20 福建 4 16 云南 1

22 江西 28 20 新疆 4 22 江西 3 16 山西 1

23 云南 24 20 内蒙古 4 23 广西 2

24 青海 15 24 黑龙江 3 23 新疆 2

25 宁夏 12 24 云南 3 25 内蒙古 1

26 贵州 11 26 青海 2 25 黑龙江 1

27 新疆 8 27 贵州 1 25 青海 1

28 海南 5 27 宁夏 1

29 西藏 2

29 内蒙古 2

总计 2822 总计 850 总计 483 总计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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