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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评价社会科学生产力的重要工具。基于 CSSCI 的

数据分析 ,江苏、湖北、上海三省市 1998～2000 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水平位列全国 2、3、4 名 (北

京为第 1 名) 。三省市社会科学研究分别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具有发展优势 ,但也存在某些不足。

表 2。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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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

畴 ,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

果是物质的、有形的 ,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 ,

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

为他人新的研究的起点 ,不仅可供研究参考 ,也可避

免研究中的重复和浪费。

(6) 有利于促进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过去 ,

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大多不能公开

出版 ,使不同博士学位授权点产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难

以得到社会的评价和检验 ,不利于博士点之间的竞

争。“文库”使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有组织的评价 ,真

正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文库编委会的严格评审中

能够脱颖而出 ,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各博士点将形成一

种压力 ,必将促使各博士点努力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

质量 ,争取其博士学位论文能够有较多的入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曾经是一些在读博士研究生

的导师组成员 ,经历了他们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论证、

预答辩和正式答辩等全过程。我深深体会到 ,要保证博

士学位论文的质量 ,除了博士研究生自己的辛勤努力之

外 ,导师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我经常看见博士导师吴慰

慈教授与他们在一起交流 ,共同研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

前沿问题 ,也经常看见吴慰慈教授逐句为他们修改论

文。可以断言 ,透过每一部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我们

都能够看到导师学术思想的影响 ,导师的学术风格、治

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对博士研究生的影响贯穿于整个博

士学位论文的始终。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 ,博士学位论

文的质量是衡量导师的指导水平 ,甚至是学术水平的重

要指标之一。可喜的是 ,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

实践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较高学

术水平并熟悉博士研究生培养规律的博士生导师 ,这是

保持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的根

本保证。可以预言 ,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研究生

培养质量将会越来越好 ,博士论文质量会越来越高。因

此 ,《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这一奇葩也一定会枝繁叶

茂花更红。

刘兹恒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通讯地址 :北京

大学。邮编 100871。 (来稿时间 :2003203218)

3 本文为教育部“十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项目号 :01JA870015) 、江苏省“十五”社科规划重点工程项目 (项目号 :

M12002)“江苏社会科学生产力研究”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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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 ;社会

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

究 (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

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 ,可以进行直接

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 ,由于它的成果是

非物质的、无形的 ,因此无法进行直接评价。目前 ,

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

行量化评价 ,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学者加菲尔德 ( E. Garfield)主持的美国

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 ( ISI) 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

(SCI) ,以在 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

已发表论文被 SCI 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

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 30 多年的实践 ,目

前 SCI 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

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 (主要是基础研究) 和

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

自 1988 年开始 ,受国家科委的委托 ,中国科学技术

情报研究所依据 SCI每年发布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

校在 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

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 ,从而

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1988、

1989 年中国大陆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 SCI的总发文

量为 5590 篇和 6776 篇 ,分列世界各国 (地区) SCI 发文

量排序的第 17 名和 15 名 ;1999 年中国大陆 SCI发文量

达 24476 篇 ,名列世界排名第 10 位。

在加菲尔德的主持下 ,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 ,

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 SSCI) 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A &HCI) 。但 SCI、SSCI、A &HCI是国际性的 ,且不收

录中文期刊 ,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

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

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 ,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

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 年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

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正式

出版。1998 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CSSCI) ,并

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

目。经过 3 年的努力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经

研制成功 ,相继出版了 CSSCI(1998) 、(1999) 、(2000) 、

(2001)光盘和网络版 ,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 (包

括网上服务) 。CSSCI 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

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

进行的。2001 年 3 月 ,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 17 所高校的

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咨询委员会于

2001 年 3 月、4 月、5 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

议 ,对 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地讨论 ,会后

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 1000 名教授

对 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 ,最后确定 CSSCI 来源期

刊 419 种。这保证了 CSSCI 及由其产生的统计、评价

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发表学

术论文为指标 ,对除北京之外社科生产力水平占全

国前三名的江苏、湖北、上海社会科学生产力的总体

情况、学科结构、优势与不足 ,在全国的地位及其发

展变化作一研究。

2 　三省、市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及

其在全国各相应学科的地位
根据 CSSCI(1998) 、(1999) 、(2000) 数据库 ,对三

省、市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与在全国各学

科的相应地位及其发展变化进行分析统计 ,其结果

如表 1 所示。三省、市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机构分布

及其发展变化则如表 2 所示。
表 1 　三省、市各学科论文量占全国相应学科论文总量的比例及其排名 ( %)

学　科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江苏 湖北 上海 江苏 湖北 上海 江苏 湖北 上海

管理学 6162/ 3 8176/ 2 5114/ 5 8150/ 3 9170/ 2 5167/ 5 7126/ 2 5197/ 4 7106/ 3

马克思主义 6186/ 4 6193/ 3 4150/ 6 6194/ 4 8176/ 3 3172/ 8 5185/ 5 9129/ 2 4159/ 7

哲学 8187/ 2 6183/ 4 7114/ 3 9143/ 2 8128/ 3 6154/ 4 10130/ 2 7110/ 4 7188/ 3

宗教学 4120/ 7 4166/ 4 4143/ 5 7120/ 3 4159/ 6 5105/ 4 5148/ 4 4191/ 5 6105/ 3

语言学 6126/ 4 5114/ 6 8171/ 2 5153/ 6 5178/ 5 7179/ 2 5132/ 5 6133/ 4 8115/ 3

—57—

邹志仁 :江苏、湖北、上海社会科学生产力评析

Zou Zhiren :An Evalu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 of Social Sciences in Jiangsu , Hubei and Shanghai



续表

学　科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江苏 湖北 上海 江苏 湖北 上海 江苏 湖北 上海

文学 9167/ 2 6180/ 4 7138/ 3 9124/ 2 6168/ 4 7161/ 3 11136/ 2 7112/ 4 8193/ 3

艺术学 6154/ 4 9175/ 3 11147/ 2 6154/ 4 8172/ 2 7187/ 3 4165/ 3 3127/ 4 11109/ 2

历史学 6161/ 2 4166/ 4 6139/ 3 7188/ 2 5178/ 3 5166/ 4 8174/ 2 6153/ 4 7127/ 3

考古学 6157/ 3 2175/ 8 2112/ 12 9140/ 2 6193/ 4 3170/ 8 3196/ 7 4148/ 6 2158/ 9

经济学 6109/ 4 7180/ 2 6198/ 3 6136/ 4 7189/ 2 7136/ 3 5163/ 5 7106/ 3 9161/ 2

政治学 7172/ 2 7111/ 3 5138/ 6 7184/ 2 6177/ 3 4189/ 5 6182/ 3 6100/ 5 7149/ 2

法学 5130/ 6 9123/ 2 7187/ 3 5115/ 4 12150/ 2 7126/ 3 6136/ 4 12165/ 2 10103/ 3

社会学 6192/ 3 6140/ 4 7187/ 2 7149/ 3 6189/ 5 8114/ 2 7128/ 3 7105/ 4 9113/ 2

民族学 2132/ 16 3148/ 10 1145/ 17 2134/ 12 6135/ 5 1134/ 17 1169/ 16 8119/ 3 1193/ 15

新闻与传播学 7165/ 3 7112/ 4 7175/ 2 5191/ 4 6105/ 3 6193/ 2 6173/ 3 6140/ 5 11112/ 2

图书馆、情报
学与文献学 9158/ 2 7151/ 4 4175/ 8 9130/ 3 8180/ 4 6140/ 5 8123/ 4 11110/ 2 6170/ 5

教育学 9104/ 3 6176/ 4 9161/ 2 9133/ 3 7140/ 4 10147/ 2 9186/ 3 7122/ 4 12164/ 2

体育学 7193/ 5 9113/ 3 7107/ 8 6107/ 8 13171/ 3 6122/ 7 6174/ 5 11183/ 2 10119/ 3

统计学 4176/ 6 6180/ 3 5144/ 4 9109/ 3 2173/ 7 5145/ 4 6163/ 3 2155/ 9 7114/ 2

心理学 5171/ 6 4121/ 8 10153/ 2 6142/ 4 3199/ 8 9113/ 2 7195/ 3 3103/ 9 9134/ 2

环境科学 7154/ 3 4109/ 7 3159/ 8 7102/ 2 6142/ 6 4133/ 7 7119/ 3 5154/ 4 11184/ 2

人文、经济
地理学 8144/ 2 2192/ 8 6149/ 3 10168/ 2 5198/ 6 8112/ 3 9193/ 2 3131/ 10 8139/ 4

社会科学总论 3192/ 8 1196/ 10 12175/ 2 2189/ 7 11156/ 2 5178/ 5 4120/ 4 3136/ 6 13145/ 2

文化学 6156/ 3 5193/ 4 7131/ 2 6166/ 3 7119/ 2 5159/ 5 5130/ 5 7164/ 3 11108/ 2

军事学 12189/ 2 3113/ 9 2134/ 10 15194/ 2 5100/ 3 2150/ 6 7120/ 2 4180/ 5 6140/ 3

其他学科 6192/ 3 7197/ 2 3177/ 6 8144/ 2 7182/ 3 6182/ 4 8191/ 3 5161/ 4 8199/ 2

合　　计 7112/ 2 7106/ 3 6147/ 4 7132/ 3 7177/ 2 6190/ 4 7121/ 4 7125/ 3 9122/ 2

　　注 :表中数据 ,在“/ ”左侧为占全国相应学科论文总量的百分比 ,右侧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学科的排名。

表 2 　三省、市社会科学论文的机构分布 ( %)

机　构
高等

院校

科研

院所

党政

部门
企业

学术

团体

医药卫

生机构

文化

机构

司法

机关

中初等教

育机构

金融系

统机构

其他

机构
合计

一
九
九
八
年

全国 62147 12127 14154 2137 1114 0126 4171 2125 100

江苏 74145 4111 12157 1138 0161 0142 4125 2121 100

湖北 77198 4171 11111 1161 0145 0120 1193 2101 100

上海 73192 11178 4102 3122 0178 0118 4136 1174 100

一
九
九
九
年

全国 67153 12178 8111 1183 1115 0142 5166 0143 0179 0188 0126 100

江苏 75150 5116 7159 1161 1108 0163 6103 0140 1104 0166 0132 100

湖北 83157 4114 7104 1128 0160 0131 1174 0139 0131 0148 0112 100

上海 75152 9196 3155 2103 0168 0140 4196 0175 0168 1134 01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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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高等

院校

科研

院所

党政

部门
企业

学术

团体

医药卫

生机构

文化

机构

司法

机关

中初等教

育机构

金融系

统机构

其他

机构
合计

二
○
○
○
年

全国 68161 13122 6181 1136 1109 0138 5182 0130 1109 1126 0108 100

江苏 79128 5137 6145 1122 0157 0144 3124 0116 2148 0167 0111 100

湖北 89149 3129 3172 0155 0123 0125 1139 0109 0155 0143 0 100

上海 74169 9160 3183 1135 0152 0140 4193 0167 1173 2127 0104 100

　　注 :11 CSSCI 自 1999 年起将“司法机关”、“中初等教育”、“金融系统”从“其他机构”中单独列出 ;

21 CSSCI 自 2000 年起将“党校”从“党政部门”中划入“高等院校”。

3 　三省、市社会科学生产力评析
北京地区由于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学校、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及其所属研究机构 ,因

此它的社会科学生产力雄厚 ,其所发表的社会科学

学术论文远多于其他各省 (市、区) ,3 年来分别占全

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的 25111 % ( 1998 年 ) 、

23199 %(1999 年) 、28139 % (2000 年) 。在学科论文

统计中 ,北京地区在绝大部分学科中论文量均居首

位 ,2000 年更在全部学科中列于榜首。

在除北京以外的 30 个省 (市、自治区) 中 ,江苏、

湖北、上海的社会科学生产力十分突出 ,名列前茅。

在 1998～2000 的 3 年中 ,虽然它们各自在全国的地

位略有变动 ,但三省、市始终稳列全国各省、市、区

(含北京市)的第 2、3、4 名。

3年来 ,江苏省的社科论文总量占全国社科论文总

量的比例是 7112 %、7132 %和 7125 % ,分别列全国各省、

市、区(含北京市)的第 2 名 (1998 年) 、第 3 名 (1999 年) 、

第 4 名(2000 年) 。按学科统计分析 ,在社会科学 26 个

学科 1998～2000 年的 3 年统计数据中 ,江苏省在 17 个

学科中论文量稳居全国前 5 名。其中 3 年来稳居全国

前 3 名的学科有 11 个 ,分别是 :历史学、哲学、文学、人文

经济地理学、军事学、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

环境科学及其他学科 ;而历史学、哲学、文学等 5 个学科

仅次于北京 ,3 年均稳居全国第 2 名。特别是历史学、哲

学、文学 3 个学科 ,江苏省的论文量占全国相应学科论

文总量的比例分别从 1998 年的 6161 %、8187 %、9167 %

提高到 8174 %、10130 %、11136 % ,增幅十分突出。由此

充分反映江苏省的人文科学研究力量十分雄厚 ,成果丰

硕。江苏省的法学、心理学论文量在全国法学、心理学

学科的排名 ,3 年中分别从第 6 名上升到第 4 名和第 3

名 ,占全国相应学科论文总量的百分比分别从 1998 年

的 5130 和 5171 上升到 2000 年的 6136 和 7195 ,这是一

个长足的进步 ,说明江苏省的法学、心理学研究力量与

成果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

江苏省社会科学生产力在全国名列前茅和具有某

些学科优势的同时 ,还存在着不足和问题。3 年来 ,江苏

省社会科学论文量占全国总量比例的排名从第 2 名

(1998 年) 、第 3 名 (1999 年) 下降到 2000 年的第 4 名。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与现实结合紧密的重要学科经济学、

政治学 ,江苏省的学科论文量虽位于全国前列 ,但 3 年

来在全国的排名次序后延 ,论文量占全国该学科论文总

量的比例有明显下降。在马克思主义学科 ,江苏省在全

国的学科地位虽仍处于前 5 名 ,但 3 年来名次后延 ,特

别是学科论文量占全国的比例从 6186 % (1998 年) 、

6194 %(1999 年) 下降到 5185 %(2000 年) ,下降幅度较

大。而在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化学、考古学这 3

个学科中 ,江苏省在全国相应学科中的地位有明显下

降 ,学科发文量占全国的相应比例亦有显著下降 ,特别

是考古学下降得更为突出。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

江苏省的人文科学研究力量十分雄厚 ,成果丰硕 ,在全

国居于突出位置。但在社会科学领域 ,虽然有许多学科

位于全国前 5 名 ,但也有些学科位次不前 ,且存在下降

趋势 ,特别是与现实结合紧密的经济学、政治学科下降

明显。这可能是导致江苏省社会科学生产力在全国位

次下降的主要原因。

3 年来 ,湖北省的社科论文总量占全国社科论文

总量的比例是 7106 %、7177 %和 7125 % ,分别列全国

各省、市、区 (含北京市) 的第 3 名 (1998 年) 、第 2 名

(1999 年) 、第 3 名 (2000 年) 。按学科统计分析 ,在社

会科学 26 个学科 1998～2000 年的 3 年统计数据中 ,

湖北省在 16 个学科中论文量稳居全国前 5 名。其中

3 年来稳居全国前 3 名的学科有 4 个 ,分别是法学、经

济学、马克思主义、体育学。在 3 年来论文量稳居全国

前 5 名的 16 个学科中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图书馆情

报学与文献学、文化学 4 个学科 ,湖北省的论文量占全

国相应学科论文总量的比例分别从 1998 年的

6193 %、6140 %、7151 %、5193 %提高到 2000 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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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9 %、7105 %、11110 %、7164 % ,增幅可观 ,特别是马

克思主义、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增幅尤为突出。历

史学科 ,虽然在全国的排名并未提前 ,但其论文量占

全国历史学科的比例从 4166 %、5178 %上升到

6153 %。特别是湖北省的法学研究力量十分雄厚 ,成

果丰硕 ,仅次于北京 ,3 年均稳居全国第 2 名 ,而且法

学论文占全国该学科论文的比例从 9123 %上升到

12165 % ,增幅惊人。从表 1 中还可看出湖北省的人文

学科 3 年来一直稳居全国前 5 名 ,且位次变化不大。

在看到湖北省社会科学生产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和学科优势的同时 ,还应看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3

年来 ,湖北省社会科学论文量占全国总量比例的排

名从 1998 年的第 3 名 (7106 %) 上升为 1999 年的第

2 名 (7177 %) ,而 2000 年又下降为第 3 名 (7125 %) 。

管理学、艺术学、经济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等 5

个学科虽然 3 年来均居全国相应学科前 5 名 ,但

2000 年的排名均有下降 ,特别是管理学、艺术学论文

占全国相应学科比例的下降幅度很大。统计学科的

排名从 1998 年的第 3 名下降到 1999 年的第 7 名 ,

2000 年再降为第 9 名。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湖北省的法学学科

在全国居于突出位置 ,仅次于北京 ,而且占全国法学

论文的比例还在逐年上升。但在与现实结合紧密的

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等学科的排

名和论文占全国相应学科论文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 ,值得关注。

3 年来 ,上海市的社科论文总量占全国社科论文

总量的比例由 1998 年的 6174 %、1999 年的 6190 %

提升到 2000 年的 9122 % ,分别列全国各省、市、区

(含北京市)的第 4 名 (1998 年) 、第 4 名 (1999 年) 、第

2 名 (2000 年) 。按学科统计分析 ,在社会科学 26 个

学科 1998～2000 年的 3 年统计数据中 ,上海市在 17

个学科中论文量稳居全国前 5 名。其中 3 年来稳居

全国前 3 名的学科有 9 个 ,分别是语言学、文学、艺术

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学、心

理学 ,其中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

4 个学科 3 年来均仅次于北京 ,居全国第 2 位。通过

对表 1 的分析 ,可以发现上海市的社会科学事业在

这 3 年中有很大的发展。在管理学、宗教学、文学、经

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

情报学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统计学、环境科

学、文化学等 14 个学科 ,上海的论文量占全国相应学

科论文总量的比例有较大的提高 ,特别是经济学、政

治学、法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学、体育学、环境科

学、文化学等 8 个学科 ,在 2000 年增幅十分可观。上

海市 3 年来 ,特别是 2000 年在上述众多学科论文比

例的全面提升导致了上海市社会科学论文占全国论

文总量的比例从 1998、1999 年的 6174 %、6190 % ,大

幅提升至 2000 年的 9122 % ,在全国各省、市中的排

名从第 4 上升到第 2。

以上分析说明 ,上海市在 1998～2000 年的 3 年中 ,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丰硕 ,社会科学生产力得到较大的提

升 ,社会科学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上海市在社会科学

领域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马

克思主义学科相对较弱 ,语言学科在全国的排名略有下

降 ,艺术学、历史学、文化学等 3 个学科占全国相应学科

论文总量的比例在这 3 年中波动较大。

综合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江苏、湖北、上海的社

会科学生产力在整体上真是旗鼓相当 ,在 1998～

2000 年的 3 年中 ,三者的社科论文总量均稳居全国

第 2、3、4 名 ,三者均有 16、17 个学科 3 年中稳居全国

前 5 名。在这 3 年中 ,江苏社会科学论文量一直位居

全国前列 ,但排名逐年下降 ,而上海社会科学论文量

占全国社科论文总量的比例 2000 年则有大幅的提

升 ,排名从第 4 升至第 2。

表 2 反映了江苏、湖北、上海与全国社会科学论

文的机构分布及 3 年中的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出 ,就

全国而言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约 2/ 3 产生于高等院

校 ,而江苏、湖北、上海的高等院校社科论文量占全

省 (市)社科论文量的比例均远高于 2/ 3 ,达 3/ 4 ,湖北

省高等院校论文量 2000 年的比例更高达 89149 %。

表 2 说明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主要存在于高等院

校 ,而江苏、湖北、上海的情况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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