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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将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被SSCI和A&HC收录的9951篇文献按学科分类统计和分析，得出学科
分布状态，排在前列的是心理学、经济学、文学、管理学、卫生学、政治学、人类学与考古学、教育
学、社会学等，总体显示社会科学一些学科在国际期刊上发文量比较多，而人文学科除文学较多，语
言学处于中间状态，哲学、历史、艺术、宗教、建筑等学科都很弱势。
社会科学中法学、统计学、新闻传播学等文献量非常少，国际学术影响非常微弱。
分别对每一学科国际发文的特点、发展状态进行了分析，对各学科发文的从属学科或分主题、文献的
层次和类型、期刊涉及面、发文领先机构、国际合作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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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2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演进在很大程度
上能够反映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时，两个概念是经常混用的。
因此，本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的概念有时也是混用的。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产生于19世纪，是人类三大科学体系之一。
随着科学的综合化趋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交叉渗透日益明显。
但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的本质属性，它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其根本特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结合。
正如有学者所说：“社会科学作为人类对社会的理性认识的一种形式，是一个永无停息的动态过程。
它同自然科学一样，世代嬗递地在探索着真理并追求这种真理与人类实践之间的联系；也同自然科学
一样，在人类认识之流中，创造概念、范畴形成和发展着自己的研究方法，构成着各种理论体系。
在长达百万年的发展史上，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始终交织在一起，推动着人类从
野蛮走向文明。
”①总之，社会科学是研究和阐述各种社会现象，探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起
构成科学的两翼，相互协调、相互支撑，共同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在大科学时代，社会科学对国家的科学创新、知识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嬗变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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