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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建立与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项目批准
号04&ZD031)的子课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合理布局研究”的研究成果．也是“985二期工程
”哲学社科国家创新基地“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创新基地”的研究课题。
    本书第一部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概念和
分类．首次对大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了筛选和认定，建立了2770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
刊的基本数据库．系统分析了期刊的学科结构、刊期结构、载体结构、质量等级结构、文种结构、地
区分布结构、新老期刊结构、主办单位分布结构、文献级别结构．并通过对期刊编辑部、学者、典型
期刊对学术集刊的个案调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多角度反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现状，
针对目前学术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学术期刊布局要达到的目标和实施办法。
    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是本项研究的副产品．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分别列出了CSSCl来源期刊的内容
简介，包括2006-2007年和2008-2009年新增来源期刊简介及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2770种学术期刊基本信息表、2006-2007年学术期刊刊名等情况变动一览表和1949-2005年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期刊被引总汇，书后附有中国学术集刊名录及CSSCl首批来源集刊的简介和2008-2009年新增来
源集刊目录，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4，2005年期刊引用报告和关键题名、主办机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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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合理布局研究　叶继元2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等概念的界
定与分类概念明确是做好研究的前提条件。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何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期刊如何分类等基本
问题似乎重视不够，一味相信管理部门和一些重要工具书中有关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概念的传统
理解和分类，没有对其合理性与实践性进行必要的、严格的质疑，从而使得不够准确的概念及由此不
确的概念所引起的不确的统计数据被广泛接受，大大影响了期刊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例如，一些论著和重要的工具书、全文数据库，由于没有区分哲学社会科学类的期刊与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期刊的概念，或没有区分具有CN号的正式期刊与内部期刊的概念，或没有对改名期刊进行归一
统计，或没有进行恰当的分类，因此都没有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较严格的选择、认定和统计
，或统计不确。
概念不清就不可能有合理的分类和较准确的数据，没有较为合理的分类和较准确、权威的数据就很难
认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现状与问题，也就很难进行学术期刊的合理布局、规划和研究，亦
很难使学术期刊分类管理、学术期刊质量等级评价或来源期刊、核心期刊的筛选等实际工作做到科学
、合理。
2．1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含义“哲学社会科学”(简称“哲学社科”)这一概念和术语，是20世纪50年
代后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尽管近年来一些论著对这一术语的科学性进行过质疑和讨论，但目前正式的
用法大多用此术语，如《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规范》等，但也有只用“社会科学”一词的，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
不过近些年，使用“人文社会科学”术语的渐渐多起来，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网”、“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司”、“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等。
此外，在教育系统“文科”一词也被经常使用。
尽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文科”这些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略
有差异，今后也有必要进行术语规范，但在本文中，笔者将这些术语基本看成是相同概念的不同表达
，是同义词的关系，都是指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概念和术语，都通常包括文、史、哲、政、经、法、
社、教、管、图书情报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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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布局研究》聚焦于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运用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
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在进行大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考订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具体数量与
学科、地域等结构分布；客观地分析了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具
体的建设性解决方案。
注重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具有权威性、全面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特色，是一本既有原始数据创新、
研究方法等创新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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