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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流人文社科期刊的“变”与“不变”
■赵硕

本版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强
传播团队、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数据新闻专委会合作共办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我
国人文社科一流期刊的发展与国家
创新发展的战略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参照《意见》精神，未来我国一流人文
社科期刊的发展路径应体现在优化
期刊发展布局、引领学科专业创新研
究、推进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和数字化
转型等方面，以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
和发展战略。

首先，我国一流人文社科期刊的
地域分布不尽合理。以 CSSCI 来源期
刊（2019～2020）的地域统计为例，京

沪粤三大省的 C 刊数量占到了 321
种，比例达到 56.5%，而新疆、青海、宁
夏、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古、西藏、
海南等偏远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C
刊数量仅占 4.4%，地域发展的不均衡
性十分明显，这也是未来我国实现一
流人文社科期刊发展亟待解决的问
题。未来，须优化一流人文社科期刊
的发展布局，重点扶持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和偏远地区的一流人文社科期
刊建设，同时建立我国人文社科一流
期刊优胜劣汰的动态机制。

其次，突出人文社科期刊的专业
化导向。从 CSSCI 来源期刊（2014～
2015）和（2019～2020）的分类来看，综
合性社科期刊和高校综合性学报在核
心期刊的分布频率分别达到了 21.1%
和 20.8%，因此，如何突出发展这两大
类人文社科期刊的专业导向也成为未
来一流期刊发展的重要问题。这就需
要整合期刊栏目资源，打通产业链、形
成创新链，将一流人文社科期刊的发
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重点
发展和打造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地区

经济发展的专业栏目，从而提升期刊
的社会服务功能。

再次，不断提高期刊的品牌效
应。目前，我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全球
学术治理参与度不高，作者群和读
者群的国际化程度不明显。在这一
点上，我国人文社科期刊应该发挥
学术治理的引领作用，如积极参与
和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吸引国际高
水平作者，引入期刊文章评审的国
际同行评价，甚至可以吸纳高水平
国际编委，逐渐发展双语版期刊，提

升人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程度和期
刊的品牌效应。

最后，不断推进我国人文社科期
刊的数字化建设。期刊的数字化建设
体现了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需求，在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时代，
人文社科期刊的数字化水平也反映
了一流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标准。
我国人文社科期刊的数字化建设虽
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期刊数字
化转型升级尚有一定距离，目前仅
限于中文数据库。未来，我国一流人

文社科期刊的数字化发展还应体现
在知识的大众化普及和育人功能
上，如数字化知识服务出版平台、融
媒体出版系统、期刊大数据中心建
设等体现智能化期刊发展的路径，
以此来不断提高我国人文社科期刊
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西
安文理学院特聘教授。本文为西北工
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金《社会科学
研 究 成 果 育 人 的 实 证 分 析》
〈SKJJZ2019003〉阶段成果）

近日，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
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认为，科技期
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
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
力和文化软实力。

虽然此次期刊建设和改革的目
标是针对创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
发展，但笔者认为，《意见》对创建我

国一流人文社科期刊同样具有借鉴
意义。

早在 1665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
就出版了人文期刊杂志《学者杂志》，
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人文
期刊。我国最早的人文期刊起源于 19
世纪，为德国汉学家郭实腊于 1833
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
传》，发行时间延续 5 年多。最早的白
话文人文期刊出现在 20 世纪初期，

如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期刊《新青
年》《生活周刊》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陆续创建了
一批人文社科期刊，如 1951 年 4 月
创刊的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 《文史
哲》 起到了引领人文学术潮流的作
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人文
社科期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人文
期刊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做出了巨大贡献。迄今为

止，我国人文社科期刊数量已达到
3000 种左右，涵盖了 25 个大类的不
同学科。

我国人文社科期刊数量众多、良
莠不齐，如何创建一流人文期刊是一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人文社科期刊在
长期发展中存在着诸多制约一流期
刊发展的瓶颈，如一流人文社科期刊
的认定和评价不明确、地域分布不均
衡等。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和研究
机构主要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
dex, CSSCI） 为人文社科核心期刊
的认定标准，该索引是由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
制的数据库，最早开发的数据出现
在 1998～1999 年，目前该数据库已
经更新到 2019～2020 年的 CSSCI
期刊数据。在二十年的发展中，该数

据库对于引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实现国家软科学的创新突破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对于创建我国一流人
文社科期刊也起到了风向标的引领
作用。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 CSSCI 来源
期刊（2014～2015）和 CSSCI 来源期
刊（2019～2020）的数据进行对比，来
看一下近五年我国人文社科核心期
刊的变化情况。

通过分析对比 CSSCI 来源期
刊（2014～2015）和 CSSCI 来源期
刊（2019～2020）频数统计表的情
况来看（见表 1 和图 1），我国人
文社科期刊近五年变化最大的

是管理学期刊，频数百分比增加
了 0.9；其次是人文、经济地理期
刊，频数百分比增加了 0.8；经济
学期刊和综合性社科期刊的频
数百分比下降较明显，分别下降

了 1.37 和 0.93；其他大多数人
文社科期刊近五年的学科分布
和期刊种类并无太大变化。

这说明我国人文社科核心期
刊的淘汰率不高，发展较为稳定。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 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的地域
统计数据（见表 2 和图 2）。我
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地域分

布频数最高的是北京，其次是
上海；频数最低的依次是西
藏、宁夏、海南、河北、贵州、青
海、内蒙古，基本上属于我国

中西部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
达地区。

这说明我国人文社科核心
期刊的地域分布严重失衡。

图 1：CSSCI 来源期刊种类（2014～2015）与（2019～2020）树形分布图 图 2：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地域分布图

表 1：CSSCI 来源期刊种类（2014～2015）与（2019～2020）频数统计表 表 2：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地域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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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频数 频率

安徽

北京

福建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山东

山西

陕西

上海

四川

天津

西藏

新疆

云南

浙江

重庆

总计

1.23

42.96

1.76

1.58

3.70

0.88

0.35

0.18

0.18

1.06

1.41

5.46

2.99

3.17

4.93

1.06

1.23

0.53

0.17

0.35

2.11

1.23

2.46

9.86

2.81

1.93

0.18

0.88

0.88

1.58

0.88

———

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CSSCI 来源期刊（2014-2015）
期刊种类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马克思主义理论 16 3.00 21 3.70

哲学 12 2.25 13 2.29

宗教学 3 0.56 3 0.53

管理学 29 5.44 36 6.34

语言学 23 4.31 24 4.23

外国文学 6 1.12 6 1.06

中国文学 16 3.00 18 3.17

艺术学 21 3.93 23 4.05

历史学 26 4.87 30 5.28

考古学 7 1.31 8 1.41

经济学 73 13.69 70 12.32

政治学 32 6.00 37 6.51

法学 21 3.94 24 4.23

社会学 10 1.88 11 1.94

民族学与文化学 14 2.63 14 2.46

新闻学与传播学 15 2.81 15 2.64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0 3.75 20 3.52

教育学 36 6.75 37 6.51

体育学 10 1.88 11 1.94

统计学 4 0.75 4 0.70

心理学 7 1.31 7 1.23

综合性社科期刊 50 9.38 48 8.45

人文、经济地理 7 1.31 12 2.11

自然资源与环境 5 0.94 6 1.06

高校综合性学报 70 13.13 70 12.32

总计 533 ——— 56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