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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学校 “十五 ” 期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的统计、比较和分析�总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
展的现状和特点�提出加强科研管理制度创新�推动科研体制改革�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和重大课题的立项与管
理�培育科研新的增长点�是促进科研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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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是科学研究人员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是高校学
术水平的物化形态�不仅是科研投资部门对科研人员投资效
益及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是社会各个部门都普遍关注的热
点问题之一�已成为衡量单位、团体、个人科研竞争力�进
行人才评价、职称考核、教师岗位聘任的主要依据。本文通
过对我校 “十五 ”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的统计、比较
和分析�初步透视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现状和
趋势�以便我们 “对症下药 ”�找准突破口�切实提高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竞争力。
1　科研成果产出统计分析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其研究与发展更依赖于文献的
作用�成果产出更多的以论文、著作等文献形式表现出来
（图1）�主要包括论文、著作、研究报告以及所获得的科研
奖励�由于一般研究报告的主体内容都要求公开发表�与论
文有重复�因此本文分析的成果产出仅限于论文、著作和科
研奖励�论文主要是对ＣＳＳＣＩ论文的分析。

图1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载体形式及其转化关系
1．1　ＣＳＳＣＩ论文分析

“十五 ” 期间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被 ＣＳＳＣＩ收录论文
共1056篇�其中 2001年 109篇、2002年 166篇、2003年
226篇、2004年260篇、2005年295篇�年增长率30％。
1∙1∙1　ＣＳＳＣＩ论文按所属学科分析。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
被ＣＳＳＣＩ收录论文涉及文学 （文献学 ）、哲学、经济学 （人
文地理、环境科学 ）、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语
言学、艺术学、体育学、管理学、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
宗教学、考古学、统计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等19
个学科群 （表1）。

表1　ＣＳＳＣＩ论文年度学科布局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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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7 4 12 2 13 1 3 4 6 8 2 1 37 2 1 1 1 4 109
200212 2 13 3 19 4 3 5 13 4 5 9 49 13 1 1 3 7 166
200319 4 16 3 35 6 1 4 11 9 14 9 64 12 3 2 1 3 10226
200429 8 28 5 41 4 5 6 14 14 10 5 75 19 1 1 1 2 12260
200536 10 26 5 51 1 3 10 6 11 7 2 79 11 7 6 22295
合计10328 95 1815916 15 29 50 46 38 2630457 5 4 11 15 551056
　　 （注：学科分类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ＧＢ／
Ｔ13745－92〉）

从发表论文的学科分布来看�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学科比较齐全�几乎包涵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研究已具学科规模和学科特色�但发展不均衡。
1∙1∙2　ＣＳＳＣＩ论文按完成人员分析。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
被ＣＳＳＣＩ收录论文涉及完成人员1318人次�其中我校教职工
926人次�占人员总数的69％；研究生293人次�占人员总
数的23％。

表2　ＣＳＳＣＩ论文完成人员情况一览表
年份 总人数本校教师 比率非本校人员比率 研究生 比率

2001年 158 125 79％ 5 3％ 28 18％
2002年 230 171 74％ 11 5％ 48 21％
2003年 326 222 68％ 25 8％ 79 24％
2004年 286 196 69％ 26 9％ 64 22％
2005年 318 212 60％ 32 12％ 74 29％
合计 1318 926 69％ 99 8％ 293 23％

　　从科学研究的人员组成来看�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力量整合趋势呈现校内合作为主�校外合作为辅�研究生的
优势逐渐得到体现�成为高校科学研究中一支很有生命力的
研究力量。

表3　ＣＳＳＣＩ论文合著情况一览表
年份

文章

总篇数

独立

完成

合作

完成 二人 三人 四人及以上

2001年 109 77 32 21 6 5
2002年 166 117 9 41 4 4
2003年 226 147 79 64 12 3
2004年 260 169 91 71 13 7
2005年 295 210 85 70 10 5
合计 1056 720 336 267 4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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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研究合作的情况来看�作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
特点－－－研究人员广泛的合作性有了较大的发展。研究人员
的广泛合作是科学研究达到一定规模和深度因而需要集团优

势攻关的发展过程�是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体现。
1∙2　著作分析

“十五 ” 期间以我校教师为第一署名出版专著共257部�
涉及15大学科群 （表 4）。其中 2002年 72部、2005年 61
部�呈发展最佳时期。2002年是我校利用银行贷款实施 “知
识与科技创新工程 ” 一期资助项目的中期检查和二期资助项
目的年度检查年�2005年是项目的最终检查年�出版专著的
80％源自于 “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 ” 项目的指标要求。可
见�学术产出需要管理制度的不断创新。

表4　 “十五 ” 出版著作年度学科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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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8 1 2 8 1 5 7 3 7 42
2002 10 3 5 1 5 4 5 4 4 2 26 3 72
2003 6 1 2 3 2 1 4 15 34
2004 4 2 5 2 2 1 5 1 3 22 1 48
2005 3 7 2 4 2 3 5 4 1 26 2 1 1 61
合计 31 6 20 7 17 6 7 201814 7 96 6 1 1257
　　 （注：学科分类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ＧＢ／
Ｔ13745－92〉）
1∙3　科研奖励分析

“十五 ” 期间以我校为第一署名、我校教师为第一作者
获得科研奖励共234项�涉及16大学科群 （表5）。无论从
获奖总量�还是获奖等级�都名列全省高校之首�充分显示
了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在全省的绝对优势地位。

表5　 “十五 ” 科研奖励年度学科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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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 4 3 2 6 1 2 6 1 2 37
20027 5 4 3 2 1 3 2 3 8 3 1 1 43
200312 3 3 1 6 3 3 1 4 1 1 6 3 47
200410 5 2 1 7 2 3 2 4 5 2 2 104160
200510 2 2 3 6 4 2 1 1 1 12 2 1 47
合计 491914 7 281211 7 1711 2 3 3812 3 1234
　　 （注：学科分类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ＧＢ／
Ｔ13745－92〉）

按研究类型对获奖成果进行分析�论著多于研究报告�
基础研究显于应用研究�而应用研究成果大多都是项目成果�
真正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的可谓凤毛麟角。
2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特点

近年来�学校按照 “发展优势、突出重点、着眼前言、
优化结构 ” 的学科建设思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走学
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创新之路�促进了学科间的交叉和
合作�在保持基础研究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应用交叉研究
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科技部中国科
技信息研究所和中国青年报联合开发完成的中国高校综合竞

争力按省区市评价报告揭晓�我校综合竞争力在487所一般
大学中位居32位�科学研究位居第6位。

2∙1　基础研究优势明显
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积淀丰厚�

学科优势比较明显�而且发展也比较快。如：教育学、文学
（文献学 ）、经济学 （人文地理学、环境科学 ）、历史学 （敦
煌学 ）、艺术学等学科�都是我省重点支持的省级重点学科。
尤其以教育学和文学为两大学科群的学科平台�是我校两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依托学科�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
教育学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基础
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和甘肃省教育研究院的依托学科群。这两
大学科已发展成为若干专业发展支撑的学科创新平台和学科

创新体系�为学校集聚和引进高素质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合作
与交流平台�带动和加强了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创造了赢
得人才智力新优势的条件。同时也对拓宽学校的研究领域�
加强学科建设提供了动力�有效地提高了学校特色学科和优
势学科的竞争力。
2∙2　凸现地域特色的交叉应用研究已具规模和影响

以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 “甘肃教育研究
院 ”、 “旅游基地 ”、 “西部资源环境研究院 ”、 “三农问题研究
中心 ” 等创新平台和专门史、人文地理学博士点为依托的�
凸现西北民族、区域特色的民族教育学、民族社会学、民族
体育学、民族历史学、民族旅游学、敦煌学、河西历史及生
态学等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随着国家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战略的实施�学校利用现有的创新平
台�积极进行干旱区城市与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旅游
经济研究�在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旅游业发展等方面对甘
肃省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在抓好人才培养�主动走向社会的同时�利
用学科和智力优势�积极承揽横向合作研究项目�直接服务
与甘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镇规划建设和旅游经济�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 “智力支持 ”。先后承担了中
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与政策研究 （国家科技部项目 ）、甘肃
省酒泉地区城镇体系规划 （甘肃省政府项目 ） 以及甘肃省十
多个旅游景区的规划论证和可行性研究项目。同时�我校还
积极与省外有关地市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利用人才和专业
优势�在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与研究等方面主动走向社会经
济建设的主战场。
2∙3　研究成果社会化程度不高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性�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另一方面还具有较强的实
用性�即要实现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成果的社会化主要表现
在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咨询决策和建议�但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不像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那样直接作用于改造自然的社

会生产活动中�而是间接地、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经济发
展 （图2）。

图2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物化过程模型图
　　目前�从各类项目的预期成果要求来看�除基础理论研
究而外�其余的大多都要求以研究报告结题�项目成果的
80％都表现为研究报告�但这类研究报告只是从理论层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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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现状、发展进行了预测和设计�真正得到有关部门正
式采纳、应用的成果不多。一方面�研究的切入点没有击中
核心�问题意识不强�创新不够；另一方面�理论与实践联
系得不够紧密�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部门期望的契合度不高�
没有将 “为我所需 ” 转变为 “为我所用 ”�也就是成果的实
践性不强。
3　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科研管理制度创新�推动科研体制改革。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科学研究的不断创新�
更依赖于管理制度和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管理创新是繁荣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障和有力引导。科研管理部门和
管理者必须树立 “用一流的制度催生学术精品�向一流的管
理要效益 ” 的理念�充分认识制度创新在科学研究中所发挥
的中流砥柱的核心作用。
3∙1∙1　实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加强社会科学研究软环
境建设。2003年2月10日�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发
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 （教社政 ［2003］ 1
号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繁荣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中发 ［2004］ 3号 ）�从指导思
想、具体实施计划、领导和管理等层面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提出了许多新举措和新要求�是国家推动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

根据中央和教育部 《意见》精神�结合我校社会科学发
展状况�制定了 《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提出人文
社会科学必须坚持 “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为龙头�以社会
经济发展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以项目为平台�基础研究上水
平�应用研究出效益 ” 的发展思路�整合、配置研究资源�
突出特色�强化优势�拓展功能�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
发展�加强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
问题的研究。
3∙1∙2　实施学术精品奖励计划�培育原创性成果的产出。科
学研究成果创造性的大小�标志着其水平的高低�是学科发
展的前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学术精品不仅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产物�更是制度创新的直接结果和具体体现。根据社
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为了鼓励原创性学术精品的产生�
制定了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精品奖励计划》。对于在 《中国
社会科学》、 《求是》、 《新华文摘》、 《哲学研究》、 《历史研
究》、 《教育研究》、 《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 《体育科
学》、 《政治研究》 《民族研究》等国家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
以及 《光明日报》、 《人民日报》等理论版发表的学术论文�
在津贴之外给予二次奖励�充分体现激励机制的 “强磁场效
应 ”。
3∙1∙3　实施创新性人才培养计划�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
整合。根据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 《2003－2007年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以及教育部实施的高等学校 “高层次创造性人
才计划 ” 的部署�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工作方针�为培养和
汇聚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一大批具有创新
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建立健全有
利于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和成长环境；以学科建设
需要为出发点�坚持 “不为所有、但求所用 ” 的原则�有重
点、分层次、多渠道引进人才�特别是学科方向的领军人才
和新兴学科建设的急需人才�促进人力资源全面整合发展。
3∙2　加强科技资源的整合功能�增强科学研究的竞争力。
3∙2∙1　构筑学科发展平台�提高科学研究的内聚力。以省级

重点学科和校级重点学科为突破口�以博士点和硕士点为支
撑�实施学科特区建设规划�调整学科结构�凝炼学科方向�
突出特色学科�强化优势学科�发展交叉应用学科�培育发
展方向�整合学科力量�建成以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 为核心的教育学科发展平台、以 “中国语言文学 ”、
“人文地理学 ”、 “西北史 ” 为核心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
平台、以 “生态经济学 ” 为核心的交叉应用学科发展平台�
推动学科间的融合与渗透�形成集成优势�促进社会科学学
科均衡发展。
3∙2∙2　构筑科技整合平台�提高科学研究的生命力。以学校
“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 ” 三期项目为支撑�推动跨学科、跨
系所联合研究�组建研究集团军�以项目研究为切入点�培
养创新人才�培育研究方向�整合科技资源�提升科学研究
和学科建设的层次和水平。
3∙2∙3　构筑学术交流平台�提高科学研究的外张力。以国
际、国内重大学术研讨会为支撑�与国内外大学、科研机构、
大中型企业建立稳定的联系�实行多学科、跨领域、多部门
的协作研究�加强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科学研究
和学科建设的竞争力。
3∙3　加强重大课题的立项与管理�培育科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随着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各学
科之间的融合与借鉴日益明显�开辟和培育了一些新的领域
和方向�这正是重大项目立项和最能产出创新性成果的 “阵
地 ”。
3∙3∙1　强化问题意识�提高科学研究的时代性。问题是科学
研究的起点�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和源泉。尤其对于以社会
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社会变革等社会现象作为其研
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如果问题意识淡漠�缺乏时代
性和社会性�犹如切断了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的源头�必将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问题产生研究的动力�问
题孕育研究的方向。
3∙3∙2　强化预研究意识�提高科学研究的创新性。所谓预研
究�即一种前研究、模拟式研究。由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和
广泛性�其研究必然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心理、
管理行为、政策决策密切结合�从事 “社会与人 ” 的研究�
追求 “人、自然、社会 ” 三者之间的和谐、协调发展是社会
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强化预研究意识�主要是为了培
育新的研究点�是用研究创新点之火燎创新研究之势�实现
研究要素的再配置功能�促进研究不断创新。
3∙3∙3　强化课题立项意识�提高科学研究的系统性。由于社
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多层次性�条
状分割、块状分割、线状分割明显。加之研究外因素的影响
和直接作用�如职称、津贴核算的要求以及各种非学术性的
评价评估�社会科学研究依然以 “单兵作战 ” 为主�以个人
“小作坊 ” 式的学术活动替代研究的复杂过程�研究内容浅
显�研究方式单一�标志性成果不多。因此�要保持社会科
学研究的系统性�必须强化课题意识�使研究者将每一个研
究点都纳入整个课题大背景下去思考、去分析�点点相扣成
线�线线相交成面�面面相合成体�使研究具有整体性和多
面性�并且由于每一个质的变化都将引起许多量的变化�甚
至于质的演变�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这样循环往复�
加强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研究的经验和方式�提高
了研究成果的社会性和价值。
3∙3∙4　强化过程管理意识�提高科学研究的可持续性。要想
（下转第1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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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Ⅰ　河北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创
新
基
础
能
力

教学与科研人员 （万人 ）
教学与科研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重 （％ ）
科学家和工程师中高级职称的比重 （％ ）
科技活动机构数 （个 ）
机构从业人员数 （人年 ）
机构承担项目数 （项 ）
Ｒ＆Ｄ项目数 （项 ）
投入人员 （人 ）
当年拨入经费 （万元 ）
当年支出经费 （万元 ）
Ｒ＆Ｄ成果应用与科技服务项目
投入人员 （人 ）
当年拨入经费 （万元 ）
当年支出经费 （万元 ）
专利申请数 （项 ）
每千名科技活动人员获奖当量 （项 ）
科研人员 （万人 ）

创
新
投
入
能
力

Ｒ＆Ｄ人员 （万人 ）
Ｒ＆Ｄ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重 （％ ）
科学家和工程师中高级职称的比重 （％ ）
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当量 （万人年 ）
科技经费总筹集额 （万元 ）
人均经费 （万元／人 ）
总支出经费额 （万元 ）
Ｒ＆Ｄ拨入经费 （万元 ）
Ｒ＆Ｄ支出经费 （万元 ）
Ｒ＆Ｄ拨入经费占科技经费比重 （％ ）
Ｒ＆Ｄ人员人均经费 （万元／人 ）
Ｒ＆Ｄ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拔入经费 （万元 ）
Ｒ＆Ｄ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支出经费 （万元 ）

成
果
转
化
能
力

专利出售合同数 （项 ）
专利出售合同金额 （万元 ）
专利出售实际收入 （万元 ）
科技成果转让合同数 （项 ）
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金额 （万元 ）
技术转让实际收入 （万元 ）
科技成果转化率 （％ ）

成
果
产
出
能
力

获科学技术奖当量 （项 ）
每千名科技活动人员专利申请数 （项 ）
出版科技专著 （部 ）
每千名科技活动人员学术著作当量 （部 ）
发表论文数 （篇 ）
每百名科技活动人员学术沦文当量 （篇 ）
鉴定成果数 （项 ）
　　其中：国际水平 （项 ）
每千名科技活动人员鉴定成果当量 （项 ）
专利授权数 （项 ）
每千名科技活动人员专利中请数 （项 ）
科技交流强度 ［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 （篇 ） ］
科技交流强度 ［国内召开国际会议交流论文 （篇 ） ］

　　由上述表可以发现�河北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纵向比较
而言�总体上呈现保持状态�其中创新基础能力、创新投入
能力提升明显�成果产出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呈现上下波动。
前两者为河北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说明河北省高校科技创新是有后劲的�只是近几年成果产出、
成果转化效果不够理想�影响了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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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出效益�管理具有不可取代的奠基作用。尤其对于
项目管理�必须强化和提高过程管理�健全项目研究的周期
制度。从 “项目立项→项目开题→项目研究→中期检查→成
果展示→终结报告→项目鉴定→新的项目立项 ”�整个过程
就是一个项目周期�在每一个环节都有创造性地发现�每一
个环节又是下一个环节的开始�循环往复�研究才能做大�
才能产出学术精品和 “拳头产品 ”�才能保持科学研究的可
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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