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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创世界一流大学 办中国社科名刊
 

                                                          ——驰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学报》

  《北京大学学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正确导向，贯彻双百方针，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
路，追踪社会思潮、理论前沿和学术热点；依托北大丰厚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源，把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品牌
意识和办刊的精品意识结合起来，把优良的学术传统和现代办刊理念结合起来，今天的北大学报既要发扬
《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探求学术的求实和严谨学风，又要发扬《新青年》感应时代风云的敏锐和
创新精神，使之同北大历史上的学术名刊一脉相承。所以，把北大学报办成名刊，既是弘扬北大优良学术
传统的需要，也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逻辑之必然。
   2003年12月，本刊首批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使北大学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教育部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是为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落实“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为进一步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展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重大工程。本刊要不折不扣地按照《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名刊工程实施方案》的标准和要求，虚心学习兄弟学报和社会上的学术理论刊物的好经验，坚持以改革为
动力，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扩大影响力，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北大学
报建成和北大学术地位相称的名副其实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刊。概括为一句话：创世界一流大学，办中国社
科名刊！
   本刊近年来获得下列主要荣誉：
   1．1999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近千家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本刊和山东大学《文史哲》两家刊物获此奖
项。
   2．2002年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近千家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本刊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两家获此奖项。
能够蝉联第一、第二届国家期刊奖，近千家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本刊一家。
   3．2001年入选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定的“中国期刊方阵”最高层次“双高”期刊（高知名
度、高学术水平）。在进入最高层次的期刊中，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本刊一家。
   4. 1995年，新闻出版总署举办首届全国社科期刊评奖，获优秀学术理论期刊奖。全国林林总总的学术
理论刊物中只有七家获此奖项，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北大学报两家获此奖项。
   5．1997年和1999年连续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6．1998年北大学报发表的黄楠森《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于1999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
文奖。　　

   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公布的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影响因子（CSSCI）统计，1998--2002年社科
综合类学报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我校学报排第1名。
   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统计的综合性大学社科学报文献计量指标，2002年论文下
载量排序，北大学报也是居第1名。
   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历次版本均收录北大学报为核心期刊。 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亦收录北大学报为核心期刊。本刊以入选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为契机，着重落实如下六项措施，使刊物的整体学术水平再上一个新台
阶。
   1. 发挥优势，强化品牌，突出特色，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并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使北京
大学学报不仅是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的载体，更是理论创新、精神创造的摇篮，在某些学科领域引领全国
高校的学术研究方向，逐步成为能够代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总体研究水平的一流学术刊物，进一步提高在
国内和国际的知名度和权威性。
   2. 贯彻双百方针，弘扬北京大学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着力办好“学术争鸣”栏目，鼓励
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研究方法的争鸣和切磋，多刊发有理论锋芒的文章，在争鸣和探讨中发展学术
理论，扩大刊物影响。
   3. 全面提高办刊的学术质量，多发在研究解决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
略性的重要研究成果，同时又要发挥北大文史优势的传统，办好“哲学研究”“文史新证”“中外文化交
流”等特色栏目，多发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的重大研究成果。
   4. 适应建设在国内国际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名刊的需要，逐步放开选稿、用稿范围，面向全国，面向世
界；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以质论稿，择优录用，对校内作者稿件和校外作者稿件采用同一把尺子衡
量。 
   5. 坚持举办“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吸引优质稿件，建立较为稳定的优秀作者队伍。编辑部努
力争取社会支持，募集到100万元人民币作为优秀论文的奖励基金，从1990年开始就举办优秀论文评奖，到
目前为止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优秀论文评奖，在校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6.积极主动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著名学者和中青年骨干教师组稿、约稿。定期召开有关专家学者的座谈
会、研讨会，调查研究，集中他们意见和智慧，制订本年度反映学术前沿、符合学术发展趋势的组稿计划
和选题策划，并约请有关专家学者主持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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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历史上有创办社会科学名刊的好传统。其中《新青年》《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

季刊》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要继承发扬光大北大优良的学术传统，努力做到同北大历史上的学术名刊一脉相承。　　

 

访问总数:
今日访问

2885122

版权所有 © 2012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电话：010-62751216   E-mail: journal@pku.edu.cn

mailto:journal@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