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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概要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55年，是由浙江大学   主办、教育部主管的综合性学术理
论刊物，刊载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和有   新意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
学、法学   等基础学科，在保持和发扬文史优势的同时，注重加强理论学科、应用   学科、新兴学科和
交叉学科的研究，内容丰富，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1998年，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四校合并，《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是原《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杭州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在新的基础上的改组和发展。
本刊以浙江大学求是创新的校风为宗旨，坚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正   确导向，鼓励学术创新，严守学术
规范，以传播先进文化、推进知识增殖、加快期刊国际化进程为己任，努力为具有原创性的人文社会
科学知   识分子提供与世界学术对话的机会，被公认为我国最早采用同行专家双   向匿名审稿的期刊，
最早注重与国际接轨的社科期刊，近年来全国进步   最快的社科期刊。
1998年起，本刊即按国际惯例实行严格的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   制和内稿外审制，并建立了以全国
各高校和社科院博士生导师为主的审  稿专家队伍，是我国社科界最早采用匿名审稿的期刊之一，也
是最早在   编排规范及版面开本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期刊之一。2002年，《光明日报》C版头条曾以《
中国学术期刊向国际靠拢》为题专文报道浙大学报社科版，并配以本刊封面照片，予以较高评价；同
年，在教育部近十余年  来首次召开的由全国各重点高校校长参加的全国学报工作会议上，本刊  还作
为优秀学报代表作了典型发言；2003年3月，因进入国际学术检索  系统，再度受到教育部有关部门的
表扬。2003年，本刊加大了改革力度，如：在全国学报界中，率先提出"跨校际、跨国际"的办刊理念
，打开校门向社会、向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约稿（已有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学者以及我国港澳台
地区学者陆续在本刊发文）；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扩大英文文摘版面；推出"主题研究"、"问题研究"栏
目，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反映主题研究的前沿和热点，同时聘请名家担任栏目
主持人；注重刊发国家和省部级基金项目论文，鼓励、引导和支持对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等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的19篇论文中，就有9项国家和省部级基金项目）等等，使
刊物整体水平大大提高。2003年6月、2003年8月，《光明日报》有在关期刊精品化的报道中，多次点
名褒扬了本刊在争办名优期刊方面作出的努力。2004年9月，《中国新闻出版报》在编者按文章中，专
门提到本刊，并予以高度评价。
由于严把论文学术水准关，杜绝了学术泡沫（本刊年来稿约3000篇，退稿率已近96%），目前，本刊
的办刊质量越来越高，转载率及影响因子连年上升（合并以前，原学报的转载率在全国社科学报中排
名分别为1996年第72位，1997年第47位，1998年第21位。1999年合并后，本刊在全国近千家社科学报中
的排名即一跃而为第11位。又据《光明日报》2003年3月最新消息，2002年，本刊转摘排名已位居全国
近千家社科学报第9位），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在CSSCI的即年因子，从2000年的0.175，上升
到2001年的0.288，到2002年，更一跃而为0.463，每年以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速度跃升。在国内外著
名学科文献计量评价系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科研竞争力越来越强。国内邮局发行量也由合并前的
几百份上升到目前的1600多份（未含自办发行）；国际发行量更从合并前的几份上升到目前的70多份(
仅指中图公司发行量)。是历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图版，2000版社科类综合性期刊全国仅收录了
《中国社会科学》等50家，浙江省也仅本刊一家被收录）、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
社科院版）及历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1997年以来，本刊有2篇论文获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历获省、华东地区及全国有关期刊奖；1999年，获"首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奖
；2001年，获"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奖；2002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2003年，本刊被美国《剑桥科学文摘》收录（截至2003年，全国仅11家社科期刊被收录），并已
于2001年8月被美国SSCI、A&HCI列入了评估体系。正如《光明日报》（2003.8）、《每日商报》
（2003.1）在有关报道中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走向了世界，操
作规模和审稿制度日益和国际接轨。同时也让浙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可以和世界学者直接对话，为
浙江大学步入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
主  编：   胡建淼
副主编：   楼含松
袁亚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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