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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南京大学文科工作十大进展

一、调研制定文科“十三五”发展规划

根据南京大学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和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围绕

“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进一步推进校哲学社会

科学的“繁荣计划”（2012-2022），配合完成新一轮校学术委员会

人文社会科学分委员会的遴选与调整，在完成文科 11 个院系调研的

基础上，科学制定学校文科发展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获奖成绩喜人

在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评选中，该校文科教师共有 31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 项，分别

是《南京大屠杀全史》和《中国应急管理：理论、实践、政策》，二

等奖 6 项，三等奖 23 项。本届获 2 项一等奖也创造了我校近 20 年

来参评该奖项的最好成绩。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英文版）和《中

国古代哲学经典》（英文版）获得全国第十四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

图书”。《民国研究》蝉联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集刊一等奖。第三

届南大人文研究贡献奖、青年教师人文科研原创奖揭晓。

三、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继续提升

今年南京大学共获得 52 项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资助，其中重



大项目 7项，继续名列全国高校前茅。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9

项，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8 项；获得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重点项目 5 项，省决策咨询基地项目 19 项，文科教师承担国家和

地区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四、有序推进南大文科新型智库建设

1个国家级和 2个省级“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运行情况良好。

通过多种渠道上报决策咨询报告和专家建议约 40 份，其中刘志彪教

授有关股灾应对、童星教授有关社区养老以及姚远老师关于文物保护

的建议获得中央领导批示。成功举办第 34 届“江苏发展高层论坛”；

江苏紫金传媒智库、长江产经研究院、南京大屠杀史与和平学研究院、

中国智库与评价研究中心等获江苏省委宣传部重点支持；依托该校在

抗日战争和中华民国史的科研优势与实力，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于 2016 年 1 月正式揭牌。

五、“双力驱动”培育文科标志性成果

面向“双一流”，启动南大文科重点方向和重大问题研究计划。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术版）》、《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中

国文化文献史》、《全唐五代诗》、《南海文库》、《钓鱼岛问题文

献集》等具有高显示度的重大文科项目得到支持。

两岸四地 70位学者全力编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18 卷）于

2015 年 4 月在大陆首发，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学术合作。2 位

教授的专著入选 2015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迄今该

校已有 9 部著作入选。2 套丛书入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选题



目录。

配合校史研究工程的启动，支持开展南大学术传统和南大精神的

系列研究，目前已正式启动校史研究首批项目。

六、文科领军人才建设和科研团队进一步优化

配合学校启动“文科登峰 B 计划”。张异宾、莫砺锋、周晓虹、

刘志彪、许钧、赵曙明等 6 位学者当选第二届江苏社科名家。9 位文

科教授当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许钧教授当选

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洪银兴教授当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

工程”首席专家。朱庆葆教授当选为国家一级学会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会长。信息管理理学院叶鹰教授当选欧洲文科科学院院士。19 位教

授成为江苏省理论宣讲专家库首批专家。工程管理学院李心丹教授牵

头的“计算管理科学与商务智能”团队入选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创新团队。

七、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取得新成效

4 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完成评估工作。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

中心、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中

心”、“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牛津 FDT 金融创

新研究院”挂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入选首批江苏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

验室”和省教育厅“社会与行为科学实验中心”，培育“社会科学计

算实验中心”、“计算传播实验中心”等，力争成为省级以上实验室

或基地。



八、文科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受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组建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这是中国

高等教育系统中首个犹太文化、以色列研究机构的联合体。由该校参

与共建的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入选全球“先进孔院”。

举办首届“南京论坛”、首届中韩东亚安全论坛、首届风险灾害

危机多学科论坛、第二届“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国际论坛、骈

文国际学术研讨会、 “南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高级研修班”等一系

列高端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邀请柯伟林等国际学者来校讲学，进一

步增强南京大学文科的国际交流与影响力。

九、文科学术规范与科学评价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

由南京大学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合作建设的“中文学术图书引文

索引”（CBKCI）数据库在北京首发，目前收录了 11 个学科自 1992

年以来的 3000 余种学术专著。该数据库与该校研发的 CSSCI 引文数

据库整合，共同构建成为涵盖学术期刊、学术辑刊、学术专著等多重

出版形态的符合学术规范和科学评价需求的大数据平台，在国内外影

响力日益增强。

十、文科院系与科研机构工作进一步移师仙林校区

随着历史学院大楼和中华文化研究院星云楼的启用、部校共建南

大新闻传播学院紫金楼的开工奠基，南京大学文科大部分院系及科研

机构的工作主体转移到仙林校区。仙林主校区的办学格局基本形成。

（来源：南京大学社科处）



南京大学与中科院合作创办的《智库理论与实践》创

刊号首发式在京举行

2016 年 2 月 28 日，由南京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共

同创办的高水平智库研究期刊——《智库理论与实践》(CN 10-1413/N)

创刊号首发式暨智库建设学术座谈会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举行。该

刊是我国第一份专注于智库研究的学术期刊，旨在为中国新型智库理

论和实践提供一个高端的学术交流阵地。

《智库理论与实践》依托南大与中科院研究力量和前期基础，聚

集国内外智库高端资源，探讨智库建设理论、总结智库建设经验、传

播智库研究成果，集学术性、指导性于一体，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视

野的国内智库研究领域的一流学术期刊。通过对智库建设的前瞻性、

针对性研究，为推动我国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理论、政策、方法、

机制、评价、人才培养等提供重要支持。

据了解，该期刊已申请加入了国际 OA 期刊（公开获取）组织，

所有内容将与纸质版同步免费开放给国内外公众。

（来源：南京大学社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