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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报告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历

年数据产出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检索与统计分析。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底，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产出国内中文期刊论文 2115

篇，国际英文期刊论文 355 篇，其中有 SCI 和 SSCI 论文 241 篇；产出

国内硕/博士学位论文 565 篇，国际英文博士学位论文 80 篇；出版专著

25 本。2018 年产出国内中文学术期刊论文高达 429 篇，国际英文学术期

刊论文 78 篇。 

 

基于 CGSS 数据发表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涉及了中图法分类的马列

毛邓、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4 个基本部类、14 个大类、58 个二级

分类。基于 CGSS 数据发表的被 SCI & SSCI 核心合集收录的国际期刊论

文分布于 35 个 Web of Science 学科分类。 

 

基于 CGSS 数据发表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的署名单位共计 512 所，

学位论文产出单位有 94 所。基于 CGSS 数据发表的 SCI & SSCI 论文作

者来自于 17 个国家和地区，署名单位涉及了 208 所机构。基于 CGSS 数

据的国际博士学位论文来自全球的 42 所高校。 

 

基于 CGSS 数据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发表于 782 种中文期刊上，其

中《中国社会科学》21 篇、社会学排名第一期刊《社会学研究》54 篇，

社会学排名第二期刊《社会》57 篇，人口学排名第一期刊《人口研究》

15 篇，《管理世界》17 篇，《经济研究》12 篇。基于 CGSS 数据的 SCI & 

SSCI 论文发表于 121 种英文国际期刊上，其中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发表数量多，达 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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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简介 

1.1 国际综合社会调查（GSS）家族 

对社会结构的状况和变迁进行综合性的社会调查，在一些发达国家

和地区已经制度化，国家或社会团体设立专门机构，有专人和固定经费，

将固定主题与动态主题相结合，定期进行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查，由此

形成了很多著名的研究项目或计划，并取得了大量成果。美国的综合社

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是国际综合社会调查的鼻祖，发起于 1972

年，通过收集美国社会的数据来监测和解释社会态度、社会行为及社会

特征的各种变化趋势和稳定特性，目的是让人们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获取

到高质量的调查数据，让研究人员能够据此考察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

功能以及相关次级群体的社会地位，并能够和其他国家做比较研究。在

美国，GSS 数据的使用率仅次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是社会科学领域的

第二大数据集。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 GSS 项目，如国

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欧洲社会调查

（European Social Survey）、德国综合社会调查（GGSS）、俄罗斯联邦和

中亚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Central Asia）、日本综合社会调查（J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KGSS）、

中国台湾的社会变迁调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等等。

其中，1984 年基于美国 GSS 发展起来的跨国研究项目——国际社会调

查项目（ISSP），是目前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跨国研究项目，该项目致

力于开发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调查主题和题目，为跨国比较研究提供第

一手的调查数据。始于 2001 年的欧洲综合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是欧洲一项最杰出的跨国标准化社会调查项目，获得 2005 年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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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最高科学奖“笛卡尔奖”，这是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第一次获此殊荣。这

些 GSS 数据是反映社会经济状况、人的行为与态度的社会数据，与国家

统计部门提供的经济和基于国家管理的数据系统相得益彰。 

1.2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相比，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是国际 GSS 家族中年动的成员。

2003 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在

参考国际经验和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在国家“211 工程”二期项目资金和

香港特区政府大学研究资助局“重点研究项目”的支持下，设计并启动

了第一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及

第一期项目。2010 年以后的 CGSS 第二期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

与数据中心主持，得到了中国大陆“985”基金和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

的资助。 

CGSS 是一个有关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研究系统，它的特色就

是研究主题紧扣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

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该项目的宗旨是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和转型的背

景下，就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定期、系统、

全面地收集中国人行为模式、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变迁的基本

信息，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数据资料；并力图通过

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的调查工作推动跨国比较研究的发展，总结社

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共享性。 

项目规划 

CGSS 第一期起止时间为 2003-2008 年，期间共完成 5 次年度调查

（2007 年没有执行），形成了 5 套高质量的年度调查数据。2010-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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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CGSS 项目的第二期，截至 2018 年底，已完成 7 次年度调查，分别是

2010、2011、2012、2013、2015、2017 和 2018。除 2004 年的调查数据，

其他各年度数据都已在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China National Survey Data 

Archive，CNSDA）的网站（www.cnsda.org）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ruc.edu.cn）的官网上发布，注册用户可免费申请使用。 

研究团队 

CGSS 一期的联合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和香港科

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边燕杰。CGSS 第二期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

系李路路，共同负责人为：明尼苏达大学的边燕杰、中国人民大学的王

卫东、冯仕政、郝大海、香港科技大学的吴晓刚。CGSS 项目成立了专门

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在 CGSS 调查的抽样设计、问卷设计和数据

管理等方面都给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和其他国家的 GSS 项目相比，CGSS 的最大特色是动员了中国国内

大批学者、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学生参与其中，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的社会调查实战专家，极大地提高了参与者的社会调查技术和方法

水平。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之一是在 2009 年，基于 CGSS 在全国范围内与

国内的高校及科研单位共建了中国社会调查网络（Chinese Social Survey 

Network, CSSN），是中国第一个专注于社会调查的学术共同体，成员单

位由最初的 22 家成员单位发展到 2018 年的 57 家。 

抽样设计 

CGSS的调查目标总体为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

的所有城市、农村家庭户，为获取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采用多阶

段、分层次、PPS 随机抽样方法。按 CGSS 第一期的抽样设计，每年在

全国调查 122 个县级单位、1000 个社区（村\居委会）、10000 个家庭中的个

人；按 CGSS 第二期的抽样设计，每年在全国调查 100 个县级单位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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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480 个社区（村\居委会）、12000 个家庭中的个人。 

问卷设计 

CGSS 问卷采用模块化的结构，由三部分构成：核心模块，调查全部

样本，年度调查，固定不变，平均用时 30 分钟；主题模块和扩展模块，

调查 1/2 或 1/3 或 1/4 随机样本，不确保重复周期和内容。其中核心模块

与主题模块主要服务于描述与解释社会变迁的宗旨，扩展模块则主要服

务于跨国比较研究的目的。 

数据管理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积累，CGSS 已发展出一套流程清晰的质量管

理模式。从问卷设计开始一直到后期的数据发布及更新，都有清晰明确

的质量控制措施。CGSS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数据管理标准和流程来管理

原始数据集和元数据，确保数据质量。随着调查数据集的累积，项目组

开始对数据进行匹配、合并、转置，让数据的价值扩大化，力求为学术

界提供更具易用性的数据。 

数据使用 

从 2006 年起，CGSS 项目组免费对外发布 CGSS 数据，开创了中国

大型学术调查数据开放与共享之先河。作为中国最早向全社会开放和共

享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数据用户超过了 50000 人，主要是来自

世界各国的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

学者、学生及其他研究人员。 

除了科研外，CGSS 数据集及其他资料还被广泛应用于教学、政府

决策、商业等领域。在中国，有多所大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堂上都

把 CGSS 数据和问卷作为基本的教学工具，在师生中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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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2006 年，CGSS 项目组联合日本综合社会调查（JGSS）项目、韩国

综合社会调查（KGSS）项目、中国台湾社会变迁调查（TSCS）项目发起

了东亚社会调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EASS）计划，到目前为止，

已经圆满执行 7 次主题调查，分别是：家庭（2006）、文化（2008）、

健康（2010）、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2012）、工作与生活（2014），家

庭（2016）、文化与全球化（2018）、成为社会调查领域区域性合作的

一个典范。 

 

 

图 1.1：国际社会调查合作组织（ISSP）的会员国家/地区 

 

2007 年，CGSS 项目代表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调查合作组织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每年一次，同世界上

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起就一起共同的主题进行调查，充当着我国社会调查

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桥梁。CGSS 数据也被世界各国的学者作为研究

中国最主要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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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计量的数据来源与方法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编年史，也为国际比较研

究提供数据支持，基于 CGSS 数据产出了大量的中外文研究论文与出版

物，本报告旨在通过分析这些文献数据，总结该项目在学术领域的应用

情况及影响力。 

本报告主要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以国内外数据库收录的与 CGSS 相

关的各类文献信息为主要依据，从文献数量、学科组成、机构分布、主

要学者、出版物以及研究热点等角度对基于 CGSS 数据所产出的研究成

果进行全面分析，系统展示 CGSS 数据在学术领域中的应用情况与影响

力。 

2.1 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 

本报告中计量分析文献样本来源分为两大部分： 

1. 国内中文文献，指在中国内地出版、以中文为主的文献，我们选

择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读秀数据平台为数据来

源。CNKI 和万方是国内两个重要的学术出版物数据库平台，收录了期

刊、会议、学位论文、报纸、年鉴以及成果等众多中文文献资源，而读

秀数据库则拥有丰富的中文图书数据，三个数据库互为补充，涵盖了国

内出版的大部分中文文献信息。 

2. 国际英文文献，指在国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以英文为主的

文献，我们选择 Web of Science（简称 WOS、ProQuest 和 EBSCOhost 三

个数据平台为检索资源。WOS 平台是全球具有影响力综合性学术信息资

源，其核心合集（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包括 SCI、SSCI、A&HCI、

CPCI-S、CPCI-SSH 等收录全球各学科中最具声望的研究型期刊或会议

论文的数据库；ProQuest 平台是一个覆盖多学科的综合型数据平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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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学术和商业期刊信息，而且收录全球范围千余所大学的学位论文；

EBSCOhost 则作为又一个收录范围广泛的综合数据平台，社科类文献收

藏比重较大，与 WOS（SCI & SSCI)和 ProQuest 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本

报告中国际英文文献的数据来源。 

采用的分析工具是 Derwent Data Analyzer（简称 DDA）和 Excel。 

2.2 检索策略 

考虑到 CGSS 在文献中可能出现各种中英文表达方式，并根据各数

据平台的检索语法特点，拟定检索式如下： 

 

表 2.1:中英文检索式 

中 文 检 索 式

（以 CNKI 数

据库为例） 

SU=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China 

GSS"+"Chinese GSS" OR AB=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全国综合社

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China GSS"+"Chinese GSS" OR RF=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China 

GSS"+"Chinese GSS" 

英 文 检 索 式

（以 ProQuest

平台为例） 

TI,AB,FT(Chinese PRE/0 General PRE/0 Social PRE/0 Survey) 

OR TI,AB,SU((China OR Chinese) PRE/2 GSS OR CGSS) OR 

TI,AB,FT(Chinese PRE/0 National PRE/0 Survey PRE/0 Data 

PRE/0 Archive) OR TI,AB,FT(Chinese PRE/0 Social PRE/0 

Survey PRE/0 Net) OR TI,AB,FT(China PRE/0 General PRE/0 

Social PRE/0 Survey) OR TI,AB,FT(China PRE/0 gross PRE/0 

Social PRE/0 Survey) OR TI,AB,FT(Chinese PRE/0 gross PR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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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RE/0 Survey) OR TI,AB,FT(East PRE/0 Asian PRE/0 

Social PRE/0 Survey) OR TI,AB,FT((China OR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PRE/0 Social PRE/0 Survey PRE/0 Programme)) OR 

TI,AB,SU((China OR Chinese) AND ISSP) 

 

在所有数据平台中均采用了跨库检索。由于 CGSS 的最初调查年份

为 2003 年，因此检索范围限定为 2003 年至 2018 年。获得初步的检索结

果后，我们通过核对文献中出现的与中英文检索词相匹配的字段，清理

掉与 CGSS 无关的文献条目，并去除重复文献，最终遴选出与 CGSS 项

目有关的文献信息共计 6374 条，其中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图书类型的

文献有 6095 条，对此数据集进行分析解读，形成此报告。 

3. 文献检索结果概述 

3.1 CGSS 相关文献情况 

经检索与人工遴选，共获得CGSS相关的国内中文文献条目 5564条，

这其中最早的一条记录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洪大用于 2005 年在期刊《江苏

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题名为“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的论文，使用

了 CGSS2003 年的数据。在国际英文文献方面，我们在 WOS、ProQuest

和 EBSCOhost 三个平台共检索出文献信息 531 条，其中最早的记载是明

尼苏达大学的 边燕杰基于 CGSS2003 数据于 2006 年在期刊

MANAGEMENTAND ORGANIZATION REVIEW 上 发 表 的 题 名 为

“Lessonsfrom the Practice of Household Surveys”的文章。 

根据文献内容，将涉及 CGSS 的文献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 分析研

究：基于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产出的学术成果；2. 转述：在文献中

转述他人研究成果时涉及 CGSS；3. 参考文献：文献的正文中并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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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S，相关字段只出现在文末的参考文献中；4. 提及：文献中提及或介

绍了 CGSS 调查项目，但并未明确涉及该调查的数据内容；5. 其他：文

献中含有本项目参与者对 CGSS 调查经历的记述及其他不属于前 4 类的

文献。 

 

图 3.1 国内外文献逐年变化情况 

 

从图 3.1 中可以看出，自 2005 年起至 2018 年，与 CGSS 相关文献的

发表数量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尤其最近两年，2018 年单年文献量达到

1531 条，比 2017 年增长了 60%。 

在涉及 CGSS 的文献中，以 CGSS 数据为基础开展分析研究的文献

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内中文文献中有 2705 条中记录，占到了国内

中文文献总量的 49%，在国际英文文献中有 435 条记录，占到了国际英

文文献总量的 82%。 

本报告将主要以基于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献信息为计量对

象，从国内中文文献和国际英文文献两个层面，统计分析和归纳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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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 1 2 2 3 6 4 14 16 35 24 31 33 19 85

转述 1 3 8 8 22 43 62 81 80 109 117 125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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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 4 19 27 31 65 125 167 205 271 298 377 475 462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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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S 数据自 2005 年至今十余年间在国内外的应用情况与影响力。 

3.2 基于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文献的情况 

上文中已经提到，通过检索获得的利用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

国内中文文献和国际英文文献记录分别有 2705 和 435 条，构成了 CGSS

文献集合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将这些文献数据单独挑选出来进一步分

析，如图 3.2 所示，自 2005 年起至 2018 年发表数量在整体上保持了逐

年增长的态势。国内中文文献相比较于国际英文文献增长较快，2010 年

文献数量就已经超过 100 篇，国际英文文献数量虽然也在逐年增加，但

到 2018 年为止，数量最高才达到 86 篇。 

国内中文文献中，2010 年增速最高，比 2009 年增长了 95%，其次

是 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了 31%。国际英文文献增速最快的是 2013

年，是 2012 年文献总量的两倍，超过了国内中文文献的增长速度；但从

2013 年之后文献数量变化幅度相对稳定，稳中有升。 

 

图 3.2 基于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献逐年变化情况 

 

4 17 23 29
61

119
151

178
217

251

325

399 403

528

0 2 4 2
4 6 16 27

54 47 52
76 59

86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文
献
数
量

年份

国内 国际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影响力文献计量分析报告 

 

11 
 

国内中文文献信息主要来源于 CNKI、万方和读秀数据平台，国内中

文文献中基于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各类型文献组成情况，如图 3.3

所示。期刊和学位论文分别有 2115 篇和 565 篇（其中博士论文和硕士论

文分别为 109 篇和 456 篇），另有图书专著 25 本。 

 

图 3.3 国内不同文献类型的组成情况 

 

如图 3.4 所示，作为国内中文文献最主要组成部分的期刊和学位论

文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期刊论文最早发表于 2005 年，在 2009 年至

2010 年期间期刊论文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接近 100%；

在 2015 年起再次出现大幅提升，与 2014 年相比增长了 44%；2018 年也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与 2017 年相比增长了 27%。 

最早的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学位论文完成于 2007 年，随后论文数

量逐年递增，2008 年至 2011 年增长速度较快，2013 年以后稳定在每年

60 篇左右，直到 2018 年再次大幅度提升，增量已经接近 10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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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国内中文文献中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的逐年数量变化情况 

 

基于 CGSS 数据进行研究的 435 条国际英文文献信息检索自 WOS、

ProQuest、EBSCOhost 三个数据平台，其文献类型由期刊论文和学位论

文组成，分别有 355 篇和 80 篇，各占 82%和 18%。学位论文中，大部分

文献是博士学位论文，有 61 篇，剩余的 19 篇为硕士学位论文。 

 

图 3.5 各类型国际英文文献的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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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是国际英文文献的期刊和学位论文在发表时间上的分布情

况。2006 年出现了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首篇期刊论文，期刊论文数

量在 2013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均有大幅度的跃升；学位论文中首篇对

CGSS 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献也出现在 2006 年，论文数量在 2012 年、

2015 年出现大幅上升。 

 

图 3.6 国际英文文献中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逐年产出数量变化情况 

 

截止到 2019 年 5 月，CGSS 项目已经对外发布的数据年份有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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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CGSS 数据产出的国内外分析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如图 3.7 所示，

有 2567 篇文献使用了单一年份的调查数据，占总文献量的 82%；有 460

篇文献使用了两年及两年以上的调查数据，占比 15%；还有约 4%（113

篇）文献我们不能判断确切的数据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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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采用单年数据和多年数据的文献组成情况 

 

分析研究类文献中，CGSS 各年数据的使用频次如图 3.8 所示。在国

内中文文献的集合中，2010 年、2006 年和 2013 年的 CGSS 数据出现的

频次最高，分别有 718 篇、670 篇和 595 篇文献使用了该年份数据。在

国际英文文献中，2006 年和 2010 年的调查数据被应用的最多，分别为

128 和 115 篇；其次是 2008 年的 CGSS 数据，被 93 篇文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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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CGSS 各年份数据的使用情况 

 

通过分析文献中采用的 CGSS 的年份与文献发表年的对应关系，我

们可以看出（见图 3.9），在 CGSS 年份的 1 至 2 年后会出现最早一批基

于该调查年份数据获得的研究成果；应用数据产出文献的数量高峰则一

般出现在数据调查后的 5 至 10 年。以 CGSS2006 年的数据为例，最早的

文献出现在 2008 年，2013 年相关文献数量达到最多，自 2016 年之后文

献数量又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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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CGSS 数据年份与文献发表或出版年的关系 

4. 基于 CGSS 数据进行研究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分析 

在基于 CGSS 数据进行研究的国内中文文献中，期刊论文和学位论

文占到了文献总量的 96%。因此，本报告将分别分析这两种类型文献来

了解 CGSS 数据在国内的应用情况。 

本章将分析主要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基于 CGSS 数据所做研究的期刊

论文，分别从学科分类、主要的机构、学者与出版物、以及研究热点等

角度进行分析解读。 

4.1 学科分布 

国内中文文献的数据来源 CNKI、万方和读秀数据平台普遍使用了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分类号标记文献的类别，因此本报

告通过中图法分类号来统计分析国内论文的学科分布，以此来揭示

CGSS 数据主要被应用于哪些学科领域及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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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混合号码，用一个

字母代表一个大类，大类下细分的学科门类用阿拉伯数字组成。参照中

图法的各级分类可以从学科大类、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三个层面分析国

内论文集合的学科分布情况。由于一篇论文可以对应一个或多个中图法

的类别，因此国内论文集合对应的全部分类号之和会多于论文数量。 

通过中图法一级大类可以看出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 2115 篇国内

中文期刊论文在各学科大类的分布情况，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国内中文期刊论文在各学科大类的分布情况 

 

中图法一共有 5 个基本部类，下设 22 个大类。基于 CGSS 进行分析

研究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涉及了马列毛邓、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4 个基本部类、14 个大类、58 个二级分类（详见附录 1）。其中，国内中

文期刊论文主要分布在经济（F 类），社会科学总论（C 类），政治、法律

（D 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G 类）这 4 个社会科学大类和环境

科学、安全科学（X 类）这 1 个自然科学大类。在这 5 个大类之外还涉

及其它类别的论文有 159 篇，占总量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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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图法二级分类对国内中文期刊论文进行细分，得到国内中文

期刊论文主要涉猎的研究领域，见表 4.1。社会学（C9）以 528 篇论文位

列第一。位居前列的研究领域聚集了较多的论文，分布在前 12 个领域的

论文数量之和为 2360 篇，占到全部研究领域的 89%。 

表 4.1 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来源最多的 12 个研究领域 

TOP12 中图分类号 类别名称 文献数量 

1 C91 社会学 528 

2 D6 中国政治 382 

3 F2 经济管理 373 

4 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 255 

5 G4 教育 204 

6 F3 农业经济 171 

7 F8 财政、金融 117 

8 D4 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与组织 86 

9 C92 人口学 79 

10 G2 信息与知识传播 57 

11 R1 预防医学、卫生学 54 

12 X2 社会与环境 54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内中文期刊论文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的动态发展

情况，我们统计了论文数量排名前 8 的研究领域的逐年变化数据，如图

4.2 所示。 

社会学（C91）的文献分别在 2010 年、2013 年和 2017 年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增长，截止到 2017 年，文献数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到 2018

年该领域的文献数量出现大幅度下滑。 

中国政治（D6）领域的文献则在 2014 年至 2018 年大量涌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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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高达到 91 篇，是近几年热度持续较高的学科。 

经济计划与管理（F2）领域从 2009 年起快速增长，在 2013 年出现

了文献数量的一个高峰，2014 年稍有下降后又持续增长；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1）领域则始终保持着稳

定的增长趋势，但相比较前几个研究领域，该领域的文献起步较晚。 

教育（G4）领域自 2006 年就有文献发表；农业经济（F3）领域和财

政金融（F8）领域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几年的文献数量相当可观；工人、

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与组织（D4）领域的文献则在 2015 年出现了大幅

度增长。 

 

图 4.2 排名前 8 的研究领域逐年变化情况 

 

每篇国内论文都被赋予了一个或多个中图法分类号，我们通过统计

每篇论文对应的最小级别分类号来归纳分析国内论文在更细类别上的分

布情况，从而考察 CGSS 数据主要被应用在哪些具体的研究方向上，见

表 4.2。 

表 4.2 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数量大于 40 篇的研究方向 

序号 中图分类号 学科方向 文献数量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影响力文献计量分析报告 

 

20 
 

1 C912.6 社会心理、社会行为 141 

2 F124.7 国民收入、国民财富 121 

3 F224 经济数学方法 119 

4 F323.6 农业劳动力与农业人口 86 

5 F249.2 中国（劳动经济概况） 83 

6 D630 国家机关工作与人事管理 68 

7 D663 阶级、阶层 54 

8 C913.1 恋爱、家庭、婚姻 53 

9 F323.8 农业收入与分配 51 

10 F126 人民生活状况 49 

11 D669.6 中、老年 48 

12 F249.24 劳动工资 45 

13 C913.68 妇女问题 44 

14 G206 传播理论 41 

15 X24 人类、资源、能源与环境的关系 41 

 

在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国内中文文献集合，出现频次最高的中图

法分类号是 C912.6 社会心理、社会行为。论文数量在 40 篇以上的研究

方向有 15 个，全部来自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最多的 5 个学术领域，这 15

个类别下的论文数量共计 899 篇，占到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总量的 43%。 

此外，将分布于这 15 个研究方向的文献按发表时间逐年统计得到图

4.3。从图中可以看出，社会心理、社会行为（C912.6）方向的论文数量

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国民收入、国民财富（F124.7）这个方向论文紧随其后，2013 开始

文献数量迅速增加，之后每年的文献量都比较稳定。  

在经济数学方法（F224）方向上，文献主要集中发表于 2011 和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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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三年则几乎没有文献发表。 

农业劳动力与农业人口（F323.6），中国的劳动经济概况（F249.2），

国家机关工作与人事管理（D630），阶级、阶层（D663）这几个方向近几

年文献数量相当可观，并且稳步增长，是潜在的热门研究方向。 

其它研究方向上的文献数量在 2018 年几乎都出现了些许减少，需待

更多的数据观察它们的走势。 

 

图 4.3 主要研究方向上期刊论文数量的逐年变化情况 

4.2 主要机构 

经统计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数据发现，全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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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自 512 所机构（详见附录 2），不同类型的机构参与发表或出版文献

的数量如图 4.4 所示。高校构成了机构用户的主体，参与发表了论文 1987

篇，占到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总量的 94%；以各级社科院为代表的研究院

则参与发表了 138 篇论文，占到 7%；此外在国内中文期刊论文中，有 61

篇论文的作者中含有来自国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学者。 

 

图 4.4 不同类型机构参与发表或出版期刊论文的数量 

 

采用 CGSS 数据产出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最多的机构见表 4.3。中国人

民大学作为 CGSS 项目的主要执行单位，是基于该数据发表国内中文期

刊论文最多的机构，而且数量达到第二位复旦大学的 3 倍以上。在排名

前 20 位的机构中，只有 1 家研究院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余全部为

高校。 

表 4.3 产出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数量前 20 位的机构 

序号 机构 文献数量 序号 机构 文献数量 

1 中国人民大学 244 11 中山大学 45 

2 复旦大学 68 12 西安交通大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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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京大学 64 13 山东大学 42 

4 南开大学 63 14 西南财经大学 39 

5 武汉大学 60 15 清华大学 36 

6 中国社会科学院 58 16 中央财经大学 34 

7 厦门大学 57 17 华东师范大学 33 

8 华中科技大学 52 18 福建农林大学 33 

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6 19 西南政法大学 33 

10 北京大学 46 20 河海大学 32 

 

为了考察主要机构应用 CGSS 数据在时间上的变化情况，我们选取

国内论文发表数量前 10 位的机构，统计他们相关文献产出数量在年份上

的分布，如图 4.5 所示。 

 
图 4.5 前 10 位机构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产出数量逐年变化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于 2005 年最早发表了采用 CGSS 数据进行相关研究

的国内论文，从 2006 年到 2012 年，一直保持在每年 10 篇左右，自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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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论文产出数量上升至每年 20 篇以上，2016 年和 2018 年最高都

达到 38 篇。其它机构中，发文较早的是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均

在 2007 年首次发表基于 CGSS 数据的论文。 

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虽然排名略靠后，但是近几年发文数量不低于

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尤其是武汉大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势头很强。 

其他值得关注的还有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北京大学，他

们都是近几年发文数量相对较多的高校，尤其是在 2016 年和 2018 年。 

其他机构也出现了 2016 年和 2018 年文献数量较多，2017 年文献数

量较少的情况，这可能跟 CGSS 数据发布的时间有关系。 

为了调查应用 CGSS 数据的主要机构将论文发表在了哪些学科，本

报告统计了国内论文发表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在前 8 个研究领域（中图

法二级分类）的数量分布情况，如图 4.6 所示。 

 

图 4.6 国内中文期刊论文发表量前 10 名机构在主要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C91 社会学，D6 中国政治，F2 经济计划与管理， 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

史、经济地理，G4 教育，F3 农业经济，F8 财政、金融，D4 工人、农民、青

年、妇女运动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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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在统计的 12 个领域中均发表了较多

的论文；各机构按学科领域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

均在社会学（C91）领域发表了 20 篇及以上的论文，厦门大学是除中国

人民大学外发表该领域论文最多的机构；武汉大学是在中国经济（D6）

领域论文发表论文较多的机构。 

虽然整体上看，各个机构在每个领域的发文数量大体服从表 4.1 中

各领域的排名，但是每个机构都有各自的研究优势领域，比如华中科技

大学，该机构的论文主要集中在社会学（C91）和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

济史、经济地理（F1）领域。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常常有来自多个机构的作者共同发表期刊论文

的情况，因此本报告对国内论文产出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根据国内中文

期刊论文数据分析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如图 4.7 所示。可以看出，合

作关系建立的最广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均与其他五家机构有

合作。按照合作文献的数量多少，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最多的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其次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南开大学。与

武汉大学合作最多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合作

发表论文数量最多，合作关系最为密切。另外，排名前 10 的机构均未单

独发表过期刊论文，合作最少的是厦门大学，只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

了一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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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国内中文期刊论文产出前 10 位机构的合作关系 

4.3 主要学者 

为分析基于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哪些，本报告统

计了发文数量 7 篇及以上的期刊论文作者，见表 4.4。表中看出，来自中

国人民大学的发文作者最多，有 8 位；其次是福建农林大学和西安交通

大学的学者，均有两位；其他各机构均只有一位。发文较多的学者中，

只有一位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其他学者均来自高校。 

表 4.4 发表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数量较多的学者 

序号 作者 所属机构 文献数量 

1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 25 

2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 18 

3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 16 

4 胡荣 厦门大学 13 

5 陈刚 西南政法大学 13 

6 郑逸芳 福建农林大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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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安宁 复旦大学 11 

8 卢春天 西安交通大学 10 

9 阮荣平 中国人民大学 9 

10 卿石松 华东师范大学 8 

11 张明 西南大学 8 

12 王甫勤 同济大学 7 

13 池上新 深圳大学 7 

14 边燕杰 西安交通大学 7 

15 卢海阳 福建农林大学 7 

16 孙三百 中国社会科学院 7 

17 朱斌 中国人民大学 7 

18 杨哲 安徽工业大学 7 

19 范叶超 中国人民大学 7 

20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 7 

21 郝大海 中国人民大学 7 

22 钟涨宝 华中农业大学 7 

23 鲁元平 中南财经大学 7 

 

2016 至 2018 三年间发表论文 5 篇及以上的学者有 16 位，详情见表

4.5。 

表中看出，有 4 位来自福建农林大学，为近 3 年学者数量最多的机

构，并且这些学者的所有论文均在近 3 年发表。 

其次是西南财经大学，有 3 位学者在此期间发表了学术论文，所有

论文也均在近三年发表。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有两位，其中李路路老师的论文总数量是

这 16 位学者中最多的，共计 18 篇。另外一位学者祝仲坤的论文也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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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于近三年。 

除此之外，还有 3 位学者的全部论文均发表在近 3 年，这些学者都

有可能是这个领域的后起之秀。 

表 4.5 近 3 年发表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数量较多的学者 

序号 作者 所属机构 近三年论文数量 论文总数量 近 3 年占比 

1 郑逸芳 福建农林大学 12 12 100% 

2 胡荣 厦门大学 9 13 69% 

3 卢海阳 福建农林大学 7 7 100% 

4 池上新 深圳大学 7 9 78% 

5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 7 18 39% 

6 程璆 福建农林大学 6 6 100% 

7 许佳贤 福建农林大学 6 6 100% 

8 谭远发 西南财经大学 6 6 100% 

9 胡安宁 复旦大学 6 12 50% 

10 倪志良 南开大学 6 6 100% 

11 丁述磊 东北财经大学 5 5 100% 

12 杨哲 安徽工业大学 5 7 71% 

13 李树良 重庆工商大学 5 5 100% 

14 周葵 西南财经大学 5 5 100% 

15 何兴邦 西南财经大学 5 5 100% 

16 祝仲坤 中国人民大学 5 5 100% 

 

4.4 来源期刊 

经统计，共计 782 种国内中文期刊刊发了基于 CGSS 数据产出的论

文。表 4.6 统计了刊发论文数量不少于 10 篇的期刊。其中《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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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两个期刊位于前 2 位，且在论文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期刊。 

表 4.6 国内刊发论文数量在 10 篇及以上的期刊 

序号 刊名 论文数量 序号 刊名 论文数量 

1 社会 57 19 中国人口科学 14 

2 社会学研究 54 20 教育与经济 14 

3 统计与决策 22 21 江苏社会科学 13 

4 中国社会科学 21 22 社会科学 13 

5 人口与发展 21 23 财贸经济 13 

6 西北人口 21 24 兰州学刊 12 

7 中国青年研究 20 25 南方经济 12 

8 财经研究 20 26 经济研究 12 

9 经济学动态 19 27 经济评论 12 

10 世界经济文汇 18 28 统计研究 12 

11 青年研究 18 29 农业技术经济 11 

12 南方人口 17 30 经济与管理研究 11 

13 管理世界 17 31 财经科学 11 

14 调研世界 16 32 人口学刊 10 

15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5 33 学海 10 

16 人口与经济 15 34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10 

17 人口研究 15 35 软科学 10 

18 社会学评论 15  

 

CNKI 数据库根据其收录期刊近 2 年的被引用情况计算了复合影响

因子，据此可以来分析期刊的影响力。 

如图 4.8 和表 4.7 所示，基于 CGSS 进行研究产出的期刊论文集合中

大部分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集中在 0 到 2 之间，刊发论文数量大部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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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 篇以内。 

复合影响因子最高的是《经济研究》，为 11.232，刊发了共计 12 篇

论文；复合影响因子高于 5 的期刊有 16 个，刊发论文共计 187 篇。 

而刊发论文数量最多的两个期刊《社会》和《社会学研究》影响因

子分别是 3.823 和 5.187。 

复合影响因子较高也刊发论文数量也较多的期刊是《中国社会科学》，

复合影响因子为 7.218，刊发论文 21 篇。 

以期刊发文量 15 篇和复合影响因子 5 作为参考，将期刊划分为四个

区域，如图 4.8 所示。可以看出，处在右上方的《中国社会科学》、《社会

学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管理世界》的刊发论文量和复合影响因子

都相对较高；处在右下方的《经济研究》、《人口研究》、《经济学（季刊）》、

《金融研究》、《地理学报》等期刊复合影响因子较高，但刊载关于 CGSS

的文章数量较低；左上方的《社会》刊发量高，但复合影响因子小于 5；

其余大部分期刊处在左下方，即刊发论文量和复合影响因子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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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期刊复合影响因子与刊发论文数量的关系 

 

表 4.7 复合影响因子大于 5 或刊载论文数量 20 的期刊 

序号 文献来源 复合影响因子 论文数量 

1 经济研究 11.232 12 

2 中国社会科学 7.218 21 

3 金融研究 7.13 3 

4 经济学(季刊) 6.152 8 

5 管理世界 6.016 17 

6 地理学报 5.876 2 

7 公共管理学报 5.673 6 

8 世界经济文汇 5.615 18 

9 世界经济 5.6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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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口研究 5.433 15 

11 地理研究 5.419 2 

12 中国农村观察 5.302 9 

13 中国农村经济 5.239 7 

14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5.211 4 

15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5.211 3 

16 社会学研究 5.187 54 

17 社会 3.823 57 

18 统计与决策 1.135 22 

19 中国社会科学 7.218 21 

20 人口与发展 1.721 21 

21 西北人口 1.539 21 

22 财经研究 4.149 20 

23 中国青年研究 1.396 20 

 

4.5 被引用情况 

基于 CGSS 进行研究产出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在 CNKI 数据库中被

引频次的分布情况见图 4.9。有 1541 篇论文被其他文献引用，占国内中

文期刊论文总量的 73%，有 1038 篇论文被引用了 1 至 10 次，占到被引

文献的 67%，而被引用在 30 次以上的论文有 175 篇，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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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国内中文期刊论文在 CNKI 数据库中不同被引用频次文献的组成情况 

 

考虑到期刊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少与发表时间的长短有关，本报告

进一步分析了论文被引频次与发表时间的关系，如图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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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不同被引频次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数量与发表时间的关系 

 

如图 4.10 所示，未被引用的论文主要是发表于 2016 年至 2018 年，

有 468 篇，占未被引用论文总数的 82%。 

被引用 1 次至 10 次的文献中，大量的文献也都集中在近三年，有

555 篇，占这个区间文献数量的 53%，且有一半以上的论文被引次数不

超过 3 次。 

被引用 11次以上的文献中，2005年至 2015年发表的文献有 443篇，

占到了这个区间文献总数的 88%，且发表时间越早，被引用次数较高的

文章所占比例越大。 

截止到 2019 年 5 月，被引用频次最高的论文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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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所的李煜于 2006 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

—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

被 CNKI 数据库中的文献引用了 393 次。其次中国人民大学的刘精明于

2005 年发表的《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

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被CNKI

数据库中的文献引用了 347 次。被引用频次最多的 10 篇论文清单详见表

4.8。 

表 4.8 在 CNKI 数据库中被引用次数排名前 10 位的论文 

序

号 

被引 

次数 
题名 

发表 

年份 

第一 

作者 

CGSS

年份 

1 393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

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 
2006 李煜 2003 

2 347 

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

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

实证研究 

2005 刘精明 2003 

3 287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

和流动 
2008 陆益龙 2003 

4 279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 2008 李培林 2006 

5 235 
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

国“五普”数据的分析 
2005 边燕杰 2003 

6 217 
破解中国的“Easterlin 悖论”:收入差距、

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 
2011 何立新 2005 

7 213 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 2006 刘精明 2003 

8 204 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 2007 冯仕政 2003 

9 188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

CGSS 数据的追踪研究 
2012 刘军强 

2003;

2005;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影响力文献计量分析报告 

 

36 
 

2006;

2008;

2010 

10 184 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 2006 边燕杰 2003 

 

4.6 研究热点 

在采用 CGSS 数据开展的研究中，为了了解学者们最关心哪些热点，

本报告统计了国内中文期刊论文中最常出现的 47 个关键词，形成词云，

见图 4.11。图中字体大小代表的是对该主题的关注程度高低。主观幸福

感、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农民工、收入差距、社会信任、社会分层、

性别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热词反映了依据 CGSS 数据所做研究聚焦

的热点。此外，CGSS 也作为最主要的词汇出现在关键词词云中。 

 

图 4.11 国内中文期刊论文关键词热点 

 

由于文献作者在使用关键词时存在表述上的差异，位居前列的关键

词只代表了少部分的热点词汇。为了获得更细致的热点关键词，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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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键词拆分成中文单词，制作了最常出现的约 100 个关键词单词的词

云，如图 4.12 所示。“社会”作为 CGSS 数据应用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占

据了热点单词的首位；收入、幸福感、教育、资本、居民、主观、环境、

信任、性别、家庭、政治、经济、结构、阶层等词汇以更普遍的方式反

映出基于 CGSS 数据进行的研究工作所关注的社会热点。 

 

图 4.12 国内中文期刊关键词单词热点 

5. 基于 CGSS 数据进行研究的国内学位论文分析 

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重要学术与研究成果，是了解学术

动态和学科发展信息的重要信息来源。同时，也可反映 CGSS 数据在高

等教育领域的应用情况。本章从学科、机构、学者的角度对检索得到的

565 篇基于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国内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5.1 学科分布 

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国内学位论文在各学科大类的分布情况如图

5.1 所示。国内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的情况相似，涵盖了马列毛邓、哲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4 个基本部类的研究内容。其中，经济（F 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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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总论（C 类）以及政治、法律（D 类）文献共计 542 篇，约占学

位论文总数的 96%。 

 

图 5.1 国内学位论文在各学科大类的分布情况 

 

国内学位论文分布在 44 个研究领域（详见附录 3），主要集中的研

究领域见表 5.1。表 5.1 中看出，分布在前 10 个领域的论文数量之和为

499 篇，占到全部论文数量的 88%；社会学（C91）有 142 篇，仍是发表

论文数量最多的领域；对比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数量最多的 12 个研究领

域，表 5.1 所展示 10 个研究领域在期刊论文中均有涉及。 

表 5.1 国内学位论文来源最多的 10 个研究领域 

TOP10 中图分类号 类别名称 文献数量 

1 C91 社会学 142 

2 D6 中国政治 116 

3 F2 经济管理 110 

4 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 91 

5 G4 教育 60 

15

10

12

22

74

146

163

233

0 50 100 150 200 250

其他

R 医药、卫生

B 哲学、宗教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D 政治、法律

C 社会科学总论

F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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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8 财政、金融 38 

7 F3 农业经济 34 

8 C92 人口学 19 

9 D4 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与组织 14 

10 X2 社会与环境 14 

 

本报告统计了学位论文数量前 5 的研究领域的逐年变化数据，如图

5.2 所示。社会学（C91）、中国政治（D6）、经济管理（F2）和世界各国

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1）领域的学位论文数量均呈现上升的

趋势，先后在 2014、2016 和 2018 年达到顶峰；而教育（G4）类别的学

位论文除 2016 年以外都在 10 篇以内。 

 

图 5.2 前 5 大学科的学位论文数量的逐年变化情况 

 

再分析应用 CGSS 数据进行研究的国内学位论文主要涉及的研究方

向，见表 5.2。国民收入、国民财富（F124.7）是出现频次最高学术方向，

有 43 篇相关论文。论文数量在 10 篇以上的研究方向有 18 个，全部来自

国内中文文献最多的 5 个学科大类（F、C、D、G、X），论文数量总计

281 篇，占到国内学位论文总量的一半。 

表 5.2 国内学位论文数量在 10 篇及以上的研究方向 

序号 中图分类号 学科方向 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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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124.7 国民收入、国民财富 43 

2 F249.2 中国（劳动经济概况） 33 

3 C912.6 社会心理、社会行为 32 

4 F224 经济数学方法 29 

5 D630 国家机关工作与人事管理 21 

6 C913.68 妇女问题 19 

7 F323.6 农业劳动力与农业人口 17 

8 G521 教育改革与发展 16 

9 D663 阶级、阶层 15 

10 F126 人民生活状况 15 

11 F299.23 城市土地经济、房地产经济 14 

12 D621.5 公民权利与义务 13 

13 X24 人类、资源、能源与环境的关系 13 

14 C913.2 职业 12 

15 D632.1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 12 

16 F126.2 收入分配状况 12 

17 C913.1 恋爱、家庭、婚姻 11 

18 F249.24 中国劳动工资 10 

5.2 主要机构 

565 篇学位论文来自于 94 所高校或科研机构（详见附录 4），其中产

出论文最多的机构如图 5.3 所示。发文数量前 10 位的机构全部为高校，

复旦大学跃居首位，并且产出了最多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最多的机构

是华中科技大学，其学位论文总数量位列第 2；国内中文文献产出期刊

论文数量最多的中国人民大学产出的学位论文数量排在第 3 位。山东大

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数量都是 14 篇，在硕士论文发表量排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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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第二。 

 

图 5.3 产出国内学位论文最多的 10 所机构 

 

进一步分析上述 10 所机构产出的国内学位论文在时间上的分布情

况，如图 5.4 所示。 

 

图 5.4 前 10 位机构的国内学位论文产出数量逐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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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起，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产出了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

首批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的学位论文在 2010 年开始上升，2011 年和 2013

年分别达到 9 篇和 10 篇；中国人民大学产出的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 2009

年和 2011 年，此后没有相关学位论文产出；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产出的学位论文经历了逐年增长后在 2014 年达到了高峰；

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的相关

学位论文则在近五六年稳定在 5 篇以内。前 10 名机构中均未在 2017 年

和 2018 年产出相关的学位论文。 

本报告统计了国内学位论文发表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在前 10 个研究

领域的数量分布情况，如图 5.5 所示。 

 

图 5.5 国内学位论文发表量前 10 名机构在主要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C91 社会学，C92 人口学，D4 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与组织，D6 中国

政治，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2 经济计划与管理，F3 农业

经济， F8 财政、金融，G4 教育，X2 社会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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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位论文数量最多的 10 所机构在社会学（C91）领域均有学位

论文产出；相较于其他机构，复旦大学在统计的 9 个领域中均产出了学

位论文；从各机构的学科分布情况看，华中科技大学的论文主要集中在

中国政治（D6）和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1）领域，

且在前 10 机构中最多；天津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社

会学（C91）领域；西南财经大学论文成果集中在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

济史、经济地理（F1）和经济计划与管理（F2）领域；华东师范大学和

浙江大学则在经济计划与管理（F2）领域的论文成果比较集中。 

5.3 主要学者 

在应用 CGSS 数据完成的学位论文方面，指导论文数量最多的导师

见表 5.3。天津师范大学的贺寨平指导了 14 篇硕士学位论文，是指导

CGSS 相关学位论文最多的导师，其次是复旦大学的刘欣老师，但这两

位老师都仅仅指导了硕士论文，没有指导过相关博士论文。指导博士论

文最多的有 5 位导师，均指导了 3 篇博士论文，其中有 2 位来自吉林大

学。 

表 5.3 指导完成的国内学位论文数量较多的导师 

博士学位论文≥2 篇 硕士学位论文≥4 篇 

序

号 
导师 所属机构 

文献

数量 

序

号 
导师 所属机构 

论文

数量 

1 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 
3 1 

贺寨

平 

天津师范大

学 
14 

2 傅红春 华东师范大学 3 2 刘欣 复旦大学 10 

3 张世伟 吉林大学 3 3 
任国

强 

天津理工大

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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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宝安 吉林大学 3 4 李煜 
上海社会科

学院 
7 

5 王韬 华中科技大学 3 5 
吴愈

晓 
山东大学 6 

6 王维国 东北财经大学 2 6 
闭伟

宁 
广西大学 5 

7 谢家智 西南大学 2 7 
张兆

曙 

浙江师范大

学 
4 

8 吴忠民 中共中央党校 2 8 白锐 暨南大学 4 

9 李慧中 复旦大学 2 9 雷洪 
华中科技大

学 
4 

10 刘蓉 西南财经大学 2 10 
龚志

民 
湘潭大学 4 

11 彭代彦 华中科技大学 2 

12 张克中 华中科技大学 2 

 

6. 基于 CGSS 数据进行研究的国际论文分析 

本章主要统计分析在国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的国际英文文献数

据，分析 CGSS 数据在全球范围的使用情况。本章仍是从文献类型、学

科分类、主要的机构、学者与出版物和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分析解读，

此外，还考察了国际英文文献在国家或地区的分布情况。 

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国际论文中有 259 篇被 WOS 核心合集的

SSCI、SCI、A&HCI 等收录较高水平期刊或会议的数据库收录。此外，

ProQuest 平台收录了 80 篇来自中国内地之外机构的学位论文，上述两个

数据集合的文献合计 291 篇，占到全部国际英文文献的 64%（见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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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获得的国际论文数据来自三个不同的数据平台，各平台的标引和著

录方式存在差异，之后的章节我们将主要采用 WOS（SCI & SSCI)核心

合集收录期刊论文数据和 ProQuest 平台的学位论文数据来分析 CGSS 数

据在国际范围的应用情况和特点。 

 

图 6.1 WOS（SCI & SSCI)核心合集期刊论文和 ProQuest 学位论文在国际英文文

献中的比例 

6.1 学科分布 

被 WOS（SCI & SSCI)核心合集收录的期刊论文（以下简称 SCI & 

SSCI)期刊论文）共计 241 篇，按照 WOS（SCI & SSCI)的学科分类划分，

这些论文共涉及 35 个学科（详见附录 5），其中发表论文数量 9 篇及以

上的学科类别见表 6.1。和国内中文文献学科分布情况相似，社会学依然

是论文发表最集中的领域，而针对中国或亚洲的区域研究处于第 7 位。 

表 6.1 SCI & SSCI 期刊论文数量位居前列的学科分类 

序号 Web of Science 学科分类 分类译名 文献数量 

1 Sociology 社会学 85 

2 Business & Economics 商业与经济学 41 

3 Social Sciences - Other Topics 社会科学-其他主题 41 

80

259

95

ProQuest学位论文

WOS核心合集期刊论文

其他国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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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nvironmental Sciences & Ecology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19 

5 Psychology 心理学 18 

6 
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公共，环境与职业

健康 
18 

7 Area Studies 区域研究 15 

8 Demography 人口学 12 

9 Science & Technology - Other Topics 科学技术-其他主题 10 

10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教育与教育研究 9 

11 Government & Law 政府与法律 9 

 

逐年分析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数量位居前列的 11 个学科，

如图 6.2 所示，排名前 3 位的社会学、商业与经济学、社会科学-其他主

题均分布在 2011 年之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其他主题论文数量最多的

年份分别是 2013 年和 2014 年，商业与经济学则较多的分布在 2014 年至

2017 年；在统计到的 11 个学科中，论文最早出现在教育领域，发表于

2007 年，但其后多年没有相关论文的产出，直到 2012 年，相继又发表

了 8 篇与教育相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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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主要的 WOS（SCI & SSCI)学科的论文数量逐年的变化情况 

（S 社会学；BE 商业与经济学；SSOT 社会科学-其他主题；ESE 环境科学与生态

学；P 心理学；PEOH 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AS 区域研究；D 人口学；STOP

科学技术-其他主题；EER 教育与教育研究；GL 政府与法律） 

6.2 区域分布 

根据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的地址信息，我们发现共有来自

17 个国家或地区的作者参与发表了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论文，见表

6.2。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在国际论文方面，中国大陆地区仍是发表数量最

多的区域，其次是美国，并且前 2 名的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数

量远多于其他地区。 

表 6.2 参与发表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的国家及地区 

序号 国家或地区 论文数量 序号 国家或地区 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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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大陆 143 10 新加坡 4 

2 美国 93 11 瑞典 2 

3 英国 20 12 南非 1 

4 韩国 13 13 奥地利 1 

5 日本 12 14 德国 1 

6 中国台湾 10 15 新西兰 1 

7 加拿大 9 16 泰国 1 

8 澳大利亚 8 17 马来西亚 1 

9 荷兰 5    

 

再分析各个国家及地区间的合作关系，如图 6.3 所示，中国大陆地

区（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荷兰、加拿

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瑞典均有合作，发表 WOS（SCI & SSCI)

期刊论文 63 篇，占到了中国大陆地区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数量

的 48%，其中与美国合作 48 篇，占到总数的 34%。瑞典、荷兰、马来西

亚、德国、新西兰和奥地利、南非和泰国发表的论文都是通过与他国合

作的方式，而新加坡则全部是独立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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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参与发表 SCI & SSCI 期刊论文的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合作情况 

 

通过 ProQuest 平台的学位论文数据库获知，80 篇国际学位论文分别

来自美国、中国香港、加拿大和英国，其中美国以 59 篇论文位居第一，

占到了论文总数的 74%。（见表 6.3） 

表 6.3 学位论文的来源国家或地区 

国家或地区 学位论文数量 国家或地区 学位论文数量 

美国 59 加拿大 5 

中国香港 13 英国 3 

6.3 主要机构 

采用 CGSS 数据发表的 SCI & SSCI 期刊论文集合共涉及了 208 所

国内外的机构（详见附录 6），其中参与发表 4 篇及以上论文的机构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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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其名单见表 6.4。这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机构有 15 个，美国有 8 个，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有 2 个和 1 个，位于前 6 位的机构全部来

自中国，国外参与发表 SCI & SSCI 期刊论文最多的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大学，发表了 8 篇论文。 

表 6.4 发表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的主要机构 

序

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国家或地

区 

论文

数量 

1 Fudan Univ 复旦大学 中国内地 21 

2 Renmin Univ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内地 17 

3 Hong Kong Univ Sci & Technol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香港 15 

4 Chinese Univ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13 

5 Acad Sinica 中央研究院 中国台湾 8 

6 Tsinghua Univ 清华大学 中国内地 8 

7 Univ Calif 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8 

8 Zhejiang Univ 浙江大学 中国内地 8 

9 Sun Yat San Univ 中山大学 中国内地 7 

10 Univ Michigan 密歇根大学 美国 7 

11 Ohio State Univ 俄亥俄州立大学 美国 6 

12 Peking Univ 北京大学 中国内地 6 

13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内地 6 

14 Boston Coll 波士顿学院 美国 5 

15 Univ Minnesota 明尼苏达大学 美国 5 

16 Univ Sci & Technol Beijing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内地 5 

17 Univ Seoul 首尔大学 韩国 5 

18 Chongqing Univ 重庆大学 中国内地 4 

19 Harvard Univ 哈佛大学 美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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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acquarie Univ 麦格理大学 澳大利亚 4 

21 Nanjing Univ 南京大学 中国内地 4 

22 Natl Univ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4 

23 Shanghai Acad Social Sci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内地 4 

24 Shanghai Univ 上海大学 中国内地 4 

25 Univ Manchester 曼切斯特大学 英国 4 

26 Univ N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大学 美国 4 

27 Univ Oklahoma 俄克拉荷马大学 美国 4 

28 Univ Oxford 牛津大学 英国 4 

29 Wuhan Univ 武汉大学 中国内地 4 

30 Xi An Jiao Tong Univ 西安交通大学大学 中国内地 4 

31 Xiamen Univ 厦门大学 中国内地 4 

32 Yonsei Univ 延世大学 韩国 4 

 

我们选择发表 SCI & SSCI 期刊论文 8 篇及以上的 8 所机构，分析他

们发表的论文在前 11 个 WOS（SCI & SSCI)学科的分布情况。如图 6.4

所示，前 8 所机构（除了浙江大学以外）几乎都在社会学领域均有论文

产出，其次在商业与经济学领域产出论文的机构也较多；复旦大学发表

的论文在学科上涉及最广泛，占据了 11 个领域中的 8 个，它同香港科技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在社会学领域发表的论文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中国

人民大学发表的论文分布在 7 个研究领域，不同于前 4 名的其他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在商业与经济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领域有较多的研究，

均发表了 6 篇论文，且在环境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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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主要机构的 SCI & SSCI 期刊论文在主要学科分类中的数量分布 

（S 社会学；BE 商业与经济学；SSOT 社会科学-其他主题；ESE 环境科学与生态

学；P 心理学；PEOH 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AS 区域研究；D 人口学；STOP

科学技术-其他主题；EER 教育与教育研究；GL 政府与法律） 

 

在基于 CGSS 数据的研究中，SCI & SSCI 期刊论文产出位于前列的

机构之间也有比较多的合作，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如图 6.5 所示。其中

与其他机构合作最多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都与其他五家机构

有合作；合作最少的是北京科技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都只与一家机

构有合作；上海交通大学和首尔大学则没有跟图中所示结构有任何合作。

复旦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合作产出的论文最多，有 3 篇；论文最多有

三家机构合作发表，一篇是由密歇根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合作发

表的，另一篇是由密歇根大学、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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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发表 5 篇及以上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的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基于 CGSS 数据产出的国际学位论文共来自 42 所机构（详见附录

7）。其中源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学位论文共 10 篇，是中国内地之外产出学

位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产出 2篇及以上国际学位论文的机构共有 20个，

名单见表 6.5。 

表 6.5 国际学位论文的主要来源机构 

序

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国家或地

区 

论文

数量 

1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香港 10 

2 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大学 美国 6 

3 Clemson University 克莱姆森大学 美国 3 

4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美国 3 

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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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威斯康星大学 美国 3 

7 University of Delaware 特拉华大学 美国 3 

8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 3 

9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2 

10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 美国 2 

11 Iowa State University 爱荷华州立大学 美国 2 

12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歇根大学 美国 2 

13 Purdue University 普度大学 美国 2 

14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大学 英国 2 

1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北卡罗来纳大学

夏洛特分校 
美国 2 

16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萨斯喀彻温大学 加拿大 2 

1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2 

18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明尼苏达大学 美国 2 

19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2 

20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华盛顿州立大学 美国 2 

 

6.4 主要学者 

表 6.6 列举的是发表了 3 篇及以上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的作

者，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有 7 位；复旦大学的胡安宁是发表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数量最多的学者，第 4 章第 3 节中的统计数据显示，他

还发表了 11 篇基于 CGSS 的国内中文文献；此外，还有 5 位美国学者位

列发文数量较多的作者名单中，中国香港地区的学者有 3 位，中国台湾

地区的学者有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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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发表 3 篇及以上 SCI & SSCI 期刊论文的学者 

序号 作者 所属机构 国家或地区 论文数量 

1 Hu, Anning 复旦大学 中国内地 12 

2 Wu, Xiaogang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香港 9 

3 Hu, Feng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内地 5 

4 Qian, Yue 俄亥俄州立大学 美国 5 

5 Cheng, Zhiming 麦考瑞大学 澳大利亚 4 

6 Hong, Dayong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内地 4 

7 Xiao, Chenyang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内地 4 

8 Yi, Chin-Chun 中央研究院 中国台湾 4 

9 Hu, Yang 埃塞克斯大学 英国 3 

10 Xie, Yu 密歇根大学 美国 3 

11 Li, Jun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内地 3 

12 Piotrowski, Martin 俄克拉荷马大学 美国 3 

13 Qian, Zhenchao 俄亥俄州立大学 美国 3 

14 Smyth, Russell 莫纳什大学 澳大利亚 3 

15 Tam, Tony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香港 3 

16 Tong, Yuying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3 

17 Wang, Peigang 武汉大学 中国内地 3 

18 Xu, Qingwen 波士顿学院 美国 3 

19 Yeung, Wei-Jun Jean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3 

20 Zuo, Hong 浙江大学 中国内地 3 

 

表 6.7 是指导 2 篇及以上国际学位论文的导师名单，其中，香港科

技大学的吴晓刚以 6 篇位居首位，同时他也以作者的身份发表了 9 篇 SCI 

& SSCI 期刊论文；指导过 2 篇及以上学位论文的导师主要来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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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指导 2 篇及以上学位论文的导师 

序

号 

导师 所属机构 国家或地

区 

论文数

量 

1 Wu, Xiaogang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香港 6 

2 Luo, Ye 克莱姆森大学 美国 3 

3 Morrison, Donna R 乔治城大学 美国 3 

4 Lleras-Muney, 

Adriana 

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2 

5 Whyte, Martin K 哈佛大学 美国 2 

6 Xu, Xiaohe 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

校 

美国 2 

7 Zong, Li 萨斯喀彻温大学 加拿大 2 

 

6.5 来源期刊 

基于 CGSS 数据研究的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共刊发在 121

种期刊中。WOS（SCI & SSCI)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中有一项国际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

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JCR year）中被引用总次数除

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通过影响因子可以量化的评估期

刊学术水平的高低。CGSS 相关的 SCI & SSCI 期刊论文的刊载期刊 2017

年的 JCR 影响因子与论文数量的关系如图 6.6 所示。 

以期刊发文量 3 篇、JCR 影响因子 3 作为参考绘制参考线，如图 6.6

所示。可以从图 6.6 中看出，大部分期刊处在参考线的左下方，即发文量

小于 3 篇、JCR 影响因子也小于 3；以期刊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和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为例，处在参考线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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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期刊说明其发文量较高，但 JCR 影响因子并不高；以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为代表的出于参考线左下方的期刊，其 JCR

影响因子较高，但关于 CGSS 的发文量并不高；参考线右上方的空白说

明没有期刊发文量和 JCR 影响因子均大于 3。 

 

图 6.6 期刊的 JCR 影响因子与刊发论文数量的关系 

 

基于 CGSS 数据研究产出的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的影响因

子分布在 0 至 3 之间，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是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为 5.651；发表论文最多的期刊是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刊发论文共计 23 篇，影响因子为 1.648。（见表 6.8） 

表 6.8 SCI & SSCI 期刊论文数量大于 20 和 JCR 影响因子大于 4 的期刊 

序号 刊名 JCR 影响因子 论文数量 

1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5.651 1 

2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4.643 1 

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17 1 

4 GERONTOLOGIST 4.07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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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NERGY POLICY 4.039 1 

6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48 23 

7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3 21 

 

6.6 被引用情况 

SCI & SSCI 期刊论文被该平台中其他论文引用频次的分布情况见

图 6.7。在 241 篇 SCI & SSCI 期刊论文中，有 198 篇被其他论文引用，

约占 82%，有 93 篇论文被引用了 1 至 5 次，被引用在 30 次以上的论文

有 16 篇，占到 7%。 

 

图 6.7 不同被引用频次的 SCI & SSCI 期刊论文的组成情况 

 

来分析论文被引频次与发表时间的关系，如图 6.8 所示。论文分布

的整体态势与被 CNKI 数据库引用的论文相似，被引次数越多的论文发

表年份越早，被引次数越少的论文发表年份也越晚。未被引用的论文主

要分布在近几年；被引用超过 30 次的论文最多的发表于 2011 年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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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不同被引频次的 SCI & SSCI 期刊论文数量与发表时间的关系 

 

被引用频次最高的论文是 2012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也是西安交通

大学的学者）的边燕杰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路路在期刊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合作发表的文章，在 WOS（SCI & SSCI)平台

中被引用了 73 次。表 6.9 是被引用频次在 50 次及以上的论文清单。 

表 6.9 在 SCI & SSCI 平台中被引用次数前 6 位的论文 

序

号 

被引

次数 
题目 

发表

年份 
第一作者 

CGSS

年份 

1 73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3-8) 

Sample Designs and Data Evaluation 
2012 Bian, Yanjie 

2003; 

2005; 

200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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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07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0 2 2 2 8 9 20

1-5 1 3 10 10 14 14 23 18

6-10 2 3 7 10 9 5 2 1

11-30 2 1 5 3 10 12 7 6 3 1

>30 2 3 4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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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引

次数 
题目 

发表

年份 
第一作者 

CGSS

年份 

2 63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China 
2010 

Xiao, 

Chenyang 
2003 

3 58 
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 
2011 Hu, Feng 2006 

4 55 

Sense of Community, Neighboring, and Social 

Capital as Predictors of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2010 Xu, Qingwen 2005 

5 54 

Filial p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2013 
Yeh, Kuang-

Hui 
2006 

6 50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Outcomes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The Urban-Rural 

Dimension 

2012 
Norstrand, 

Julie A 
2005 

6.7 研究热点 

为了分析基于 CGSS 数据所产出的国际论文所聚焦的热点，我们统

计了国际论文中最常出现的 34 个关键词，形成词云，见图 6.9。 

 

图 6.9 国际论文关键词热点 

 

基于 CGSS 数据开展的研究文献中，“China”和“Happiness”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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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与国内论文的研究热点相似，性别（Gender）、婚

姻（Marriage）、教育（Education）、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家庭（Family）

等也是国外论文所关注的热点；而中国城市（Urban China）、健康测评

（Self-rated health）、迁移（Migration）在国际论文的词云中格外突出；

东亚（East Asian）、日本（Japan）、全球化（globalization）则是在国际论

文中所特有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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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为了解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国内外学术领域的应用情

况和影响力，本报告以 CNKI、万方、读秀、WOS（SCI & SSCI)、ProQuest

和 EBSCOhost 六个平台为数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主要对应

用 CGSS 数据开展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时间分布、学科分布、地域分布、

主要机构、主要学者、刊载期刊和研究热点等方面的统计分析。 

通过检索和清理，共遴选出与 CGSS 相关的国内中文文献信息 5564

条，国际英文文献信息 531 条，其中基于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文

献记录分别有 2705 条和 435，占到国内和国际英文文献的 49%和 82%，

并且自 2005 年首次出现应用该数据的论文以来，国内外文献数量都呈现

逐年上升的趋势。到目前为止，国内中文文献中，基于 2010 年度 CGSS

数据的进行分析研究文献数量最多，有 718 篇；国际英文文献中，基于

2006 年度 CGSS 数据的进行分析研究文献数量最多，有 128 篇。从整体

上看，应用数据产出文献的数量高峰一般出现在数据调查年份后的 5 至

10 年。 

在应用 CGSS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献集合中，期刊论文和学位论

文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国内中文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分别有 2115 篇

和 565 篇，国际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分别有 355 篇和 80 篇，而且，这两

种类型的文献在数量上均表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在学科分布方面，基于 CGSS 进行研究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涉及了

中图法分类中马列毛邓、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4 个基本部类的 14

个大类、58 个二级分类，其中社会学、中国政治是文献比较集中的研究

领域，而且近几年保持了较高的热度，国内学位论文涉及 44 个二级分类，

热门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与期刊论文相似；被 WOS（SCI & SSCI)核心

合集收录的国际期刊论文有 241 篇，它们分布于 35 个 WOS（SCI &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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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类。 

据统计，共有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作者参与发表了应用 CGSS 数

据的 WOS（SCI & SSCI)论文，其中美国是仅次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相关

论文产出区域，在 4 个国际学位论文来源国家及地区中，美国的论文数

量位居首位。 

在机构方面，国内中文期刊论文的署名单位共计 512 所，学位论文

产出单位有 94 所，WOS（SCI & SSCI)核心合集收录期刊论文涉及了 208

所机构，80 篇 ProQuest 学位论文的则来自全球的 42 所高校。中国人民

大学在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数量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位列首位，且在论文

发表的时间和涉猎的研究领域方面分布广泛；复旦大学在国内中文期刊

论文数量上位居次席，其在国内学位论文和国际 WOS（SCI & SSCI)论

文两项上则占据头名。香港科技大学产出的国际学位论文数量最多，其

产出的 WOS（SCI & SSCI)论文数量在机构排名中位列第 2，在区域研究

领域具有优势。 

进一步分析应用 CGSS 数据的主要学者发现，从国内论文来看，来

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陆益龙、洪大用、李路路、西南政法大学的陈刚、厦

门大学的胡荣等学者发表了数量较多的期刊论文；天津师范大学的贺寨

平作为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数量最多；福建农林大学的郑逸芳、卢海阳、

程璆、许佳贤，深圳大学的池上新，厦门大学的胡荣，西南财经大学的

谭远发是近 3 年开始活跃的学者；国际论文方面，复旦大学的胡安宁和

香港科技大学的吴晓刚表现突出。 

在内地出版的刊物中，《社会》和《社会学研究》两个期刊发表了最

多的应用 CGSS 数据进行研究的论文，刊载期刊中复合影响因子最高的

是《经济研究》，为 11.232，刊发了共计 12 篇相关文章。在被 WOS（SCI 

& SSCI) 平台收录的期刊中，刊发相关论文最多的是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共计 23 篇，影响因子为 1.648；影响因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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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是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为 5.651，刊发了 1 篇

相关文章。 

基于 CGSS 数据开展的研究中，“社会”是国内论文中最热门的单词，

而国际论文中最常出现关键词是“CHINA”。此外，幸福感、收入、教育、

家庭、性别、经济发展等概念是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中所共同关注的研

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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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基于 CGSS 数据分析研究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的学科

分布 

序号 中图法分类号 类别名称 文献数量 

1 C91 社会学 528 

2 D6 中国政治 382 

3 F2 经济管理 373 

4 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 255 

5 G4 教育 204 

6 F3 农业经济 171 

7 F8 财政、金融 117 

8 D4 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与组织 86 

9 C92 人口学 79 

10 G2 信息与知识传播 57 

11 R1 预防医学、卫生学 54 

12 X2 社会与环境 54 

13 X3 环境保护管理 34 

14 D9 法律 33 

15 B9 宗教 30 

16 G8 体育 24 

17 F7 贸易经济 17 

18 B84 心理学 14 

19 D0 政治学、政治理论 14 

20 F0 经济学 14 

21 D5 世界政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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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1 数学 7 

23 C8 统计学 7 

24 F49 信息产业经济 7 

25 X-4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及普及 7 

26 B82 伦理学(道德哲学) 6 

27 D2 中国共产党 6 

28 H0 语言学 5 

29 H3 常用外国语 5 

30 X5 环境污染及其防治 5 

31 C95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 4 

32 F59 旅游经济 4 

33 G1 世界各国文化与文化事业 4 

34 X1 环境科学基础理论 4 

35 X7 行业污染、废物处理与综合利用 4 

36 E2 中国军事 3 

37 H1 汉语 3 

38 TU 建筑科学 3 

39 B2 中国哲学 2 

40 C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 

41 C93 管理学 2 

42 D73/77 各国政治 2 

43 G0 文化理论 2 

44 K89 风俗习惯 2 

45 R-0 一般理论 2 

46 TP 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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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A8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1 

48 B81 逻辑学(论理学) 1 

49 C5 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性出版物 1 

50 C96 人才学 1 

51 C97 劳动科学 1 

52 D8 外交、国际关系 1 

53 F4 工业经济 1 

54 F5 交通运输经济 1 

55 G3 科学、科学研究 1 

56 K2 中国史 1 

57 R3 基础医学 1 

58 X8 环境质量评价与环境监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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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基于 CGSS 数据分析研究的国内中文期刊论文涉及机

构 

序

号 
机构 

文献

数量 

序

号 
机构 

文献

数量 

1 中国人民大学 244 257 中国药科大学 1 

2 复旦大学 68 258 中国计量大学 1 

3 南京大学 64 25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1 

4 南开大学 63 260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1 

5 武汉大学 60 26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1 

6 中国社会科学院 58 262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 

7 厦门大学 57 263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1 

8 华中科技大学 52 264 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 1 

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6 265 
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

限公司 
1 

10 北京大学 46 266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1 

11 中山大学 45 267 
亚洲(澳门)国际公开

大学 
1 

12 西安交通大学 44 26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1 

13 山东大学 42 269 人民出版社 1 

14 西南财经大学 39 270 伊犁师范学院 1 

15 清华大学 36 271 佩斯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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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央财经大学 34 272 
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

中心 
1 

17 华东师范大学 33 273 兴业银行 1 

18 福建农林大学 33 274 内蒙古大学 1 

19 西南政法大学 33 275 内蒙古科技大学 1 

20 河海大学 32 276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 
1 

21 上海大学 28 277 
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大

学 
1 

22 西南大学 28 278 北京体育大学 1 

23 华东政法大学 27 279 
北京供销大数据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 

24 中南大学 25 280 北京化工大学 1 

25 浙江大学 25 281 北京外国语大学 1 

26 广西大学 23 282 
北京数博思达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1 

27 上海交通大学 22 283 
北京格兰瑞智咨询有

限公司 
1 

28 上海财经大学 22 28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 

29 暨南大学 21 285 北京语言大学 1 

30 华中师范大学 20 286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1 

31 南京农业大学 20 287 北方工业大学 1 

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 288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

院 
1 

33 上海社会科学院 19 289 南京审计大学 1 

34 北京师范大学 19 290 南京工业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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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东北财经大学 18 291 南京市玄武区政府 1 

36 安徽工业大学 18 292 南京晓庄学院 1 

37 吉林大学 16 293 南京林业大学 1 

38 四川大学 16 294 南卡罗莱纳大学 1 

39 浙江财经大学 16 295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 1 

40 香港科技大学 16 296 南昌工程学院 1 

41 华侨大学 15 297 南阳理工学院 1 

42 江西财经大学 15 298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 
1 

43 重庆工商大学 15 299 
台州学院经贸管理学

院 
1 

4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5 300 台湾政治大学 1 

45 华东理工大学 14 301 吉林农业大学 1 

46 华中农业大学 14 302 吉林师范大学 1 

47 华南师范大学 14 303 吉林建筑大学 1 

48 南京财经大学 14 304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1 

49 同济大学 13 305 吉首大学 1 

50 郑州大学 13 306 同志社大学 1 

51 中央民族大学 12 307 哈尔滨商业大学 1 

52 南京理工大学 12 308 哈尔滨工程大学 1 

5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2 309 哈尔滨理工大学 1 

54 华南理工大学 11 310 唐山学院 1 

55 天津理工大学 11 311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 

56 深圳大学 11 312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

院 
1 

57 东南大学 10 313 四川外国语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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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国农业大学 10 314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1 

59 云南大学 10 31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 

60 北京工业大学 10 316 国家体育总局 1 

61 湘潭大学 10 317 国家信息中心 1 

62 福建师范大学 10 318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

会 
1 

63 兰州大学 9 319 
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合

作局 
1 

64 天津师范大学 9 320 国家海洋局 1 

65 安徽大学 9 321 国家烟草专卖局 1 

66 湖南大学 9 322 国际关系学院 1 

67 上海高校社会学 E-研究院 8 323 塔里木大学 1 

68 安徽财经大学 8 324 大连大学 1 

69 香港中文大学 8 325 天津市人民政府 1 

70 中共中央党校 7 326 天津市委党校 1 

71 山东工商学院 7 327 天津财经大学 1 

72 广州大学 7 328 太原工业学院 1 

73 沈阳农业大学 7 329 太原市图书馆 1 

74 河北农业大学 7 330 女王大学 1 

75 浙江师范大学 7 33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1 

76 陕西师范大学 7 332 宁德师范学院 1 

77 青岛大学 7 333 
宁波蓝野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1 

78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7 334 安徽农业大学 1 

79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6 335 安徽建筑大学 1 

80 广东财经大学 6 336 山东农业大学 1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影响力文献计量分析报告 

 

72 
 

81 河北大学 6 337 山东师范大学 1 

82 湖南科技大学 6 338 山东政法学院 1 

83 福州大学 6 339 山东理工大学 1 

84 西华师范大学 6 340 山西医科大学 1 

85 辽宁大学 6 341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1 

86 重庆大学 6 342 山西潞安集团 1 

87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5 343 山西警察学院 1 

8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 344 川北医学院 1 

89 上海行政学院 5 345 常州大学 1 

90 东北师范大学 5 346 广东商学院 1 

9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5 347 广东工业大学 1 

92 云南民族大学 5 348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1 

93 四川农业大学 5 349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东方街道办事处 
1 

94 天津大学 5 350 广东药科大学 1 

95 山西财经大学 5 351 广发证券 1 

96 武汉理工大学 5 352 
广州市社会工作研究

中心 
1 

97 浙江工商大学 5 353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1 

98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5 354 广西中医药大学 1 

99 淮北师范大学 5 355 广西医科大学 1 

10

0 
石河子大学 5 356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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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西北大学 5 357 广西财政厅 1 

10

2 
贵州大学 5 358 庆应义塾大学 1 

10

3 
上海开放大学 4 359 延边大学 1 

10

4 
中国海洋大学 4 360 开平市统计局 1 

10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 361 徐州工程学院 1 

10

6 
云南财经大学 4 362 德国包豪斯大学 1 

10

7 
兰州财经大学 4 363 德国基尔大学 1 

10

8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4 364 成都市第三十六中学 1 

10

9 
北京科技大学 4 365 成都师范学院 1 

11

0 
南京师范大学 4 366 教育部 1 

111 合肥工业大学 4 367 斯坦福大学 1 

11

2 
吉林体育学院 4 368 新加坡国立大学 1 

11

3 
国家统计局 4 369 新疆财经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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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山东财经大学 4 370 日本一桥大学 1 

11

5 
山西师范大学 4 371 日本名古屋大学 1 

11

6 
广西民族大学 4 372 日本大阪商业大学 1 

11

7 
广西财经学院 4 373 日本早稻田大学 1 

11

8 
延安大学 4 374 日本神户大学 1 

11

9 
桂林理工大学 4 375 昆明理工大学 1 

12

0 
江西师范大学 4 376 

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 

12

1 
沈阳师范大学 4 377 杭州师范大学 1 

12

2 
湖北大学 4 37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 

12

3 
湖南农业大学 4 379 柳屯镇政府办公室 1 

12

4 
美国密歇根大学 4 380 格拉斯哥大学 1 

12

5 
西南交通大学 4 381 桂林医学院 1 

12

6 
三峡大学 3 38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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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7 
东北大学 3 383 梧州学院 1 

12

8 
中共成都市成华区委党校 3 384 武汉学院 1 

12

9 
中华女子学院 3 385 武汉科技大学 1 

13

0 
中南民族大学 3 386 武汉轻工大学 1 

13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3 387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 
1 

13

2 
中国人民银行 3 388 

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

究院 
1 

13

3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3 389 江苏沛县龙固镇政府 1 

13

4 
中国科学院 3 390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

所 
1 

13

5 
乐山师范学院 3 391 江苏省常州市委 1 

13

6 
云南师范大学 3 39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 

13

7 
北京交通大学 3 393 江苏省行政学院 1 

13

8 
北京林业大学 3 394 江苏科技大学 1 

13

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395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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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 
华北电力大学 3 396 沈阳化工大学 1 

14

1 
华南农业大学 3 397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1 

14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 398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1 

14

3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3 399 河南城建学院 1 

14

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400 河南工业大学 1 

14

5 
南京邮电大学 3 401 

河南省唐河县城郊乡

物资供销处 
1 

14

6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3 402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1 

14

7 
天津商业大学 3 403 河西学院 1 

14

8 
天津外国语大学 3 404 泉州师范学院 1 

14

9 
安徽师范大学 3 405 泰国法政大学 1 

15

0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 3 406 泰山学院 1 

15

1 
江苏师范大学 3 407 洛阳师范学院 1 

15

2 
河北经贸大学 3 408 济南大学商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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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河南大学 3 409 浙江农林大学 1 

15

4 
海南大学 3 410 浙江外国语学院 1 

15

5 
温州医科大学 3 411 浙江工业大学 1 

15

6 
湖南商学院 3 412 浙江林学院 1 

15

7 
湖南师范大学 3 413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1 

15

8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3 414 淮阴工学院 1 

15

9 
英国布鲁奈尔大学 3 415 渤海大学 1 

16

0 
贵州师范大学 3 416 温州商学院 1 

16

1 
贵州财经大学 3 417 温州大学 1 

16

2 
闽江学院 3 418 

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

心 
1 

16

3 
鲁东大学 3 419 湖北工业大学 1 

16

4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420 湖北民族学院 1 

16

5 
上海金融学院 2 421 湖北科技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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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6 
东北林业大学 2 422 湖北经济学院 1 

16

7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2 423 湖南医药学院 1 

16

8 
中国传媒大学 2 424 湖南城市学院 1 

16

9 
中国建设银行 2 425 湖南生物机电学院 1 

17

0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研究室 2 426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

府研究室 
1 

17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协同创新中心 
2 427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1 

17

2 
中国矿业大学 2 428 湖南警察学院 1 

17

3 
内蒙古财经大学 2 429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1 

17

4 
北京理工大学 2 430 滁州学院 1 

17

5 
北京警察学院 2 431 

漳平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1 

17

6 
南京工程学院 2 43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 

17

7 
南昌大学 2 433 爱知大学 1 

17

8 
台湾中央研究院 2 434 爱荷华大学 1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影响力文献计量分析报告 

 

79 
 

17

9 
吉林财经大学 2 435 环境保护部 1 

18

0 
哈尔滨工业大学 2 436 甘肃政法学院 1 

18

1 
大连理工大学 2 437 生态环境部 1 

18

2 
天津工业大学 2 438 电子科技大学 1 

18

3 
山东科技大学 2 439 盐城工学院 1 

18

4 
山西农业大学 2 440 石家庄学院 1 

18

5 
广东海洋大学 2 441 福州电视台 1 

18

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 442 福建省体育科研所 1 

18

7 
广东金融学院 2 443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1 

18

8 
广西师范大学 2 444 

织金县八步街道办事

处 
1 

18

9 
成都市社科院 2 445 绍兴市委党校 1 

19

0 
扬州大学 2 446 经济管理学院 1 

19

1 
昆明学院 2 447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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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昌吉学院 2 448 美国加州大学 1 

19

3 
汕头大学 2 449 美国圣弗朗西斯大学 1 

19

4 
江南大学 2 450 美国布朗大学 1 

19

5 
江苏大学 2 451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

学 
1 

19

6 
河北金融学院 2 452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

斯大学 
1 

19

7 
河南师范大学 2 453 美国普度大学 1 

19

8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 454 美国波士顿大学 1 

19

9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 455 美国爱荷华大学 1 

20

0 
淮南师范学院 2 456 美国美利坚大学 1 

20

1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 457 美国西北大学 1 

20

2 
湖南省妇女干部学校 2 458 

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

学 
1 

20

3 
烟台大学 2 459 美国麻省大学 1 

20

4 
盐城师范学院 2 460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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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5 
绍兴文理学院 2 461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 1 

20

6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2 462 

英国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 
1 

20

7 
美国哈佛大学 2 463 英国牛津大学 1 

20

8 
美国奥尔布莱特学院 2 464 莱斯桥大学 1 

20

9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2 465 西北工业大学 1 

21

0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2 466 西北师范大学 1 

21

1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2 467 西北政法大学 1 

21

2 
美国耶鲁大学 2 468 西华大学 1 

21

3 
苏州大学 2 469 西安文理学院 1 

21

4 
西南民族大学 2 470 西藏大学 1 

21

5 
西安财经学院 2 471 许昌学院 1 

21

6 
贵州民族大学 2 472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 
1 

21

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 473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

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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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8 
重庆师范大学 2 474 贵州师范学院 1 

21

9 
长春理工大学 2 475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1 

22

0 
闽南师范大学 2 476 贵阳中医学院 1 

22

1 
首都体育学院 2 477 贵阳学院 1 

22

2 
香港城市大学 2 478 赣南医学院 1 

22

3 
《高考金刊》编辑部 1 479 赣南师范学院 1 

22

4 
上海商学院 1 480 赣州银行 1 

22

5 

上海城投置地(集团)有限

公司 
1 481 辽宁工业大学 1 

22

6 
上海外国语大学 1 482 辽宁水利职业学院 1 

22

7 
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学院 1 483 辽宁行政学院 1 

22

8 
上海师范大学 1 484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 
1 

22

9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1 485 

重庆市农村经济与管

理研究中心 
1 

23

0 
上海海事大学 1 486 重庆理工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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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 
上海海关学院 1 487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1 

23

2 
上海理工大学 1 488 铁道警察学院 1 

23

3 
上海电机学院 1 489 铜陵学院 1 

23

4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 490 长安大学 1 

23

5 
东亚大学 1 491 长春大学 1 

23

6 
东北农业大学 1 492 长春工业大学 1 

23

7 
东莞理工学院 1 493 长江大学 1 

23

8 
中共北京大兴区委党校 1 494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1 

23

9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1 495 长沙学院 1 

24

0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1 496 

长沙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1 

24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1 497 长沙理工大学 1 

24

2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1 498 陕西教育学院 1 

24

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 499 青岛市崂山区司法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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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 

中国人口学会历史人口学

专业委员会 
1 500 青岛理工大学 1 

24

5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206 部

队 
1 501 青岛科技大学 1 

24

6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

研究院 
1 502 青海大学 1 

24

7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可

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 
1 503 青海民族大学 1 

24

8 
中国医学科学院 1 504 韩国京畿大学 1 

24

9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 505 韩国延世大学 1 

25

0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

发展研究所 
1 506 韶关学院 1 

25

1 
中国平安银行 1 507 首尔大学 1 

25

2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中小企

业理事会 
1 508 

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

管理协同创新中心 
1 

25

3 
中国民生银行 1 509 马鞍山临床检验中心 1 

25

4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1 51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1 

25

5 
中国石油大学 1 511 黑龙江职业学院 1 

25

6 
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 1 512 

龙岩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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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基于 CGSS 数据分析研究的国内学位论文的学科分布 

序

号 
中图法分类号 类别名称 文献数量 

1 C91 社会学 142 

2 D6 中国政治 116 

3 F2 经济管理 110 

4 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 91 

5 G4 教育 60 

6 F8 财政、金融 38 

7 F3 农业经济 34 

8 C92 人口学 19 

9 D4 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与组织 14 

10 X2 社会与环境 14 

11 D9 法律 11 

12 G2 信息与知识传播 10 

13 R1 预防医学、卫生学 10 

14 D0 政治学、政治理论 9 

15 F0 经济学 8 

16 F7 贸易经济 6 

17 X3 环境保护管理 6 

18 B84 心理学 5 

19 B9 宗教 5 

20 D2 中国共产党 3 

21 G8 体育 3 

22 TP 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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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97 劳动科学 2 

24 J6 音乐 2 

25 1 数学 1 

26 A8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1 

27 B0 哲学理论 1 

28 B82 伦理学(道德哲学) 1 

29 C0 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 1 

30 C96 人才学 1 

31 F49 信息产业经济 1 

32 F4 工业经济 1 

33 G1 世界各国文化与文化事业 1 

34 G3 科学、科学研究 1 

35 H0 语言学 1 

36 K0 史学理论 1 

37 K2 中国史 1 

38 P4 大气科学（气象学） 1 

39 TS 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业 1 

40 TU 建筑科学 1 

41 X-4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及普及 1 

42 X1 环境科学基础理论 1 

43 X4 灾害及其防治 1 

44 X5 环境污染及其防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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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基于 CGSS 数据分析研究国内学位论文作者所属机构 

序号 机构 文献数量 序号 机构 文献数量 

1 复旦大学 38 48 武汉理工大学 2 

2 华中科技大学 21 49 江西财经大学 2 

3 中国人民大学 18 50 浙江工商大学 2 

4 山东大学 16 51 浙江师范大学 2 

5 天津师范大学 14 52 燕山大学 2 

6 西南财经大学 14 53 贵州民族大学 2 

7 南京大学 11 54 辽宁大学 2 

8 浙江大学 11 55 重庆大学 2 

9 华东师范大学 10 56 重庆师范大学 2 

10 吉林大学 10 57 上海交通大学 1 

11 南开大学 9 58 中南大学 1 

12 上海大学 7 59 中国海洋大学 1 

13 上海社会科学院 7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 1 

1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7 61 中央财经大学 1 

15 中山大学 6 62 云南财经大学 1 

16 兰州大学 6 63 内蒙古大学 1 

17 广西大学 6 64 华东政法大学 1 

18 暨南大学 6 65 华中师范大学 1 

19 东北财经大学 5 6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20 天津理工大学 5 67 南京师范大学 1 

21 安徽大学 5 68 南京财经大学 1 

22 西南政法大学 5 69 吉林财经大学 1 

23 陕西师范大学 5 70 哈尔滨理工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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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西南交通大学 4 71 四川农业大学 1 

25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4 72 大连理工大学 1 

26 上海师范大学 3 73 天津财经大学 1 

27 北京大学 3 7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 

28 厦门大学 3 75 山东师范大学 1 

29 山东财经大学 3 76 广东商学院 1 

30 郑州大学 3 77 广西民族大学 1 

31 东北大学 2 78 扬州大学 1 

32 中共中央党校 2 79 昆明医学院 1 

33 中国政法大学 2 80 江苏大学 1 

34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 81 河北农业大学 1 

35 中央民族大学 2 82 浙江财经大学 1 

36 云南大学 2 83 清华大学 1 

37 北京工业大学 2 84 湖南大学 1 

38 华东理工大学 2 85 湖南师范大学 1 

39 华中农业大学 2 86 湘潭大学 1 

40 华南师范大学 2 87 电子科技大学 1 

41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 88 福建农林大学 1 

42 安徽师范大学 2 89 福建师范大学 1 

43 山西大学 2 90 苏州大学 1 

44 山西财经大学 2 9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 

4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 92 西南大学 1 

46 广西师范大学 2 9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 

47 武汉大学 2 94 长春工业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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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基于 CGSS 数据分析研究的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

的学科分布 

序

号 
Web of Science 学科分类 分类译名 

文献

数量 

1 Sociology 社会学 85 

2 Business & Economics 商业与经济学 41 

3 Social Sciences - Other Topics 社会科学-其他主题 41 

4 Environmental Sciences & Ecology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19 

5 Psychology 心理学 18 

6 
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公共，环境与职业

健康 
18 

7 Area Studies 区域研究 15 

8 Demography 人口学 12 

9 
Science & Technology - Other 

Topics 
科学技术-其他主题 10 

10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教育与教育研究 9 

11 Government & Law 政府与法律 9 

12 Urban Studies 城市研究 8 

13 Development Studies 发展学 7 

14 Family Studies 家庭研究 6 

15 Agriculture 农学 5 

16 Health Care Sciences & Services 保健服务学 5 

17 Public Administration 行政管理 5 

1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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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Religion 宗教 4 

20 Criminology & Penology 犯罪学及刑罚学 3 

21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老年医学 3 

22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 3 

23 Anthropology 人类学 1 

24 Asian Studies 亚洲研究 1 

25 Biomedical Social Sciences 生物医学社会科学 1 

26 Communication 通讯 1 

27 Energy & Fuels 能源和燃料 1 

28 Engineering 工程学 1 

29 Geography 地理学 1 

30 Infectious Diseases 传染病学 1 

31 
Integrative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中西医结合 1 

32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中的数学

方法 
1 

33 Mathematics 数学 1 

34 
Meteorology & Atmospheric 

Sciences 
气象与大气科学 1 

35 Transportation 运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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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基于 CGSS 数据分析研究的 WOS(SCI & SSCI)期刊论文

涉及机构 

序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论文数量 

1 Fudan Univ 复旦大学 21 

2 Renmin Univ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 17 

3 Hong Kong Univ Sci & Technol 香港科技大学 15 

4 Chinese Univ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学 13 

5 Acad Sinica 中央研究院 8 

6 Tsinghua Univ 清华大学 8 

7 Univ Calif 加利福尼亚大学 8 

8 Zhejiang Univ 浙江大学 8 

9 Sun Yat San Univ 中山大学 7 

10 Univ Michigan 密歇根大学 7 

11 Ohio State Univ 俄亥俄州立大学 6 

12 Peking Univ 北京大学 6 

13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上海交通大学 6 

14 Boston Coll 波士顿学院 5 

15 Univ Minnesota 明尼苏达大学 5 

16 Univ Sci & Technol Beijing 北京科技大学 5 

17 Univ Seoul 首尔大学 5 

18 Chongqing Univ 重庆大学 4 

19 Harvard Univ 哈佛大学 4 

20 Macquarie Univ 麦格理大学 4 

21 Nanjing Univ 南京大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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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Natl Univ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4 

23 Shanghai Acad Social Sci 上海社会科学院 4 

24 Shanghai Univ 上海大学 4 

25 Univ Manchester 曼切斯特大学 4 

26 Univ N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大学 4 

27 Univ Oklahoma 俄克拉荷马大学 4 

28 Univ Oxford 牛津大学 4 

29 Wuhan Univ 武汉大学 4 

30 Xi An Jiao Tong Univ 西安交通大学大学 4 

31 Xiamen Univ 厦门大学 4 

32 Yonsei Univ 延世大学 4 

33 Baylor Univ 贝勒大学 3 

34 Cent Univ Finance & Econ 中央财经大学 3 

35 Clemson Univ 克莱姆森大学 3 

36 East China Normal Univ 华东师范大学 3 

37 Huazhong Univ Sci & Technol 华中科技大学 3 

38 Kobe Univ 神户大学 3 

39 Monash Univ 莫纳什大学 3 

40 Purdue Univ 普度大学 3 

41 Shandong Univ 山东大学 3 

42 Shanghai Univ Finance & Econ 上海财经大学 3 

43 Sichuan Univ 四川大学 3 

44 Southwest Univ Finance & Econ 西南财经大学 3 

45 SUNY 纽约州立大学 3 

46 Univ Essex 埃塞克斯大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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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Univ Groningen 格罗宁根大学 3 

48 Univ Maryland 马里兰大学 3 

49 Univ Toronto 多伦多大学 3 

50 Univ Wollongong 伍伦贡大学 3 

51 Amer Univ 阿默尔大学 2 

52 American Univ 美利坚大学 2 

53 Chinese Acad Sci 中国科学院 2 

54 
Chongqing Technol & Business 

Univ 
重庆工商大学 2 

55 Dalhousie Univ 达尔豪斯大学 2 

56 Duke Univ 杜克大学 2 

57 Hitotsubashi Univ 一桥大学 2 

58 Natl Taiwan Normal Univ 台湾师范大学 2 

59 Northwest A&F Univ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 

60 Osaka Univ Commerce 大阪商业大学 2 

61 Ritsumeikan Univ 立命馆大学 2 

62 Stanford Univ 斯坦福大学 2 

63 Texas A&M Univ 德州农工大学 2 

64 Tulane Univ 图兰大学 2 

65 Univ Cambridge 剑桥大学 3 

66 Univ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2 

67 Univ Delaware 特拉华大学 2 

68 Univ Georgia 佐治亚大学 2 

69 Univ Southampton 南安普敦大学 2 

70 Wayne State Univ 韦恩州立大学 2 

71 Wuhan Univ Technol 武汉理工大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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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Zhongnan Univ Econ & Law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 

73 Ant Financial 蚂蚁金服 1 

74 Bain & Co 贝恩咨询公司 1 

75 Ball State Univ 鲍尔州立大学 1 

76 Beijing Jiaotong Univ 北京交通大学 1 

77 Canadian Ctr Hlth Econ 加拿大健康经济中心 1 

78 Catholic Univ Korea 韩国天主教大学 1 

79 Cent China Normal Univ 华中师范大学 1 

80 China Agr Univ 中国农业大学 1 

81 
China Europe Int Business Sch 

CEIBS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1 

82 China Univ Geosci 中国地质大学 1 

83 Chinese Acad Social Sci 中国社会科学院 1 

84 Chungnam Natl Univ 春江纳粹大学 1 

85 City Univ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学 1 

86 Columbia Univ 哥伦比亚大学 1 

87 
Ctr Skills Knowledge & Org 

Performance 

技能知识与组织绩效中

心 
1 

88 CUNY Brooklyn Coll 
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

学院 
1 

89 Duksung Womens Univ 杜松女子大学 1 

90 Educ Univ Hong Kong 香港教育大学 1 

91 Emory Univ 埃默里大学 1 

92 Engn Univ CAPF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工程大学 
1 

93 Eulji Univ 尤尔基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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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Fed Reserve Bank Minneapolis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

银行 
1 

95 Fujen Univ 辅仁大学 1 

96 Fukuoka Womens Univ 福冈女子大学 1 

97 Georgia State Univ 佐治亚州立大学 1 

98 
Glendale Community Coll 

Arizona 
格兰德勒社区学院 1 

99 Guangzhou Univ 广州大学 1 

100 Hamamatsu Univ Sch Med 滨松医科大学 1 

101 Hohai Univ 河海大学 1 

102 Hong Kong Inst Educ 香港教育学院 1 

103 Hong Kong Polytech Univ 香港理工大学 1 

104 Hosei Univ 法政大学 1 

105 Hubei Univ Sci & Technol 湖北理工大学 1 

106 Human Sci Res Council 人类科学研究委员会 1 

107 IIASA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

所 
1 

108 IIT 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1 

109 Indiana Univ 印第安娜大学 1 

110 Int Food Policy Res Inst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1 

111 Int Inst Appl Syst Anal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

所 
1 

112 Iowa State Univ 爱荷华州立大学 1 

113 James Madison Univ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 1 

114 Jiangsu Normal Univ 江苏师范大学 1 

115 Johns Hopkins Univ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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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Kainan Univ 开南大学 1 

117 KDI 韩国开发研究院 1 

118 Kochi Univ 高知大学 1 

119 Korea Hlth Promot Fdn 韩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1 

120 KTH Royal Inst Technol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1 

121 Kyoto Univ 京都大学 1 

122 La Trobe Univ 拉筹伯大学 1 

123 Lingnan Univ 岭南大学 1 

124 Louisiana State Univ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1 

125 Maastricht Univ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1 

126 Mahidol Univ 玛希隆大学 1 

127 McMaster Univ 麦克马斯特大学 1 

128 Michigan State Univ 密歇根州立大学 1 

129 Murray State Univ 默里州立大学 1 

130 Nagoya Univ 名古屋大学 1 

131 Nanjing Agr Univ 南京农业大学 1 

132 
Nanjing Univ Posts & 

Telecommun 
南京邮电大学 1 

133 Natl Chengchi Univ 台湾政治大学 1 

134 Natl Inst Hlth Clin Ctr 国立卫生研究中心 1 

135 Natl Sun Yat Sen Univ 国立中山大学 1 

136 Natl Taipei Univ 国立台北大学 1 

137 Natl Taiwan Univ 台湾大学 1 

138 NBER 国家经济研究局 1 

139 New York Univ 纽约大学 1 

140 Norfolk State Univ 诺福克州立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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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Northwest Univ Polit Sci & Law 西北政法大学 1 

142 Northwestern Polytech Univ 西北工业大学 1 

143 Oklahoma State Univ 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 1 

144 Penn State Univ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 

145 Princeton Univ 普林斯顿大学 1 

146 Queens Univ 女王大学 1 

147 Queensland Univ Technol 昆士兰理工大学 1 

148 Resources Future Inc 未来资源研究所 1 

149 Rochester Inst Technol 罗切斯特理工学院 1 

150 Royal Inst Technol KTH 皇家技术学院 1 

151 Seinan Gakuin Univ 西南学院大学 1 

152 Seoul Natl Univ 首尔国立大学 1 

153 Seoul Womens Univ 汉城女子大学 1 

154 Shanghai Acad 上海科学院 1 

155 Shanghai Inst Higher Learning 上海高等教育学院 1 

156 Shenyang Agr Univ 沈阳农业大学 1 

157 Shenzhen Univ 深圳大学 1 

158 Southeast Univ 东南大学 1 

159 Southwest Univ Nationalities 西南民族大学 1 

160 St Johns Univ 圣约翰大学 1 

161 State Council 国务院 1 

162 Sungkyunkwan Univ 成均馆大学 1 

163 Sungshin Univ 松下大学 1 

164 Tianjin Ctr Dis Control & Prevent 天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165 Tianjin Univ Technol 天津科技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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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Univ Aberdeen 阿伯丁大学 1 

167 Univ Bath 巴斯大学 1 

168 Univ Birmingham 伯明翰大学 1 

169 Univ Bonn 波恩大学 1 

170 Univ Bristol 布里斯托大学 1 

171 Univ Canterbury 坎特伯雷大学 1 

172 Univ Edinburgh 爱丁堡大学 1 

173 Univ Florida 佛罗里达州大学 1 

174 Univ 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学 1 

175 Univ Hawaii Manoa 夏威夷马诺阿大学 1 

176 Univ Hong Kong 香港大学 1 

177 Univ Int Business & Econ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 

178 Univ Iowa 爱荷华大学 1 

179 Univ Kansas 堪萨斯大学 1 

180 Univ Lancaster 兰开斯特大学 1 

181 Univ Lethbridge 莱斯布里奇大学 1 

182 Univ Limpopo 林波波大学 1 

183 Univ Malaya 马来亚大学 1 

184 Univ Massachusetts 麻萨诸塞大学 1 

185 
Univ Nebraska Lincoln Child 

Youth & Family Studie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儿童

青少年家庭研究所 
1 

186 Univ Nevada 内华达大学 1 

187 Univ Ontario 安大略大学 1 

188 Univ Reading 雷丁大学 1 

189 Univ Rhode Isl 罗德岛大学 1 

190 Univ St Andrews 圣安德鲁斯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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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Univ Strathclyde 斯特斯克莱德大学 1 

192 Univ Surrey 萨里大学 1 

193 Univ Tennessee 田纳西大学 1 

194 Univ Texas Dallas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

校 
1 

195 Univ Toledo 托莱多大学 1 

196 Univ Tsukuba 筑波大学 1 

197 Univ Utah 犹他大学 1 

198 Univ Utrecht 乌得勒支大学 1 

199 Univ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1 

200 Upjohn Inst Employment Res 美国就业研究所 1 

201 Vanderbilt Univ 范德堡大学 1 

202 Waseda Univ 早稻田大学 1 

203 Wenzhou Business Coll 温州商务中心 1 

204 Wenzhou Univ 温州大学 1 

205 Western Univ 西部大学 1 

206 Xian Univ Finance & Econ 西安财经大学 1 

207 Yangzhou Univ 扬州大学 1 

208 Zhejiang Univ City Coll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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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基于 CGSS 数据分析研究的 ProQuest 学位论文作者所

属机构 

序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论文数

量 

1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大学 10 

2 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大学 6 

3 Clemson University 克莱姆森大学 3 

4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3 

5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学 3 

6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威斯康星大学 3 

7 University of Delaware 特拉华大学 3 

8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 3 

9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2 

10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 2 

11 Iowa State University 爱荷华州立大学 2 

12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歇根大学 2 

13 Purdue University 普度大学 2 

14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大学 2 

1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北卡罗来纳大学

夏洛特分校 
2 

16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萨斯喀彻温大学 2 

1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大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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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明尼苏达大学 2 

19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 2 

20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华盛顿州立大学 2 

21 Baylor University 贝勒大学 1 

22 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 1 

23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密西西比州立大

学 
1 

24 Morgan State University 摩根州立大学 1 

25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俄克拉荷马州立

大学 
1 

26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欧道明大学 1 

27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纽约州立大学奥

尔巴尼分校 
1 

28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阿拉巴马大学 1 

29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亚利桑那大学 1 

3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1 

31 The University of Iowa 爱荷华大学 1 

32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北达科他州立大

学 
1 

33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Chattanooga 

田纳西大学查塔

努加分校 
1 

34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德州大学圣安东

尼奥分校 
1 

35 The University of Utah 犹他大学 1 

36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Denver 
科罗拉多大学丹

佛分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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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 
1 

38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内华达大学 1 

39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谢菲尔德大学 1 

40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学 1 

41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1 

42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大学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