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选介（二）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

（一）基本情况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创办时间：创办于 １９９４ 年，原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年鉴》，２０１０ 年更名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
出版卷数：９ 卷

（二）历史回顾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旨在系统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

成果，对学科发展进行研究、分析和展望，并收录相应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

和相关资料，为学术界提供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向和翔实信息。 本年鉴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年鉴》的基础上创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社会资源，力争成为全国理论工作者、党
政领导干部、高等院校有关师生、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资料室）必备的工具书和参考读物。

（三）近年来的出版创新情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全书设置重要文献、重点文章、学科建设、热点聚

焦、论文荟萃、著作选介、课题概览、会议综述、新书索引、论文索引、大事记、主体索引等栏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是一部反映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建设

最新成果的权威刊物，信息量大，资料丰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年鉴是目前全国唯

一一部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的综合性年鉴，汇集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新成果、新进展、新走向，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学术性、时效性。 在 ２０１５
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年鉴，并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

二、《中国经济学年鉴》

（一）基本情况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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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时间：２００８ 年

出版卷数：８ 卷

（二）简介与宗旨

《中国经济学年鉴》的编纂汇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８ 个经济类研究院所，《经济研究》
《经济学动态》《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科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近 ２０ 家经济类学术

期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等多家学术出

版社，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商学

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上海社科院等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学发展迅速，每年都有大量论

文发表，著作出版，众多学术活动展开。 为了全面、及时记录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及发展

状况，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决定组织编写《中国经济学年

鉴》。 《中国经济学年鉴》定位为面向全国，反映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大型文献

性、资料性学术年刊，以学术性、前沿性、权威性、代表性为基本编写宗旨，在内容上反映年

度内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变化、新面貌。

（三）出版创新情况

《中国经济学年鉴》首卷（２００８ 年卷）基本栏目有 ８ 个，即重要文献、学科综述、论文荟

萃、著作选介、研究课题、研究生教育、学界动态、学术机构介绍。 从 ２００９ 卷开始，栏目增

设“专题述评”，此后直至 ２０１３ 年卷，栏目设置一直相对稳定。
重要文献栏目包括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文献。 专题述评栏目就年度内中国

宏观经济热点或焦点问题，请相关学者做出客观阐述与评价。 学科综述栏目反映经济学

分支学科的整体发展状况和学科前沿问题最新进展。 论文荟萃栏目介绍年度内公开发表

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的主要观点，文章主要由各大学、地方社科院和学术刊物编

辑部推荐。 著作选介栏目评介年度内公开出版的、具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著作，著作选自

社科院经济学部各研究院所、大学、地方社科院和出版社推荐作品。 研究课题栏目介绍国

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社会

科学院重大课题项目的立项及结项情况。 研究生教育栏目介绍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经济

学科招生专业、招生人数、毕业人数情况。 学界动态栏目包括学术会议综述、经济学奖项

和获奖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学术活动、著名经济学家介绍。 学术机构简介栏目

对我国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进行介绍。
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卷开始，在分析总结以往栏目设计的状况并结合经济学科发展现状

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年鉴》编辑部对已有栏目进行了调整，将过去的 ９ 个栏目调整为 ５
个栏目，删除了重要文献、研究课题、研究生教育和机构介绍等 ４ 个栏目，同时增加了海外

看中国栏目，目的是向国内学界介绍国外研究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动态，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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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自身研究形成对照。 改版后的《中国经济学年鉴》进一步凸显了学术性与前沿性，受
到经济学及相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反映中国经济学界声音和引领中国经济学发展

的权威年鉴。 《中国经济学年鉴》至今已综述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发展状况 １１１ 次，介绍重

要学术论文 １５１９ 篇，评介专著５９４ 本。

三、《中国民族研究年鉴》

（一）基本情况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创办时间：１９９３ 年

出版卷数：１８ 卷（其中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为合卷出版）

（二）历史回顾

１９９１ 年初，全国年鉴种类已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的 ６ 种增加到 ４００ 多种，但当时在

民族研究领域年鉴工作尚属空白。 民族研究所的领导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学术发展状况

和现实需要，决定在民族研究所原有刊物《民族研究动态》（创办于 １９８３ 年）的基础上创

办《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国内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为广大学者和读

者提供可全面了解和掌握民族研究各学科发展状况及相关事项资料的权威工具书。 这

样，《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纂工作于 １９９４ 年启动，１９９５ 年出版了第 １ 卷《中国民族研究

年鉴》（１９９３ 年卷）。

（三）近年来的出版创新情况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创刊以来，在栏目设置上充分体现学科的鲜明特色，并根据学科

发展和社会现实需要增设新的栏目或扩大学科视野，提升综合性和创新性。 目前开设“学
科进展”“特约稿件”“学者学人”“网络开发与发展”“学术活动”“新书·学术论文索引”
“大事记”７ 个栏目。 以下简要介绍三个主要栏目的情况：

１ 学科进展

该栏目是对民族研究领域各学科年度进展情况的综述，力求全面准确，突出重点问

题，把握学术发展动向。 民族研究领域学科门类众多，既包括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民
族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也有影视人类学等新兴学科，还包括民族古文字等绝学。 近年

来，随着应用研究和智库研究的发展，学科前沿问题和对策性研究成为十分重要的内容。
同时，民族研究所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现实问题需要，新增一些学科研究部门（如新疆历

史与发展研究室、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等），进一步丰富了学科进

展栏目的内容。 而且，从 ２０００ 年卷开始，有关各学科研究进展概况的年度总结，都由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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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各研究室主任或学科带头人亲自撰写，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民族研究年

鉴》的学术权威性。
２ 特约稿件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从创办伊始，就根据每年的具体情况设立一些特别的栏目，并请

相关专家学者负责撰写。 该栏目内容丰富，涉及学术史、重大课题、专项研究、热点问题等

多个方面，凸显学术继承性、时代性、前瞻性。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首创初期，先后设立了

“中国民族研究 ５０ 年”栏目（介绍了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在全国各地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以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行的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民族研究百年回顾”
栏目（介绍各学科以及某些学术专题百年来的发展情况）、“中国民族学研究 ３０ 年”以及

“学术热点问题”栏目（包括“藏彝走廊”“生态移民”等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总结概括“中国道路”成为国际性议

题。 ２０１３ 年启动的“２１ 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项目及其成果

在该年鉴中得到了及时反映。 而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智库建设”“民族文化产

业发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民族事务治理”“民族文化传播”等议题愈发凸显

其时代价值和前瞻价值，这些选题已纳入《中国民族研究年鉴》重点特约选题。
３ 学者学人

该年鉴自 １９９８ 年起开设了“学者访谈”栏目，请著名学者畅谈他们的个人经历、治学

之道和人生感悟。 截至目前，已先后对王钟翰、邢公畹、林耀华、宋蜀华、杨志玖、柳陞祺、
李有义、马曜、秋浦、王均、马学良、确精扎布、刘凤翥、纪大椿、李毅夫、王尧、杜荣坤、道布、
史金波等诸多学者做了访谈。 这些民族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家和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积淀是

当代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现在，《中国民族研究年鉴》访谈过的学者中有些人

或已经过世或年事已高，这就更加凸现了抢救工作的及时以及这些访谈资料的宝贵。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因其学术权威性、工具性和特色鲜明而得到业界的肯定和读者

的好评。 尤其是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五统一”以来，院所领导高度重视打造精品学术年

鉴工作，年鉴学术质量稳步提高，编辑出版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编校质量得到提高。

（李建国　 荀寿潇　 姜阿平　 吴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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