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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主要关注与支持基础研究，对全国研究实力强、科研条

件好的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给予重点支持。自 1991 年设立以来，社

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不断增加，覆盖面相当之广，影响力持续扩大，项目类别不

断拓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引了基础研究的方向，其示范作用非常突出。 

在中国文学方向上，从 2015年到 2017年的立项数量在总立项数量所占的比

例逐渐增加，尤其是青年项目和重点项目有明显增加，其他项目小幅波动。在机

构上有 21个机构获得 10个或以上的立项，在提供了类别信息的机构中，非 985、

211 院校的立项数量高出 985、211 院校 3 倍以上。项目负责人的职称比例上副

高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立项比例无明显差异。在 2017年的关键词上“研究”“文

学”“中国”等词出现频次最高，名词中“文学”时间词中“现代”出现频次最

高。预期成果中专著最多，结项时间上 2020 年结项的所占比例最大。 

 

数据来源 

在数据库中分别检索 2015、2016、2017 年“中国文学”学科类别，项目为

“全部”的基金项目，缺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016、2017 年，后期资助项目

2017年信息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网站公示补充。 

  



一、年度立项分布 

中国文学分类 2015-2017 年共计立项 1200 个，详细分类见表 1。立项最多

的是一般项目。从近 3年的变化来看青年项目和重点项目明显增加，其他立项数

量小幅度波动，详细数量见表 1。 

 

表 1 2015-2017年中国文学立项数量 
 2015 2016 2017 

后期资助项目 63 61 65 

青年项目 58 68 70 

西部项目 49 35 46 

一般项目 200 190 196 

重点项目 14 18 24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16 9 18 

合计 400 381 419 

 

从立项总数占年度立项百分比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立项数量虽然有所波

动，但在总立项中所占的百分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图 1 中国文学立项数量和占年度立项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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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分布 

中国文学的项目分数机构比较分散，1200个项目分属 372个机构，其中 2015-

2017 年立项 10 个上的科研机构 21 个，5~9 项的 67 个，2~4 项的 124 个，1 项

的 159个。2015-2017年立项 10个以上的机构见表 2。 

表 2 2015-2017年立项 10以上的科研机构 
序号 机构 数量 序号 机构 数量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21 12 中国人民大学 12 

2 暨南大学 17 13 南京师范大学 11 

3 浙江师范大学 17 14 首都师范大学 11 

4 陕西师范大学 16 15 扬州大学 11 

5 中山大学 16 16 安徽师范大学 10 

6 北京师范大学 15 17 武汉大学 10 

7 南京大学 14 18 西北师范大学 10 

8 福建师范大学 13 19 西南大学 10 

9 山东大学 13 20 湘潭大学 10 

10 上海师范大学 13 21 中央民族大学 10 

11 湖南师范大学 12    

     

在搜集的数据中有 917条提供了单位类别信息，其中一般院校的项目数量

超出 985、211大学较多。总数上看 985、211 大学占 215项，非 985、211的院

校 702项，为 985、211院校的 3倍有余，说明在中国文学方向上，是否重点院

校对申报项目的影响较小。2015-2017年立项的单位类别详细分布见表 3。 

表 3 2015-2017年单位类别分布 

 2015 2016 2017 

985/211 103 44 68 

非 985/211 203 252 247 

合计 306 296 315 

 

  



三、项目负责人分布 

项目负责人为机构的未列入统计范围，人名统计先按姓名进行排序，姓名相

同但归属单位不同的按不同作者计数。1200个项目分属 1175个负责人。其中在

3年内申请到，2个项目的共计 9人，1个项目的共计 1166人，立项数量为 2的

负责人信息见表 4。 

表 4 负责 2项基金项目的科研人员 
姓名 机构 

曾祥波 中国人民大学 

陈军 扬州大学 

池水涌 华中师范大学 

胡婉 中央财经大学 

胡文芝 暨南大学 

柳若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 

毛振华 浙江外国语学院 

王兆鹏 武汉大学 

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 

 

四、职称分布 

在可检索到职称数据的 1089个项目中，初级职称立项的有 3个，分别为 2015

年深圳大学韩晗的后期资助项目“早日抗日文艺期刊研究（1931-1938）”，201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玉的青年项目“‘观物’与宋代诗学研究”，2017年天津

大学张黎明的一般项目“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中级职称 271项，副

高级职称 407 项，高级职称 408 项。职称分布百分比见图 2。从立项比例上看，

中级职称的立项数量占比较少，副高级职称和高级职称无显著差异，立项项目和

职称详细分布见表 5。 

 



 

图 2 2015-2017年中国文学类项目职称分布 

 

表 5 2015-2017中国文学类项目职称分布及数量 
  基金项目 后期资助项目 青年项目 西部项目 一般项目 重点项目 合计 

2015 

初级职称 1         1 

中级职称 13 41 13 19   86 

副高级职称 26 13 19 93   151 

高级职称 23 1 17 88 14 143 

2016 

初级职称           0 

中级职称 20 52 5 19   96 

副高级职称 20 16 18 82 2 138 

高级职称 21 0 12 89 16 138 

2017 

初级职称   1   1   2 

中级职称   53 14 21 1 89 

副高级职称   15 16 84 3 118 

高级职称   1 16 90 20 127 

* 2017年后期资助项目职称数据暂缺 

五、2017 年关键词分布 

把 2017 年的 419 项基金题目导入 NLPIR 的在线分词平台进行分词，把结果

复制到 EXCEL进行统计。 

在列表中删除标点符号后得到 1084 个关键词，出现频次最高的为代表方法

的“研究”301次，最低的 1次，排除的、与、中等连接词，出现频次≥10的关

键词共计 34个，详见表 6： 

初级职称

0.28%

中级职称

24.89%

副高级职称

37.37%

高级职称

37.47%



表 6 2017年项目名称中出现频次≥10的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研究/vn 301 13 学/v 19 25 电影/n 11 

2 文学/n 123 14 视域/n 18 26 建构/vn 11 

3 中国/ns 104 15 叙事/vn 17 27 明清/t 11 

4 研究/v 47 16 清代/t 15 28 史/ng 11 

5 现代/t 37 17 时期/n 15 29 视野/n 11 

6 小说/n 32 18 影响/vn 15 30 近代/t 10 

7 文化/n 31 19 关系/n 14 31 生态/n 10 

8 当代/t 25 20 古代/t 13 32 诗学/n 10 

9 文献/n 24 21 理论/n 13 33 宋代/t 10 

10 整理/vn 24 22 思想/n 12 34 形象/n 10 

11 新/a 21 23 20 世纪/n 11    

12 诗/n 19 24 比较/d 11    

*词性类别：n 名词、 t 时间词、v 动词、a 形容词、u 助词、c 连词，详细列表参见

http://ictclas.nlpir.org/nlpir/html/readme.htm#_Toc34628484 

    对关键词的词性进行分析，在名词中 “小说”出现的频次最高，如果加入

相关的长、短篇小说、武侠小说，整体频次 36 次，“诗”单独出现频次 19 次，

如果计入相关的唐诗、汉诗、近体诗等相关词汇频次合计 58 次，超过了小说的

出现频次。名词出现频次前 10的词汇见图 3。 

 
图 3 2017年基金项目名称中名词频次前 10 

    在动词中“研究”的出现频次最高，关键词中的“学、唱”等词为系统自动

分出，难以确定上下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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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年基金项目名称中动词频次前 10 

    在表示时间的关键词中，现代、当代数量最多，说明研究人员对较新的作

品关注度更高。出现频次其次的是清代，如果计入清、清末、明清等关键词其

出现频次合计为 37，和出现频次最高的现代相同。出现频次前 10的时间关键

词见图 5。 

 
图 5 2017年基金项目名称中时间词频次前 10 

六、2017 年立项的预期成果、结项时间分布 

201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的西部项目、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中提供了结

项时间和成果的信息，预期成果中含有 2项的算两个成果。可统计的 336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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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预期产出 393条成果，分为专著、论文集、研究报告等 7个类别。详细数据

和比例信息见图 6。 

 

成果名称 电脑软件 工具书 论文集 其他 研究报告 译著 专著 

数量 2 4 44 10 22 2 309 

 

图 6 2017年中国文学项目预期成果分布 

    从结项时间上来看看，最早结项时为 2019 年，最晚时间 2022年的项目比较

少，大多数项目选择在 2020或 2021年结项，详细见图 7。 

 
年 2019 2020 2021 2022 

项目数 15 189 116 16 

图 7 2017年中国文学项目结项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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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分析均基于网络获取的数据。如您对数据、分析有意见和建议，欢迎电

话和邮件联系，信息咨询部提供的更多服务详见附录。 

 

联系方式：              

信息咨询部 王璞         

电话：6288320           

邮箱：ckzxlib@xujc.com  

  

mailto:ckzxlib@xujc.com


附录 信息咨询服务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1 教学辅助 

①数据更新：教学中涉及的相关专业数据、政策信息更新 

②文献支持：开题所需综述、论文、新闻等内容辅助检索 

③资源获取：国家精品课程、名师课程等资源检索和获取 

2 定题服务 
根据用户事先选定的主题，以主题词、关键词等为检索入口进行文

献检索，以书目、文摘、全文等方式提供给用户。 

3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① 服务对象：在校教师、硕博生。 

② 服务内容：提供本校图书馆未收藏之图书、期刊、会议论文、学

位论文、报告、标准等文献复制件。 

4 
文献收录及被引用

检索 

根据读者需求，在国内外权威数据库中检索其论文被收录和被引用

情况。该证明已得到学校人资部的认可。 

5 信息素养讲座 

① 嵌入式文献课程。嵌入教学为学生提供文献检索与利用的课程。 

② 日常讲座。面向学院师生举办有关电子资源获取和利用的专题

讲座。 

6 学科简报推送 

设有栏目包括：新闻资讯、名家声音、学术会议预告、学术前沿

热点、精品课程推荐、培训讲座预约、图书借阅排行榜、常见问

题汇总、数据库介绍等。 

7 资源荐购 
采用教师自行购买图书和向图书馆提供推荐书目两种方式。此外，

图书馆还会定期向教师推送专业出版社的最新书单，供教师勾选。 

8 数据分析 为院系提供学科评估所需的专业文献的馆藏数量和流通情况数据。 

9 科技查新辅助 对教师的科研选题进行分析，就相关领域新进展、新热点进行检索。 

10 其他 

①投稿指南：期刊影响因子、栏目、投稿信箱等。 

②新刊到馆：定期提供无电子版的专业相关期刊到馆信息，可包括

封面、目录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