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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学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文社
会科学的正确导向，贯彻双百方针，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路，追踪社会思潮、理论前沿
和学术热点；依托北大丰厚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源，把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品牌意识和办刊的精品意识结
合起来，把优良的学术传统和现代办刊理念结合起来，今天的北大学报既要发扬《北京大学月刊》、
《国学季刊》探求学术的求实和严谨学风，又要发扬《新青年》感应时代风云的敏锐和创新精神，使
之同北大历史上的学术名刊一脉相承。所以，把北大学报办成名刊，既是弘扬北大优良学术传统的需
要，也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逻辑之必然。
2003年12月，本刊首批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使北大学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教育部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是为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落实"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为进一步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展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重大工程。本刊要不折不扣地按照《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的标准和要求，虚心学习兄弟学报和社会上的学术理论刊物的好经验，坚持以
改革为动力，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扩大影响力，经过三五年的努力
，把北大学报建成和北大学术地位相称的名副其实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刊。
概括为一句话：创世界一流大学，办中国社科名刊！
本刊近年来获得下列主要荣誉：
1． 1999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近千家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本刊和山东大学《文史哲》两家刊物获此
奖项。
2． 2002年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近千家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本刊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两家获此奖项
。能够蝉联第一、第二届国家期刊奖，近千家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本刊一家。
3． 2001年入选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定的"中国期刊方阵"最高层次"双高"期刊（高知名度、高
学术水平）。进入"中国期刊方阵"共分四个层次，进入最高层次的在近千家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本刊
一家。
4．1995年，新闻出版总署举办首届全国社科期刊评奖，获优秀学术理论期刊奖。全国林林总总的学术
理论刊物中只有七家获此奖项，高校社科学报中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北大学报两家获此奖项。
5．1997年和1999年连续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6．1998年北大学报发表的黄楠森《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于1999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
奖。
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公布的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影响因子（CSSCI）统计，1998--2002年社科
综合类学报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我校学报排第1名。
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统计的综合性大学社科学报文献计量指标，2002年论文
下载量排序，北大学报也是居第1名。
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1996、2000、2004四版均收录北大学报为核心
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亦收录北大学报为核
心期刊。本刊以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为契机，着重落实如下六项措施，使刊物的整体
学术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1. 发挥优势，强化品牌，突出特色，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并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使北京
大学学报不仅是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的载体，更是理论创新、精神创造的摇篮，在某些学科领域引领
全国高校的学术研究方向，逐步成为能够代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总体研究水平的一流学术刊物，进一
步提高在国内和国际的知名度和权威性。
2. 贯彻双百方针，弘扬北京大学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着力办好"学术争鸣"栏目，鼓励不
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研究方法的争鸣和切磋，多刊发有理论锋芒的文章，在争鸣和探讨中发展学
术理论，扩大刊物影响。
3. 全面提高办刊的学术质量，多发在研究解决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
略性的重要研究成果，同时又要发挥北大文史优势的传统，办好"哲学研究"、"文史新证"、"中外文化
交流"等特色栏目，多发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的重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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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应建设在国内国际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名刊的需要，逐步放开选稿、用稿范围，面向全国，面向世
界；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以质论稿，择优录用，对校内作者稿件和校外作者稿件采用同一把尺子
衡量。
5. 坚持举办"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吸引优质稿件，建立较为稳定的优秀作者队伍。编辑部努力
争取社会支持，募集到100万元人民币作为优秀论文的奖励基金，从1990年开始就举办优秀论文评奖，
到目前为止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优秀论文评奖，在校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6.积极主动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著名学者和中青年骨干教师组稿、约稿。定期召开有关专家学者的座
谈会、研讨会，调查研究，集中他们意见和智慧，制订本年度反映学术前沿、符合学术发展趋势的组
稿计划和选题策划，并约请有关专家学者主持和承担。
编委会
主任委员 　　黄楠森
副主任委员 　厉以宁 金开诚 薛汉伟(常务)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季羡林 费孝通 宿　白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戎 王邦维 王思斌 王浦劬 申 丹 厉以宁 龙协涛 刘 伟 刘曙光 孙玉石 陈
兴良 李伯谦 陆俭明 林毅夫 赵家祥 赵敦华 曹凤歧 龚文庠 阎步克 黄宗良 黄楠森 程郁缀 董学文 楼宇烈 
薛汉伟
主　编　　程郁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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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杂志介绍《时代经贸》杂志是北京市商务局主管，北京WTO事务中心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
的、以WTO事务为主导内容，全球经贸为表述核心，侧重经济建设的宏观经济类期刊。本刊国内刊
号CN11-5036/F，国际刊号ISSN1672－2949，邮发代号：80-574，国际发行代号M2574。本刊自2007年1
月改为旬刊，上旬刊和下旬刊为企业实务版，中旬刊为理论研究版。《时代经贸》杂志中旬刊侧重对
当前经济发展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国内、国际经贸领域的新动向，报道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
，关注金融投资的理论与实践，深入研究企业经营方略、管理实务、管理创新经验，为各级政府、企
事业单位提供有关WTO事物的研究理论及实践，探索加快中国经贸发展的理论研究。《时代经贸》的
主要读者对象不仅包括各经济领域专家学者、各大专院校师生、研究机构资深人士，还有政府、行业
主管部门领导及企业家，因其权威性、系统性、前瞻性而广受业界人士关注。二、栏目设置《时代经
贸》杂志主要栏目有：WTO论坛  产业研究  资本运营　金融视线　市场营销 财会研究 商业流通  宏观
经济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招生就业  投资创业  区域经济  法治时空  电子商务  理论探索　教学园地　经
贸观察  管理纵横三、来稿要求1．来稿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文字精炼、数据可靠，篇幅
在2500~6000 字为宜。稿件署名应为合法著作权人，文责自负。以电子邮件投稿的，应将文稿
以WORD格式按照附件形式发至本刊投稿信箱。2. 论文中如有计量单位，请一律采用国际标准书写，
文中尽量不要用图表。3．本刊根据情况可能对来稿进行必要的删改，不接受删改的作者请投稿时声
明或注明。4．本刊收到来稿5个工作日内即发出删改或录用通知，未收到通知者稿件可另外处理。5．
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单位全称、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手机和电子信箱。6.本
刊概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出刊后每篇文章赠作者两本样刊。四、投稿方式《时代经贸》杂志网
上投稿信箱：sdjmqk@126.com《时代经贸》杂志网上投稿信箱：sdjmqk@126.com《时代经贸》杂志网
上投稿信箱：sdjmqk@126.com《时代经贸》杂志网上投稿信箱：sdjmqk@126.com《时代经贸》杂志网
上投稿信箱：sdjmqk@126.com
2、我的旅游自序已经进入老年的我，目前的心境是平和的，心情是平静的。生活是丰富而有意义，
忙碌而有条理。这样的生活正如回到了我的童年，这是我一生所期望并拥有的。自小我没有大志，没
有心计，喜欢安静的农村。欢喜日出而起，日落而卧的自由生活。也许我就象有人形容的那样，具有
小农经济思想意识、满足于自给自足、只求温饱，吃用有余就能满足，没有远大抱负的平平常常生活
的人。随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使我逐渐从没有理想变成为一个有志少年，从没有雄心壮
志变成为宁可站着生，不愿跪着死的热血青年。发誓愿意做一个为国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诸葛亮式的国家臣子，痛恨作威作福，出卖民族利益的袁世凯式的国贼。66年弹指一挥间，现
在的我，总算有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感觉。我很满足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着与大多
数人差不多的生活。不管什么人，活得再长，总会有结果。我不仅对现实很满足，对我未来的结果也
是乐观的，也许至少还有10年，如果会有20年，我已满足了，若是30年，那我非常高兴了，假使欲望
再高一点，能够超过100，那么，是科学技术的功劳，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
这个果迟早会有的。到那结果的时候，我一定会从容地面对，并感谢大自然赐我的一切。因为本来的
我，就没有这一切，连我本身都是无的。当然，我应该满足，应该无怨无悔。我活得自然，死得其所
。所以，我现在应该更加无忧无虑的生活。珍惜每一天，珍惜每小时。我的真正面貌是什么呢？我研
究过自己。 自己回答：我来无影，去无踪。象天上的云，又象是树林里穿来串去的风。实际上，世界
上的我，只是自然界里的一个影子，本质上与一片树叶、一棵小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与童话里美丽
的小蝴蝶的生命旅程是差不多的。在茫茫的天地中，所谓的生与死永远是互含、变化、不止的。所谓
的生，包含着死。所谓的死，孕育着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天地之道。宇宙万物生杀变化的
本质。我感谢父母为社会生产了我，感谢她们为了生我，养我，育我，作出了许多许多含辛茹苦的事
。感谢给我第二次生命、给我智慧、力量和勇气，在13亿中国人民心里永远崇拜的伟大的神。她是大
家庭的父母，她是全世界人民的朋友和兄弟。我感谢我的亲生父母。她们的恩德，我无法用世界上最
美丽的词语答谢。我感谢给我第二次生命的神。我要用余生，唤醒还在睡梦中的姐妹弟兄。让我用生
命旅程里最好的时光，继续做我没有完成的事，来报答她们。在这旅程结束之前，我一定认真把这篇
游记写好。这是我写在《我的旅游》之前的——序。顾友文   2009年7月1日星期三早晨7：10起草提
纲2009年7月9日星期日早晨4：30本文起草7：40修改2009年7月21日星期二中午1：30第二次修改2009
年7月22日星期三中午12：40第三次修改2009年7月23日星期四晚上11：00—12：30修改初定稿2009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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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4日星期五早晨2：30再次修改2009年7月27日星期一凌晨1：08正式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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