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 年 第 1 卷

1 期 世界社会形象

2 期 体育运动

3 期 军备竞赛的负担

4 期 生态系统中的人

1985 年 第 2 卷

1 期 国际性比较

2 期 教育的社会科学

3 期 食物系统

4 期 青年

1986 年 第 3 卷

1 期 权力领域中的妇女

2 期 音乐的创造

3 期 世界经济：理论与实际

4 期 语言和交往

1987 年 第 4 卷

1 期 时间与社会

2 期 政策研究

3 期 环境问题

4 期 集体暴力与集体安全

我刊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于 1949 年创刊。其后 3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委托，于 1983 年年底试刊之后，从 1984 年起正式出版中文版，与英、法、西、俄、阿拉伯

等语言的版本一起，合为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的六种不同语言版本。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有一个不同于其他期刊的特点：每期各以一个学术的或现实生活的课

题为中心，邀请世界知名的学者从历史、现状、问题等方面，以多学科、多视角、不同观点的方

式，就理论、方法论和实践诸方面作深入的论述和探讨，以求为世界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尽

其绵薄。故而每期实际上各为一本专题论文集。
现将中文版 1984—2008 年共 25 卷 99 期各期的主题开列如下。读者若与英文版主题一览所列

对照，当能发现两点：第一，1984—1985 年两年的中文版各期主题并不与英文版一致。这是因为

中文版初创，编辑部有意着重介绍若干重点课题。第二，中文版从 1986 年起的各期主题与英文

版虽然对应，却又滞后一年，即 1986 年所出各期实为英文版的 1985 年各期。这是因为我刊是一

本英译汉的刊物，每期的各项具体工作均在英文版原刊寄到之后才能开始，而翻译、审校、印刷

出版等工序均需一定时间所致。谨此向读者说明。
读者订阅我刊或购买过期刊物，均请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事业发展部联系。
地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100720 电话：(010)64033952
我刊自 1997 年起入编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读者订阅或购置，请与中国学术期刊 （光

盘版） 电子杂志社联系。
地址：清华大学 9003 大楼邮编：100084 电话：(010)86102595—492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84—2008年各期主题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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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第 5 卷

1 期 民族现象

2 期 地区科学

3 期 经济分析与多学科研究

4 期 过渡的过程

1989 年 第 6 卷

1 期 认知科学

2 期 人类学的趋势

3 期 地区与全球的联系

4 期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1990 年 第 7 卷

1 期 现代性与个性学术讨论会

2 期 经济增长政策

3 期 协调社会圈与生物圈

4 期 知识与国家

1991 年 第 8 卷

1 期 执政者

2 期 农民

3 期 城市的故事

4 期 变化中的家庭模式

1992 年 第 9 卷

1 期 国际冲突研究

2 期 民主时代

3 期 民主的再思考

4 期 环球环境变化

1993 年 第 10 卷

1 期 建构中的欧洲

2 期 思考暴力

3 期 历史社会学

4 期 美洲：1492—1992 年

1994 年 第 11 卷

1 期 创新

2 期 比较政治社会学

3 期 探索未来

4 期 国际组织

1995 年 第 12 卷

1 期 社会学学术现状(I)
2 期 社会学学术现状(II)
3 期 人口：问题与政策

4 期 欧洲社会科学数据库

1996 年 第 13 卷

1 期 对发展的测量和评价

2 期 组织国际关系：联合国宪章

50 年

3 期 跨越民族的根本价值

4 期 公众舆论与选举行为

1997 年 第 14 卷

1 期 未来的城市：社会转型管理

2 期 贫困

3 期 西方民主国家的腐败

4 期 地理学学术现状（I）

1998 年 第 15 卷

1 期 地理学学术现状(II)
2 期 民主与法

3 期 人类学———课题与观点：

I. 跨越旧有的边界

4 期 人类学———课题与观点：

II. 探索新的可能性

1999 年 第 16 卷

1 期 治理

2 期 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

社会

3 期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50年文选

4 期 人权：《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5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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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第 17 卷

1 期 地区整合的社会与文化方面

2 期 全球化

3 期 医疗政策与社会价值

4 期 社会发展的各种政策

2001 年 第 18 卷

1 期 变化着的国家角色

2 期 过渡中的青年

3 期 国际移民 2000
4 期 超越华盛顿共识：

关于发展的辩论

2002 年 第 19 卷

1 期 联邦制

2 期 科学及其文化

3 期 从社会经济角度看贩毒

4 期 全球治理及其批评者

2003 年 第 20 卷

1 期 知识社会

2 期 城市伙伴制

3 期 本土知识

4 期 极端暴力

2004 年 第 21 卷

1 期 移动的靶子

2 期 可持续移动

3 期 社会科学的未来

4 期 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

非政府组织

2005 年 第 22 卷

1 期 追踪影响

———社会科学与政策关系的

个案研究

2 期 社会科学中的优良中差

3 期 巨型城市

4 期 探索开放空间：

世界社会论坛以及政治文化

2006 年 第 23 卷

1 期 倾斜政策

2 期 盘点北京世妇会后十年

3 期 资本主义道德化

4 期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艾滋病

2007 年 第 24 卷

1 期 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

2 期 记住奴隶制 /探讨微生物公产

3 期 研究与政策相结合

———社会科学与政策关系

国际论坛报告

重塑冲突后社会的身份认同

4 期 积极养老

2008 年 第 25 卷

1 期 似曾之局、未定之天

———思考 2008 世界变局

2 期 妇女权利：行动、研究与政策

3 期 国家 / 民族建设中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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