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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实践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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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总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六年来的建设情况，指导后续发展。［方法 /

过程］从建设背景、发展情况、社会效益三个主要方面总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上线六年来的建

设发展情况，并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结果 / 结论］经过六年的发展，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经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后续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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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①上线六周年。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蓝图。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

平台，本文总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六年发展实践，并对未来进行展望，具有重要意义。

1 建设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

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坚

  *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报告（2016~2022 年）》，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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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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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精辟论述了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极端重要性，鲜明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紧

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怎样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科学回答了

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指导新时

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长远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

本遵循。以此为指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突

破、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术平台建设，掌舵领航、亲自部署，明确要求“要运用互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1］。

这一要求体现着网络强国重要思想，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和驱动作用；这

一要求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要方便快捷、资源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学术信息获得感，为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平台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016 年 9 月，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国社会科学

院党组带领全院干部职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贺信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统一思想，

深化认识，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繁荣

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与伟大时代同发展，与亿万人民齐奋进，以重大项

目、重点工程、重要平台为牵引，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发挥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

思想库作用，不断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院党组持

续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列为新时代全院重点建设任务，高度重视，积极协调，全

力保障，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不断开拓创新，实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快速

发展。

2 发展情况   

六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紧紧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始终坚持

“资源共享、方便快捷”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的资源整合和开放

共享，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学术传播平台，综合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集成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相关信息资源，面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性学术信息服务，促进中国学术走出去。

2.1 平台建设

六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不断完善系统功能，努力构建立体化应用环境。自建

设伊始就立足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搭建了以分布式架构为基础，集文献检索查询、内容浏览下

载、数据管理统计、日志监控分析等为一体的文献信息集成系统，实现面向用户的全平台、多渠

2 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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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访问支持，具备多方式检索导航、多样化阅览下载、多种类定制服务等一系列功能。

围绕“方便快捷”的目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以门户网站为基础，不断开发适应不

同使用方式、不同用户场景的业务集群，先后开发了手机 APP、平板电脑 APP、微信小程序，实

现在手机端随时随地检索、浏览学术期刊；开发了机构用户镜像版系统，实现在特定机构内部

进行系统部署，满足内部网络直接使用的需求；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采用元数据嵌入或集

成、数据接口连接等形式，拓展多种使用途径和传播渠道，嵌入各类信息服务平台，如百度文

库、“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万方学术搜索、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

中图易阅通以及部分党校教育平台，提高服务能力。

图 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体系架构

为进一步提升系统性能、改善用户体验、提高服务能力，2022 年 9 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完成了平台升级改造，新平台上线运行。新平台在用户服务方面提供了用户名、手机号

等多种登录方式和微信、微博、QQ 等第三方账号直接登录访问，优化了用户检索查询方式，提

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推送服务；在运行管理方面新增或升级了用户管理、信息发布、专题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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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管理、统计分析、监测预警等功能，更好地支持前端展示、发布和推送，实现了用户使用情

况和行为数据统计分析，加强了平台运行状况监控，保证系统运行更加稳定可靠。

图 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系统建设历程

2.2 数据整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持续开展资源合作、信息采集整理和数字化加工，不断整合资

源，增加数据量，上线数据达到 2 400 多万条。

通过签署作品使用协议从编辑部获得授权的方式，与 2 283 种中文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开

展合作，促进学术期刊的公益化、数字化、集约化传播和融合发展，论文数量超过 1 300 万篇。

这些期刊均为新闻出版署认定的正式期刊，大部分为学术期刊，也包含部分党政类期刊，其中

核心期刊 741 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学术期刊的集中传播平

台，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学术期刊 89 种，同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

助管理办法》指定电子刊发布平台，也集中收录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学术期刊近 200 种。中

心根据哲学社会科学需求特点，努力实现数据回溯，回溯到创刊号的期刊有 1 350 种。

持续采集整理 14 000 多种外文开放获取期刊，论文 980 多万篇，实现了集中展示和长期保

存，便利国内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对国外学术资源的使用。

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共享，让古籍用起来，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数字化加工

上线古籍近 20 000 册，图片 150 多万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使之展现出永

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3 社会效益   

六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坚持资源共享、开放获取，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面

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成果，成效显著，访问量超过 10 亿次，阅读下载量 1.3 亿次，服务了国内

机构用户 8 万多家，国外机构用户 1 000 多家，个人用户 600 多万人，用户分布于 19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成为最大的中文哲学社会科学开放获取学术平台，在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宣传、助力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繁荣发展、服务保障社科机构研究工作、加强高质量数

字资源社会有效供给、推进中国学术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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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积极将传播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要任务。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上线伊始，就建立新闻专栏，第一时间转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建立“治国理政”专题，集中收录相关文献，宣传展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为提升传播效能，在平台升级改版的同时，“治国理政”专题升级改版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原文原著和研究成果。栏目内容覆盖习近平总书记相关署名文章、重要讲话、函电信件全文和著

作、论述摘编题录，以及最新研究阐释文章全文和图书题录，为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提供文献信息支持。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制作推出党的二十大专

题栏目“研究阐释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集中收集和展示重点期刊专栏文章和热点文章，《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报》相关理论文章，以及权

威主流媒体相关视频，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广大用户提供相关文献信息服务。

3.2 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开放获取和数字化传播

学术资源开放获取具有提高知识可获取性、助推科学发展、带来更多教育机会等重要作用，

成为信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开始对开放获取

进行政策支持，探索有效的开放获取模式和方式。针对学术期刊，国外先后提出了金色 OA、绿

色 OA、混合 OA、钻石 OA、协议转换等不同的模式，但是依然面临论文处理费高昂、质量良莠

不齐等各种问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积极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

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根据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特点，积极与学术期刊开展合

作，实现正式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大规模、立即、免费开放获取，形成了适合中国国

情、与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相适应的开放获取模式，为学术期刊开放获取贡献了中国方案，受

到国外同行的认可和称赞，成为我国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重要平台。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对发刊速度有较高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快学术期刊的网

络传播速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一方面优化期刊数字化加工流程、不断缩短上线周期，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加快期刊上线的方式。例如，开通了期刊“同步更新”模块，在纸本期刊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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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同时，上线未经加工的电子期刊，使读者能同步阅读电子版；正在加紧建设“期刊论文优

先发布”系统，使通过编辑部审核、定稿的论文，在纸本期刊印刷之前，提前上线发布；此外，

也在调研、筹划建设预印本平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积极创新学术期刊传播方式，积极贴近读者，增强服务意识，

充分把握数字时代不同受众群体的新型阅读需求，推出更多广为读者接受、适合网络传播的学

术期刊服务，利用微信、微博、抖音、手机 APP，加强全媒体推广，提高学术期刊的到达率、

阅读率和影响力。例如，在微信公众号，紧跟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采用解说简介的形

式，围绕不同学科类型，积极推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教育、国际关系等多期优秀

学术期刊，使读者能够随时随地对文献资源进行阅读和下载，使优秀学术成果更“活跃”、更

“便携”。

随着网络成为学术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渠道，其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学术评价中

出现了替代计量指标。替代计量的关注点是学术影响力中的社会影响力，是传统文献计量学的新

发展［3］。替代计量反映学术成果在网络上被关注和交流的情况，指标包括在线浏览量、下载量、

分享量、评论量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阅读量、下载量等用户客观

使用数据，结合用户评价和传统信息计量学方法，设计关注度指数，编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

献中心中文期刊用户关注度报告》，以期为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网络数字化传播提供

一定参考。从 2018 年起，该报告每年进行发布，逐步受到业界的关注。汇总各期刊从 2016 年至

2021 年底近六年的关注度指数，其中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创刊的期刊，关注度指数最高的 200

种期刊见表 1。

表 1 2016~2021 年最受欢迎期刊（按关注度指数高低排序）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考古学报 14 社会学研究

2 中国社会科学 15 世界宗教研究

3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16 社会发展研究

4 历史研究 17 考古

5 中国文学批评 18 经济社会史评论

6 东北亚经济研究 19 哲学研究

7 金融评论 20 马克思主义研究

8 近代史研究 21 社会学评论

9 周易研究 22 世界宗教文化

10 中国史研究 23 世界历史

11 考古与文物 24 清华法学

12 世界哲学 25 劳动经济研究

13 经济研究 26 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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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27 古代文明 57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8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58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9 抗日战争研究 59 毛泽东研究

30 清史研究 60 中国法学

31 史学理论研究 61 世界经济与政治

32 政治学研究 62 宏观质量研究

33 城市与环境研究 63 敦煌研究

34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64 当代亚太

35 行政科学论坛 65 会计研究

36 红楼梦学刊 66 史学月刊

37 美国研究 67 法学研究

38 西域研究 68 宗教学研究

39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69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0 中国语文 70 南海学刊

41 明清小说研究 71 文学评论

42 中国经济史研究 72 文化遗产

43 史学集刊 73 社会保障研究

44 中国史研究动态 74 北方法学

45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75 公共行政评论

46 中共党史研究 76 方言

47 管理世界 77 伦理学研究

48 东方法学 78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49 文物 79 第欧根尼

50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0 公共外交季刊

51 党的文献 81 哲学动态

52 社会建设 82 邓小平研究

53 江汉考古 83 西北民族研究

54 金融监管研究 84 敦煌学辑刊

55 民族研究 85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56 文学遗产 86 世界经济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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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87 南亚研究 116 心理学报

88 国际法研究 117 现代国际关系

89 新闻与传播研究 118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90 心理发展与教育 119 苏区研究

91 安徽史学 120 产业经济研究

92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21 民族学刊

93 军事历史研究 122 人口与经济

9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23 交大法学

95 信息安全研究 124 法学家

96 中国工业经济 125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7 法制与社会发展 126 教师教育学报

98 文史 127 金融研究

99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28 中国藏学

100 行政管理改革 129 哲学分析

101 世界文学 130 学术月刊

102 文史哲 131 广西民族研究

103 求是 132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04 清华金融评论 13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05 民族语文 134 管理学报

106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135 现代哲学

107 心理科学进展 13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08 南开管理评论 137 世界汉语教学

109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138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0 中外法学 139 政治思想史

111 世界民族 140 中国人口科学

112 中国文化研究 141 国际问题研究

113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42 东北亚学刊

114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43 当代语言学

115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44 草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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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45 幼儿教育研究 173 河北学刊

146 北京社会科学 174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47 国外文学 175 中国农史

148 外国文学评论 176 东北亚论坛

149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汉文社会科学版） 177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150 语言科学 178 浙江学刊

151 太平洋学报 179 教育研究

152 国际政治研究 180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53 天津社会科学 181 环球法律评论

154 日本学刊 182 经济学（季刊）

155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3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56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4 国际政治科学

157 东南学术 185 人口研究

158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6 经济学家

159 民俗研究 187 台湾研究

16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88 旅游学刊

161 鄱阳湖学刊 189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62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190 妇女研究论丛

163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1 西部学刊

164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192 心理科学

165 道德与文明 193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66 农业考古 194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67 人文杂志 195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68 探索与争鸣 196 黑河学院学报

169 国际经济评论 197 欧洲研究

170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 社会科学战线

171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 党政研究

172 南亚研究季刊 200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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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务各类机构学术研究，保障社会公众学术信息需求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坚持为各类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学术信息服务和权威、优

质的数字资源，坚持“走出去”的服务推广策略，与机构用户开展合作，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

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部队院校、其他科研院所以及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组织、企业等国内机构用户超过 8 万家，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加强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文献信息支持和服务保障。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着眼社会服务，始终坚持开放获取、资源共享的原则，建设主流

文化阵地，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数字资源，服务人群和领域不断扩大，用户持续增加。通过嵌

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百度文库、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等互联

网平台，通过走进县级机关、公共图书馆、学校、乡村、社区等基层一线，送资源下乡，助力乡

村振兴，多平台、多维度地促进优质文献资源面向社会的公益免费传播，增加高质量数字资源的

社会供给，服务个人注册用户 600 万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大众普及与传播，满足社

会公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惠民工程实施、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2021 年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十三五”期间“全民科学

素质工作先进集体”。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组织力量，制定稳妥方案，努力做到守土有责，采取一系列

有力举措，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服务保障，为用户提供持续可靠服务。2020 年，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数据检索量、阅读量、下载量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均大幅度增长，中文期刊

论文下载量与 2019 年上半年同期相比增长 49%，全年同比增长 20%。其中，二至四月份，连续

三个月下载量同比增长超过 50%，为疫情期间各类机构的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学术信息服务支

持，受到海内外用户的赞扬。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联合国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协会等 19

家海外机构，中共武汉市委党校等 10 家国内机构纷纷来信来函表示感谢。

3.4 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提升国家软实

力、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学术传播是国际传播构成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部分，一个国家

的国际传播能力应当包含正在国际传播领域发挥特殊作用的学术传播能力［4］。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学术数据库平台成为学术传播的主渠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加大海外推广力度，通过“请进来”——接待学术交流参观、考察，“走出去”——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访问等各种方式，开展宣传推广，深化学术交流，推进在国外各类

机构的落地使用。

经过努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经在国外获得较为广泛的使用，国外用户分布于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②，国外用户地区分布比例如图 3 所示。国外机构用户超过 1 000 家，北美

178 家东亚图书馆、欧洲 126 家汉学研究图书馆都成为机构用户，基本覆盖了北美、欧洲重要的

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成果在这些机构的使用，加强了这些机构及时、快

速、全面了解中国学术研究进展、获取学术研究成果的能力。同时，也走进了达格·哈马舍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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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联合国图书馆）、欧盟理事会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以及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欧洲学院等世界知名大学，服务了海外众多汉学家，为传播中国优秀学术成果，讲好

中国故事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学术成果走向世界的重要传播平台、融通中外文化的重要纽

带和增进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

通过对访问总量、下载量、阅读量进行综合分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国外使用量排

名前 10 的国家和地区如表 2 所示。

图 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国外用户分布图

表 2 使用量排名前 10 的国家和地区

 排序 国家和地区 排序 国家和地区

1 美国 6 加拿大

2 日本 7 马来西亚

3 韩国 8 德国

4 英国 9 法国

5 新加坡 10 俄罗斯

4 未来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建设公益性学术信息平台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解决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建设公益性学术信息平

台，使学术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文献中心六年来的发展表明，公益性学术信息平台在保障社会公众获取学术信息方面能够发挥

4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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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作用。

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繁

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实施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5］。这些要求对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后续发展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要在现有基础上，坚持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开拓创新，加快发

展，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探索开放合作，拓展数据资源，通过与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联合共建的方式，进一步

整合、集成国内外优质权威的文献信息资源，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基础性、普惠

性的学术信息服务。

（2）应用前沿技术，完善平台功能，通过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新技术在哲学

社会科学领域的深入应用，推动数字人文、数字学术的发展，驱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

（3）着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和媒体融合发展，顺应媒体融合发展

趋势，探索网络优先出版、数据出版、增强出版、全媒体出版、预印本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推

进学术期刊移动化、智能化传播，推动学术成果大众普及和应用转化。

（4）着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积极参加国际开放获取组织或参与相

关活动，加强外文或双语版网站建设，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优秀学术

成果或文化成果的国际传播。

5 结 语   

鉴往以知来，循道以致远。经过六年的建设发展，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初具规模，

初步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

行动指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将积极总结经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努

力探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传播平台和公益性服务平台的建设发展模式，努力实现高质量

发展，以高质量学术信息资源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讲好中国故事，“打造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6］。

【注释】

①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官方网站（www.ncpssd.org）。

② 数据主要来自百度统计（https://tongji.baidu.com）。

5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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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National Nonprofi t Platform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Practice and 
Prospect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Wang Lan Zhao Yi-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brary,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 cance］This paper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f 
NCPSSD in the past six years to guide its subsequent progress.［Method/process］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CPSSD in the past six years were reviewed from three aspects: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development condition and social benefit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has been forecast.［Result/
conclusion］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six years, NCPSSD has created good social benefits. In 
the future, NCPSSD will actively implement the principles set forth a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keep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uild itself into a world-
class academic information resource plat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Nonprofit academic 
information services; Public communication platform of academic resources

（本文责编：孔青青 周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