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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 2016 年 9 月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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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发布

会，总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绩和经验，并发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

成果报告（2016 ～ 2021 年）》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关注度报告

（2020 年度）》，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本刊特别报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

中心建设成果发布会重要内容。

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全力推进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发布会综述

赵以安 A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 100732）

摘 要：［目的 / 意义］促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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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 过程］2021 年 5 月 17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发布会成功举行。会议发布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建设成果报告（2016 ～ 2021 年）》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关注

度报告（2020 年度）》。［结果 / 结论］通过此次会议，总结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发展成果，加强

了同用户和期刊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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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之

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成功举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发布会。会议发布了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报告（2016 ～ 2021 年）》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

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关注度报告（2020 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

［作者简介］赵以安，男，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Email: zhaoyan@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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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高翔出席会议，并分别向 2016 ～ 2020 年最佳机构用户代表、

最受欢迎期刊代表颁发证书。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主任姜培茂出席会议并致辞。

1 会议背景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提出了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重要任务。2016 年

9 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

心。五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带领图书馆等相关建设单位勠力同心，砥

砺奋进，全力推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面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性学术信息服务，受到了

海内外机构、学者的欢迎和肯定。为总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绩和经验，深入落实党

史学习教育“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求，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发布会。

2 领导致辞和讲话   

谢伏瞻在致辞中指出，五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团结带领全院同

志，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和三次致社科院贺信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文献中心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通过整合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源，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

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坚实保障，为传播中国学

术成果提供了重要平台。未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新形势新要求，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把新技术手段作为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早日建成“国内顶

尖、国际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

向，秉持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宗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为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而不懈奋斗。

姜培茂在致辞中指出，目前，文献服务正处于颠覆性变革阶段，各种社会力量正在加速进入

文献服务和知识服务市场，大数据文献分析和知识服务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建立，为社科界提供了高效、开放性的平台，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优质、

便利的研究条件，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打造了标志性工程，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

基础性保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制定并执行好《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高翔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五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带领全院同志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思

1 会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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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图书馆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勇担重任，开拓创

新，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要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继续推进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实支撑，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发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报告（2016 ～ 2021 年）》   

报告回顾了五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建设发展情况，集中展示了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文献中心的建设成果。

五年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支持下，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重视和指导下，在有关期刊编辑部、机构用户及相关单位的帮助下，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五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一直遵循“资源共享、方便快捷”的原则，坚持

“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要求，致力于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面向社会

提供公益性学术信息服务。

五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系统功能持续优化，实现了各类终端的全覆盖；内容不

断丰富，资源总量超过 2000 万条；不断探索创新应用，基于学术期刊数据库的阅读量、下载量

等客观的用户使用数据，结合用户评价和信息计量学方法，设计关注度指数，从 2018 年起编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关注度报告》，每年在 5 月 17 日进行发布。综

合各期刊从 2016 年至 2020 年五年的关注度指数，200 种期刊成为最受欢迎期刊（见表 1）。

表 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2016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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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经济研究

2 财经智库 17 世界哲学

3 中国社会科学 18 考古

4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19 社会学评论

5 当代美国评论 20 经济社会史评论

6 历史研究 21 哲学研究

7 东北亚经济研究 22 金融评论

8 中国文学批评 23 世界宗教文化

9 周易研究 24 马克思主义研究

10 近代史研究 25 清华法学

11 中国史研究 26 劳动经济研究

12 考古与文物 27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3 社会发展研究 28 古代文明

14 社会学研究 29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15 世界宗教研究 30 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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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31 城市与环境研究 73 北方法学

32 世界历史 74 公共行政评论

33 行政科学论坛 75 宗教学研究

34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76 伦理学研究

35 史学理论研究 77 史学月刊

36 政治学研究 78 文学评论

37 当代中国史研究 79 中国年鉴研究

38 抗日战争研究 80 社会保障评论

39 西域研究 81 公共外交季刊

40 红楼梦学刊 82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41 美国研究 83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42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84 方言

43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85 新闻与传播研究

44 中国语文 86 敦煌学辑刊

45 金融监管研究 87 哲学动态

46 东方法学 88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47 史学集刊 89 第欧根尼

48 明清小说研究 90 西北民族研究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 91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0 社会建设 92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93 邓小平研究

52 中国史研究动态 94 国际法研究

53 文物 95 安徽史学

54 管理世界 96 中国工业经济

55 民族研究 97 法制与社会发展

56 文学遗产 98 当代亚太

57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9 心理发展与教育

58 宏观质量研究 100 南亚研究

59 江汉考古 101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60 会计研究 102 行政管理改革

61 世界经济与政治 103 世界文学

62 敦煌研究 104 南开管理评论

63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05 清华金融评论

64 中共党史研究 106 民族语文

65 党的文献 107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66 中国法学 108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7 法学研究 109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8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0 军事历史研究

69 文化遗产 111 中国应用法学

70 社会保障研究 112 心理科学进展

71 南海学刊 113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2 毛泽东研究 114 产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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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15 人口与经济 158 鄱阳湖学刊

116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59 道德与文明

117 文史哲 160 国际传播

118 中外法学 161 国际政治研究

119 现代国际关系 162 草原文物

120 金融研究 163 求是

121 中国文化研究 164 当代语言学

122 管理学报 165 国外文学

123 法学家 166 农业考古

124 心理学报 167 东北亚学刊

125 教师教育学报 168 东北亚论坛

126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69 河北学刊

127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0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28 世界民族 171 南亚研究季刊

129 中国藏学 172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0 中国人口科学 173 人文杂志

131 学术月刊 174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32 交大法学 175 民俗研究

133 现代哲学 176 边界与海洋研究

13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77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5 民族学刊 178 浙江学刊

136 国际问题研究 179 探索与争鸣

137 世界汉语教学 180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138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1 环球法律评论

139 广西民族研究 182 经济学家

140 北京社会科学 183 人口研究

14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84 教育研究

142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85 旅游学刊

143 天津社会科学 186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44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7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45 文史 18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46 哲学分析 189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47 太平洋学报 190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48 东南学术 191 城市问题

149 外国文学评论 192 欧洲研究

150 日本学刊 193 世界经济

151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4 中国农史

152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195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53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6 妇女研究论丛

154 语言科学 197 河南社会科学

155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8 国际新闻界

156 国际经济评论 199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57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 心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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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服务领域不断扩大，用户持续增加，全国社科院、高等

院校、党校（行政学院）、部队院校、其他科研院所和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

企业以及大量个人用户均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服务用户。截至目前，个人注册用户

超过 380 万人，国内机构用户近 8 万家。综合各机构用户从 2016 年至 2020 年在平台推广、用户

使用等方面的情况，50 家单位成为国内最佳机构用户（见表 2）。

表 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2016 ～ 2021 年国内最佳机构用户（按名称拼音首字母排序）
序号 机构名称 序号 机构名称

1 北京大学 26 人民日报社

2 北京师范大学 27 上海交通大学

3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8 上海师范大学

4 东北师范大学 29 深圳大学

5 复旦大学 30 四川大学

6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31 苏州大学

7 光明网 32 铁道党校

8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33 同济大学

9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34 温岭市图书馆

10 黑龙江大学 35 武汉大学

11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6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12 华东理工大学 37 扬州大学

13 华东师范大学 38 云南大学

14 华南师范大学 39 云南师范大学

15 华中师范大学 4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16 嘉兴学院 41 中国国家图书馆

17 江南大学 42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8 昆明理工大学 43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9 丽水市网络图书馆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20 南京大学 45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1 南京农业大学 46 中国政法大学

22 南京审计大学 4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3 南开大学 48 中山大学

24 青岛大学 4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5 清华大学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五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海外推广取得重大进展，海外机构用户超过 1000 家，

分布于 183 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现已成为中国学术成果走向世界的重要传

播平台，通过与联合国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协会、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和世界

知名高校学术机构加强合作，不断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融合，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学

术成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综合各机构用户从 2016 年至

2020 年在平台推广、用户使用等方面的情况，50 家机构成为海外最佳机构用户（见表 3）。

五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成为世界最大的中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开放获取平台，

访问量超过 8 亿次，在世界学术资源开放获取方面走在了前列，贡献了中国方案。

SBBJB（加周年）.indd   8 2021/7/2   9:47:56



009009

赵以安 . 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全力推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发布会综述［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1，3（2）：003-012.

表 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2016 ～ 2021 年海外最佳机构用户（按中文名称拼音首字母排序）
序号 机构名称

1 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 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3 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4 北卡罗来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ystem）

5 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Society f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s）

6 北欧亚洲研究所（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7 波恩大学（Universität Bonn, University of Bonn）

8 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

9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10 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Dag Hammarskjöld Library）（联合国图书馆）

11 大阪大学（Osaka University）

12 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13 东国大学（동국대학교 , Dongguk University）

14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15 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6 法兰克福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17 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

18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19 公州大学（국립공주대학교 ,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20 韩国外国语大学（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1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22 韩国亚洲大学（아주대학교 , Ajou University）

23 汉阳大学（한양대학교 , Hanyang University）

24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5 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6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7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8 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29 龙仁大学（용인대학교 , Yong In University）

30 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31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32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33 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34 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35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36 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

37 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inological Librarians）

38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39 启明大学（계명대학교 , Keimyung University）

40 庆北大学（경북대학교 ,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41 庆尚大学（경상대학교 , 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

42 庆熙大学（경희대학교 , Kyung Hee University）

43 日本经济发展学院（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44 苏黎世大学（Universität Zürich, University of Zurich）

45 瓦尔帕莱索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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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46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47 沃森图书馆（Watson Library）

48 西来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49 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

50 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五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在公共文化服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脱贫攻坚、“一带

一路”、党史学习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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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

的坚强领导下，积极组织力量，制定稳妥方案，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服务保障，为海内外用户

提供持续可靠服务，数据检索量、阅读量、下载量较 2019 年同期均有大幅度增长，联合国图书馆、

美国图书馆协会等 19 家海外机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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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莅临视察并给予充分肯定，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等主流媒体多次进行了报道。

4 发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关注度报告（2020 年度）》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重要的子库，致

力于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资源整合、数字化传播和开放共享。截至 2020 年底，该

库上线期刊 2118 种，上线论文近 1140 万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社科期刊开放获取数据库，

为用户提供免费、便捷的学术期刊论文检索、阅读和全文下载服务。

2020 年，该库全年在线阅读量近 1500 万篇，下载量超过 2200 万篇，用户访问量超过 1.36

亿次。基于数据库后台系统统计出的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用户客观使用数据，形成

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关注度报告（2020 年度）》，以期为我国社

科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提供一定的参考。

报告以在线阅读量与下载量作为基本统计指标，形成“期刊关注度指数”“学科关注度指数”

作为统计分析的依据，综合反映某一时间段内用户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

关注和使用的情况。

报告主要包括期刊关注度、学科关注度、检索热度、关注度地域分布、机构用户使用情况等方面。

报告最重要的部分是期刊关注度。为保证数据的可对比性，报告仅选取了 2020 年 1 月 1 日

以前上线且有阅读量与下载量的 1908 种学术期刊作为分析对象，依据“期刊关注度指数”，对期

刊用户关注情况进行了分析，统计出了 2020 年最受欢迎的期刊 20 种（见表 4）及各个学科最受

欢迎期刊 191 种。该报告可以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官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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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 2020 年最受欢迎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当代美国评论 11 毛泽东研究

2 中国文学批评 12 历史研究

3 世界哲学 13 中国社会科学

4 周易研究 14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5 世界宗教文化 15 财经智库

6 东北亚经济研究 16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7 金融评论 17 近代史研究

8 马克思主义研究 18 考古学报

9 世界宗教研究 19 哲学研究

10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 世界历史

5 代表发言   

机构用户代表、期刊代表在会议上进行了发言。国防大学图书馆馆长杜福增在发言中对会议

召开表示祝贺，向具体建设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表达了谢意。自国防大学图书馆成为机构

用户以来，该数据库受到部队官兵的喜爱，成为了部队官兵工作、学习的好助手。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杨永志在发言中表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成为该院

科研人员查阅、下载资料最多门户网站之一，免费提供了大量的优秀学术期刊、论文数字资源，

解决了多年来科研经费少、数字资源不足的困境，助推了甘肃社科院科研工作的强劲发展，科研

成果数量、质量逐年提升。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党跃武代表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四川大学图

书馆和全省其它各高等学校图书馆，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取得的突出成就表示热烈的祝

贺，代表四川大学以及全省其它各高等学校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提供的优质服务和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表示，五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平台建设不

断完善，服务领域持续拓展，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界以及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影响稳步提升。中国

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有着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日常工作交流，

双方在学术成果发布、数据库建设、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财经智库》副主编杨志勇在发言中感谢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对《财经智库》的眷顾，认为《财经智库》作为一本新期刊有幸搭上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高平台，让更多的读者可以读到它，让《财经智库》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

响力、决策影响力、国际传播力得到更大释放。

《清华法学》编辑部主任徐雨衡在发言中表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对《清华法学》

的帮助，对于促进《清华法学》的学术推广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史哲》副主编刘京希在发言中表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精神而建立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自成立以来短短五年时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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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会科学开放获取平台，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习近平总书记

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精神的鼓舞下，《文史哲》将更充分地借助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传播和弘扬中华文明，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华文明。

在全国上下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中国社会科

学院召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发布会，是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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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向深入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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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精神和三次致中国社会科学院贺信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

价值取向，秉持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宗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开拓创新，努力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为“国内顶尖、国际一流”

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高端信息化平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服务，为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实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A Review

ZHAO Y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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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It’s very importan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NCPSSD) and deep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work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ethod/process］On May 17th, 2021, the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of 
NCPSSD was successfully conven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t this conference, the Report 
on NCPSS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2016-2021) and the Report on NCPSSD Access and Use (2020) were 
released. ［Result/conclusion］Through this conference, NCPSSD’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were 
summarized, the bonds with its users and journals were strengthened and the publicity was further expanded .
Keywords: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Use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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