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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术发展　勇担文化使命
不断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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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报告发布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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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方法 / 过程］ 2024 年 5 月 17 日，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文献中心关注度报告发布会成功举办。会议发布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文期刊用户关注

度报告（2023 年度）》。 ［结果 / 结论］ 本次会议关于 2023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用户对中文期

刊关注情况的发布，有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融合发展和开放共享，进一步促进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文献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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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17 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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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年之

际，在即将迎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关注度报告发布会在京举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赵

志敏主持会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赵川东致辞。会议发布了《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文献中心中文期刊用户关注度报告（2023 年度）》。

  *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文期刊用户关注度报告（2023 年度）》，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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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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

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了“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1］的重要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将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列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重点任务，大力支持，积极协调，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及相关单位开拓创新，推

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快速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为总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

设的成果和经验，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公益性学术传播平台作用，进一步促进我国学

术期刊融合发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我国优秀学术成果的世界传播，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关注度报告发布会。

2 领导讲话与致辞   

高翔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深切体现了党的领袖对哲学社会科学期望之高、关怀之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切实担

负起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

高翔在讲话中表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促进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上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在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

设，增强中国学术成果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翔在讲话中指出，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要提高政治站位，

一丝不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为抓手，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做出应有贡献。

要重视文化传承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围绕“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代意义的命题，着力深化中华文明研究，做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阐释，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利用公益性学术传播平台的独特优势，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海外传播，加强我国学术成果的海外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讲好中华民

族的故事、中国历史的故事、中国文化的故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既是实体中心，更

是数据中心，还必须而且也应该成为国际学术交流对话的高层次重要平台，要不断扩展资源收

录范围，尤其是“绝学”、冷门学科、小众学科及交叉学科，担负起展示学术发展前沿、引领学

术发展的使命，提升中心内涵，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开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和发

展的新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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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2 领导讲话与致辞   

1 会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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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川东在致辞中指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充分发挥了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

台的作用，不断促进学术期刊融合发展。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要继续将深入研究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

理化阐释，坚决守牢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研究阵地，不断推动学术创新，更好发挥学术资源服

务决策的作用，积极倡导优良学风。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希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坚强领导

下，充分发挥学术优势和人才优势，主动应用前沿技术，持续整合学术资源，努力建设成为我国

重要的社科信息文献保障机构，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离不开、用得好的学术平台，成为

交流学术信息、传播学术成果、展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

3 发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文期刊用户关注度报告（2023 年度）》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从建设伊始就将推动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和融合发展作为重要任

务。自 2018 年起，每年发布中文期刊用户关注度报告，以用户使用数据为基础，以关注度指数

为衡量标准，对期刊受用户关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遴选出最受欢迎期刊、分学科最受欢迎期刊

等，以期从社会公众使用的角度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提供一定的参考。

截至 2023 年底，在资源整合方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收录中文学术期刊 2356 种，

较 2022 年增加 80 种；首次上线集刊 132 种；上线文章 1383 多万篇，较 2022 年增加 63 万篇；

上线优先发布期刊 207 种、文章 832 篇，不断扩充各学科的优秀学术文章①。

在系统建设方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上线期刊论文优先发布系统，大大缩短了论文

发布周期，进一步提升论文的传播效率；上线“集刊专栏”，集中收录和展示集刊数字资源；完

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栏”优化改版，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改善用户体

验，提高服务能力。

在用户服务方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访问总量超过 12.7 亿次，文献阅读量和下载量

超过 1.6 亿次；2023 年全年访问量超过 2.7 亿次，阅读量下载量超过 3200 万次；国内机构用户 9

万家，国外机构用户 1000 多家，个人用户 700 多万人；2023 年全年新增机构用户 410 家，新增个

人用户超过 100 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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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为各类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学术信息服务，进一步提升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效果，

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支撑。

本报告基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后台数据，统计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的用户使用数据并进行指标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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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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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文期刊关注和使用的情况。

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期刊关注度、学科关注度、主题关注度、优先发布期刊关注度、期刊关注

度地域分布、机构用户使用情况等。

3 发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文期刊用户关注度报告（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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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期刊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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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 日

以前上线且有阅读量与下载量的 1999 种中文期刊作为分析对象。依据“期刊关注度指数”计算

方法，对期刊用户关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排序，得出 2023 年度最受欢迎的中文期刊 20 种（见表

1）、最受欢迎的新刊 10 种（见表 2）、各个学科最受欢迎期刊合计 193 种。此外，为加强学术交

流、促进文化传播，应相关期刊编辑部的要求，统计分析了 23 种国内英文期刊的相关数据，作

为报告的附录（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表展示）。

表 1 2023 年度中文期刊关注度指数

序号 期刊名称 关注度指数

1 历史地理研究 1.006 5

2 考古学报 0.914 4

3 中国社会科学 0.789 8

4 当代美国评论 0.736 2

5 历史研究 0.729 4

6 博物院 0.593 1

7 求是 0.590 0

8 中国史研究 0.542 0

9 近代史研究 0.479 2

10 文史 0.462 5

11 考古 0.460 4

12 红色文化学刊 0.459 8

13 城市观察 0.445 4

14 历史教学 0.416 9

15 经济学 0.410 5

16 财经智库 0.403 3

17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0.391 8

18 哲学研究 0.386 1

19 中国法律评论 0.386 0

20 治理现代化研究 0.384 6

表 2 2023 年度新刊期刊关注度指数

序号 期刊名称 关注度指数

1 国家安全论坛 1.735 1

2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1.613 4

3 历史评论 1.432 0

4 建筑史学刊 1.125 7

5 马克思主义哲学 0.910 0

6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 0.880 8

7 经济思想史学刊 0.868 7

8 台湾历史研究 0.599 3

9 文献与数据学报 0.513 5

10 决策科学 0.47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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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科关注度

依据中文期刊文章所属学科大类，对收录的期刊进行学科划分，包括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等 24 个学科。在对 2023 年的期刊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发现，排名前

20 位的期刊主要分布在历史学、考古学、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

等 10 个学科领域。2023 年度关注度指数前 20 位期刊在各学科的种数分布见图 1。

图 1 2023 年度关注度指数前 20 位期刊在各学科的种数分布

3.3 主题关注度

为从检索热度发现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最受用户关注的研究主题，报告列

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用户的检索词频。报告将用户检索频次较多的中文期刊称为“热搜

中文期刊”，用户检索频次较多的关键词称为“热搜关键词”。检索频次在前 20 位的“热搜中文

期刊”与“热搜关键词”，分别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 2023 年度检索频次在前 20 位的“热搜中文期刊”

序号 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1 求是 11 世界历史

2 历史研究 12 近代史研究

3 经济研究 13 中国法学

4 中国社会科学 14 中国史研究

5 考古 15 法学研究

6 历史教学 16 中国语文

7 文物 17 会计研究

8 管理世界 18 社会学研究

9 哲学研究 19 文学评论

10 教育研究 20 马克思主义研究



008

第 6 卷 第 2 期  2024 年 6 月

文 献 与 数 据 学报

008

表 4 2023 年度检索频次在前 20 位的“热搜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1 教育 11 “双减”政策

2 党建 12 “一带一路”

3 中国式现代化 13 管理

4 乡村振兴 14 军事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5 国家战略

6 党的二十大 16 国家安全

7 人工智能 17 共同富裕

8 红楼梦 18 高质量发展

9 马克思主义 19 人类命运共同体

10 文化自信 20 网络暴力

根据表 4 中的“热搜关键词”，以及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被检索频次变

化情况，绘制出相应的主题河流图，见图 2。

图 2 2023 年度热搜关键词检索频次变化情况

汇总 2023 年用户在不同访问终端的阅读频次与下载频次，得到相应的统计数据，绘制出用

户使用中文期刊文章主题热度的标题词云图，见图 3。

3.4 优先发布期刊关注度

2023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期刊论文优先发布系统正式上线，将编辑部确定录用

且已经审核定稿的文章提前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发布，供用户检索、阅读和下载使用。

通过对 2023 年已上传的优先发布文章阅读量与下载量进行数据统计（仅统计优先发布页面所列

文章，不含正刊发布后相应文章的阅读量与下载量），按照使用量（即阅读量和下载量之和）排

序，展示排序位居前 10% 的 20 种期刊。如表 5 所示。



009009

赵以安，赵语嫣，李菲菲，等 . 推动学术发展　勇担文化使命　不断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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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报告发布会综述［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4，6（2）：003-013.

图 3 2023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用户使用中文期刊文章的主题热度

表 5 2023 年度使用量前 20 位的优先发布期刊

序号 刊名

1 学术界

2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3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社会科学辑刊

5 华东经济管理

6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7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8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

9 文学遗产

10 统计与决策

11 中国农村经济

12 浙江理工学报

13 记者摇篮

14 人口与发展

15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16 开发研究

17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8 特区实践与理论

19 城市观察

20 双语教育研究

3.5 期刊关注度地域分布

报告对 2023 年访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用户 IP 数据进行统计，得到国内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访问量排序（见表 6）和国外各国家及地区的访问量排序（前 10 位

见表 7）。此外，对国外用户的期刊论文阅读下载量进行统计，得到使用量（即阅读量和下载量

之和）排名前 20 位的期刊名单，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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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3 年度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访问量排序

序号 地区名称 序号 地区名称 序号 地区名称

1 广东 13 福建 25 吉林

2 北京 14 江西 26 黑龙江

3 江苏 15 云南 27 内蒙古

4 山东 16 陕西 28 海南

5 河南 17 重庆 29 宁夏

6 浙江 18 广西 30 青海

7 四川 19 辽宁 31 西藏

8 湖北 20 山西 32 香港

9 上海 21 贵州 33 台湾

10 安徽 22 新疆 34 澳门

11 河北 23 天津

12 湖南 24 甘肃

表 7 2023 年度国外访问量前 10 位的国家和地区

序号 国家 序号 国家

1 新加坡 6 马来西亚

2 美国 7 俄罗斯

3 日本 8 加拿大

4 韩国 9 法国

5 英国 10 德国

表 8 2023 年度国外用户使用量前 20 位的期刊

序号 刊名

1 文物

2 文学教育

3 考古

4 名作欣赏

5 世界宗教研究

6 全国流通经济

7 戏剧之家

8 文学遗产

9 社会科学战线

10 汉字文化

11 文史知识

12 电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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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刊名

13 科技创新与应用

14 艺术科技

15 历史研究

16 中国社会科学

17 经济问题

18 高教学刊

19 数理化解题研究

20 文教资料

3.6 机构用户使用情况

根据国内机构用户在 2023 年度的阅读量及下载量，统计出机构用户的使用量，并选取总使

用量居前 20 位以及分类型（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党校及公共图书馆）使用量居前 10 位的机

构。其中，总使用量居前 20 位的机构用户如表 9 所示。

表 9 2023 年度使用量居前 20 位的国内机构用户

序号 机构用户名称

1 云南大学

2 华东师范大学

3 中央宣传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

4 四川大学

5 吉林大学

6 北京师范大学

7 首都师范大学

8 中央财经大学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10 北京大学

11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12 厦门大学

13 浙江大学

14 安徽组织干部学院

15 国家开放大学

16 梓潼县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图书馆

18 全国政协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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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表发言   

在发布会期间，受邀期刊编辑部代表及机构用户代表分别做了大会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魏长宝在发言中表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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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举措和具体体

现。该中心成立八年来，在促进优秀科研成果的公益服务和世界传播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传播

平台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将继续加强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交流合作，加快

哲学社会科学高端学术传播平台建设，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

新篇章。

北京大学《经济学》编辑部主任刘京在发言中表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为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资源整合、开放共享和对外传播搭建平台，在建设中国特色学术传播平台方

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中 共 广 西 区 委 党 校（ 广 西 行 政 学 院 ） 图 书 馆 馆 长 韩 勇 表 示，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秉 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主旨和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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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丰硕；提供的开放性、公益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

学术信息资源服务，是科研、咨政、教学的好帮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公益性学术资

源，有效弥补了公共文化服务在基层资源不足这个短板，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实现了送文化资源下乡。

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红表示，梓潼大力推广使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

中心平台，在基层调查研究、党政机关以文辅政、中小学校教育教学等方面得到了大量文献信息

资源和智力支持，助力当地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节省了费用开支，推动了地方发展。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资源丰富、使用便捷，深受党政机关干部、中小学校教师推崇，其中梓潼七一

职中正是通过引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平台，丰富了办校资源，激发了教师工作热情，学

校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得到极大提升。

5 小 结   

正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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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年之际，同时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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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报告发布会，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紧紧围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的要求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核心主题，立足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践行中

国社会科学院“三项共识”，把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理论学术

使命，进一步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继续开

新局谱新篇，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

5 小 结   

4 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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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2］，充分发挥公益性学术传播平台优势，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建构中国

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支撑，为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注释】

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官方网站［EB/OL］.［2024-05-17］.www.ncpss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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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the Report on Access and Use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A Review

Zhao Yi-an Zhao Yuyan Li Feifei Wu Jia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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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review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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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NCPSSD).［Method/Process］On May 
17th, 2024, the Conference on the Report on Access and Use of the NCPSSD was successfully convened. At 
this conference, the Report on NCPSSD Access and Use (2023) was released.［Result/Conclusion］Through 
this conference, the condition of access and use of Chinese journals by users of NCPSSD in 2023 were 
releas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and open access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further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CPSSD.
Keyword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NCPSSD);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Access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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