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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
中心最受欢迎期刊报告发布会综述

2025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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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九周年之际，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受欢迎期刊报告发

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党组成员赵芮主持开幕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赵川东等出席开幕式。北京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任羽中致辞。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主办，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近百位期刊编辑部代表参加了会议。

高翔在开幕式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

刻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作用、战略性地位，深入论述了推动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就加快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重大部署。学术期刊作为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传播平台，承担着引领学术方向、激发创新活力、传播前沿思想、促进

学术交流的重要功能，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是彰显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载体。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浪潮正在重塑学术生产与传播

范式，加快建设一流学术刊物，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传播体系，是新时代赋予

中国学术期刊的重大历史使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在数

字化建设各环节的应用场景、落地方式和保障机制，提升运转效率、优化工作机制、改进服务质

量，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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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羽中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发展到今天，为全国的社会科学

界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方便的信息平台，是全球中文社会科学开放获取的重要资源库之一，彰显

了中国学术的全球影响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术化传播、国际化表达的一

个重要载体。面向未来，北京大学将继续加强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合作，强化优势互

补，特别是支持学者，服务学者、学科、学术的发展成长，让科技来助力学术期刊的建设，为全

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科学界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王岚在会议开幕式上发布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

中心最受欢迎期刊报告（2024 年度）》（以下简称《期刊报告》）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用户使用分析报告（2024 年度）》（以下简称《用户报告》）。《期刊报告》主要展示了 2024 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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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的期刊 20 种、最受欢迎的新刊 10 种、各个学科最受欢迎期刊 208 种，首次展示了国外用

户使用期刊的情况。《用户报告》为首次发布，统计分析了平台用户使用情况，2024 年平台国际

传播成效显著，国外访问量较前一年增长 34.2%。

会议开幕式上，四位“最受欢迎期刊”代表分别作了发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党委书记、

总编辑金民卿表示，要坚持政治正确、学术高端的办社理念，弘扬“忠诚、敬业、奉献”的杂志

社精神，根据新时代新任务大胆改革创新，续写《中国社会科学》和整个杂志社工作的新篇章。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报》主编王健认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

中心是国内最大的中文哲学社会科学开放获取学术平台，《公共管理学报》依托这一优质平台，

不仅显著拓展了传播广度，更实现了传播速度的提升与传播效果的深化，达成学术价值的最大化

呈现。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副社长、《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执行主编段发明表示，面向

新时代学术期刊建设，应进一步强化战略选题策划能力，聚焦教育领域重大现实问题，主动对接

国家教育发展战略需求；创新学术传播范式，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路径；提升国

际学术对话能力，系统构建中国智慧教育的国际传播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社长黄薇表

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以开放共享的理念，提供的优质平台与专业服务打破了学术资源

的时空壁垒，让优秀成果惠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也为学术期刊提供了展示价值的舞台。

会议研讨环节以“人工智能赋能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分四个阶段展开。专家展开

了一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思想碰撞，从多维视角切入，围绕人工智能对学术期刊的全方

位影响展开深度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郭家宏指出，人工智能为学术期刊发展带来机

遇，为稿件处理、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带来提升，同时学术诚信、数据安全、团队转型仍面临挑

战。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应制定行业规范与准则、加强数据安全管理、提升编辑与审稿人能力，

更好实现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财政研究》编委邢丽提出，要抓住时代机遇，坚守办刊核心价值观，坚持内容为王、高质

量办刊的基础上，思考并加强 AI 协作，让 AI 赋能期刊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李春萍认为，在 AI 时代，不仅要学习已有的知

识，更要开展知识的探索；不能放弃知识的系统性和深度，要在此基础上更注重知识的应用性和

创新性。

《南海学刊》主编熊安静认为，学术期刊 AI 应用的基本原则在于扬善抑恶，学术期刊要坚守

初心，提升“三力”，即学术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

《数字出版研究》副主编黄国彬谈到，AI 赋能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创作仍存在“翻译式抄

袭”、AI 辅助写作、AI 虚假信息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基于可信赖层级的内容体系建设，即

实现传统学术论文、公开同行评审意见、关联科学数据、公开作者回复、注册式研究报告的结合。

《社会学评论》副主编王水雄在报告中提到了人工智能环境下社会学期刊的现状以及在政治、

社会、学术方面的多重压力，认为专业期刊要锚定初心与定位，要坚持做知识创新与学术交流的

桥梁、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推动器、社会服务的实践者。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副主编王艳丽在报告中阐述了期刊高质量发展为什么必须实现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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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认为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必须热情拥抱人工智能，这是由期刊作为媒介、人工智能作为技

术和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的本质决定的，并强调“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向善，其根本在于人

类向善”。

《政治学研究》编辑阳军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影响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主要体

现在研究对象的拓展带来数字社会政治现象的复杂化；研究方法的革新加速数据驱动与计算社会

科学的深化；理论体系的重构使传统政治概念面临挑战；学科交叉促进了政治学与计算机科学、

伦理学的融合；学科面临发展与治理的新挑战。

《中国考试》主编王海东就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三点策略建议：学术期

刊界亟须研究制订一份共识性指导文件；各家期刊亟须一个公共的 AI 文本检测软件；有必要持

续跟踪研究 AI 赋能学术出版的相关问题。

《社会保障评论》副主编郭林在谈论人工智能驱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数智化发展的时代价值

时提到，人工智能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智能支撑，实现多学科前沿成

果的智能化整合，有效增强学术话语体系传播效能，有助于促进研究者快速把握不同学科研究动

态，推进学科体系交叉融合与范式创新。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陈宏在报告中谈到，建立一个多元的、专业性的学术

发表和评价数字平台，能够有效地改变旧有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搭建起适应学科特征、以学术

成果为核心的评价机制；打破高校及高校学报各自为战的局面，整合彼此学术资源，构建高校与

学术期刊相互把关、互为承认的学术共同体。

与会专家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为底色，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剖析，又有立足实践的创新探索，

不仅展现了学界的前沿动态，更勾勒出未来发展的多元图景；既为学术期刊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方

法论指引，也为破解行业共性难题开辟了新路径，充分彰显出人工智能赋能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的无限可能。

会议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纪委书记、副馆长巩文发布了《在学术期刊中合理应

用人工智能的倡议书》，强调为了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中的合理使用，赋能学术期刊

高质量发展，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坚持以人为主，技术为辅；注重数据安全与

隐私保护；保持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建立行业标准与规范；健全信息真实性审核机制；鼓励创新

应用实践；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本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学术期刊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众多学术界同仁在思想碰撞中找到了共同

发展的契机，充分发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协同创新的积极作用。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将继续坚持不懈加

强自身建设，不断锐意进取，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

期刊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学术创新、学术交流、学术引领搭建平台，努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我国

优秀学术成果广泛传播，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作出应有贡献。

（执笔人：赵以安 李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