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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公益开放的国家级学术期刊数据库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雁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国家社科基金于 2012 年资助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以下简称“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受到社科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7
月 16 日，数据库已正式上线运行，本报记者就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的有关情况专门采访了全国

社科规划办负责人（以下简称“负责人”）。 
  记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社科界期刊

界对此非常感兴趣，但了解不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的目

的和意义？ 
  负责人：数据库是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是促进学术资源共享的重要平台，社

科界对数据库建设充满期待。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

设、十八大关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精神，我们创新资助模式，把事关哲学社会科学长

远发展的基础建设作为重要资助方向，立项资助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建设学

术期刊数据库，就是要整合全国社科研究学术期刊数据资源，提高学术期刊使用效益，推进学术

资源的公益使用、开放共享，提升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水平，更好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切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国社科院在组织领导、机构设置、技术力量和经费保障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具有建设类似

数据平台的前期经验，具备较好的数据库建设基础条件。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

我办委托中国社科院作为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的责任单位，具体工作由该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

承担。 
  记者：资助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的确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那么，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的

目标是什么？有什么总体思路？ 
  负责人：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的基本目标，分为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短期目标是，用两年

时间，完成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并启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建设的其他工程；长远

目标是，在“十二五”规划末期，初步建成一个国家级、开放型、公益性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

平台（包含期刊在内的学术资源数据），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着眼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建设，有效整合哲学

社会科学精品期刊数据资源，实现资源公益使用、开放共享；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地实施项

目，确保取得高质量成果；不断完善数据库的功能和服务，切实加强数据库的更新维护、安全管

理和信息分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高端、准确、便利的学术数据资源，为党和政府决策提

供数据支撑。 
  记者：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自立项以来都做了哪些工作，目前进展情况如何？ 
  负责人：2012 年 3 月立项以来，数据库承建单位做了大量扎实深入、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是

认真开展数据库建设的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二是积极推动数据库的标准化建设；三是扎实推进

数据资源整合与加工；四是加快进行数据库信息系统建设；五是深入开展数据库需求调研和对比

分析；六是建立健全数据库建设的规章制度。 
  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社科界和期刊界的大力协助和积极配合，截至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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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425 家学术期刊社签署了合作协议，并与数十家科研机构进行了深入交流。经过各方面一年多

的共同努力，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于 7 月 16 日正式上线

运行。 
  记者：下一阶段，对学术期刊数据库建设有什么设想？ 
  负责人：根据目前的工作进展，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既定工作目标和思路，始终坚持高水平

管理，坚持数据库的公益性和开放性，坚持勤俭节约，把责任意识、精品意识贯穿于工作始终，

为社科界期刊界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继续强化数据库的功能和

服务，提高学术期刊和学术成果入库率，为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打好基础，积极为党和

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切实加强数据库的运维管理，提高运维工作的水平和效率，确保数

据库安全运行、万无一失。三是不断拓展与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宣传推广数据库，

把数据库打造成社科界期刊界专家学者的成果展示平台，打造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强劲

助推器，推动优秀学术成果更快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