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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高质量发展，提供
高水平服务。在资源整合方面，收录中文学术期刊达到 2149 种，上线
论文 1180 多万篇。在服务保障方面，坚持为各类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
公益性学术信息服务，全年新增个人用户超过 80 万人，访问量近 1.25
亿次，检索量超过 2308 万次，阅读量近 1115 万次，下载量 1046 万次。
同时，积极创新学术期刊传播方式，积极贴近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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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文期刊 2021 年全年用户使用数据，对期刊受用户关注的情
况进行了客观统计分析，形成本报告，以期为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
术期刊数字化传播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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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文期刊概况 1 

1　本报告主要基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用户使用数据，数据统计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来源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后台和百度统计。通过对库内期刊受用
户关注的情况进行客观统计分析，以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情况提供一定
参考。
2    不含停刊、注销及退出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致力于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
刊的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截至 2021 年底，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
心累计上线期刊 2149 种，较 2020 年增加 31 种，上线论文 1180 多万篇。
上线期刊中 1350 种已回溯至创刊号。为保证数据的可对比性，本报告
仅选取了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前上线且有阅读量与下载量的 1913 种中
文学术期刊 2。

这些期刊的主办单位在地域上覆盖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单
位类型包括社科院、综合性大学、党校（行政学院）及其他科研机构。
在学科领域上，这些期刊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按照论文所属
学科，划分为 23 个学科大类与 1 个综合大类（综合大类包括人文社会
科学综合类与少量自然科学综合类）。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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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库期刊学科分布（单位：种）

一  统计指标与数据来源
（一）统计指标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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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关注使用的情况，本报告以在线阅读量与下载量作为基本统计指标，
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期刊关注度指数”和“学科关注度指数”。
1. 在线阅读量与下载量

阅读量：用户每 1 次对某期刊的文章在线阅读均被记录 1 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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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同一文章多次在线阅读，则该期刊在线阅读量累计。
下载量：用户每 1 次对某期刊的文章下载均被记录 1 次；若用户

对同一文章多次下载，则该期刊下载量累计。
其中，在线阅读量与下载量 2 个统计指标相互独立，用户下载文

章不作为阅读量累计。
2. 期刊关注度指数

期刊关注度指数体现了用户对本数据库中每种期刊的阅读和下载
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分别计算每种期刊的关注度数据并进行排序得出年度期刊受关注
情况排序。
3. 学科关注度指数

学科关注度指数反映了用户对本数据库中各个学科的期刊下载使
用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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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
本报告主要基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用户使用数据，数

据统计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来源于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后台和百度统计，并将创刊时间为 2016-
2020 年的刊物（46 种）界定为新刊，单独展示其关注度指数，同时，
新刊不参加分学科关注度指数的统计。

本报告通过对数据库收录期刊受用户关注情况进行客观统计分析，
以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情况提供一定参
考。

二  期刊关注度
（一）2021 年度期刊关注度指数

1913 种中文期刊中，2016 年 1 月 1 日前创刊的刊物有 1867 种，
通过统计数据库收录各学科期刊论文的阅读量、下载量，计算出 1867
种中文学术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为了更好地观
察关注度较高期刊的各指标数据，取前 20 位学术期刊列表展示，见表 2。

表 2  2021 年度期刊关注度指数及其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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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刊期刊关注度指数
1913 种中文期刊中，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创刊的刊物为 46 种，

通过统计阅读量及下载量，计算得出各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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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度指数，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取前 10 位的关注度期刊列表展
示，见表 3。

表 3  新刊期刊关注度指数

（三）分学科期刊关注度指数
依据学术期刊论文所属学科大类，对这些收录的学术期刊进行了

学科划分，包括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等 24
个学科。2016-2020 年创刊的刊物 46 种不参与分学科展示关注度指数。

每个学科的期刊种数不同，期刊的受关注程度也不相同。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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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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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自科综合和社
科综合）等 9 个学科领域。按照各学科的期刊种数排序，得到图 1。

图 1  2021 年关注度指数前 20 位期刊在各学科的种数分布

与 2020 年相比，排名前 20 位的期刊中，历史学类期刊数量大幅
增加，宗教学期刊退出前 20 位，其他学科期刊数量变化不大。本报告
按照前 10% 的比例列出这些学科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1.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共 571 种）
本报告对 571 种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

与关注度指数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10%
的 57 种学术期刊指标数值，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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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1 年度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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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学（共 268 种）
本报告对 268 种教育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

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10% 的 27 种学术
期刊指标数值，如表 5 所示。

表 5  2021 年度教育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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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学（共 244 种）
本报告对 244 种经济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

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10% 的 24 种学术
期刊指标数值，如表 6 所示。

表 6  2021 年度经济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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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治学（共 204 种）
本报告对 204 种政治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

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10% 的 20 种学术
期刊指标数值，如表 7 所示。

表 7  2021 年度政治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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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艺术学（共 73 种）
本报告对 73 种艺术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7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
度指标数值，见表 8。

表 8  2021 年度艺术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6. 管理学（共 56 种）
本报告对 56 种管理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6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
度指标数值，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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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21 年度管理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7. 法学（共 47 种）
本报告对 47 种法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行

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5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度
指标数值，见表 10。

表 10  2021 年度法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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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语言学（共 45 种）
本报告对 45 种语言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5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
度指标数值，见表 12。

表 12  2021 年度语言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8. 历史学（共 41 种）
本报告对 41 种历史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4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
度指标数值，见表 11。

表 11  2021 年度历史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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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共 42 种）
本报告对 42 种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

与关注度指数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4 种
学术期刊的关注度指标数值，见表 13。

表 13  2021 年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11. 文学（共 38 种）
本报告对 38 种文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行

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4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度
指标数值，见表 14。

表 14  2021 年度文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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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体育学（共 36 种）
本报告对 36 种体育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4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
度指标数值，见表 16。

表 16  2021 年度体育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12. 民族学与文化学（共 36 种）
本报告对 36 种民族学与文化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

度指数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4 种学术期
刊的关注度指标数值，见表 15。

表 15  2021 年度民族学与文化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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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闻学与传播学（共 30 种）
本报告对 30 种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

度指数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3 种学术期
刊的关注度指标数值，见表 17。

表 17  2021 年度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15. 社会学（共 25 种）
本报告对 25 种社会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3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
度指标数值，见表 18。

表 18  2021 年度社会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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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考古学（共 19 种）
本报告对 19 种考古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2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
度指标数值，见表 20。

表 20   2021 年度考古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18. 哲学（共 16 种）
本报告对 16 种哲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行

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2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度
指标数值，见表 21。

16. 马克思主义（共 20 种）
本报告对 20 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类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

注度指数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2 种学术
期刊的关注度指标数值，见表 19。

表 19  2021 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类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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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21 年度哲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19. 人文地理学（共 15 种）
本报告对 15 种人文地理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

数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前 2 种学术期刊的
关注度指标数值，见表 22。

表 22  2021 年度人文地理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20. 心理学（共 10 种）
本报告对 10 种心理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 1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度
指标数值，见表 23。

表 23  2021 年度心理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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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环境科学（共 9 种）
本报告对 9 种环境科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

进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 1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
度指标数值，见表 24。

表 24  2021 年度环境科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22. 军事学（共 8 种）
本报告对 8 种军事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 1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度
指标数值，见表 25。

表 25   2021 年度军事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23. 统计学（共 8 种）
本报告对 8 种统计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 1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度
指标数值，见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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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021 年度统计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24. 宗教学（共 6 种）
本报告对 6 种宗教学期刊的阅读指数、下载指数与关注度指数进

行计算统计，并按照关注度指数排序后，展示 1 种学术期刊的关注度
指标数值，见表 27。

表 27  2021 年度宗教学期刊的关注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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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科关注度
学科关注度指数是综合性指标，集中反映了用户对本数据库中各

个学科的期刊阅读、期刊下载使用情况。本报告对学术期刊的学科类
目划分，主要依据期刊发表论文所属的学科大类来判断期刊的学科归
属，共划分出 24 个学科大类。我们对 24 种学科大类所覆盖的期刊种数、
学科阅读指数、学科下载指数及学科关注度指数进行列表展示，见表
28。

表 28  2021 年度的学科关注度指数及其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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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检索热度
为了从检索热度发现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用户

最关注的研究主题内容，我们统计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用
户检索词频。本报告将用户检索次数较多的关键词称为“热搜关键词”，
用户检索次数较多的期刊称为“热搜学术期刊”，并分别列表展示检
索频次在前 20 的“热搜关键词”排序与“热搜学术期刊”排序。见表
29、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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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检索频次在前 20 位的“热搜关键词”排序

表 30  检索频次在前 20 位的“热搜学术期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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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注度地域分布
（一）国内关注情况

使 用 百 度 统 计（https://tongji.baidu.com/） 对 2021 年 访 问 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用户 IP 进行统计，国内用户的访问量排名
如表 31。

表 31  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访问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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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关注情况
根据百度统计（https://tongji.baidu.com/）的统计数据，2021

年国外使用量最高的前 10 个国家和地区如表 32。

表 32  国外访问量前 10 位的国家和地区

六  机构用户使用情况
（一）使用量较高的机构用户

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机构用户在 2021 年的下载量及
阅读量统计结果，计算出这些机构用户的总体使用量，按照总体使用
量排序后，列出居前 10 位的机构用户名单，见表 33。

表 33  使用量居前 10 位的机构用户

34



（二）使用量较高的不同类型机构用户
         1. 社科院

表 34  使用量居前 10 位的社科院

         2. 高等院校

表 35  使用量居前 10 位的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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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党校（行政学院）

表 36  使用量居前 10 位的党校

         4. 公共图书馆

表 37   使用量居前 10 位的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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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纳入统计的 1913 种中文期刊名单
（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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