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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SSP）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伊始创立的国家级学术出版社，以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学

术著作为主，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机构提供出版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国家高端智库成果及中

外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出版阵地，每年有近2500种学术图书在这里诞生，建社40年累计出版图书2万余

种，出版品类覆盖哲学社会科学全部重要学科，出版成果反映了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现状与水

平，海内外学术影响力在全国出版社中名列前茅。



南京大学“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

引”( Chinese Book Citation 

IndexSM ）简称CBKCI。

该数据库覆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全

部学科。标准严格，遴选审查繁复。

依据学术著作的全部章节信息和参

考文献都被该索引完整收录和标引。

国内学术影响力

         根据南京大学“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遴选的1992年至2017年出版学术专

著的数据显示，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个学科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12个

学科位居前三强，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4个学科排名第一，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国语言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文化学6个学科排名第二

，哲学、考古2个学科排名第三位。



      依据“世界图书馆联机数据”（OCLC）海外馆藏数据为基础的“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海外图书馆藏数量2013~2016年连续四年位列全国人文社科类出版社第一名。

海外学术影响力



Academic Influence
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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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图书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重大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在“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丛书基础上以

学科为基点，建立年鉴深度加工标准，重新组织内容资源。旨在构建覆盖

哲学社会科学全学科的学术文献检索和知识服务平台，系统而全面地反映

学科发展的脉络，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年鉴数据库背景



2、获得荣誉

我社“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项

目在第十一届新闻出版业互联网发展

大会上获得“优秀知识资源”荣誉。



3、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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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
www.eyearbook.cn

品牌影响力、学术权威性
高质量专业学科年鉴数据库，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大影响

力，几乎覆盖全部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和部分重要的二级学科。

内容多样、数据碎片化程度高
在专业图书、研究报告、文献、图片资料等内容资源的基础上，整合国

内外社会科学研究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理，利用元数据管理技术

构建出统一标准等十类内容模型（如研究热点、文献、会议、活动等），

基于十类内容模型对所有年鉴进行碎片化加工，重新组织内容资源。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年鉴内容进行深度挖掘、知识关联，为用户

提供文献检索与阅读、机构与人物索引、学术热点分析、知识关联分

析、数据挖掘分析等知识服务功能，并提供拼接阅读、流式媒体阅读

等多种在线阅读服务功能。

深度知识服务、功能创新



4、资源情况

《中国人口年鉴》(31卷)

《世界经济年鉴》(37卷)

《中国哲学年鉴》(34卷)

《中国文学年鉴》(35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24卷)

《中国地方志年鉴》(14卷)

《中国经济学年鉴》(7卷)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7卷)

《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3卷)

《中国艺术学年鉴》(1卷)

《中国新闻年鉴》(34卷)

《中国语言学年鉴》(22卷)

《中国历史学年鉴》(36卷)

《中国社会学年鉴》(26卷)

《中国民俗学年鉴》(1卷)

《中国考古学年鉴》(31卷)

《中国伦理学年鉴》(4卷)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卷)

《郭沫若研究年鉴》(6卷)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3卷)

《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16卷)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年鉴》(1卷)

《东西方哲学年鉴》(1卷)

《全国社会科学院年鉴》(1卷)

《中国教育学年鉴》(1卷)

《中国边疆学年鉴》(1卷)

《中国管理学年鉴》(1卷)

《中国宋史研究年鉴》(1卷)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

库共28种，414卷。

共涉及6个学部12个一级学

科。

预计未来三年年鉴种类将扩

充到40种规模，几乎覆盖

全部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

和部分重要的二级学科。



5、功能特色

主题
标签

内容
提炼

多维度
检索服务

检索结果
分析

年鉴对比
分析

拼接
阅读

评价
功能



主题标签
从所有年鉴中提炼出具有相似属性的实体，利用元数据管理技术构建出统一标准的年鉴、

文章、论文、图书、课题、会议、人物、大事记等内容模型，将不同类别年鉴里的此类

信息以排行榜单、活动地图、时间轴等可视化形式进行对比、排行、趋势展现，形成每

本年鉴的特色栏目。



内容提炼
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提炼出每本年鉴的热点、相关人物、相关机构等信息，帮助读者一目

了然地快速了解年鉴特征。



多维度检索服务
用户可通过关键词从多个维度快速检索、筛选定位到相关内容，可从多个维度全

方位获得单本年鉴的综合画像，也可通过一个或多个维度纵向对比了解学科发展。



检索结果分析
提供了检索结果分析的功能，为用户提供更深入的知识服务，如用户检索“马克思

主义”后，可以对全量检索结果进行分析，看到与该关键词有关的年鉴及分布情况、

不同年份的热度、相关人物、机构及分布情况。



年鉴对比分析
通过把不同年份的同一类年鉴放在一起进行纵向对比分析，从关注热词、热门人物、

热点事件等多个维度感受学科发展变化的趋势。



拼接阅读
用户可以将不同年份的年鉴章节拼接在一起进行对比阅读，将内容组合形成学科类产品。



评价功能

“热门文献TOP10”等评价内容

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针对此部分内容，将不同年份、不

同类别的年鉴按照学科汇聚，形成

学科、主题的排行榜单。

效果如下图所示。



 Competing analysis
竞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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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不仅可以提供一本年鉴按照原书目录结构进行阅读，同

时还提供主题阅读模式，并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提炼出年鉴或搜索结果集的热点、

相关人物、相关机构等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知识服务及阅读体验。



Function demonstration
页面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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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首页



年鉴详情页

ü年鉴的基本信息（封面、年鉴名字、年份、

出版日期、字数等）

ü在线阅读、同类对比

ü按照原书目录机构阅读、主题阅读（综述、

热门文献、会议等）

ü提炼出每本年鉴热点、相关人物、相关机构



搜索结果页

基础检索功能

支持快速的全文检索，元数据

检索，标题检索，高级检索，

模糊搜索等

多维度检索

对于关键字、人物、机构、会

议、论文、图书等内容的检索

检索结果可按照相关度、热度、

点击率等进行排列，并可以对

检索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



主题阅读



原文阅读



对比分析



用户中心

ü机构用户可以在授权的IP

范围内浏览全部数据库内容.

ü用户中心可以记录用户在

使用过程中关注的关键词、

收藏的内容及拼接阅读形成

的内容。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商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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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流程-可选服务方式

1

在线服务
 平台

2

镜像平台

提供在线阅读

机构用户在线管理

用户行为分析

打包分装子库，

生成知识专题

 为图书馆提供镜像库服务；

自动镜像资源录入更新；

DRM版权保护；

日志分析和试用情况分析；

授权用户使用知识服务功能；



商务流程-可选服务方式

在线阅读

生成知识专题

机构用户在线管理

用户行为分析

在线服务平台

 为图书馆提供镜像库服务；

自动镜像资源录入更新；

DRM版权保护；

日志分析和试用情况分析；

授权用户使用知识服务功能

镜像平台



1 2 3 4 5 6 7

用户提出

试用申请
• 镜像版上门

实施和培训

在eyearbook.cn上

开通试用

试用结束，

生成测试报告
签约

8

服务和更新

试用过程中

推广工作
进入采购流程组织培训，合作推广活动，

网站推广链接

填写试用申请单，盖章

商务流程-试用和采购流程



 

携手合作 共创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