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 

 

一、总体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是国内技术领先、内容权威的哲学社会科学全学科学习与数字人

文科研工具平台，也是目前国内更新最快、学科最全的正版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电子书数据库。

该库整合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众多学术出版社授权的学术电子书资源 23000 余种，每年

可更新 2000种新书，实现了纸电同步出版。数据库下设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政、中社智库、

哲学宗教、历史考古、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等十个子库，包含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等优秀成果 5000余种；重点

图书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中国社会科

学院老学者文库》《西方学术经典译丛》《“剑桥史”系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以

及哲学社会科学各类著作、论丛、文集、学科发展报告等内容。此外还包括有声书 3000 集、

视频及视频课程 500 集。 

文库所有图书实现了知识单元的条目化加工，支持全文检索和书本内检索；并且从学科、主

题、知识、关键词等不同维度进行了详细标引。图书、图表、条目、章节、图片等实现了跨

学科关联，并且集成了在线词典功能，通过知识挖掘和知识互联帮助读者形成高效、专业和

体系化的学习。 

 

二、使用方法： 

1  用户登录 

1.1  机构用户 

由《中国社会科学文库》技术人员完成机构账户开通，通过 IP 范围控制使用权限，IP

范围内用户自动识别，读者通过访问网址：http://www.sklib.cn 可直接使用。 

http://www.sklib.cn/


 
 

1.2 高校 CARSI 用户登录 

 

 

在学校名称列表或使用搜索功能中找到您的学校。 



 

以北京大学 CARSI 用户登录为例。在北京大学登录页面输入校园卡或者图书馆通用卡号和密码，系统

自动跳转回中国社会科学文库（www.sklib.cn）首页，登录成功后，数据库页面右侧登录框上方显示高校

名称“北京大学”，之后即可访问数据库全部资源。 

 
 

1.3  个人用户 

个人可选择使用手机或邮箱进行用户注册。 

登录可使用账号密码方式登录，账号可选择手机/邮箱/用户名，也可以使用微信扫码免密登录，还可

以使用手机号短信验证码实现一键登录。 



 

 

登录后，点击首页右上方用户头像进入“个人中心”，在个人中心可以修改密码，完善

个人信息，修改关联手机、邮箱，充值，管理已购买、关注、收藏的内容，管理借阅的图书，

反馈意见等。 

 

 

 



2  检索 

2.1  快速检索 

在首页搜索框内输入检索词，根据需要选择“全文”“标题”“作者”“关键词”“摘

要”进行检索，默认检索项为“全文”。 

根据需要可选择“模糊”或“精确”检索。以下举例说明二者的区别，以搜索“中国文

化”为例，选择精确检索，则结果页显示的是图书标题、简介或关键字等信息包含“中国文

化”四个字的结果；选择模糊检索，则结果页显示的是精确检索结果，和以“中国”“文化”

为关键字的结果。 

搜索框上方的资源类型复选框可限定搜索结果的资源类型。若不勾选，默认搜索全部类

型，搜索结果按照相关度排序。 

 

 

2.2  高级检索 

在“高级检索”中，可以通过“全文”“标题”“作者”“关键词”“ISBN”及出版时

间范围等进行条件组合，从而进行更为精确的检索。 



 
 

在“专业检索”中，可以根据检索逻辑关系来自行输入相应的表达式，如输入“FT='中

国' and FT='社会科学' and AU='陈'”，可以检索到篇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并且作

者为“陈”姓的所有文章。 

 

 

2.3  按学科分类和中图法分类查找 

在首页上方点击“分类导航”，进入到全部分类页面，此处可根据学科分类或中图法分

类查找到相关分类下的所有内容，包括图书、条目、论文、表格、图表、图片等资源类型，

点击相应类型即可找到该类型下所有资源列表，点击图书可查看详情、进行阅读。若某个分

类下没有资源，则该分类不会出现在目录中。 



 

 

 

 

 

3  检索结果分析 

3.1  检索结果排序规则 

检索结果默认按与检索内容的相关性从高到低列出，相关度权重排序为：标题>关键字>

内容简介>正文。检索结果可按出版日期进行正序或倒序排列，也可以按照资源的点击量进行

正序或者倒序排列。 



 

 

3.2  类型和分类筛选 

检索结果页左侧有资源筛选项，可以对资源类型、中图分类、学科分类、作者、作者机

构、出版日期等进行组合筛选。 

通过点击列表顶端已选筛选项后边的 X，可以取消某个或多个筛选条件，通过左侧的筛

选项进行重新选择。 

 

 



3.3  二次检索 

用户在以上检索基础上，可通过二次检索进一步精确查找范围，通过在“结果中检索”，

限定“标题”“作者”“关键词”等内容，在更精确的范围内搜索结果。例如，第一次检索

关键词为“文化 符号”，结果中命中关键字的图片为 783幅，在结果中以作者为“王巍”进

行二次搜索，检索出图片 63幅。 
 

 

3.4  相关词检索 

检索结果页左侧有“相关词”一栏，动态出现的是与检索关键词相关的词汇，对同一领

域研究有启发作用，点击直接进入相应“相关词”的搜索页面。 

 

 



在图书详情页的右下方，也有相关词栏目。此处的相关词是与本书内容相关的关键词，

点击不同的词进入相应“相关词”的搜索页面。跟相关词并列的还有从本书中抽取的相关“人

名”和相关“地名”关键词词云集。从宏观上概括了本书中提到的人名和地名，点击可实现

即时搜索。 

 

 

 

3.5  同类资源检索 

在浏览某张图片或图表时，用户不仅可以看该张图片所在章节的文字内容，而且可以回

到图片所在的图书界面阅读全书。通过图片右上角的“查看相关分类其他图片”，可以找到

与本图片同类的图片资源，还可以同类图片资源列表扩展到该分类下所有的图书、论文、知

识点等相关资源。 



 

 

 

 

 

 

 

 



三、特色功能 

3.1  网页阅读与原版阅读跳转 

支持网页阅读与原版阅读的同步跳转。点击页面顶端的“原版阅读”，即可跳转至当前

网页阅读相对应的 PDF 页面。 

3.2  在线辞典功能 

将光标移至脚注上，还可以看到具体的注释内容。用鼠标选中书中关键词，点击右键，

可查看该词的权威解释。 

 

 

 

3.3  文内检索功能 

数据库支持 PDF 阅读和网页阅读页面文内检索，检索结果可迅速定位至相应位置。 
 



 

 

3.4  馆外借阅 

在授权机构（指已经购买或开通试用本产品的机构）电脑上打开数据库页面，读者扫描

图书详情页右侧的二维码，可以试读和离线借阅。但借阅之前需要在手机上登录个人账号。

这样可将扫码的图书借阅到本人账号下，并可以离开授权 IP 范围内阅读，默认可以借阅 7

天。7 天到期后阅读权限自动失效，需要回到授权 IP 范围内再次借阅或续借。 

 

 

 

文内搜索 



3.5 繁简互检 

通过繁体字可以检索到简体字资源，通过简体字也可以检索到繁体字资源。 
 

 
 

3.6 智能语音朗读 

点击“语音朗读”按钮，可以将文本内容转为语音。网页阅读支持手机、pad等移动终

端熄屏收听文本内容。 

 



3.7 排行榜 

排行榜栏目有文库热度和浏览排行榜，还有豆瓣评分榜、京东销售榜、亚马逊当当销售

榜等，读者可以迅速找到全库重点图书和受欢迎的图书。 

文库还设有学科阅读排名前十榜，读者可以快速找到各学科重点图书、论文等资源。另

外，文库还提供各机构阅读排名前十的图书。 

 

 

 
 



3.8  学者库 

学者库提供学科分类，读者可以找到各学科的学者，也可以通过上方的姓名搜索框和字

母排序筛选检索到。点击作者照片，进入作者信息页面，可以查看作者简介和作品。 

右下方的“本机构作者”是您所在机构，作品被中国社会科学文库收录的作者。 
 

 

 

 
 



四、数字人文研究和检索举例 

 

资源文献在检索结果中的重新组合和显示，可为用户提供一些从纸书阅读中无法发现的

人文课题和知识点，从而启发用户进行数字人文课题的探索。 

如，赵高的画像，出处不同，人物却有胡须和无胡须之别，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可

以引发用户进一步探索和考证。 

 

 

又如，搜索“文化 符号”，通过资源类型+中图分类/学科分类筛选结果——上古历史不

同文化使用的文字符号，进而对比分析文化间的差异，这是纸书阅读无法实现的。而相关词

是与文字符号关键词相关的词汇，例如“谢信一”是认知语言学的专家，点击可直接进入“谢

信一”的检索结果页面，对跨学科领域研究会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重点图书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 

联系电话：010-8408 3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