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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中文出版传媒融合创新发展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北京科学技术期刊学会、上海市编辑学会、河北省期刊协会、

福建省期刊协会、湖北省期刊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期刊协会、内蒙古期刊协会、四川省期刊协会、

贵州省期刊协会、广东省期刊协会、浙江省期刊协会、山西省期刊协会、重庆市期刊协会、广西期刊协

会、江苏省期刊协会、安徽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广西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四川省科技期刊编辑学

会、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云南省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吉林省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重庆医科

大学期刊社、《军事通信学术》杂志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院、《人权法学》杂志社、《人

民长江》杂志社、《水利水电快报》杂志社、《西安交通大学学报》杂志社、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社、《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杂志社。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俞征鹿、盖双双、郎彦妮、朱琳君、李苑、吕青、刘志强、曾桂芳、乔晓东、

陈树勇、王敏、刘卫国、黄仲一、郑珊珊、胡昕、邵明义、沈岩、杨萨日娜、林章碧、田丁、邓英、陈

艺、熊哲文、郭秀文、卢瑜、周国良、康宏、刘桂娥、黄锋、戴泽明、黄健、甘海燕、钱锋、王立龙、

黄河胜、王龙杰、马苗苗、杨蒿、石应江、吴银松、鞠善宏、冉明会、张辉洁、唐秋姗、张学颖、左源、

朱安明、周力、卢崇敏、李慧、陶晴、张丛、张园、卓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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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高成长性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术期刊高成长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学术期刊高成长性的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总被引频次

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3.2 影响因子

期刊评价前两年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用的次数。

3.3即年指标

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

3.4他引率

期刊总被引频次中，被其他期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

3.5引用刊数

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期刊数。

3.6开放因子

期刊被引用次数的一半所分布的最小施引期刊数量。

3.7扩散因子

期刊当年每被引100次所涉及的期刊数。

3.8被引半衰期

该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全部次数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3.9来源文献量

符合统计来源论文选取原则的文献的数量。

3.10文献选出率

来源文献量与期刊全年发表的所有文献总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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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AR论文量

期刊所发表的文献中，文献类型为学术性论文（Article）和综述评论性论文（Review）的数量。

3.12平均引文数

来源期刊每一篇论文平均引用的参考文献数。

3.13平均作者数

来源期刊每一篇论文平均拥有的作者数。

3.14地区分布数

来源期刊登载论文所涉及的地区数，按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不含港澳台地区）。

3.15机构分布数

来源期刊论文的作者所涉及的机构数。

3.16海外论文比

来源期刊中，海外作者发表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3.17基金论文比

来源期刊中，国家、省部级以上及其他各类重要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3.18引用半衰期

该期刊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4 期刊高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

期刊高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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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期刊高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

5 期刊学术质量指标

5.1 期刊被引用计量指标

期刊被引用计量指标见表1。

表 1 期刊被引用计量指标及评估用途

序号 指标 评估用途

1 总被引频次 显示该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绝对影响力的大小

2 影响因子 测度期刊学术影响力

3 即年指标 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

4 他引率 测度期刊学术传播能力

5 引用刊数 反映被评价期刊被使用的范围

6 开放因子 体现学术影响的集中度

7 扩散因子 测度期刊学术传播范围

8 被引半衰期
测度期刊老化速度的一种指标，通常不是针对个别文献或某一组文献，而是对某一

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文献总和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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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期刊来源计量指标

期刊来源计量指标见表2。

表 2 期刊来源计量指标及评估用途

序号 指标 评估用途

1 来源文献量
在期刊发表的全部内容中，只有报道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成果的学术技术类文献用

于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工作的数据来源

2 文献选出率 反映期刊发表内容中，报道学术技术类成果的比例

3 AR论文量 反映期刊发表的内容中学术性成果的数量

4 平均引文数 衡量期刊科学交流程度和吸收外部信息能力的一个指标

5 平均作者数 衡量期刊科学生产能力的一个指标

6 地区分布数 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和全国影响力大小的一个指标

7 机构分布数 衡量期刊科学生产能力的另一个指标

8 海外论文比 衡量期刊国际交流程度的一个指标

9 基金论文比 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

10 引用半衰期 衡量作者利用文献的新颖度

5.3 期刊学科排名计量指标

期刊学科排名计量指标见表3。

表 3 期刊学科排名计量指标及评估用途

序号 指标 评估用途

1 被引频次分区 评估期刊被引频次在学科中的位置

2 影响因子分区 评估影响因子在学科中的位置

3 论文数分区 评估期刊发表论文数在学科中的位置

5.4 期刊社会影响力计量指标

期刊社会影响力计量指标见表4。

表 4 期刊社会影响力计量指标及指标含义

序号 指标 指标含义

1 新兴评价指标 评价期刊社会影响力的新兴计量指标

2 论文阅读量 期刊论文在学术网站或数据库被阅读的数量

3 下载量 在数据库或学术网站被下载的数量

4 社交媒体转载量 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被转载的数量

5 高影响力数据库或

平台收录
被国内外高影响力数据库或平台收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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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期刊综合评价指标

综合评价总分是根据科学计量学原理，系统性地综合考虑被评价期刊的各影响力指标（核心总被引

频次、核心影响因子、核心他引率、基金论文比、平均引文数等）在其所在学科中的相对位置，并按照

一定的权重系数将这些指标进行综合集成。综合评价总分屏蔽了各学科之间总体指标背景值的差异，可

以进行跨学科比较，是评价期刊综合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一个指标。

具体的算法如下：

综合评价总分 =


n

i
iik

1


其中， i 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ik 为影响力指标的相对位置的得分。 ik 的计算公式如下：

minmax

min

xx
xxki 




x 为影响力指标的得分，如对于总被引频次指标即该期刊的总被引频次。 maxx 为该期刊所在学科

的影响力指标的最大值，如对于总被引频次指标来说就是该期刊所在学科期刊的总被引频次的最大值。

minx 为该期刊所在学科的影响力指标的最小值，如对于总被引频次指标来说就是该期刊所在学科期刊

的总被引频次的最小值。

6 期刊管理质量指标

6.1 基础管理

评估标准包括以下几方面：

a）应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期刊出版许可证、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

等要求；

b）主办单位应具有学术出版资质和专业背景，出版单位应具备必需的办刊条件；

c）各期刊编辑出版单位应提供自身有关规章制度（如编辑部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编辑部管理制度、

期刊编委会章程、发行管理办法、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等）；

d）应执行严格规范的组稿、审稿及同行评议制度，保持一定的稿件退稿率；

e）刊发文章应具有严谨的编排格式规范，内容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f）在计量单位、数字、符号和词头用法等方面符合国家标准，图表规范，文字表达准确，标点符

号正确，编校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二；

g）在出版形式质量方面，封面和版权页的要求项目齐全，版面设计合理规范，能正常按时出刊。

6.2 团队建设

评估标准包括以下几方面：

a）拥有相应学科领域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人员，主编应取得国家规定的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且具有

副高级（副编审）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编辑应具有编辑从业资格证书且取得国家规定的岗位培训

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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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建编委会并定期进行换届改选，编委会应能有效指导编辑出版工作；

c）针对获奖的编辑人员或者期刊建立明确的奖惩制度。

6.3 组织支持

评估标准包括以下几方面：

a）对期刊建设的参与和贡献；

b）对扩大期刊影响力等方面的贡献；

c）主办单位资金投入情况。

6.4 数据管理

评估标准包括以下几方面：

a）数据采集、存储、分析的高效性；

b）数据保护的安全性和利用的合规性；

c）数据挖掘、共享、利用的有效性。

6.5 用户服务

评估标准包括以下几方面：

a）响应的速度和解决问题的满意度；

b）服务渠道的多样性和服务的个性化；

c）用户体验和改进迭代的满意度。

7 期刊运营状况及风险特征计量指标

期刊运营状况及风险特征计量指标见表5。

表 5 期刊运营状况及风险特征计量指标及指标含义

序号 指标 指标含义

1 3年载文量 期刊近3年刊载的原创性和综述类论文数量

2 载文量学科位次 近三年载文量在本学科的位次

3 扩容率 期刊近两年载文量与前两年载文量的比值

4 国内发文占比 国内发文量与载文量的比值

5 来源文献增长率 期刊当年的来源文献增长情况

6 论文出版费 结算币种以人民币为主

7 自引率 1-去除自引的期刊影响因子/影响因子

8 撤稿论文数 近三年期刊撤稿论文数

9 百篇撤稿论文比 当年每百篇论文撤稿占比

10 舆论指数 期刊每当年负面新闻数



T/BCPMA 2—2024

7

8 期刊高成长性评级

8.1 期刊评级流程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完成期刊评级工作。第三方评审机构制定详细的评审细则和评审方案。

第三方评审机构组织成立评审专家组。评审专家组依据期刊学术质量指标、期刊管理指标、期刊运营状

况及风险特征计量指标等维度，根据参评期刊特征，确定期刊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第三方评审机构提供

期刊评价指标数据。评审专家组在参考期刊评价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审读样刊，对期刊进行打分。第三

方评审机构根据期刊得分情况将期刊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A+、A、A-。期刊评级流程见图2。

A+：期刊得分位居学科前5%（含5%），学术质量和管理质量水平非常高。

A：期刊得分位居学科5%～25%（含25%），学术质量和管理质量水平较高。

A-：期刊得分位居学科前25%～50%（含50%），学术质量和管理质量水平基本合格。

图2 期刊评级流程

8.2 评审专家组构成

采取分学科评价的方式，各学科专家组成员不少于7人；专家组成员专业领域应涵盖参评期刊专业

领域，除此之外，专家组成员还应包括：从事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审读专家、熟悉期刊法律法规的管理

专家以及熟悉期刊评价指标的科学计量学专家等；评审专家应具有副高级（副编审）及以上专业技术任

职资格。随机抽选专家，至少组建两个小组同时评审。

8.3 权重的确定

评审专家组根据学科自身特征和发展情况，选择期刊评价指标，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等方法，

研究确定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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