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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刊方阵与中文核心期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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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文核心期刊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

共同主持, 是一种评价学术期刊水平、帮助各单位确定期刊订购数量和品种的参考工具。中国期刊方阵是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于 2001 年 4 月从全国 8 135 种正式出版的各类期刊中, 按照办刊质量、发行数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

要求, 评选出 1 500 多种“双高”、“双奖”、“双百”、“双效”四个层次组成期刊方阵。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期刊方阵相

比较, 有三方面的区别: (1)建立的目的不同; (2)建立的方法标准不同; (3)分类与周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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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期刊

工作研究会共同主持, 有 40 多所高校图书馆的 140

多位专业人员参加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研究

工作已有 10 多年了, 期间出版了 3 版《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核心期刊) , 因其具有较好的

客观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在学术界奠定了作为重要

参考工具的地位, 并已形成一定的权威性, 对我国学

术期刊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中国期刊方阵是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 2001 年 4 月从全国 8 135 种

正式出版的各类期刊中, 按照办刊质量、发行数量、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要求, 经过推荐评审后, 从中

选出 1 500 多种期刊, 分“双高”、“双奖”、“双百”、

“双效”四个层次组成的呈宝塔状的期刊群。

核心期刊对科技学术类期刊的影响冲击余波未

平, 中国期刊方阵又列队出击。它对科技学术类期刊

又有何影响? 基于此, 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分析比较。

二、比较评价

(一) 建立的目的不同

中文核心期刊产生的背景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

当时国内图书品种大量增加, 价格持续上涨, 各单位

的图书经费严重不足, 只能采取裁减期刊订购数量

和品种维持现状, 中文核心期刊作为一个评价学术

期刊水平, 有助于各单位确定期刊订购数量和品种

的参考工具而产生。入选核心期刊是根据期刊的引

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的, 此标准是由某

些大学图书馆制定的, 而且各学校图书馆的评比、录

入标准也不仅相同。

中国期刊方阵是新闻出版总署根据我国期刊业

发展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形势, 为推动新世纪期刊

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目

的是要求各期刊社及主办单位以提高质量为重点,

加快体制创新与机制创新, 壮大实力, 增强活力, 提

高竞争力, 争创名牌, 使期刊上层次上水平, 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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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此类期刊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

(二)建立方法标准不同

核心期刊采用多指标综合筛选, 首先确定统计

因子及筛选指标, 它们是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

文量、被摘率、影响因子。其次进行综合筛选, 其方法

是 (1)构成统计因子矩阵; (2)求隶属度, 构成评价矩

阵; (3) 以专家评定法选取权重, 对评价矩阵做加权

平均; (4) 将筛选方法, 统计数据及筛选结果送专家

评审, 鉴定其是否符合该学科的实际情况, 根据专家

意见, 进行个别调整, 即产生该学科的核心期刊表。

中国期刊方阵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为“双

效”期刊, 即按 10%～ 15% 的比例选取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好的期刊, 作为方阵的基础; 第二层面为“双

百”期刊, 即通过每两年一届评比产生的百种重点社

科期刊、百种重点科技期刊, 数量控制在 200 种左

右; 第三层面为“双奖”期刊, 即在“双百”期刊基础

上, 评选出的获得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的

期刊, 数量控制在 100 种左右; 第四层面为“双高”期

刊, 即为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的期刊。据世界期刊

协会和其它国际权威质量认证机构提供的信息, 我

国社科期刊有 20 多种排名在世界同类期刊 500 强

的前 50 名, 有 60 余种科技期刊在国际科学技术界

有影响, 14 种科技期刊入选为 SC I 来源期刊。这一

层面的期刊是创建世界名牌期刊的基础, 数量控制

在 50 种左右。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建设中国期刊方阵的方式

上实行“分工负责制”。各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

中央国家机关期刊管理部门, 着力抓好“双效”期刊、

“双百”期刊的建设; 新闻出版总署协调有关部门, 重

点抓好“双奖”、“双高”期刊的建设。即“双效”期刊由

省级主管部门按照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比例推荐,

由省委宣传部和省科技厅 (科委) 审核, 报新闻出版

总署和科技部认定。

(三)评价标准不同

核心期刊采用建立在模糊数学基础上的多指标

综合评价矩阵, 方法的理论比较严密, 由此形成的结

果也是必然的。由于核心期刊 1992 年版的统计年限

为 1988～ 1990 年, 核心期刊 1996 年版的统计年限

为 1992～ 1994 年, 核心期刊 2000 年版统计年限为

1995～ 1997 年, 所以, 每一版的核心期刊在其出版

之日就已经结束了有效期, 即核心期刊具有较为明

显的滞后性, 而总以期刊在统计年限内被利用的情

况来展示现阶段的质量水平, 因此自核心期刊问世

以来, 争论不断, 现在争论最大的是核心期刊的滞后

性和由专家评定法确定的权重的科学性等问题。

期刊方阵的产生, 尤其是基础层面“双效”期刊

的产生有明显的地区分布性, 另外, 近几年来, 各级

各类期刊评优不断, 从公布的入选期刊来看, 难免有

鱼目混珠的低质量期刊, 所以, 维护和保持国家期刊

奖的权威性、科学性、公正性、公开性势在必行。

(四)分类与周期不同

中文核心期刊从第一版 5 大编 (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医药卫生, 农业科学, 工程技术) 131 个类

目、第二版 7 大编 (马列主义、哲学, 经济学, 教育, 自

然科学, 医药卫生, 农业科学, 工称技术)、131 个类

目到第三版 7 大编 (同第二版) 75 个类目, 涵盖了期

刊的各个类别。

中国期刊方阵分为两大类四层次, 即社会科学

类和自然科学类。四层次中作为方阵基础的“双效”

期刊, 会形成具有承上启下、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层

面; 作为方阵中坚的“双百”期刊, 利用期刊的品牌效

应, 通过兼并等形成品牌期刊系列; 国家应扶持重点

建设的“双奖”期刊, 以其作为我国创建世界名牌期

刊的“双高”期刊。同核心期刊分类相比, 期刊方阵比

较简单。

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期刊方阵均有评价周期,

前者 4 年 1 次, 后者 3 年 1 次, 有利于期刊业形成良

性循环, 促进期刊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三、结　论

核心期刊出版 12 年来, 由于它载文水平较高,

社会影响较大, 所以, 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学术论

文评优、科技成果评价以及期刊水平的评定等方面

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绝大多数学术期刊 (尤其是高

校学报)都将进入核心期刊作为奋斗目标。中国期刊

方阵首次以阵容形式展开我国期刊业的不同层次和

发展现状, 以此为导向, 对将来期刊的发展提供了不

同类型的标准, 有利于期刊业的整体水平的提高, 促

使我国期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实现体制创新和

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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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和中国期刊方阵建设是一个动态过

程, 有利于竞争和推陈出新, 保证期刊的高质量、高

标准。

从数量上看, 中国期刊方阵中科技类期刊有

725 种, 其中“双高”、“双奖”、“双百”期刊总计只有

220 种, 一些学科类没有选入或很少。另外, 从评定

指标的量化上看, 中国期刊方阵没有核心期刊明确,

或者说核心期刊评定的操作性更强。最后, 核心期刊

突出学科性, 强化学术性, 而中国期刊方阵的建立在

于促进期刊出版业 (包括科技学术期刊)的更大繁荣

和健康发展。所以, 作为高校的职称评定, 学术评优,

成果评价以及年度考核等方面的参考工具, 笔者认

为核心期刊较优于中国期刊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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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 re Jou rnals of Ch ina w as fo rm ed at early 1990s, spon so red by the lib rary of Peik ing

U n iversity and associa t ion of lib rary and jou rnal of in st itu t ion s of h igher educat ion in Beijing. It is a

reference to evalu te the acadrm ic level of jou rnals and help un its to ascerta in the sub scrip t ion vo lum e and

variety. Ch inese jou rnals fo rm at ion w as developed by the N at ional N ew s and P ress Pub lish ing

A dm in ist ra t ion O ffice in January 2001. F rom 8 135 fo rm al pub lica t ion s, the off ice had selected over 1 500

jou rnals w ith bet ter quality to fo rm the Ch inese Jon rnal Fo rm 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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