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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 

江苏省期刊统计与分析 

张小月，黄萍，罗彦卿，陈 强，王艳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江苏省科技期刊的发展情况、为办刊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文章分别从收

录概况、学科领域、地域分布、刊期分布和主办单位 5 个方面对 2011—2015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江苏省期刊

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科技核心期刊近 5年来呈基本稳定的趋势，约有 25%的科技期刊被核心期刊

收录，但仍存在着学科分布不均衡、地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制约着江苏省从科技期刊大省到强省的转变。从刊期

分布来看，江苏省科技核心期刊以双月刊和月刊为主，也就是说刊期并非越短越好。科技核心期刊的主办单位一般

是科研能力较强的学会、研究所、高校等，为想办科技期刊的单位评估自身能力提供了参考。总的来说，期刊界同

仁应当以核心期刊为借鉴，而非办刊目标，以提高自身影响力为根本，促进江苏省科技期刊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江苏省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学科领域；地域分布；刊期；主办单位 

0 引言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又称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指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STIC）依据文献计量学方法评价和推

选出的能较客观反映和展示科学研究最新成果和前沿水平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1］

，即被收录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版）》中的期刊，这些期刊是在经过严格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选取的各个学科的重要科技期刊。江苏省是中国科技

期刊出版大省，科技期刊数量居全国第三位
［2］

。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版权局）网站上的期刊名录中共有 441 种期刊，为了

对江苏省科技期刊质量以及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笔者以这 441种期刊为研究范围，研究了 2011—2015年版《中

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对其收录的情况，即这 5 年中江苏省科技期刊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情况。 

1 数据采集 

笔者以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版权局）网站上期刊名录中的 441种期刊为研究范围，以 2011—2015年版《中国科技期刊

引证报告（核心版）》
［3-7］

为基础，对各版引证报告中收录的 441种期刊进行统计，统计采用的刊名、刊期和出版地等统一取现刊

名、现刊期和现出版地。 

2 数据分析 

2.1 收录概况 

2011—2015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江苏期刊情况如表 1所示。从表 1中可以看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总数在 20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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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有变化，但波动不大，均在 1 990 种左右，这说明核心期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8］

，同时收录的江苏省期刊数也比较稳定，

浮动较小。2015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总收录期刊数激增至 2 383 种，主要是因为从 2015 年开始，

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覆盖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而此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主要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总体来看，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江苏省期刊数约占科技核心期刊的总数的 5.46 %～5.96 %，以全国共 34 个省市自治区计算，每个省级

行政单位的平均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百分比为 2.94%，江苏省的数据在平均值以上，说明江苏省是一个科技期刊大省。 

从江苏省期刊的角度来看，2011—2014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江苏期刊数较为平稳，均在 110多种，从数据上看，逐

年略有下降，与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总数的变化趋势一致，占江苏期刊（总数以 441 种计）的比例为 25.85%～26.98%。2015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增加了社科类期刊，使得收录期刊数增加较多，共收录 130刊，占江苏期刊的 29.48%。

此外，江苏省科技核心期刊的保留率较高，在 97.44%～99.12%之间，相应的新增率和淘汰率较低（除 2015 年版外）。这说明，

经过不断的发展，江苏科技期刊目前已逐步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核心群。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曾对江苏省的科技期刊进行统计，

共统计出 271刊。如果仅以科技期刊为研究样本，则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江苏省期刊占科技期刊总数的 43%左右。从数值上来

看，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核心期刊数已接近半数，这说明江苏省科技期刊的总体水平较高。 

2.2 学科领域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对收录期刊的学科分类及学科领域进行了划分，但每年的学科分类都不同，所属领域

也有变动。为方便统计，按照 2015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的学科分类对收录的江苏省科技期刊的学科领

域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各学科之间可能存在交叉，交叉学科重复计数），未收录江苏省期刊的学科领域不列举

在表中。 

 

需要指出的是，2015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增加了社科的部分，由于 2011—2014年并没有该学科领域，故仅在表中列出不做

讨论，以下讨论针对 2011—2015年共有的 5 种学科领域进行讨论。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在 5 种学科领域中，工程技术类期刊

数最多，约为总收录江苏省期刊数（见表 1中数据）的 50%，其次是医学类期刊，这不仅与江苏省学科建设的情况相关，更与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在这两个学科领域收录的期刊数最多分不开。收录数最少的为自然科学综合领域，该领域固定有 3 种期刊被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经研究发现，这 3种期刊为综合性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对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学科领域进行粗略统计，

可以发现，期刊数最多的学科领域为工程技术，总数在 700～850 之间，其次是医学，总数为 650～750，然后是理学，总数为

250～350，农学，总数为 150～200，自然科学综合总数在 100 左右。结合该领域的江苏省核心期刊数来看，农学领域的江苏省

期刊的优势比较明显，核心期刊数约占该领域核心期刊总数的 10%左右，该数字远大于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江苏省期刊占核

心期刊总数的百分比（5%左右）。总体来看，江苏省期刊发展已逐渐趋于平衡，不仅体现在期刊总体质量上，也体现在各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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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期刊质量上。 

 

2.3 出版地 

按期刊出版地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江苏省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主要分布在 8 个城市，分别

为南京、无锡、徐州、镇江、扬州、常州、苏州和连云港，且呈现出集中的特点。南京是所有城市中科技核心期刊最多的城市，

以南京为出版地的科技核心期刊占江苏省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总数的 75%以上。这是因为南京是省会城市，是江苏省的政治文化

中心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聚集地，而科技期刊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引导和科研力量的支撑，因此南京有着许多办刊的有

利因素。其次是无锡、徐州、镇江等，但所占比例都相对较低且大都依托于高校和研究所。从地理分布上看，江苏省仍有 5 个

地级市没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期刊，可见江苏省科技核心期刊地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十分严重。 

 

2.4 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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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是指报刊的出版周期，期刊按出版周期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和不定期刊等。

一些观点认为缩短刊期对期刊发展能够产生许多良好的效应，但同时缩短刊期又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9-10］

，因此，有必要对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江苏省期刊的刊期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为其他期刊的发展提供借鉴，实现江苏省科技期刊的共同进步。

以 2014 年江苏省年检的数据，对收录期刊的现刊期进行统计（不考虑刊期的变化），结果如图 2 所示。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收录期刊中最多的是双月刊，占总收录期刊数的 61.0%～63.8%，从逐年变化上来看，略有上升，但增幅不大。其次是月刊（21.5%～

23.5%）、季刊（10.3%～12.6%）、半月刊（2.3%～2.6%）和半年刊（0～0.9%）。对 441种期刊的刊期进行统计，结果为双月刊 198

种（44.9%）、月刊 86种（19.4%）、季刊 84种（19.0%）、半月刊 32种（7.2%）、旬刊 22种（5.0%）以及周刊 14 种（3.2%）等。

将江苏省期刊与中国核心期刊收录江苏省期刊的刊期比例进行比较发现，刊期并非越短越好，江苏省期刊中双月刊被收录的比

例约为 40%，月刊为 30%，其次是季刊和半月刊。因此，缩短刊期对提高期刊质量是有一定裨益的，但是并不能盲目地缩短刊

期，应当遵循期刊自身的发展规律，找到适合本刊的出版周期。 

 

2.5 主办单位 

期刊的主办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期刊的综合实力
［11］

。为更准确地对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江苏省期刊进行分析和评

价，笔者对收录期刊的主办单位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需要指明的是，有些期刊的主办单位不止一个，累计统计）。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科研机构、各级学会和高等院校构成江苏省科技核心期刊主办单位的主体。这些单位或组织的共同点是：

它们都在某一专业或某些专业具有极强的科研能力，有强大的学术背景作为依托，因此，这类单位主办的期刊容易具有很强的

学术影响力，进而入选核心期刊之列。除这 3 类外，其他几类机构（企业、各类中心、医院、科技委员会等）主办的核心期刊

数目较少，且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其中，以企业为最多，企业作为科研成果最直接的受益者，其科研实力不容小觑。其次是各

类中心，主要是监测中心以及附属于科研机构或高校的次级单位。值得一提的是，医院也是江苏省科技核心期刊的主办单位，

医院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场所，同时也是医学研究的基地，拥有大批该领域的高尖端人才，有着强大的科研实力。此外，江苏省

科技核心期刊的主办单位还有各类协会、出版部门以及情报机构，但主办期刊较少，不再一一介绍。总体来看，科技期刊对科

研能力的要求较强，科研能力强的机构或组织容易办出综合能力强的刊物。 

3 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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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1—2015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江苏省期刊（即《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收录江苏省期刊）进行统计

发现，在这 5 年间，江苏省科技核心期刊数量基本稳定，波动不大，且相较上一年保留率较高，新增率和淘汰率不大。这说明

江苏省科技期刊经过逐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核心期刊群。然而从全国共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角度来看，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收录江苏省期刊所占比重较高于平均值，再次证实了江苏省是一个期刊大省。 

从学科领域上来看，江苏省期刊都以工程技术领域和医学领域居多，与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收录情况一致。这两个领域都

属于应用性比较强的领域，同时也跟近几年国家发展的要求和学科建设的情况分不开。但学科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如

自然科学综合类期刊一直较为薄弱。新增社科类期刊后，经济政治类期刊的收录情况也不乐观；在管理学领域更是没有期刊入

选中国科技核心，一方面是由于该类的科技核心期刊本就较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江苏省在该学科领域的薄弱。这些问题的存

在会对江苏省期刊的总体水平以及江苏省从期刊大省到期刊强省的转变造成一定的影响，应当引起期刊界同仁的广泛关注。 

对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江苏省期刊的出版地分布进行分析，发现所有期刊集中分布在几个城市中，其中以南京为最多。

这是因为科技期刊大都需要依托于科研实力较强的机构或组织，而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和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众多的高校和

研究机构作为科技期刊的支撑，同时其他方面的资源也能为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然而，仍有许多城市和地区只有少

许或根本没有科技核心期刊，地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十分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江苏省从期刊大省到期刊强省的转变。 

江苏省科技期刊的刊期以双月刊为主，而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江苏省期刊也以双月刊和月刊为主。这说明对于科技期

刊而言，刊期并非越短越好，反而是双月刊更符合科技期刊的发展规律，为一些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对收录期刊的主办单位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主办单位以科研机构、各级学会和各类高等院校为主，符合科技期刊需要科研

实力强的机构或组织作为支撑的推论，为其他想要创办科技期刊的机构或组织评估自身是否具有办好刊物的能力提供了一些参

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已经经历了长达 20 多年的进步和发展，但仍需警醒核心期刊并不是评价刊物优劣

的唯一标准，核心期刊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期刊界以及学术界都应当理性地看待核心期刊，做到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并不完全为其服务、被其左右。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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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 5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江苏省期刊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江苏省科技期刊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

较为稳定的核心群，与全国的省级行政单位对比，江苏省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同时，江苏省的科技核心期刊面临着学科分

布不均衡、地域分布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这对江苏省科技期刊的发展来说是十分不利，应该引起重视。总体来说，江苏省虽

然是科技期刊大省，但并不是科技期刊强省，想要完成“大”到“强”的转变，仍需期刊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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