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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标准介绍

•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是美国科学信
息研究所（ISI）的尤金∙加菲尔德于1957年在美国费城创办的引文数据
库，是期刊文献的检索工具。

• SCI通过“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通过先期的文献被当前文献
的引用，来说明文献之间的相关性及先前文献对当前文献的影响力。
因此，SCI不仅作为一部文献检索工具使用，而且成为科研评价的一种
依据。

• 科研机构被SCI收录的论文总量，反映整个机构的科研、尤其是基础研
究的水平，个人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数量及被引用的次数，反映他的研
究能力与学术水平。 



• 1963年，尤金·加菲尔德博士第一次提出了Journal Impact Factor
（期刊影响因子，简称JIF），用于评估期刊的影响力。

• 1964年，尤金·加菲尔德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正式推出了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

• 1973年，ISI正式出版了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简称SSCI）。

• 1975年，影响因子正式以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证报告，

简称JCR）方式发布。

• 1978年，ISI出版了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和人文

引文索引，简称AHCI）。



• 1992年，自SCI推出后飞速发展的 ISI 获得了加拿大媒体巨头汤姆森

集团的重视，正式加入汤姆森集团，成为汤姆森科技与医疗事业部的

一部分。

• 1997年，ISI将SCI、SSCI，AHCI整合，创建了网络版的多学科引文

数据库——Web of Science。

• 2000年，ISI推出了以SCI、SSCI、AHCI为核心的新一代学术资源整

合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

• 2008年，加拿大汤姆森集团正式完成了与英国路透集团的并购，新公

司命名为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 2014年，Web of Knowledge平台更新并正式更名为Web of Science平台，

原Web of Science数据库更名为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 2015年，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新子集——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TM（简称ESCI）正式推出，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学术研
究的新兴趋势。

• 2016年7月11日，汤森路透与Onex（Onex Corporation）和霸菱亚洲投
资基金（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达成最终协议，出售汤森路透知
识产权与科技业务——成为全球独立运营的新公司Clarivate（科睿唯
安）。

• 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某一年中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
引用总次数与在过去两年内发表论文的总数比值，即：

IFy=
Citationsy−1+Citationsy−2

Publicationsy−1+Publicationsy−2



• CSCD：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创建于1989年，收录我国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

• 1995年CSCD出版了我国的第一本印刷本《中国科学引文索引》，
199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张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检索光盘，1999年出
版了基于CSCD和SCI数据，利用文献计量学原理制作的《中国科学
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2003年CSCD上网服务，推出了网
络版，2005年CSCD出版了《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期刊引证报告》。

• 2007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与美国Thomson-Reuters Scientific合作，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以ISI Web of Knowledge为平台，实现与Web of 
Science的跨库检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ISI Web of Knowledge平
台上第一个非英文语种的数据库。



•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于1992、1996、2000、2004、2008、
2011 、 2014 、 2017 、 2020年出版过九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俗称“北大核心”。

• 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的数据库，
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

•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The key magazine of China technology）是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学科范
畴主要为自然科学领域，是国内比较公认的科技统计源期刊目录。
受科技部委托，权威性名列国内首位。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是 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前身）成立后开展的第一个大型评价
项目。



•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是由科睿
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在汇集和分析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
收录的学术文献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分析型
数据库。

• ESI由引文排位（Citation Rankings）、高被引论文（Most Cited 
Papers）、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和评论报道（Commentary）
4部分构成。 ESI从引文分析的角度，将全部科学分为22个专业领
域，分别对国家、研究机构、期刊、论文以及科学家进行统计分析
和排序。 数据一年更新6次，更新周期为2个月。

（1）引文排位部分依据论文总被引量，排出位居国际前1%科学家、
前1%科研机构、前50%国家/地区以及前50%期刊。高被引论文部分
依据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出国际1%顶尖论文和1%热门论文。



（2）高被引论文（Most Cited Papers）： 10年来的高被引文章
（Highly Cited Papers（last 10 years））：发表于十年内各领域中
被引用次数Top1%的文章。

（3）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基线数值（Baselines）为引
文统计数据提供了比较分析的依据。按照10年间各年进行统计，表
示各学科中每年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

（4）专家评述（Commentary）：评论报道部分对ESI中涉及的特
定领域、科研成果等进行采访报道与评论。



•  JCR分区：科睿唯安（汤森路透）每年6月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人
文领域共计255个学科（刚刚核实，最新数据），JCR分区把所有期刊
按各个学科领域分类后，以上一年度的IF为标准，平均分为4等分，
即是Q1~Q4区。

    同一个期刊可能出现在多个学科中，在某个学科为Q1区，但在另外一
个学科中则可能为Q2区。

• 中科院分区：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每年10~12月份发布，自
2004年首次发布以来，迄今已经成为国内应用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
分区标准。

  中科院分区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两个版本，每个版本又分为大类分区
和小类分区。



• 2019年（其实是2020年初），中科院推出了分区升级版，基础版
只包含SCI期刊，而升级版还包含了SSCI期刊。升级版大类学科
数从13个增加为18个。

• 升级版的分区标准来自于期刊超越指数。绝对不是单纯的5%、
20%、50% 的区间划分

• 中信所分区：全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目前中信所分区影

响力有限，仅在少数科研单位有所应用。



• ABS：the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School，英国商学院协会。其出
版了AJG（Academic Journal Guide，学术期刊指南），是商业和
管理学者发表研究期刊的范围和质量的指南。

• AJG(ABS）期刊划分成如下几个等级:
（1）4*:AJG(ABS)四星级以上，属于大家公认的顶级期刊。

（2）AJG(ABS)四星级期刊，作为其所在领域的顶级期刊。

（3）AJG(ABS)三星级期刊，发表原创和执行良好的研究论文，备
受推崇。

（4） AJG(ABS)二星级期刊，该类别的期刊发表了可接受标准的
原始研究。

（5） AJG(ABS)一星级期刊，一般而言，这些期刊在其所在领域
发表了一项公认但更为适度的标准研究。



• UTD24期刊：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4期刊，是美国德克萨斯
大学达拉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的纳文金达尔管理学院
(Naveen Jindal School of Management)创建的一个期刊数据库，总共24本
期刊，用以对全世界前100名商学院进行排名。

• FT50期刊：Financial Times 50，是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在编制FT Research排行榜以及评估全球MBA、EMBA和在线MBA时使用
的50本期刊。

• 中国科协发布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管理科学领域1041中期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重要期刊的名录

序号 期刊名称 类别 序号 期刊名称 类别

1 管理科学学报 A 16 公共管理学报 A
2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A 17 管理科学 A
3 管理世界 A 18 预测 A
4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A 19 运筹与管理 A
5 中国软科学 A 20 科学学研究 A
6 金融研究 A 21 中国工业经济 A
7 中国管理科学 A 22 农业经济问题 A
8 系统工程学报 A 23 管理学报 B
9 会计研究 A 24 工业工程与管理 B
10 系统管理学报 A 25 系统工程 B
11 管理评论 A 26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B
12 管理工程学报 A 27 研究与发展管理 B
13 南开管理评论 A 2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B
14 科研管理 A 29 数理统计与管理 B
15 情报学报 A 30 中国农村经济 B





2. 格式规范化工具

格式规范化是论文的最低要求！99%的论文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规
范问题。格式不需要创新，也不能创新！

评审专家一般都是大同行专家，未必完全理解你的内容，但是格式、
还有基本的写作规范是清楚的。

问题最大的有：（1）引用、参考文献不规范；（2）公式不规范。
（3）图、表字体太大，太小，模糊等，文中无说明，跨页等。







数学公式工具：mathtype

参考文献工具：endnote，noteexpress



3. 掌握一套理论、方法和工具

• 博弈论

• 运筹学各种方法：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图论、存储
论……

• 各类数学模型：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神经
网络、系统动力学、时间序列……

• 掌握一两种软件工具：Matlab、lingo、Eview、SPSS……



4. 文献阅读

• 掌握大量的文献资料，阅读大量的文献，尤其是反复阅读经典文
献（大量引用的文献、初创文献、重要期刊的文献、名人文献）

• 文献以本领域重要期刊论文为主，专著其次，一般期刊文献少阅
读。

• 文献阅读是基本功，必须几乎每天进行。

• 论文写作的一切疑问几乎都可以在文献找到答案。



• 资料的搜索：（1）通过主题检索。（2）通过作者检索。（3）
通过期刊检索。（4）通过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检索.

• SwetsWise平台可以查询期刊在哪些库中。

• 充分利用原文传递服务（老的经典文献）

• 谷歌学术搜索：Scholar.google.com。

• SCI-Hub



• 如何阅读文献？如何掌握一套理论？

(1)文献溯源：充分掌握一套理论，文献溯源很重要，要对一套理
论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从最初的起源文献开始读起，掌握提出该理
论的基本思想，为什么要提出该理论？以及目前的研究状况？

如：AHP层次分析法，Saaty 1970年代提出

T.L. Saat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cGraw-Hill, New York, 1980.
T.L. Saaty. A scaling method for priorities in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15 (1977) 234-281.
L.L. Thurstone. A law of comparative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34 (4)(1927) 
273-286.
G.T. Fechner. Elemente Der Psychophysik. Breitkopf u. Härtel; 1860.



•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 Charenes, W.W. Cooper, E. Rodes,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1978): 429-444.
M.J. Farrell,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J. Roy. Statist, Soc. Ser, A. III 
(1957): 253-290.

(2) 文献复现：判定是否真正掌握文献的内容，取决于你能否复现文
献。通过文献复现不仅可以掌握文献，还可能发现文献的问题，缺
陷；熟悉、熟练相关软件工具的使用。（动手+思考）韩春雨事件！
如果复现不了（或者有些论文需要附录数据支撑难以复现）也可以
email作者询问。

(3) 文献质疑：论文有没有问题？论文不全部是正确的。相当多是的
论文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原因复杂）。



5. 论文写作

• 论文写作顺序（我的习惯）：预备知识、主体部分（理论、模型、算例、
案例等）、结论部分、引言、摘要、标题（需要反复斟酌）

• 论文写作前准备：论文的模型、算例结果等基本完成。

• 标题(Title)：要高度概况论文内容

• 摘要（Abstract)：开头一两句写一下背景及意义。主要写论文的主要研
究内容，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结论…论文写作可以用第二人称和
主动语态，不一定要使用第三人称和被动语态（国内论文主要使用）。
可以用过去时态或者一般现在时态。一般用短句，少用长句，切记不要
写成Chinese-English(主谓宾齐全)。

• 关键词(Keywords)：一般从论文标题中选取。





• 引言(Introduction)：第一段一般写研究背景，第二段开始阐述研
究现状（按时间顺序），接着指出现有文献的缺陷，点明本文需
要解决的问题及研究内容，章节安排等。

• 主体部分(Main parts)：概念（一般引用最初的文献）、模型、方
法、假设等，算例（案例分析），对比分析…。

• 结论(Conclusions)：从论文的主体写作顺序，总结论文的主要研
究内容，得出的主要结论，未来展望等。

• 参考文献(References)：采用endnote在论文中插入，但仍需检查是
否每篇参考文献每部分都规范。

• 致谢（Acknowledgement，国际刊）:感谢专家和主编等的建议，
基金支持等。



• 特别提醒：

     论文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论文要尽量做到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
不行（要精炼）。要让小同行专家或者大同行专家一看基本就明白
你的思想，不要让读者（审稿人）去揣测（推测）某些部分为什么
是这么设计的，要清清楚楚的把你的想法详细阐述出来（写废话）。

学科交叉相对能出创新成果，比如：用熵的原理确定权重，云模型，
量子理论，博弈理论等方法理论用于决策理论与方法。



6. 论文修改

• 论文修改后要经过大量修改（导师修改和自己修改，假如有合作，可
以让合作者提意见和建议）。句子是否通顺，英文摘要是否贴切，时
态是否一致。是否规范。

• 论文写好后要反复阅读和修改，甚至过几天后再读和修改。

• 每部分要对照相关文献然后对照自己的论文进行对比。创新从模仿开
始。

• 论文的创新强度：<1>新问题新方法；<2>老问题新方法；<3>新问题
老方法；<4>老问题老方法。



7. 投稿

（1）格式要跟所投刊物格式相一致。

（2）可以尝试性的与你所写论文的领域专家进行合作，便于发表。

（3）论文应投递到与主题相关的领域期刊上。最好投递到有大量
相关论文出现的期刊上。“投其所好”。

一般来说，论文写作完成后，准备投稿时应该知道自己的论文可以
投稿到哪个期刊，否则说明读的论文还不够。



8. 部分期刊审稿标准









请各位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