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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首都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 
 

 

首都师大党发〔2013〕38号 

★ 
 
首都师范大学关于第六版中文核心刊物目录 
和权威核心期刊目录使用说明的修订意见 

（经2013年12月4日学校十二届党委常委会第67次会议讨论通过） 

 

2012年 11月，经过认真调研、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前提

下，学校委托校学术委员会对首都师范大学现行《中文核心期刊

目录》和《权威核心期刊目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即保留

了权威核心期刊作 A、B类分层设计的理念，并对部分学科的期刊

目录进行了调整。在此基础上，学校决定对第六版《<中文核心期

刊目录>和<权威核心期刊目录>使用说明》作出修订，调整后的使

用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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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师范大学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出版

社）以及 CSSCI 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共同作为我校新版核心

期刊目录。二者重合的刊物，不进行重复计算。 

2.权威核心期刊目录继续保持分层设计，并提出调整后的期

刊目录名单（第六版）。分层的原则是各一级学科原则上可提出一

种最高水平的期刊作为 A 类期刊，其他期刊作为 B 类期刊。本次

调整的期刊目录自本文公布之日起生效，并执行一年的过渡期，

第五版目录继续使用至 2014年 12月 31日。 

3.在任何一种文摘刊物或其它刊物摘录或全文转载的论文，

篇数都不能重复计算。但是级别可随转载刊物的档次提升。具体

规定如下： 

（1）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上摘录 3000 字

及以上的论文可算作一篇权威核心刊物的论文（若原文是在某权

威核心刊物上发表，则可按 1.5 篇计）；摘录 3000 字以下的算一

篇核心刊物论文。 

（2）在《高校社会科学学报文摘》转载的，3000字及以上的

可按一篇核心刊物处理，3000字以下的不算。 

（3）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全文转载的，可算一篇核心刊物论文。 

4.初等教育类刊物，仅限于初等教育学院使用；学前教育类

刊物，仅限于学前教育学院使用。 

5.学科教育类刊物，非学科教学论研究人员只限一篇。 

6.在 SCI、EI、CPCI（原 ISTP）、ISR和 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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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算作一篇权威核心期刊论文。其中，SCI、SSCI收录的论

文，列入权威核心期刊 A 类，在 EI、CPCI（原 ISTP）、ISR 和被

SCI、SSCI收入国际会议论文集的论文为 B类。 

7.理科中发表在一些权威核心（或核心）刊物上的《研究简

讯》，由于还可以全文发表，因此，不视为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

待全文正式发表时，再根据发表期刊的级别认定。 

8.理科与文科中的学术综述、述评、札记、学术会议综合评

述、评介等类文章不按论文计算。如果确有较高学术水平且 3000

字及以上，可由作者提出，院系学术委员会签署意见后提交校学

术委员会认定。 

9.凡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总览》、《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中所列刊物发表的外语论

文，视为核心期刊论文。 

10.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理论文章（3000字及以

上），可算一篇权威核心期刊论文。 

11.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每篇论文字数必须在 3000字及以上。 

12.本文所涉及的“核心”期刊及“权威核心”期刊目录均为

定期调整，论文发表时相应期刊属于上述目录内的，可按“核心”

或“权威核心”层次计算科研成果，否则只按“一般公开发表论

文”计算。其他形式科研成果参照上述核定标准执行。 

13.在增刊上发表的论文一律不计。 

14.特殊学科（例如艺术类中的美术、音乐、书法等）中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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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形式体现的研究成果建立各自的相对独立的评价体系，按照

其学术水平、艺术价值、艺术感染力、社会影响及表现效果等因

素，对同一学科内的同类成果划分等级标准，制定相应的转化标

准。 

15.有些学科（指我校目前还没有的学科，如军事）论文发表

在该学科最高学术水平的刊物上，可以由作者向所在院系的学术

委员会提出“认定权威核心期刊”的申请，通过后上报有关职能

部门处理。 

16.上述规定中的论文均为“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完成。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如理科，数学学科除外），合作发表研究论文

中的“通讯作者”或“责任作者”可按“第一作者”相应办法计

算科研成果。其中，一篇论文原则上只能有一名责任作者，当有

多名责任作者时, 只能计算一名责任作者, 并须其他所有责任作

者出具书面声明放弃该文章在首都师范大学申报专业技术职务、

考核等方面的使用权，即一篇论文只能使用一次。 

17.首都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负责对第六版权威核心刊物目

录进行解释。 

 

附件：权威核心期刊目录（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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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权威核心期刊目录（第六版） 

一、人文社会科学类（共 73种） 

 

综合类： 

A类：中国社会科学  新华文摘 

B类：求是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语言学（汉语类）： 

A类：中国语文 

B类：语言文字应用   世界汉语教学  古文字研究 

文学（中国文学类）： 

A类：文学评论 

B类：文学遗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民族文学研究  文

史 

历史类： 

A类：历史研究  考古学报  中国史研究  世界历史   

B类：近代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  文物  文献  当代中国史

研究  考古 

哲学类： 

A类：哲学研究 

B类：哲学动态  中国哲学史  世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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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经济理论类）：  

A类：经济研究 

B类：经济学动态  世界经济  财政研究 

政治学（中国政治类）： 

A类：政治学研究  

B类：中共党史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际政治研究  

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 

A类：马克思主义研究 

B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法学类：  

A类：中国法学 

B类：法学研究  法学  法学杂志 

教育学类： 

A类：教育研究 

B类：北大教育评论  教育学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

学版） 

心理学类： 

A类：心理学报 

B类：心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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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育类： 

B类：课程、教材、教法  电化教育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类： 

A类：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文学评论 

B类：外国语  中国翻译  现代外语  外国文学  国外文学 

艺术类： 

A类：文艺研究 

B类：美术研究  装饰  中国音乐学  音乐研究  中央音乐学

院学报 人民音乐  舞蹈 

体育类： 

B类：体育学刊  中国体育科技 

管理科学类：  

A类：管理世界 

B类：中国行政管理  管理科学学报 

社会学类： 

A类：社会学研究 

新闻传播学： 

B类：新闻与传播研究  出版发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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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科学类（共 51种） 

 

综合类： 

A类：中国科学  科学通报 

B类：自然科学史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 

数学、统计类：  

A类：数学学报  数学年刊   

B类：计算数学  应用数学学报  应用概率统计  

物理学类： 

A类：物理学报   

B类：中国激光  量子电子学报  金属学报 

材料科学与工程（工业技术类）：  

A类：功能材料 

化学类： 

A类：化学学报    

B类：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化学通报  应用化学 

生物、生态、农业类：  

A类：生态学报  应用生态学报  中国农业科学 

B类：微生物学报  遗传学报  生理学报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

物学学报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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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类：  

A类：中国药学杂志 

B类：药学学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A类：计算机学报  软件学报 

B类：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辅助

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地质、地理、环境、测绘科学与技术类：  

A类：地理学报  地质学报 环境科学  遥感学报  测绘学报 

B 类：地理研究  人文地理  气象学报  地理科学 旅游学刊  

土壤学报 

电子、通讯与自动控制技术：  

A类：电子学报  自动化学报 

B类：通信学报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情报学类）： 

B类：情报学报 

电工技术类： 

A类：电工技术学报 

首都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3年 12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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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2013年12月4日学校十二届党委常委会第67次会议讨论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