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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发展规律和增长趋势分析
□刘雪兰

摘要：对最新版 CSSCI 来源期刊（2021-2022）新进期刊《南昌

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河

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以及剔减期刊《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从载文量、年被引次数、

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两年他引影响因子、年度基金资助

文献量、近十年学科分布来分析这八种期刊发展规律和增长趋势，

从而为优化学术期刊的使用提供重要参考, 同时可以提高学术期刊

的内在质量, 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一、数据来源

本报告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检索时间：2021 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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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告的表述性，以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简

称为《南大学报》、《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简称为

《北工大学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简称

为《河南师大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简称为《陕西师大学报》、《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简称

为《济大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简称为《首

都师大学报》以及剔减《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简称

为《北理工大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简称为《安徽师大学报》。

期刊近十年发文量

期刊

年份

《南大学
报》

《北工大学
报》

《河南师大
学报》

《陕西师大
学报》

《济大
学报》

《首都师大
学报》

《北理工大
学报》

《安徽师大
学报》

2021 37 篇 48篇 65 篇 51篇 48篇 41篇 73 篇 54篇

2020 82 篇 68篇 131篇 106篇 99篇 132篇 112篇 115篇

2019 81 篇 74篇 136篇 110篇 103篇 124篇 130篇 124篇

2018 106篇 73篇 154篇 121篇 117篇 142篇 123篇 126篇

2017 131篇 77篇 159篇 134篇 111篇 134篇 133篇 117篇

2016 131篇 68篇 204篇 135篇 99篇 117篇 138篇 123篇

2015 156篇 82篇 238篇 134篇 95篇 125篇 144篇 117篇

2014 160篇 81篇 253篇 151篇 106篇 177篇 145篇 122篇

2013 163篇 87篇 282篇 152篇 112篇 185篇 148篇 122篇

2012 172篇 92篇 409篇 148篇 115篇 283篇 152篇 127篇

总计 1219篇 750篇 2031 篇 1242篇 1005篇 1460篇 1298 篇 114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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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六种期刊的近十年发文总量均是一千多篇，几乎

是持平状态。《北工大学报》的十年发文量差不多是其它刊的一半；

而《河南师大学报》几乎是其它刊的一倍，不过《河南师大学报》

在近五年每年发文量在持续减少，2021 年有可能与其它刊发文量持

平；《南大学报》在近六年的每年发文量也在持续减少，这是否与

期刊发文要求有关？是否与期刊本身所属级别有关？是否与期刊待

发展需提高发文质量有关？

二、期刊 CSSCI2019 年及 2020 年两年他引影响因子

期刊

年份

《南大学
报》

《北工大学
报》

《河南师
大学报》

《陕西师
大学报》

《济大学报》
《首都师
大学报》

《北理工大
学报》

《安徽师大
学报》

2021年 CSSCI 新增刊 CSSCI 剔减刊

2020 总引
自

引
总引

自

引
总引

自

引

总

引

自

引
总引 自引

总

引

自

引
总引

自

引

总

引
自引

2019 13 0 54 0 62 0 28 0 26 0 17 0 66 13 14 1

2018 30 0 56 0 54 0 66 0 16 0 18 0 72 12 30 2

总计 43 0 110 0 116 0 94 0 42 0 35 0 138 25 44 3

2019 总引
自

引
总引

自

引
总引

自

引

总

引

自

引
总引 自引

总

引

自

引
总引

自

引

总

引
自引

2018 22 0 60 0 83 0 60 0 30 0 20 0 47 9 32 10

2017 31 0 21 0 55 0 34 0 17 0 16 0 54 10 12 2

总计 53 0 81 0 138 0 94 0 47 0 36 0 101 19 44 12

注：期刊自引是指该刊刊载的文章引用刊物自身刊载的文章的现象。

根据 CSSCI 数据库的两年他引影响因子计算公式：

期刊 2020 年两年他引影响因子=（期刊 2018、2019 年发表的论

文在 2020 年被其他来源期刊引用的总次数）÷（期刊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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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之和），计算得出八种期刊 2019 年及 2020 年两

年他引影响因子详情见下表。

2021年 CSSCI新增刊 CSSCI剔减刊

《南大
学报》

《北工大
学报》

《河南师大
学报》

《陕西师大
学报》

《济大学
报》

《首都师
大学报》

《北理工大
学报》

《安徽师
大学报》

2020年两年他

引影响因子
0.230 0.748 0.400 0.407 0.191 0.132 0.447 0.163

2019 年两年他

引影响因子
0.224 0.54 0.441 0.369 0.206 0.130 0.320 0.132

2020年复合影

响因子
0.996 2.833 1.462 2.059 0.962 1.078 2.349 0.763

2020年综合影

响因子
0.569 1.802 0.957 1.328 0.623 0.525 1.131 0.460

注：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数据来自于中国知网。

由上表期刊总引自引数据中可以看出：最新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21-2022）新进的高校学报中六种期刊在 2020 年和 2019 年均没

有自引情况，而剔除的二种期刊中均有自引情况，且所占比例不低。

而从两年他引影响因子数据来看，除《河南师大学报》和《济大学

报》2020 年两年他引影响因子比 2019 年两年他引影响因子下降外，

其它刊都呈上升趋势。《北工大学报》每年发文量最少，但该刊的

他引量很高，所以它的三种影响因子数据都比其它刊高，说明该刊

可能是走论文质量高而且精的路线。

《北理工大学报》从三种影响因子数据与《陕西师大学报》三

种影响因子数据来看几乎持平还略偏高些，可《北理工大学报》是

今年剔除期刊，而《陕西师大学报》是新进期刊，这是值得深度关

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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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热点动态：期刊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学术关注度是以 CNKI 数据库中与关键词最相关的文献数量为

基础，统计关键词做为文献主题出现的次数，形成的学术界对某一

学术领域关注度的量化表示。用户关注指数是以用户在 CNKI 数据库

所下载文章的数量为基础，统计关键词做为主题的文章被下载的次

数，形成的用户对某一学术领域关注度的量化表示。学术关注度和

用户关注度都是以 CNKI 数据库为基础来总结研究趋势和研究热点，

获得学术热点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研究趋势及方向。以下是八种期刊

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情况：

《南大学报》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北工大学报》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河南师大学报》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陕西师大学报》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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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大学报》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首都师大学报》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北理工大学报》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安徽师大学报》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

期刊名称 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占比偏重高的学科

《南大学报》 哲学、中国文学、伦理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与传媒

《北工大学报》 高等教育、社会学及统计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

《河南师大学报》 中国文学、哲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高等教育、世界文学

《陕西师大学报》 中国文学、中国古代史、哲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济大学报》 中国文学、高等教育、中国古代史、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企业经济

《首都师大学报》 中国文学、中国语言文学、高等教育、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中国古代史

《北理工大学报》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工业经济、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企业经济、金融

《安徽师大学报》 中国文学、哲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中国古代史

由上表可以得出《北理工大学报》完全偏向经济类学科，《北

工大学报》也略有倾向于经济类学科，而从八种刊的影响因子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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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刊的影响因子也偏高，其学科分布的不同是否与其影响因子

的有很大关联？这值得思考！

五、期刊近十年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

期刊近十年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及占当年文献量的比率

期刊

年份

《南大学

报》

《北工大学

报》

《河南师大

学报》

《陕西师大

学报》

《济大

学报》

《首都师大

学报》

《北理工大

学报》

《安徽师大

学报》

2021
37 篇

94.87%

38篇

79.17%

48 篇

73.85%

44篇

86.27%

33篇

68.75%

28篇

68.29%

68 篇

93.15%

43篇

79.63%

2020
76 篇

92.68%

52篇

76.47%

100篇

76.34%

77篇

72.64%

49篇

49.49%

73篇

55.3%

103篇

91.96%

90篇

78.26%

2019
80 篇

98.77%

51篇

68.92%

99 篇

72.79%

88篇

80%

51篇

49.51%

80篇

64.52%

121篇

93.08%

95篇

76.61%

2018
98 篇

92.45%

50篇

68.49%

109篇

70.78%

89篇

73.55%

46篇

39.32%

78篇

54.93%

119篇

96.75%

101篇

80.16%

2017
119篇

90.84%

42篇

54.55%

104篇

65.41%

91篇

67.91%

54篇

48.65%

77篇

57.46%

110篇

82.71%

84篇

71.79%

2016
127篇

96.95%

41篇

60.29%

129篇

63.24%

92篇

68.15%

50篇

50.51%

67篇

57.26%

123篇

89.13%

88篇

71.54%

2015
143篇

91.67%

53篇

64.63%

126篇

52.94%

95篇

70.9%

66篇

69.47%

64篇

51.2%

135篇

93.75%

86篇

73.5%

2014
148篇

92.5%

48篇

59.26%

145篇

57.31%

103篇

68.21%

49篇

46.23%

83篇

46.89%

122篇

84.14%

80篇

65.57%

2013
150篇

92.02%

50篇

57.47%

142篇

50.35%

107篇

70.39%

70篇

62.5%

83篇

44.86%

133篇

89.86%

98篇

80.33%

2012
147篇

85.47%

49篇

53.26%

208篇

50.86%

100篇

67.57%

57篇

49.57%

70篇

24.73%

129篇

84.87%

100篇

7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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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得出《南大学报》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占比最高，几

乎均达到百分之九十多，《北理工大学报》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占

比也偏高，几乎均达到百分之九十及以上，而《济大学报》年度基

金资助文献量占比偏低，几乎均低于百分之五十，处于平衡状态。

但《南大学报》和《济大学报》是今年新进期刊，而《北理工大学

报》是今年剔减期刊。一般为了期刊的稳定的发展，可以提高国家

级别的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发表，因为国家级别的基金资助项目对

课题的要求高、评审严格，所资助的项目及其所产出的论文基本上

是该学科的最高水平，由此国家级别的基金资助项目正对国内基础

研究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力，对期刊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所以 CSSCI

期刊的要求是否与基金资助的文献占比关联性好像不强？

六、结论

1. 八种期刊近年来发文量呈缩减态势，尤其是《南大学报》近

六年的发文量在持续减少，是何原因所致，值得重视和关注。

2.从期刊他引和自引数据来看，最新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21-2022）新进的高校学报中六种期刊在 2020 年和 2019 年均没

有自引情况，而被剔减的二种期刊中均有自引情况，且所占比例不

低，自引情况与进入或剔减 CSSCI 来源期刊是否有密切关系？

3.从三种期刊影响因子数据来看，《北工大学报》、《北理工

大学报》、《陕西师大学报》、《河南师大学报》影响因子偏高，

《南大学报》、《济大学报》、《安徽师大学报》、《首都师大学

报》影响因子偏低，建议重视期刊影响因子数据，从提高期刊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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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量及期刊的被引次数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影响力。

4.从期刊近十年文献的学科分布来看，八种期刊除《北理工大

学报》倾向经济类学科，其它七种刊均倾向于中国文学、哲学、中

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等学术热点。

5. 从期刊近十年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来看，一方面需要重视基

金资助文献的数量，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国家级别的基金资助项目资

助文献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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