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的科学性，因而也是一种不合理，不能推广应用的。在具体

分析引文的来源时，不可否认的是作者在文章中的引用有正

引和反引之别。在统计学上是正号与负号的区别。统计时应

是互相抵消的。而目前在文献数据库中，并无正负号之分，而

是各项的绝对值相加，应认为是违反统计学的基础错误。
( 5) 从当前盛行的追求高质量即在进入 SCI-JCR 的热潮

中也可发现不少的异端。有人统计［14］进入 SCI-JCR 的我国

作者论文数，在 2009 年以达到世界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但同时也有统计［15］自 2000 年到 2009 年我国作者的 246 577
篇论文中的 180 675 篇的引用率为零。即 24. 2%的中国作者

的论文是无人问津的。这从推崇影响因子定量法来评价期

刊( 或论文) 质量的观点来看，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 6) 我国科技期刊的定量评估活动至今已进行 30 多年

了形成宏大浪潮，泥沙惧下，难以厘清。此篇小文，如能为引

玉之砖，将不甚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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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智能系统学报》数据统计分析看新刊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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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期刊创办初期会面临许多困难。分析了《智能系统学报》2006 年创刊以来的数据，同时与其他期刊进行横向和纵
向对比，分析了创刊年限、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来源文献量和索引情况等主要期刊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实例说明新刊发展的
可行之路。
关键词 新创办期刊 质量分析 索引 影响因子

1 新创办期刊发展面临的困难

新创办期刊由于创办时间短，知名度较低，许多作者不

知道刊物的存在，会造成很大程度上的稿源匮乏，加之国内

外现有的检索系统都需要一定的周期才会有期刊的相关数

据，所以新刊进入到检索系统也存在很大的困难。由于期刊

的核心效应［1］，在国内，几乎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在职称评

定、学生毕业时首先看的就是所发文章是否是刊在核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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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2］，是否被 SCI、EI、ISTP 检索，这对于新创办期刊几乎是不

可能的，这样，一些质量高的文章根本不会选择在新创办刊

物上投稿，而大量刊登水平不高的文章会影响期刊的影响因

子、被引频次等一系列重要的数据［3］。由此可见，新创办期

刊面临一系列困难，而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将是编辑部面临的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 《智能系统学报》近几年的数据分析

2. 1 纵向数据分析

《智能系统学报》在创办之初，即以高起点为办刊为宗

旨，以“构建智能平台，打造精品期刊”为理念，并在国际化发

展方面作了一定探索。近年来，智能科学领域涌现出了一批

重要的原创性和自主创新性理论，为了能刊发高水平的科研

论文，编辑部有目的地向广大专家、学者组织原创性稿件，特

约了大量智能科学领域前沿的学术论文。《智能系统学报》

以较强的专业性和较广的覆盖面，在智能科学领域的影响力

逐步扩 大。在 创 刊 6 年 来 所 出 版 的 学 术 论 文 中，来 自 于

“985”院校及中科院的论文占 47%，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资

助项目析出文章占 86% ( 国家级基金论文 71%，省部级基金

论文 15% ) ( 如图 1，2 所示) ，在这些文章的作者中，大部分

为国内智能科学领域承担着众多科学研究项目并作出卓著

贡献的知名专家，也不乏有两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及

学术带头人的文章占 89%，所刊发的文章分别来自国内外的

近 60 所科研机构，国内覆盖 30 个省及地区。目前，该刊已

被波兰《哥白尼索引》和英国《科学文摘》数据库收录，并已

成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入选 2011 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并且在 2011 年、2012 年连续 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高标准的办刊理念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保证了刊

物的权威性，同时，为了保证刊物的国际化发展，特聘请了美

籍编辑为期刊英文把关，保证期刊的英文可读性。近年来

《智能系统学报》影响因子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

图 1 刊文基金论文分布情况

虽然纵向来看《智能系统学报》最近几年发展迅速，但横

向对比仍然能看出许多问题，下面给出与同类期刊数据对比

情况，进一步进行分析。

2. 2 与其他同类刊物的横向数据对比

该文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

告》( 扩刊版) ［4］。其中★为美国工程索引( Ei Compendex)

刊源，○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1 年版) 刊源，△

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数据库刊源，－ 为无收录

( 表 1) 。

从表 1 中同时列举了研究方向相似的 10 种期刊，其中

不乏本学科公认的顶级期刊和多数科研院所承认的具有一

定级别的期刊。比较中可以看出，10 种刊物创办年份跨距较

大，除《智能系统学报》创办时间较短以外，其余九种期刊中

创办时间最短的期刊也已经有 18 年历史，最长的期刊已经

长达 55 年。这也就导致了表 1 中，总被引频次一项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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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较大。总被引频次指该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

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可以客观地说明该期刊

总体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

位。排除刊物质量的影响，创办时间越长的期刊，所发表的

文章数量就会越大，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几率也就越大。

《智能系统学报》较其他创办多年的刊物，他引率和基金论文

比相差无几，排除顶级期刊，影响因子相差也不多，甚至有所

超前，这说明在期刊整体质量上，《智能系统学报》与创办多

年的刊物是不存在很大差别的。来源文献量即来源期刊在

统计当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数，期刊的页码和期刊的出版频率

会导致此项数据差异较大，如果年刊文量太高，就会在文章

的选取上放宽要求，导致期刊质量下降，另外期刊的机构分

布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如果机构分布数量太多有可能是文

章专业方向松散所致。

表 1 本刊与相关期刊数据对比

期刊名称 创刊年 索引情况 影响因子 他引率 总被引频次 机构分布数 基金论文比 来源文献量

软件学报 1978 ★○△ 2. 389 0. 96 6117 79 0. 984 250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1958 ★○△ 1. 761 0. 93 3594 86 0. 968 250

自动化学报 1963 ★○△ 1. 481 0. 94 2376 102 0. 927 233

机器人 1987 ★○△ 1. 026 0. 91 1025 53 0. 926 122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1996 － ○△ 0. 849 0. 95 3024 103 0. 814 263

《智能系统学报》 2006 － ○ － 0. 663 0. 92 182 58 0. 874 87

计算机科学 1974 － ○△ 0. 676 0. 94 3570 235 0. 936 878

控制工程 1994 － ○△ 0. 562 0. 92 911 98 0. 93 214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1964 － ○△ 0. 561 0. 90 9503 564 0. 796 2576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1989 ★○△ 0. 471 0. 96 639 70 0. 86 129

3 新创办期刊应该如何发展

全面提升期刊质量，通过规范严格的全面质量控制流

程，严把期刊编校学术质量关，保证期刊的前沿性和原创性，

通过期刊品牌建设，全面增强期刊的综合竞争实力。通过期

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逐步提升，提高国内外高水平科

研机构对刊物的认可度，进而提升被引率、影响因子等重要

指标，使期刊早日进入国内外重要检索系统，进一步扩大期

刊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进而促进期刊的高水平发展［5］。以

《智能系统学报》为例提出几 种 可 行 的 实 现 方 法，供 大 家

参考。

3. 1 依托实力雄厚的编委会，找到刊物的组织

编委会是期刊创办的根本，一个强大的编委会，会给期

刊创办强有力的支撑。根据作者了解，许多科技期刊，包含

国外一些顶级期刊，在创办初期，均会不同程度的出现稿件

匮乏的难题，这时，比较有责任心的编委都会在稿源上给予

支持，依靠这些编委的实力和声望，就会刊物在最初得到好

的稿件，另 一 方 面 解 决 了 稿 件 匮 乏，一 方 面 提 高 了 期 刊

质量。

主编是一本期刊的灵魂，一位好的主编，会不断促进期

刊的向前发展，也会带给期刊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新创办

期刊在主编的选择上，要考虑到未来期刊的发展，选择有一

定社会影响力和声望的人来做主编，并调动主编的主人翁意

识，充分发挥主编的自主性，让他能够感觉到是在办自己的

刊物。

《智能系统学报》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期刊社下的一种期

刊，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会刊，在创刊初期，选择了当时人

工智能学会的理事长钟义信教授任主编，经多方考察、推荐，

又在人工智能领域选择了不少知权威、名专家组建了第一届

编委会，并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并且坚持每隔 2 年

召开一次换届大会。会间总结期刊各方面工作，制定工作计

划，部署工作重点，并一起讨论编辑部具体工作。这就让编

委有了一个贡献自己力量的平台，同时，通过面对面的交往，

也会使编辑部和编委之间打消了一种陌生的感觉，平时编辑

也经常与编委联系，发现什么问题能够及时沟通，做到了真

正地像朋友一样交往。所以无论是在审稿还是组稿方面，编

委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也是刊物在短短几年内影响因子

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3. 2 群策群力的编辑团队，为目标不断奋斗

为了实现刊物的高起点办刊，《智能系统学报》编辑部不

断探讨如何吸引高质量文章。经过几年的实战，我们发现一

些做法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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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针对性的约稿

编辑部对“211”高校、中科研院等的网站进行搜索，建立

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的数据库，挑出一部分重点

专家，了解其在研项目，针对近期在研的项目进行规定内容

的约稿，因为对专家比较熟悉，在约稿的过程中也会得到一

些专家的支持。在约稿中也会碰到一些问题，详见文献［6］。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约稿，就会得到许多专家对刊物的认

可，从而成为期刊的作者。

( 2) 优稿优酬政策

在绝大多数期刊中，稿酬都是象征性地付一点儿，但为

了吸引稿件，编辑部决定，对所有稿件不收取审稿费和版面

费，并且对于两审评审意见优秀的稿件给予 1000 元稿酬，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吸引了一些优秀稿件。在作者参加多次学

术会议的经历中，发现许多老师对于不收取版面费，还是觉

得十分惊讶，甚至成为吸引投稿的一个亮点。所以适当减免

版面费，对新创办期刊是一个绝对有利的优势。

( 3) 不断扩大刊物宣传

《智能系统学报》近年来通过不断参加高水平会议，加强

学术交流。在会议上我们向与会者赠送精美的宣传品，如便

签、笔记本和印有我刊信息的笔等，并经常更新宣传品的种

类。随宣传品附上我刊宣传页，介绍刊物基本信息。在参会

过程中，编辑也不断结识学术领域中的专家，在宣传的同时，

也为今后专项约稿打下一定基础。同时与其他刊物合作互

相宣传征订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其他刊物的读者群里宣传

了期刊。同时也不断加强网站建设，为期刊展现自身提供了

一个完美的平台。

( 4) 实现快速发表，并且适当放宽学术论文篇幅，吸引

更多稿源

许多作者会看中新创办期刊的发文周期短，这样科研成

果可以尽快被大家所周知，从而会选择向新创办期刊投稿。

《智能系统学报》一直以来都将作者的所急所想放在首位，尽

量满足其提前刊发的要求。有些作者为了将论文阐述清楚，

篇幅通常较长，许多期刊都为了多发表一些文章，而压缩文

章篇幅，这样作者就会删减很多重要内容，所以适当放宽文

章篇幅也会吸引一些作者把优秀的稿件投过来。同时，也尽

量缩短审稿周期和发表周期，给特约的稿件争取了大量的时

间，得到了专家的广泛认可。

( 5) 评选优秀论文、优秀作者、优秀审稿人，赢得更高水

平专家支持

《智能系统学报》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得到了专

家的认可，为了表彰为期刊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作者、审稿

人，2010 年 10 月，针对 2006 ～ 2009 年所刊文章开展了优秀

论文、优秀作者、优秀审稿人的评选活动，这一活动的开展

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吸纳该领域的高水平论文，同时赢得了

更高水平 专 家 的 支 持，为 期 刊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奠 定 了 坚 实

基础。

( 6) 和作者广交朋友，建设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

经过几年的发展，《智能系统学报》被中国人工智能领

域的专家和学者广为关注，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固的作者

团队，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作者队伍。在近 3 年所刊发的文

章中，来 自 于 中 国 科 学 院、985 院 校、211 院 校 的 论 文 占

80% ，刊文中发表 2 篇及以上文章的作者比例达到了 22% ，

我们把刊文 2 篇以上的作者作为本刊核心作者，核心作者

的文章达到了 47%。这充分说明，《智能系统学报》在创刊

的短短几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得到了智能科学

领域知名专家的广泛认可。

4 结 语

新创办期刊虽然面临着没有重要检索，稿源匮乏，文章

质量不高，知名度低等许多困难，但是通过对《智能系统学

报》几年来横向纵向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因子

并不会因为是新刊就受到影响，随着创刊年限的增长总被

引频次也会逐年增长，使期刊走出发展的瓶颈。新创办期

刊要争取在最短的时间进入国内外重要检索系统，切实提

升期刊质量，稳定期刊自身的服务群体，更好地为作者、读

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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