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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学术期刊定级标准（修订）

一、期刊级别

（一）顶尖期刊

1. 自然科学类

序号 期刊名称 ISSN号

1 Nature 0028-0836

2 Cell 0092-8674

3 Science 0036-8075

2. 人文社科类

序号 期刊名称 ISSN号

1
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不含译文、短文、

简报、书评、综述等）
1002-4921

（二）权威期刊（不含译文、短文、简报、书评、综述等）

1. 自然科学类

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ISSN号

1 中国科学：数学 1674-7216

2 中国科学：化学 1674-7224

3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1674-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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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ISSN号

4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1674-7240

5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 1674-7259

6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 1674-7267

7 中国科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 1674-7275

8 SCI一区期刊 /

2. 人文社科类

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ISSN号

1 法学研究 1002-896X

2 管理世界 1002-5502

3 教育研究 1002-5731

4 经济研究 0577-9154

5 考古学报 0453-2902

6 历史研究 0459-1909

7 马克思主义研究 1006-5199

8 求是 1002-4980

9 社会学研究 1002-5936

10 体育科学 1000-677X

11 外国文学评论 1001-6368

12 外语教学与研究 100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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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ISSN号

13 文学评论 0511-4683

14 文艺研究 0257-5876

15 心理学报 0439-755X

16 新闻与传播研究 1005-2577

17 哲学研究 1000-0216

18 政治学研究 1000-3355

19 中国图书馆学报 1001-8867

20 中国语文 0578-1949

21 经济学（季刊） 2095-1086

22 新华文摘（长文转摘） 1001-6651

23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长文转摘） CN11-6134/C

24 SSCI一区期刊 /

25 A&HCI收录期刊（不含会议论文） /

26 人民日报（理论版）（不少于 2000字） /

（三）A类期刊

1. 自然科学类

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ISSN号

1 实验技术与管理 1002-4956

2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1006-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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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ISSN号

3 中国园林 1000-6664

4 浙大一级期刊 /

5 SCI二区期刊 /

6
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目录

CCF-A
/

2. 人文社科类

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ISSN号

1 编辑学报 1001-4314

2 财务与会计 1003-286X

3 法学 1000-4238

4 法学评论 1004-1303

5 管理评论 1003-1952

6 规划师 1006-0022

7 教育财会研究 1005-5827

8 美术 1003-1774

9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1008-9675

10 体育与科学 1004-4590

11 外语界 1004-5112

12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001-96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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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ISSN号

13 中国高等教育 1002-4417

14 中国农村观察 1006-4583

15 中国软科学 1005-0566

16 中国园林 1000-6664

17 浙大一级期刊 /

18 SSCI二区期刊 /

19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长文转摘） /

20
《中国社会科学》和权威期刊的译文、短文、简报、

书评、综述等
/

21 新华文摘（观点转摘） /

22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版）

（不少于 2000字） /

（四）B类期刊

1. 自然科学类

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1 SCI三区、四区期刊

2 未列入 A类期刊的 EI收录期刊

3 浙大核心、北大核心期刊

4 浙江农林大学自办的英文期刊（未收录进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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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社科类

序号 期刊名称或期刊类别

1 SSCI三区、四区期刊

2 未列入 A类期刊的 CSSCI来源期刊

3 浙大核心、北大核心期刊

4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观点转摘）

5
《农民日报》《浙江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

《法治日报》（理论版）（不少于 1500字）

6 浙江农林大学自办的英文期刊（未收录进 SSCI）

（五）C类期刊

1. 自然科学类

序号 期刊类别

1 SCI、EI、CPCI-S收录的会议论文期刊

2 不属于上述的所有正规出版学术性期刊

2. 人文社科类

序号 期刊类别

1 SSCI、CPCI-SSH、A&HCI收录的会议论文期刊

2 不属于上述的所有正规出版学术性期刊

二、相关说明

1. SCI期刊分区以出版年当年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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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分区表大类分区为准；在中国科学院分区系统收录全部 SSCI

期刊之前，SSCI期刊按出版年当年科睿唯安公司《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 JCR）分区认定。出版当年分区未公布的，以最

近公布的分区为准。2022年（含）以后发表的文章，中国科学院

分区存在多个版本的，则以中国科学院最新版本分区为准。

2. 同一期刊在不同数据库（或目录）收录的按就高原则确定

期刊级别；拥有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国内期刊（除明确限定中文

版或英文版外）按就高原则确定期刊级别。

3. 期刊定级以当年最新数据库（或目录）为准，浙大一级期

刊、浙大核心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CSSCI期刊目录以最近两期

版本为标准。北大核心期刊指核心库，扩展库不包含在内。

4. 同名期刊的网络版如与纸质版期刊内容一致的，按纸质版

期刊定级；如与纸质版期刊内容不一致的降一档定级。

5. SCI、SSCI和 A&HCI期刊论文类型仅限定为“Article”和

“Review”，其它如“Book Review”“Correction”“Discussion”

“Meeting Abstract”“Letters”“Proceedings Paper”“Data Paper”

“Notes”“Reply to the Editor”“Communications”“Short Papers”

“Short Communications”等不在此范畴之内（注：《Nature》《Cell》

《Science》及其子刊认定 Letters和 Reports两种类型文献）；EI

论文类型限定为“ournal article”“Conference article”，其它类型

如“Conference proceeding”“Book chapter”“Book”等不在此范

畴之内。

6. SSCI、A&HCI共同收录和 SCI、A&HCI共同收录论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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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到 SSCI和 SCI。

7. 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目录 CCF-A中

的会议论文指“Full paper”或“Regular paper”（正式发表的长文）；

对于会议上其他形式发表的论文，如 Short paper、Demo paper、

Technical Brief、Summary以及作为伴随会议的Workshop等不予

认定。

8. 各类期刊论文指原创性学术性论文，不包括访谈、书信、

勘误、编辑材料、会议综述等；各类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均指理论

版，不包括副刊和网络版。人文社科类权威以上期刊论文均不含

译文、短文、简报、书评、综述等，其中短文指 3000字以下。文

章字数规定指汉字数，字数少于定级规定的降低一级认定。

9. 权威期刊和 A类期刊发表的美术、设计类作品，1个彩页

视同 1篇同级别学术论文，半个彩页视同 1篇降一级学术论文；

1个黑白页视同 0.5篇同级别学术论文，半个黑白页视同 0.5篇降

一级学术论文。同一人同一期刊同一年度最多算 2篇。

10. 定级标准采用动态管理机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新

兴交叉学科期刊或暂不在现有定级标准框架内的优质期刊，经校

科研与学术道德建设专门委员会评估认定后可吸纳进行定级，同

时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虽在分类体系框架内，但存在问题的学术

期刊不予定级。

11. 期刊的增刊以及书评实际字数在 8000字以下的不予定

级。

12. 所有期刊不含由国家相关部门、省级以上科研机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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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等国际著名数据库系统发布的最新一期“预警名

单”或者“黑名单”上的期刊。当年被列入“预警名单”或者“黑

名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予认定。

13. 正规学术性期刊指必须有 ISSN号、中文期刊还必须有

CN号，不包括休闲娱乐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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