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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期刊５大类类型划分修订的模式探讨
朱晓东　宋培元　曾建勋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１０００３８，北京）

摘　要　在调查研究和借鉴吸收科技期刊５大类划分长处的
基础上，结合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提出了修订类型模式。修订

模式设２级分类，共７大类３１小类。第１层次为大类，第２层
次为小类，第１层次包括第２层次；第１层次共性强，第２层次
特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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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期刊类型划分为５大类，即综合性期刊、
学术性期刊、技术性期刊、检索性期刊和科普性期刊，

是１９９１年颁布并实施的《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１］

中确立的。实际上１９８７年在《〈全国自然科学技术期
刊管理办法〉研究报告》①初稿中就明确了这 ５大类
后，全国科技期刊的管理工作就按此规定操作，至今已

近２０年。近２０年科技期刊管理实践证明，５大类型
的划分是科学的、正确的、实用的，基本上能满足科技

期刊管理工作的需求；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飞

速发展，新的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产生，相应

地一批新创办科技期刊也不断涌现，我国科技期刊的

数量从１９９１年的３４３０种增长到２００６年的５１００多
种［２］，这些变化导致现行的科技期刊５大类模式已不
能完全满足科技期刊管理和进一步繁荣的需求，形势

所迫、需求所逼，对科技期刊类型划分进行修订并进一

步完善势在必行。

１　修订的缘由

　　首先应充分肯定科技期刊５大类类型划分是科学
的、正确的、实用的，且操作性强，它在近２０年中为我
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所总

结的以下不足，仅是由于科技期刊的发展和变化，反观

制订当初很难预见的一些情况和所出现的问题。

１）原“综合类”概念不清。根据近３０年的科技期
刊管理工作实践和客观具备的条件，将其划分为综合、

学术、技术、科普、检索５大类基本上是准确、科学的，
唯独其中“综合类”欠科学且概念不清。类型指具有

共同性质的事物而形成的种类［３］，也就是把一类事物

中相似的个别特征，归纳成为一种同型的类型，也就是

从个别到一般，异中求同［４］。科技期刊数量巨大，品

种繁多，但每种期刊都有自己的特征。期刊类型的具

体划分原则就是考虑其共同特征，而在５大类划分中
的综合类，不具有自身的特征，任何特征的期刊都符合

此类并均可包括在此类中。既然有综合类的存在，同

层次的学术类、技术类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

类型划分也就失去意义，因为所有期刊都具备综合类

的特征，统为“综合”一类就可替代其他各类了。

２）客观需求应有“信息类”。任何事物的发展，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丰富着其内涵而获得生命的活

力，客观社会的需求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也要随

之做相应的改变来适应变化［５］。随着我国科学技术

事业的迅速发展，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

相应地科技期刊也随之诞生，而一些落后过时的技术，

相应地也随之被淘汰。如大众对信息的需求，使这一

类期刊数量大增，目前已达几百种，而这些期刊在５大
类中按其特性和特征，归入哪一类都不合适，不但造成

管理上的不便，而且没有其相应的质量要求和评估标

准，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将“信息类”单列一

大类不但是科技期刊管理工作的需要，而且是这一类

期刊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求。

３）原分类缺少层次性。管理实践证明，按原５大
类的划分，对各期刊的共性管理能较好地操作，而对各

期刊的特色管理较难实现，原因是５大类划分过粗，缺
少层次。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在大类的基础上进行

细分，使其具有多层次，即由最高的类依次分为较低的

类、更低的类［３］。如学术类可下设一层次，分为研究

报告、学术论文等。研究报告类下一层次，分为研究成

果、研究试验等。越低的类比其高的类更能反映期刊

的特色。根据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分２个层次比较
科学、实用。

５大类划分过粗且缺少层次，给科技期刊管理工
作带来不便，特别是对期刊的特色管理，不能制订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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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政策，如质量要求和评估标准等。从１９９２年第１
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到２００５年第３届中国期刊
奖评比，由于只有５大类科技期刊的质量要求和评估
标准，使得信息等类的期刊就不知放在哪一类好，因为

哪一类也涵盖不了这些期刊的特色，不但使这类期刊

在评比中受到损失，而且在日常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也

缺少明确的目标。

２　修订原则

　　从广义角度讲，凡是内容与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
有关的刊物，都应该算作是科技期刊［６］。修订的科技

期刊类型划分模式包括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

批准，在新闻出版总署登记并领取全国统一连续出版

物号的期刊。

模式修订贯彻以报道内容为主的原则。影响科技

期刊类型划分的因素很多，如期刊的学科和专业、文献

类型、出版周期、出版形式、报道内容、办刊宗旨、文字

种类，等等，因此，应根据从每种期刊的特点抽象出来

的性质来划分科技期刊的类型。这里所说的抽象，并

不是自觉运用理论上的逻辑思维加以综合，而是在长

期的科技期刊编辑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具有一定特

征的大体类型。最能反映每种期刊特性的，是期刊的

报道内容，因此，在期刊类型划分上应确定“以报道内

容”作为期刊特性反映的原则。

在具体操作上，因许多期刊报道内容具有多样性，

即既有学术、技术内容，又有信息、政策指导等内容，所

以，以其某一方面内容的报道量超过６０％来确定期刊
报道内容的所属类型。

３　层次划分和操作方法

　　科技期刊类型划分必须考虑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类目设置过多，层次设置过细，对期刊分类虽容易做到

准确，但难以反映期刊的共性；对类型设置过粗，又不

能反映每种期刊的特性：因此，科学、合理并考虑科技

期刊现状来划分期刊类型是最为重要的。根据我国科

技期刊的现状和科技期刊管理工作的需要，以设置２
级层次为宜。第１层次为大类，第２层次为小类；第１
层次的设置相对稳定，第２层次应根据期刊不断变化
这一特性来及时调整和补充［７］。第１层次共性强，第
２层次特色明。

类型，就是把一类事物中相似的特征归纳成为一

种同型的类别，或者说类型是按照事物的共同性质、特

点而形成的类别。类型划分从属性标志、名称、所含内

容，以及相互的共性和差异要一目了然。就其结构而

言，每一大类的每一小类都包含着一组同型子类期

刊［８］。类型划分时还应掌握每种期刊本质的内在联

系、基本属性和基本共性与差异，以及独特个性等。具

体说可采用逐级进行归纳、区别组配、定型排列的方

法，设定出大类及所属小类，所设定的同类期刊必须有

基本共性，各类型之间必须有基本差异。

４　类型划分模式的修订

　　根据上述类型划分原则和方法以及对确立类型模
式诸因素的研究，结合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和管理工作

的需要，提出我国原５大类科技期刊划分的修订模式。
总体模式分为２级层次，共７大类３１小类。

４．１　７大类
１）指导类。指以刊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科技

管理，科技法律、法规，科技经济，科技发展战略为主要

内容的期刊。

２）学术类。指以刊登基础理论研究报告、学术论
文、理论方法研究报告、学术述评为主要内容的期刊。

３）技术类。指以刊登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新
设备、新材料，以及新的操作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期刊。

４）综述类。指以刊登科技展望、科技预测、科技述
评为主要内容的期刊。

５）信息类。指以刊登科技消息、动态、通报，科技
文献搜集、管理、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期刊。

６）科普类。指以刊登面向大众宣传科学思想、科
学方法，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期刊。

７）检索类。指以刊登对原始科技文献进行加工、
浓缩，按照规定的著录规则编辑而成的目录、文摘、索

引为主要内容的期刊。

４．２　７大类下设各小类
１）指导类———①科技方针；②科技政策；③科技

管理；④科研规则、计划；⑤科技法律、法规；⑥科技经
济。

２）学术类———①基础理论研究报告；②学术论
文；③理论方法研究报告；④学术述评。
３）技术类———①技术报告；②工艺技术；③设备、

材料技术；④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⑤应用操作技术。
４）综述类———①科技展望；②科技预测；③科技

述评。

５）信息类———①科技消息；②科技动态；③科技
简报；④科技新闻；⑤科技公告；⑥科技文献搜集、管
理、服务。

６）科普类———①专业科普；②综合性科普；③辅
导性科普。

７）检索类———①目录；②文摘；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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