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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探析

 � 戴洋 俞卫平

科技期刊是科研成果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也是一国科技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体现。通过梳理我国期刊发展概况，对比当前我国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期刊的学术影

响评价有关指标和科技论文量，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

和重视稿件外流对我国期刊发展的影响等建议，以推动我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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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录、传播科学新发现的重要载体，科技期

刊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重要窗口，在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过去100多年中，87%的世界科技创新成

果首先在科技期刊上发表。科技期刊的发展水平，直

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学科等）的科技文化发展

样态和结构规模。本文立足于大气科学领域并与全国

各学科平均水平比较，梳理期刊发展历史，分析当前

我国大气科学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并探讨优秀稿

件外流现象，以期为科技期刊发展及相关管理部门提

供参考。

1 期刊发展概况
中国第一本期刊发端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气

科学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较早创办期刊的学科之一，

近代中国第一份大气科学领域期刊起始于1914年中央

观象台创办的《气象月报》。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远

影响，20世纪30年代成为“杂志年”，全国期刊得到

迅猛发展。这一时期也是大气科学领域创刊活跃期，

至1949年前，各地测候所、气象台等机构曾先后创办

的各种刊物达到近50种。但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众多

均是昙花一现。到新中国成立前，只剩下1种。

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全国科技期刊获得快速发展，总数量由1952年的87种
增加到1959年的356种。20世纪50年代新创办大气科

学领域科技期刊10种。之后由于“文革”等特殊时期

的影响，全国绝大多数期刊被迫停刊，大气科学领域

期刊也停滞发展、大多停刊。“文革”后期及结束后，

全国期刊陆续复刊或创办，大气科学领域亦是如此。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召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的印

发等，推动了期刊的繁荣发展；相关管理机构将期刊

创办审批权限下放，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期刊数量的快

速增加。乘此东风，80年代是大气科学领域创刊的高

峰期，新增近30种，今天大气科学领域拥有较高影响

的期刊不少都创办于这一时期。90年代，随着期刊创

办审批权限重由分散回归集中，全国期刊数量增长放

缓；这段时期，气象部门也通过开展全国优秀期刊评

奖等活动，有效地推动了期刊发展。之后，大气科学

领域期刊进入平稳发展阶段；这期间，几种英文期刊

得以先后创办并陆续被收录为SCI期刊，一些省级期

刊先后更名并调整办刊方向，其中不少被陆续收录为

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我国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期刊数量丰

富。根据《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等数据库统计，

大气科学领域正式公开发行（拥有国家批准正式出版

的CN刊号）的科技期刊有30余种。除此之外，还有一

些有刊号但尚未被数据库收录的新创期刊、无正式刊

号期刊、内部发行期刊等。

2 期刊学术影响力
中英文期刊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与目标。本文主要

针对我国大气科学领域正式公开发行且已被相关数据

库收录（有统计数据）的科技期刊，讨论中英文期刊

发展。分别以中文核心期刊和SCI期刊为主要研究对

象，作为不同语种期刊中学术质量较高、办刊质量较

好的代表，从期刊数量和影响力两方面进行分析。

2.1 中文核心期刊
1988年起，我国一些文献情报单位相继开展核

心期刊的测定和论文统计分析工作，并逐步建设了相

应数据库，依据文献计量结果等原则动态遴选核心期

刊。其中，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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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国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是自然科学领域核心期刊测定的三大数

据库，在国内科研管理和成果评价机构中的认可度较

高。截至2023年最新公布数据，这三大数据库收录的

隶属学科在大气科学的中文核心期刊分别为18种、9种
和9种。其中，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每年发布

一次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CSTPCD-JCR），其收录

期刊数量比较丰富，公布的相关数据比较齐全，本节

根据该数据库进行分析。

基于CSTPCD-JCR数据库统计了大气科学领域中

文核心期刊数量，2011—2021年从14种逐步增加至18
种；而同期收录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数量，则从1998
种变为1977种；大气科学领域期刊在其中的占比从

0.70%增加到0.91%。这些变化可以说明，大气科学领

域中文期刊学术质量不断提升；多年来各期刊一直坚

持办刊质量，保持了较高的学术影响。

统计还发现，2011—2021年，尽管大气科学领域

中文核心期刊收录数量逐步增加，但其发文总量并未

呈现出相应的增长（图略）。即，平均每种期刊的年度

发文量（以下简称刊均年发文量）减少（图1）。发文

① JCR报告中学科分类为“meteorology & atmospheric sciences”，CSTPCD-JCR报告中则为“大气科学”。本文统一称为“大气科学”。

② 期刊分区是根据影响因子从高到低的分布，按四分位数依次划分为Q1～Q4共4个区。

量减少与论文篇幅持续上升有关；近年来，中文核心

期刊严把学术质量，论文内容日趋丰富，论文平均篇

幅与国际知名期刊的差距在缩小。发文量的减少，也

说明中文核心期刊在学术质量提升的同时，可能普遍

面临着优秀稿件不足的问题，因此未来需要努力拓展

稿源。

2.2 SCI期刊

在期刊检索及评价方面，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是自然科学领域全球最权威的数据库，每年发

布一次期刊引证报告（JCR），被其收录的期刊也就是

我们通常所称的SCI期刊。

根据2022年版JCR报告（报告2021年期刊表现），

“气象与大气科学”①领域共收录我国期刊5种。一些研

究对我国各学科SCI期刊整体情况进行了分析（见表1，
均仅统计中国大陆期刊，未含港澳台地区），本文也

基于相同数据库相应统计了大气科学领域的情况。从

学科比较来看，我国大气科学领域SCI期刊数量不算

少（表1）；2011—2022年收录数量从3种增至5种。随

着收录期刊数增加，载文总量也相应增加，大气科

学领域我国学者的SCI论文总量在全球的占比也高于

各学科平均水平（表1）。此外，根据JCR报告，2011
年，3种期刊均在Q4区，到了2022年，5种期刊中Q1
区、Q2区各2种，Q4区1种；期刊所在分区②整体提升，

反映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上升。我国大气科学

SCI期刊的表现，较好地显示了中国气象科技发展的

进步。

图1可见我国大气科学领域SCI期刊的刊均年发文

量近三年逐步上升，但与全国各学科SCI期刊平均水

平相比仍然较小（表1）；中国作者是我国SCI期刊的主

要来源，大气科学领域的中国作者占比还略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表1）。因此，我国大气科学领域SCI期刊还

需不断扩大影响力，努力吸引国际稿源以及我国作者

的优秀稿源。

表1 2021年我国大气科学领域SCI期刊与全国各学科SCI期刊平均表现
统计指标 大气科学SCI期刊 全国各学科SCI期刊平均（文献来源）

我国期刊数量及在全球的占比（基于JCR报告）
全球期刊共94种，其中我国5种，

占5.3%
全球期刊共9626种（178个学科），其中我国273种

（123个学科），期刊数量占2.9%（任胜利等，2023）

我国期刊刊均年发文量（基于JCR报告） 80篇 160篇（任胜利等，2023）

我国期刊发文总量在全球SCI论文总量的占比（基于InCites数据库） 2.16% 1.49%（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22）

我国期刊发文总量在我国学者全球SCI论文总量的占比（基于
InCites数据库）

7.24%* 4.67%（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22）

我国期刊发文总量中我国作者发文占比（基于InCites数据库） 88.50%* 85.6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22）

注：*对大气科学领域我国学者发文情况仅统计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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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1—2021年我国大气科学领域中文核心期刊和SCI期
刊的刊均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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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英文核心期刊的整体表现
CSTPCD-JCR数据库收录的科技核心期刊中，不

仅有中文期刊，也包含部分英文期刊。基于每年的被

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数据，分析2011—2022年大

气科学领域中英文核心期刊的整体表现。

统计发现：被引频次平均值（图2），从2011年到

2022年增加了29.94%，近年来略有下滑；影响因子平

均值（图3），从2011年到2022年增加了84.19%，其中

2011—2015年持续双倍于全国平均水平，2016年起领

先幅度有所放缓。而全国科技核心期刊的被引频次

和影响因子平均值，从2011年到2022年则分别增加了

64.68%和130.84%。因此，从学科比较角度看，大气

科学领域期刊学术影响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但相对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领先优势在近年来有所缩小。产生

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稿件外流的影响可

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期刊界已有诸多研究，第

3节将对大气科学领域稿件外流情况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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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1—2022年我国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核心期刊与全国
科技核心期刊平均影响因子变化

3 我国学者科技论文总量
2011—2021年，我国学者在大气科学领域发表的

文章总量不断攀升，但这主要是国外期刊论文量的贡

献，在我国期刊上的发文总量增加并不明显。

基于InCites数据库，统计了我国第一作者和通讯

作者的大气科学领域SCI论文总量。检索时设定国别

为中国，检索日期为2022年9月16日。区分其中发表

在我国SCI期刊与国外SCI期刊的论文量，并与基于

CSTPCD-JCR数据库的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总量进行

汇总，得到大气科学领域我国学者在国内、国外期刊

的论文量占比情况。发现，2011—2021年国外期刊论

文量所占份额不断扩大（图4），即我国学者越来越多

的文章刊发在国外期刊上，而我国期刊在中外学术交

流中的功能在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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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1—2021年大气科学领域我国学者发文总量中 
国内国外期刊发文占比变化

本文作者在前期研究中发现，2011—2020年大气

科学领域，我国作者SCI论文总量的年增幅双倍于全

球SCI论文总量的年增幅，因此在全球SCI论文总量

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十年平均为20%，其中2020年为

24.6%，显著超出我国各学科平均水平（19.6%）。本

文进一步分析我国作者SCI论文所在期刊的分区情况

（图表略），发现其分布整体性向更高分区迁移。2013
年，我国作者发表的文章中约12%和48%分别来自于

Q1区和Q4区期刊；2014年，Q4区期刊文章占比锐减

至8.7%（之后逐渐减小），而Q1区期刊文章占比飙升，

2015年起稳定在近50%。这些变化可以说明，近十多

年来，我国大气科学学者的SCI论文在数量高速增长

的同时，整体质量也在明显提升。

长期以来，我国大气科学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

广泛，相关研究总体上处于世界的中等偏上水平，因

此相关科研成果能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中。越

来越多优秀论文发表在国外SCI期刊上，对于提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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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技成果在国际气象界的影响力和声誉、争取国际

合作、促进科技水平提升等，均具有积极意义。但稿

件过多外流对国内科技创新生态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

响，对此业界已有不少研究，因此需要冷静看待。如

何更好地应对稿源外流现象，是未来我国大气科学领

域中英文期刊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4 分析与讨论

4.1 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期刊整体办刊质量较好

大气科学领域期刊建设起步较早，历史悠久、基

础较好。从期刊总数看，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期刊的数

量比较丰富，不同数据库收录的期刊量均在30余种。

从期刊类型看，中文期刊与英文期刊、核心期刊与非

核心期刊共同构成科技期刊的不同功能。从期刊数量

分布看，全国科技期刊中，非核心期刊占据主体；与

全国平均情况相比，大气科学领域SCI期刊数量不少，

核心期刊占比大，说明期刊办刊质量较高。近十多年

来，我国大气科学英文期刊进步明显，SCI收录数量

增加，期刊所在分区得到整体提升；中文期刊的发展

稳中有进，核心期刊收录量增加同时其在全国的占比

增加；可见，大气科学科技期刊的整体学术影响力较

高。但期刊出版规模较小，呈现“小而精”发展的特

点。有研究指出，2008—2014年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期

刊的发文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偏低68.6%；本文根据《学

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了2018—2022年大气科学

所有正式公开发行科技期刊的平均发文量，近五年平

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3%。 

4.2 进一步提高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

科技期刊是科技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风向标。大

气科学领域科技期刊建设拥有较好的基础，整体学术

质量较高，多年来，期刊评价主要指标相比于全国平

均水平具有明显领先优势。但近十多年，这一领先优

势有所下滑。从作者来源看，我国大气科学SCI期刊

刊发的基本还是我国作者文章，期刊对外影响力有待

扩大；而我国作者的优秀稿源则更多地刊发到了国外

期刊上。从出版规模看，尽管大气科学领域我国学者

论文总量不断增加，我国中英文期刊发文总量的增长

却不明显，并且刊均年发文量表现出下行趋势，其中

SCI期刊在近三年有所回升，中文核心期刊则持续减

少，反映达到期刊学术水准的优秀稿源存在不足。从

刊文质量看，我国大气科学领域期刊论文篇幅变长，

研究在不断深入；中英文核心期刊整体的被引频次和

影响因子等指标表现为不断上升，但整体增速均低于

全国平均增长水平，被引频次的领先优势已不明显。

因此，未来我国大气科学领域中英文期刊都需要谋求

高质量发展，努力提高稿源质量，争取刊发更多优秀

科研成果，积极扩大国内外影响力，以彰显大气科学

期刊在中外学术交流中的应有地位。

4.3 高度重视稿件外流对于我国期刊发展的影响

稿源外流包括向其他学科领域的分流，也包括

向其他国家期刊的分流。随着学科发展，交叉领域研

究增多，可能会导致部分稿件分流到其他学科领域

期刊，但理论上讲这种分流是双向的，对此尚待更多

研究。本文主要关注稿件向国外期刊的分流，分析发

现2011—2021年我国大气科学领域优秀稿源外流现象

越发明显。国外期刊对优秀稿源的虹吸效应，首先影

响我国英文期刊的发展，这种影响还会延续到中文期

刊，进而对期刊发展的整体生态带来冲击。未来大气

科学领域，既需要各期刊努力提高吸引力，学习国外

先进经验，积极寻求高质量发展，共同应对稿件外流

的影响，更需要从决策层面加强对我国期刊发展的支

持。一方面，完善科技评价体系，多维度评价各类期

刊的不同贡献，在积极支持优秀成果参与国际学术交

流的同时，大力支持公共资金资助的成果优先发表在

我国期刊上；另一方面，匹配专门经费、设置专项基

金，积极扶持各期刊办刊能力建设。不同层次、不同

类型的期刊服务于不同需求群体，各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和必要性。期待未来各级部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

重视与支持下，优秀稿件逐步回流，有助于大气科学

领域我国期刊充分反映我们的科技进步，也有助于更

好地构建期刊发展生态乃至科技文化发展样态。

5 结语
科技期刊是科研成果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也是一

国科技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大气科

学领域科技期刊建设起步较早，并伴随着气象科技进

步而不断发展，与全国各学科平均水平相比，呈现出

基础较好、数量丰富、“小而精”发展的特点，整体办

刊质量较好、学术影响力较高。但近年来，大气科学

领域优秀稿件外流明显，我国期刊在中外学术交流中

的功能可能有所弱化，因此未来还要需要进一步扩大

学术影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

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是科技

期刊的初心与使命。科学发展史也表明，一国科技实

力必须建立在科学思想充分表达和普及、全民科学素

养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之上。在推动科技创新、文化自

信、气象强国建设中，大气科学领域科技期刊都赋有

重要作用，未来亦可发挥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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