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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分领域发布我国高质量科
技期刊分级目录实施方案（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一流学术期刊的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推动建设与世界科技强国相适应的科技期刊体系，助力我国科技

期刊高质量发展，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2021 年度开展光学工程和

光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发布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和思路 

（一）总体目标 

在中国科协的统一部署下，发挥学会同行评议功能和相关研

究机构作用，发布光学工程和光学领域科技期刊分级目录，逐步

形成标准科学、分类合理、规则公平、共识广泛的科技期刊评价

体系。加大政策引导力度，推动同等级中外期刊在科技评价中等

效使用，吸引更多高水平论文在国内优秀科技期刊发表，推动我

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断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 

（二）工作思路 

充分发挥学会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广泛动员光学工程和

光学领域学者专家参与同行评议，对国内外相关学术期刊进行择

优遴选，以刊物内容质量、出版规范、学术声誉为评价标准，形

成学科内具有高度共识的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推动国内优

秀期刊与国外期刊同质等效。鼓励联合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以及

国际学术组织等形成共同认定、共同发布、共同使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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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级认定范围原则及方式 

（一）认定范围 

面向全球光学工程和光学领域科技期刊，遴选认定适用于我

国优秀科技成果发表的高质量科技期刊。 

（二）认定原则 

按照“价值导向、同行评议、等效使用”的原则，采取定性

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中国高质量科技期刊与国外

高水平期刊的等效使用。 

（三）认定方式 

中国科协统一部署，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牵头负责光学工程和

光学领域科技期刊分级目录遴选工作。学会组建专门的组织委员

会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制定光学工程和光学领域期刊评审标准及

工作细则，通过广大科技工作者参与、专家评议、结果公示等程

序，形成分级期刊目录。 

三、分级设置和评价要素 

（一）级别设置 

学会根据所在学科领域发展情况，选取一定数量的学术期刊，

按照 T1、T2 和 T3 三个级别进行评估认定。T1 类表示已经接近

或具备国际顶级水平的期刊，T2 类是指具有较高水平的国际知

名期刊，T3 类指为学术界所认可的国内外优质期刊。原则上，

入选分级目录的期刊数量不超过学科期刊总量的 50%，每个级别

期刊数量根据该学科期刊实际情况确定。 

（二）评价要素 

突出“高质量”要求，综合考量期刊的前沿问题把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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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创新水平、传播影响力、出版时效性、服务学术交流和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等指标，坚持选优选精、宁缺毋滥。对管理和

学术信誉差、商业利益至上的期刊予以一票否决，不予列入光学

工程和光学领域期刊目录。 

四、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 

（一）组织机构 

     1.组织委员会 

学会副理事长、院士牵头担任主任，学会秘书长担任副主任，

由学会副秘书长、期刊工作委员会专家，以及光学工程和光学领

域技术专家学者组成组织委员会，承担分级认定工作的方案设计、

组织实施、宣传动员和综合协调工作，负责光学工程和光学领域

期刊基础信息采集、组织科技工作者参与推荐筛选等工作。 

2.评审委员会 

学会副理事长、院士担任主任，按照技术领域分组，邀请光

学工程和光学领域权威院士、学会理事会专家、高校和科研院所

行业专家、技术人员、期刊主编、出版机构人员等组成评审委员

会，根据遴选指标体系进行同行评议，确定最终期刊分级目录正

式发布。学会联合国际科技社团、学术机构或邀请国际专家学者

共同开展期刊分级评定。 

3.第三方专业期刊支撑机构 

根据项目需要，请第三方科技期刊专业评价机构提供学科分

类、期刊定量评价等方面的数据支撑服务，为评审委员会提供工

作参考。 

4.项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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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日常工作机构，处理期刊分级目录项目相关事务。 

（二）工作流程 

1、成立光学工程和光学领域期刊分级目录项目办公室、组

织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学会副理事长担任主要负责人，副秘书

长和学术秘书担任项目主要工作人员，其他人员包括本领域主要

高校、研究院所技术专家、期刊代表、评价机构代表等，明确项

目分工和职责，协同合作。方案流程图如下： 

 

2、国内期刊来源为中文核心期刊（CN 号）、国际期刊来源

为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录期刊。通过专家推荐和评议，产生

高质量科技期刊入选名单，入选期刊数量不超过本领域期刊总数

的 50%。 

3、组织委员会制定项目实施细则和评价指标，包括期刊办

刊宗旨、学术前沿把握能力、学术影响力、同行评议、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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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质量、印刷质量、时效性、创新性等。创建期刊评审系统，

组织广大行业专家、期刊用户开展评议和推荐。项目办公室通过

收集、筛选和整理，形成期刊分级目录初步名单（T1-T3）。 

4、评审委员会采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

入选期刊进行 2-3 次专家评审。行业专家按照技术领域进行分组

讨论，认真研究每本期刊情况，提出评审委员会建议名单。召开

终评会最终评议形成期刊分级目录初步结果。 

针对综合类期刊、新创办期刊要进行专门研究，重点考察发

表论文的质量与数量，制定适合综合性期刊、新创办期刊的分级

标准。 

5、为了保证期刊分级初步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组委会

要走访调研相关出版机构和期刊编辑部，广泛征求对期刊分级目

录初步结果的意见。 

6、组委会结合意见做必要调整后，公示期刊分级初步名单，

公示期内接受反馈意见并做优化调整。公示结束后，形成最终分

级目录正式上报科协。 

7、中国科协组织专家对学会报送的分级目录进行复核，并

向学会反馈有关意见，学会视情调整后形成最终结果，通过官方

平台正式发布。 

8、中国科协以适当方式对光学工程和光学领域分级目录

成果进行集中展示和宣传，并协同中国光学工程学会推动分级

目录在科技评价中应用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