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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大数据分析平台(CDAJ)》使用手册 

CNKI 学术期刊大数据分析平台(CDAJ)包括知网收录的 7000 余种正常出版的中文学术期刊、4.6

万余种正常出版的外文学术期刊数据，深度揭示期刊的著录信息、投稿信息、分析评价等信息，全

方位满足作者对期刊投稿信息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平台基于文献语义计算、文本挖掘、关联图

谱、前沿热点时序挖掘等技术，实现对期刊内容的大数据分析，为用户提供目标学科期刊群的前沿

情报分析服务、稿件内容的期刊匹配分析与新颖性分析，辅助用户精准选题、合理选刊投稿、评估

稿件新颖性及在目标期刊发表的难度。 

CDAJ 网址：https://xk.cnki.net/x  

在产品首页，用户可输入期刊名称，快速检索目标期刊；还可直接点击导航标题进入相应的子

页面，导航栏包括首页、期刊导航、刊群分析、选刊分析、新颖性分析五个项目；在首页的左上角，

点击相关图标，可跳转到知网文献资源总库首页或者 CDAP 首页。 

 

第一章 期刊导航 

1.1 期刊筛选 

平台提供学科导航、CNKI 专题导航、核心评价、分区、影响因子范围限定、出版周期、网络首

发、出版地、期刊类型(外文)、合作商(外文)等多种期刊筛选条件，快速定位目标期刊范围。 

例如，第一步，选择外文期刊；第二步，选择应用经济学；第三步，核心评价限定 SCI，JCR 分

区限定 Q1、Q2，期刊类型限定 OA 期刊，第四步，点击查询，生成目标期刊检索结果列表，如图 1

所示。点击清空即可重新进行期刊筛选。 

https://xk.cnki.ne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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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目标期刊范围筛选 

1.2 期刊检索 

中文期刊支持期刊名称、主办单位、CN、ISSN 的检索入口；英文期刊支持期刊名称、合作商、

ISSN、EISSN 的检索入口。 

例如，第一步，选择中文期刊；第二步，在检索框中输入期刊名称“情报”；第三步，点击检

索标志。则生成期刊名称包含情报的检索结果，检索结果支持两种展示方式：详情展示、列表展示。

检索结果默认按综合影响因子倒序排列，还可按复合影响因子、出版周期倒序排列。检索结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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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检索结果-详情展示 

1.3 期刊主页 

每本期刊，都有一个主页，页面上方区域是期刊的基本信息、出版信息、评价信息。下方包含

期刊介绍、期刊分析、投稿信息、相关期刊、过刊浏览五个模块，可自由切换，如图 4 所示。在期

刊检索结果列表页，任意选择一本期刊，点击期刊图片或者名称默认进入期刊主页-期刊分析详情页

面，也点击各模块标签，快速进入到相应模块的详情页面，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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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期刊检索结果页面 

 

图 4 期刊主页 

1.3.1 期刊介绍 

（1）中文期刊 

中文期刊介绍模块内容包含：期刊简介、通讯地址、邮政编码、投稿方式、主办单位、电子邮

箱、联系电话、期刊网址、投稿网址；选题指南、投稿须知；研究热点方向。中文期刊介绍页面如

图 5 所示。 

在期刊介绍页面：①点击期刊网址、投稿网址可跳转到目标期刊网站；②点击选题指南/投稿须

知条目可进入相关条目知网节，③点击研究热点，可链接到论文详细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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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文期刊介绍页面 

（2）外文期刊 

外文期刊介绍模块内容包含：网址（期刊官网、期刊目标和范围、作者指南、论文提交地址）；

研究热点方向。外文期刊介绍页面如图 6 所示。在期刊介绍页面：①点击各类网址可跳转到目标期

刊相关网站；②点击研究热点，可链接到论文详细列表页。 

 

图 6 外文期刊介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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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期刊分析 

（1）中文期刊 

中文期刊分析内容同第三章 3.2 中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的 3.2.3、3.2.4、3.2.5、3.2.6。 

（2）外文期刊 

外文期刊分析内容同第三章 3.3 外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的 3.3.3、3.3.4、3.3.5。 

1.3.3 投稿信息 

（1）中文期刊 

中文期刊投稿信息模块内容包含：流程周期（审稿周期、初审周期、平均出版时滞）、费用情

况（审稿费、版面费、稿酬）、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其他信息（录稿率、

重复率、他引率）、WAJCI 分区。页面如图 7 所示。 

 

图 7 中文期刊-投稿信息页面 

（2）外文期刊 

外文期刊投稿信息模块内容包含：流程周期（稿件提交到第一次反馈、稿件提交到第一次同行

评审反馈、稿件提交到录用、稿件录用到网络出版、稿件录用到出版、稿件提交到在线出版）、费

用情况（APC 网址、APC 费用）、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CiteScore）、其他信息（自引率、录稿

率、国人发文占比）、分区（WAJCI、中科院、JCR）。页面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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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外文期刊-投稿信息页面 

1.3.4 相关期刊 

根据已发文献相关度，推荐 10 本相关期刊，默认按影响因子倒序排列。图 9 为某外文期刊的相

关期刊页面。 

 

图 9 外文期刊-相关期刊页面 

1.3.5 过刊浏览 

点击中文、外文某本期刊的过刊浏览模块，页面跳转到该本期刊在知网总库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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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期刊对比 

在检索结果页面，可选择 2~5 本期刊进行对比分析。 

例如，在期刊检索结果的列表页面，第一步，勾选“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研究”右侧的对

比框；第二步，鼠标移入对比分析标识框后，点击对比按钮，即可对出现已选择期刊的对比分析结

果页面。对比过程如图 10 所示。 

 

图 10 中文期刊对比过程 

（1）中文期刊对比分析 

中文期刊对比分析内容同第三章 3.4 中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的 3.4.3、3.4.4、3.4.5。 

（2）外文期刊对比分析 

外文期刊对比分析内容同第三章 3.5 外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的 3.5.3、3.5.4、3.5.5。 

第二章 刊群分析 

2.1 刊群筛选 

平台提供教育部学科分类、CNKI 专题学科分类、核心评价、分区、影响因子范围限定等多种刊

群筛选条件，快速定位目标期刊群范围，刊群分析模块默认进去中文刊群界面。 

例如，第一步，选择中文刊群；第二步，选择应用经济学；第三步，核心评价限定 CSSCI，WAJCI

分区限定 Q1、Q2；第四步，点击学科刊群分析，生成目标期刊群的分析报告，筛选过程如图 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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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文学科刊群筛选示例 

用户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自定义 2~10 本期刊，作为目标刊群进行分析。 

例如，导航栏切换到自定义刊群，第一步，在界面最左侧选择期刊语种，“外文期刊”；第二

步，选择学科为应用经济学，则应用经济学学科下的期刊列表就出现在界面中间；第三步，可直接

在期刊列表中选择 2~10 本期刊，也可在学科期刊列表中或全部期刊列表中进行期刊检索后，再进行

选择，已选期刊自动出现在最右侧的已选择期刊列表中，可进行单刊删除或整体清空；第四步，点

击自定义刊群分析，生成已选择期刊群的分析报告，选择过程如图 12 所示。 

 

图 12 自定义刊群筛选示例 

2.2 中文刊群分析结果 

中文刊群分析结果主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已选择期刊群列表，展示期刊的基本指标信息；

第二部分，期刊群的热点动态分析；第三部分，期刊群的发文统计计量分析。用户可以在右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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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点击相应的分析模块快速进入需要查看的可视化分析结果，也可下拉页面进行逐步浏览，分析

结果页面可导出为 PDF 报告，便于用户保存。 

2.2.1 刊群列表 

刊群列表模块（图 13）展示期刊的基本指标信息：发文难度指数、发文总量、基金发文比率、

综合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出版时滞、他引率，并可按各指

标进行正序或倒序排列。①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刊群的指标数

据；②鼠标移入发文难度指数数据，出现该指标详细信息；③点击某本期刊名称可进入该期刊主页。 

 

图 13 刊群列表 

2.2.2 刊群热点动态 

2.2.2.1 主题分析 

主题分析（图 14）包含刊群热点主题推荐（热点主题、主要知识点、核心论文数、被引频次）、

标题高频主题词、摘要高频主题词、关键词高频主题词，点击上方 tab 键进行切换，热词可链接到

论文详细列表，主题分析结果可按近一年、近三年、近五年、近十年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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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主题分析 

2.2.2.2 热词分析 

热词分析（图 15、16）包含十年热词变迁和研究方向演进两个图表。十年热词变迁用热力图展

示每年最热的十个主题词发文数量，热力图颜色由浅到深代表发文数量由少到多；研究方向演进图

展示了近十年最热的十个主题词在每年的发文量变化情况，圈的大小代表年度发文量的多少。 

 

图 15 热词分析-十年热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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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热词分析-研究方向演进 

2.2.2.3 学科热点主题分析 

学科热点主题分析包含刊群学科热点主题和各刊细览两个部分。 

刊群学科热点主题（图 17）展示了所选刊群最热的二十个学科发文矩阵图，同时，矩阵图中的

每个学科均可点击，点击某学科后矩阵图变形为此学科发文最热的二十个主题发文矩阵图。 

在图表的右上角可进行刊群列表筛选，用户根据需求删除不感兴趣的期刊，或者只选择想要关

注的某些期刊即可，还可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刊群的学科热点主题。 

 

图 17 刊群学科热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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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刊细览（图 18）第一层矩阵图展示了期刊群中每本期刊的发文量，点击某本期刊，进入第二

层矩阵图，展示了每本期刊最热的二十个学科发文矩阵图，点击某个学科，进入第三次矩阵图，展

示点击学科发文最热的二十个主题发文矩阵图。 

 

 

 图 18 刊群学科热点主题-各刊细览 

2.2.2.4 机构热点主题分析 

机构热点主题分析包含刊群机构热点主题和各刊细览两个部分。 

刊群机构热点主题（图 19）展示了所选刊群最热的二十个机构发文矩阵图，同时，矩阵图中的

每个机构均可点击，点击某机构后矩阵图变形为此机构发文最热的二十个主题发文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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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表的右上角可进行刊群列表筛选，用户根据需求删除不感兴趣的期刊，或者只选择想要关

注的某些期刊即可，还可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刊群的机构热点主题。 

 

图 19 刊群机构热点主题 

各刊细览（图 20）第一层矩阵图展示了期刊群中每本期刊的发文量，点击某本期刊，进入第二

层矩阵图，展示了每本期刊最热的二十个机构发文矩阵图，点击某个机构，进入第三次矩阵图，展

示点击机构发文最热的二十个主题发文矩阵图。 

 

图 20 刊群机构热点主题-各刊细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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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刊群发文统计 

2.2.3.1 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分析（图 21）用柱状-折线组合图展示了所选刊群近十年的发文量、基金发文量、基金

发文占比情况。点击某年度柱状图，可链接到相应的文献列表页面。 

 

图 21 刊群发文量分析 

2.2.3.2 机构发文分析 

在所选刊群内，机构发文分析（图 22）包含机构发文量排名、TOP10 机构发文量、机构类型分

析，点击上方 tab 键进行切换，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机构发文

表现。在机构发文量排名列表中，作者还可输入机构名称，快速定位到目标查看机构的发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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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刊群机构发文量排名 

TOP10 机构发文量（图 23）用玫瑰图展示了所选刊群中，发文量最高的十大机构发文总占比，

借此判断刊群的版面是否集中在少数机构手中。 

 

图 23 刊群 TOP10 机构发文量 

机构类型分析（图 24）用两个雷达图展示了所选刊群中，各类型机构的发文占比，左侧雷达图

展示各机构类型的发文占比情况，右侧雷达图展示更为详细的机构详类型发文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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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刊群机构类型分析 

2.2.3.3 作者发文分析 

在所选刊群内，作者发文分析（图 25）包含作者分布气泡图（气泡大小代表作者发文的多少）、

第一作者职称分析，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作者发文表现。 

 

图 25 刊群作者分布 

第一作者职称分析（图 26）用饼图展示了所选刊群中，各级别职称作者的发文占比，职称级别

包含七类：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博士、硕士、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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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刊群第一作者职称分析 

2.3.3.4 区域发文分析 

在所选刊群内，区域发文分析（图 27）包括各省市发文分布，TOP10 区域发文，在模块的右上

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区域发文表现。 

 

图 27 区域发文分布 

TOP10 区域（图 28）用玫瑰图展示了所选刊群中，发文量最高的十大区域发文总占比，借此判

断刊群的版面是否集中在少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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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TOP10 区域发文 

2.3 外文刊群分析结果 

外文刊群分析结果主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已选择期刊群列表，展示期刊的基本指标信息；

第二部分，期刊群的热点动态分析；第三部分，期刊群的发文统计计量分析。用户可以在右侧页面

导航点击相应的分析模块快速进入需要查看的可视化分析结果，也可下拉页面进行逐步浏览，分析

结果页面可导出为 PDF 报告，便于用户保存。 

2.3.1 刊群列表 

刊群列表模块展示期刊的基本指标信息：发文难度指数、发文总量、国人发文量、国人发文占

比、国人(第一机构)发文占比、Impact Factor、CiteScore、自引率，并可按各指标进行正序或倒序排

列。①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刊群的指标数据；②鼠标移入发文

难度指数数据，出现该指标详细信息；③点击某本期刊名称可进入该期刊主页。 

2.3.2 刊群热点动态 

外文刊群热点动态内容同第二章 2.2.2 中文刊群分析结果-刊群热点动态。 

2.3.3 中国机构发文统计 

2.3.3.1 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分析（图 29）用柱状-折线组合图展示了所选刊群近十年的发文量、国人发文量、国人

发文量(第一机构)、国人发文量占比、国人发文量(第一机构)占比。点击某年度柱状图，可链接到

相应的文献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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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外文刊群发文量分析 

2.3.3.2 机构发文分析 

在所选刊群内，机构发文分析包含国内机构发文量排名、国内 TOP10 机构发文量、机构类型分

析，点击上方 tab 键进行切换，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机构发文

表现。 

国内机构发文量排名展示了各国内机构在目标刊群上的发文量、发文量（第一机构）、作为第

一机构的发文占比、（第一机构）在国人中的发文占比。 

TOP10 机构发文量用玫瑰图展示了所选刊群中，发文量最高的国内十大机构发文总占比，借此

判断外文刊群的版面是否集中在少数机构中。 

机构类型分析用雷达图展示了所选刊群中，各类型机构的发文占比。 

第三章 选刊分析 

作者首先选择拟发表期刊语种，再输入稿件标题、摘要、关键词，并选择目标发文期刊的学科

或者发表有相似文献的学科，与平台底层大数据做匹配计算，自动匹配适合发表的期刊，结果默认

按匹配度排序。目标期刊匹配分为精准匹配和模糊匹配两种方式。平台还提供示例便于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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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选刊分析 

3.1 期刊匹配分析结果 

匹配分析结果页面（图 31）中，①平台对匹配分析结果进行了多维分组：学科、核心评价、分

区、网络首发、出版周期，用户可根据自身投稿要求，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筛选。例如：中文要求发

C 刊，核心评价分组选择 CSSCI。②检索结果默认按匹配度倒序排列，可按影响影子排序。可按底层

数据的匹配年限（近一/二/三/四/五/十年），对匹配结果进行优化。③点击匹配分析报告，即可查

看选定刊物与拟投稿件的匹配结果报告，还可直接查看期刊介绍、投稿信息、相关期刊、浏览过刊。

④点击“编辑标题&摘要”，可返回上级页面，对稿件的篇关摘、学科进行修订，重新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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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期刊匹配分析列表页 

3.2 中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  

中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主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所在机构的发文分析，与作者输入的

篇关摘相关度高的文献推荐；第二部分，期刊发文计量分析；第三部分，期刊的热点动态分析。用

户可以在右侧页面导航点击相应的分析模块快速进入需要查看的可视化分析结果，也可下拉页面进

行逐步浏览，分析结果页面可导出为 PDF 报告，便于用户保存。 

3.2.1 本机构发文分析 

输入作者所在的机构，自动分析机构在目标期刊的发文情况（发文量、基金发文量、基金发文

占比、本机构发文占比）、作者分布、作者职称分析（图 32）。点击上方 tab键进行切换，在模块

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机构在目前期刊的发文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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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中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本机构发文分析 

3.2.2 本刊相关文献推荐 

根据作者输入的篇关摘等信息，在目标期刊内匹配相关的已发表文献供作者发文和修订进行参

考，相关文献结果展示分为列表和详情两种展示方式，且结果可按相关度、发表时间、被引量、下

载量进行排序（图 33）。点击文献标题，可链接到文献知网节；作者可链接到作者知网节；关键词

可链接到关键词知网节。 

 

图 33 中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本刊相关文献推荐 

3.2.3 本刊指标全景 

本刊指标全景模块（图 34、35）展示期刊的发文难度指数和在同学科核心刊内的综合难度排名

（此部分只有核心期刊展示），年度指标基本信息：发文总量、基金发文比率、总被引频次、篇均

被引频次、他引率、综合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平均出版时滞，并可按各指标进行正序或倒序

排列。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期刊的发文难度指数。 

期刊发文难度指数包含八个维度：期刊版面稀缺度/基金发文比率/机构集中度/学校偏好/一作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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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地域集中度/综合影响因子/平均出版时滞，指标值越高，说明同学科核心期刊中，发文越难。 

 

图 33 中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核心刊发文难度指数 

 

图 34 中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期刊年度指标 

3.2.4 机构发文统计 

3.2.4.1 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分析（图 34）用柱状-折线组合图展示了所选期刊近十年的发文量、基金发文量、基金

发文占比情况。点击某年度柱状图，可链接到相应的文献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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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发文量分析 

3.2.4.2 机构发文分析 

在所查看的目标期刊内，机构发文分析（图 35）包含机构发文量排名、TOP10 机构发文量、机

构类型分析，点击上方 tab 键进行切换，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

机构发文表现。在机构发文量排名列表中，作者还可输入机构名称，快速定位到目标查看机构的发

文情况。 

 

图 35 单刊机构发文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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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0 机构发文量用玫瑰图展示了目标期刊中，发文量最高的十大机构发文总占比，借此判断

目标期刊的版面是否集中在少数机构手中。 

机构类型分析（图 36）用两个雷达图展示了目标期刊中，各类型机构的发文占比，左侧雷达图

展示各机构类型的发文占比情况，右侧雷达图展示更为详细的机构详类型发文占比情况。 

 

图 36 单刊机构类型分析 

3.2.4.3 作者发文分析 

在所选目标期刊内，作者发文分析包含作者分布气泡图（气泡大小代表作者发文的多少）、第

一作者职称分析，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作者发文表现。 

第一作者职称分析用饼图展示了所选刊群中，各级别职称作者的发文占比，职称级别包含七类：

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博士、硕士、本科。 

3.2.4.4 区域发文分析 

在所选目标期刊内，区域发文分析包括各省市发文分布，TOP10 区域发文，在模块的右上角还

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区域发文表现。 

TOP10 区域用玫瑰图展示了所选目标期刊中，发文量最高的十大区域发文总占比，借此判断目

标期刊的版面是否集中在少数区域。 

3.2.5 本刊引文分析 

单刊的引文分析包括参考文献分析和本刊引用与被引两个部分。 

参考文献分析（图 37）展示目标期刊近十年的他引率(单刊全部被引用次数中，被其他刊引用

次数所占的比例)，他引率(核心期刊) (单刊全部被引用次数中，被其他核心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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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单刊引用率 

本刊引用与被引（图 38）展示目标期刊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引用频次最高的十本期刊和引用目

前期刊频次最高的十本期刊。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引用与被引

期刊。 

 

图 38 单刊引用与被引 

3.2.6 本刊热点动态 

3.2.6.1 主题分析 

主题分析包含期刊标题高频主题词、摘要高频主题词、关键词高频主题词，点击上方 tab 键进

行切换，热词可链接到论文详细列表，主题分析结果可按近一年、近三年、近五年、近十年进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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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3.2.6.2 热词分析 

热词分析包含十年热词变迁和研究方向演进两个图表。十年热词变迁用热力图展示每年最热的

十个主题词发文数量，热力图颜色由浅到深代表发文数量由少到多；研究方向演进图展示了近十年

最热的十个主题词在每年的发文量变化情况，圈的大小代表年度发文量的多少。 

3.2.6.3 学科热点主题分析 

学科热点主题分析展示期刊最热的二十个学科发文矩阵图，同时，矩阵图中的每个学科均可点

击，点击某学科后矩阵图变形为此学科发文最热的二十个主题发文矩阵图。在图表的右上角可按所

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期刊的学科热点主题。 

3.2.6.3 机构热点主题分析 

机构热点主题分析展示期刊最热的二十个机构发文矩阵图，同时，矩阵图中的每个机构均可点

击，点击某机构后矩阵图变形为此机构发文最热的二十个主题发文矩阵图。在图表的右上角可按所

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期刊的机构热点主题。 

3.3 外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 

与中文期刊相同，外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主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所在机构的发文分

析，与作者输入的篇关摘相关度高的文献推荐；第二部分，期刊发文计量分析；第三部分，期刊的

热点动态分析。用户可以在右侧页面导航点击相应的分析模块快速进入需要查看的可视化分析结果，

也可下拉页面进行逐步浏览，分析结果页面可导出为 PDF 报告，便于用户保存。 

3.3.1 本机构发文分析 

输入作者所在的机构，自动分析机构在目标期刊的发文情况：发文量、发文量(第一机构)、第一

机构发文量占比、在国人中的发文量占比。点击上方 tab 键进行切换，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

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机构在目前期刊的发文表现（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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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外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本机构发文分析 

3.3.2 本刊相关文献推荐 

根据作者输入的篇关摘等信息，在目标期刊内匹配相关的已发表文献供作者发文和修订进行参

考，相关文献结果展示分为列表和详情两种展示方式，且结果可按相关度、发表时间进行排序（图

40）。点击文献标题，可链接到文献知网节；关键词可链接到关键词知网节。 

 

图 40 外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本刊相关文献推荐 

3.3.3 本刊指标全景 

本刊指标全景模块（图 41、42）展示期刊的国人发文难度指数和在同学科核心刊内的综合难度

排名（此部分只有核心期刊展示），年度指标基本信息：发文总量、国人发文量、国人发文占比、

国人(第一机构)发文占比、Impact Factor、CiteScore、自引率，并可按各指标进行正序或倒序排列。

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期刊的发文难度指数。 

外文期刊国人发文难度指数包含八个维度：期刊版面稀缺度/国人发文比率/一作国人发文比率/国

内机构集中度/国内机构偏好/ Impact Factor / CiteScore /他引率，指标值越高，说明同学科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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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发文越难。 

 

图 41 外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核心刊发文难度指数 

 

图 42 期刊匹配分析报告-期刊年度指标 

3.3.4 中国机构发文统计 

3.3.4.1 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分析（图 43）用柱状-折线组合图展示了所选期刊近十年的发文量、国人发文量、国人

发文量(第一机构)、国人发文量占比、国人发文量(第一机构)占比。点击某年度柱状图，可链接到

相应的文献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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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发文量分析 

3.3.4.2 国内机构发文分析 

在所查看的目标期刊内，机构发文分析（图 44）包含国内机构发文量排名、国内 TOP10 机构发

文量、国内机构类型分析，点击上方 tab 键进行切换，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

或时间段查看机构发文表现。在机构发文量排名列表中，作者还可输入机构名称，快速定位到目标

查看机构的发文情况。 

 

图 44 外文单刊国内机构发文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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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TOP10机构发文量（图 45）用玫瑰图展示了目标期刊中，发文量最高的十大机构发文总占

比，借此判断目标期刊的版面是否集中在少数机构手中。 

 

图 45 外文单刊国内 TOP10 机构发文量 

国内机构类型分析（图 46）用雷达图展示了目标期刊中，各类型机构的发文占比情况。 

 

图 46 外文单刊国内机构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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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本刊热点动态 

外文期刊热点动态内容同第三章 3.2.6 中文期刊匹配分析报告-本刊热点动态。 

3.4 中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 

可在匹配的期刊结果列表页面，选择 2~5 本期刊进行对比分析。在选刊对比分析页面（图 47）：

①可直接移除期刊或者在下方期刊列表框更换新的对比期刊；②可增加新的对比期刊，新增对比期

刊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或者直接输入目标期刊进行检索选择。 

 

图 47 中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 

中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报告内容主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所在机构的发文对比分析，

与作者输入的篇关摘相关度高的各刊文献推荐；第二部分，期刊发文计量对比分析；第三部分，期

刊的热点动态对比分析。用户可以在右侧页面导航点击相应的分析模块快速进入需要查看的可视化

分析结果，也可下拉页面进行逐步浏览，对比分析结果页面可导出为 PDF 报告，便于用户保存。 

3.4.1 本机构发文对比分析 

输入作者所在的机构，自动分析机构在所选期刊的发文情况对比（图 48）（发文量、基金发文

量、基金发文占比、本机构发文占比）、第一作者职称分析对比（图 49），机构发文对比分析有两

种展示方式：表格、平行坐标图。点击上方 tab键进行切换，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

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机构在所选期刊的发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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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中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本机构发文量对比 

 

 

图 49 中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一作职称对比分析 

3.4.2 各刊相关文献推荐 

根据作者输入的篇关摘等信息，在进行对比的期刊内匹配相关的已发表文献供作者发文和修订

进行参考，相关文献结果展示分为列表和详情两种展示方式，且结果可按相关度、发表时间、被引

量、下载量进行排序。点击文献标题，可链接到文献知网节；作者可链接到作者知网节；关键词可

链接到关键词知网节。 

3.4.3 期刊指标全景对比分析 

期刊指标全景对比分析模块（图 50、51）展示对比期刊的发文难度指数和在同学科核心刊内的

综合难度排名（此部分只有核心期刊展示），年度指标对比信息：发文总量、基金发文比率、总被

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他引率、综合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平均出版时滞。在模块的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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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对比期刊的指标数据。 

 

图 50 中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各刊发文难度指数对比 

 

图 51 中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期刊年度指标对比 

3.4.4 期刊发文对比分析 

3.4.4.1 发文量对比 

发文量对比分析（图 52）用平行坐标图展示了所选对比期刊各自的发文量、基金发文量、基金

发文占比情况。模块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机构在所选期刊的发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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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发文量对比 

3.4.4.2 机构发文对比 

机构发文对比（图 53、54）包含 TOP10 机构发文量对比及 TOP5 机构发文占比、TOP10 机构发

文占比；各类型机构发文量对比。在模块的右上角选择时间，查看不同年份的期刊对比数据。 

 

图 53 TOP10 机构发文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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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各类型机构发文量对比 

3.4.4.3 一作职称发文对比 

第一作者职称发文对比用表格和平行坐标图两种方式展示了所选对比期刊的级别职称作者的发

文占比。职称级别包含七类：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博士、硕士、本科。 

3.4.4.4 TOP10 区域发文对比 

TOP10 区域发文对比（图 55）展示了所选对比期刊各自的 TOP10 区域发文量及 TOP5 区域发文

占比、TOP10 区域发文占比。在模块的右上角选择时间，查看不同年份的期刊对比数据。 

 

图 55 TOP10 区域发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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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期刊热点动态对比分析 

3.4.5.1 主题对比 

主题对比分析（图 56）包含所对比期刊的热点主题对比、标题高频主题词对比、摘要高频主题

词对比，点击上方 tab 键进行切换，热词可链接到论文详细列表，主题对比结果可按近一年、近三

年、近五年、近十年进行切换。 

 

图 56 热点主题对比 

3.4.5.2 Top10 学科热点主题对比 

Top10 学科热点主题对比（图 57）用桑葚图展示对比期刊发文量最多的十个学科，各自发文量

最多的十个热点主题。在图表的右上角可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对比期刊的学科热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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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Top10 学科热点主题对比 

3.4.5.3 TOP10 机构热点主题对比 

Top10 机构热点主题对比（图 58）用桑葚图展示对比期刊发文量最多的十个机构，各自发文量

最多的十个热点主题。在图表的右上角可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对比期刊的机构热点主题。 

 

图 58 TOP10 机构热点主题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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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外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 

可在匹配的期刊结果列表页面，选择 2~5 本期刊进行对比分析。 

外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报告内容主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所在机构的发文对比分析，

与作者输入的篇关摘相关度高的各刊文献推荐；第二部分，期刊发文计量对比分析；第三部分，期

刊的热点动态对比分析。用户可以在右侧页面导航点击相应的分析模块快速进入需要查看的可视化

分析结果，也可下拉页面进行逐步浏览，对比分析结果页面可导出为 PDF 报告，便于用户保存。 

3.5.1 本机构发文对比分析 

输入作者所在的机构，自动分析机构在所选期刊的发文情况对比（图 59）：发文量、发文量(第

一机构)、第一机构发文量占比、在国人中的发文量占比。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

份或时间段查看机构在所选期刊的发文对比。机构发文对比分析有两种展示方式：表格、平行坐标

图。 

 

 

图 59 外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本机构发文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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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各刊相关文献推荐 

根据作者输入的篇关摘等信息，在进行对比的期刊内匹配相关的已发表文献供作者发文和修订

进行参考，相关文献结果展示分为列表和详情两种展示方式，且结果可按相关度、发表时间进行排

序。点击文献标题，可链接到文献知网节；关键词可链接到关键词知网节。 

3.5.3 期刊指标全景对比分析 

期刊指标全景对比分析模块（图 60、61）展示对比期刊的国人发文难度指数和在同学科核心刊

内的综合难度排名（此部分只有核心期刊展示），年度指标对比信息：发文总量、国人发文量、国

人发文占比、国人(第一机构)发文占比、Impact Factor、CiteScore、自引率。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

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对比期刊的指标数据。 

 

图 60 外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各刊发文难度指数对比 

 

图 61 外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期刊年度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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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中国机构发文对比分析 

3.5.4.1 发文量对比 

发文量对比分析（图 62）用平行坐标图展示了所选对比期刊各自的发文量、国人发文量、国人

发文量(第一机构)、国人发文量占比、国人发文量(第一机构)占比。模块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

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机构在所选期刊的发文对比。 

 

图 62 中国机构发文量对比 

3.5.4.2 国内机构发文对比 

国内机构发文对比（图 63）包含 TOP10 机构发文量对比、TOP10 第一机构发文量对比、各类型

国内机构发文对比。在模块的右上角选择时间，查看不同年份的期刊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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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TOP10 第一机构发文量对比 

3.5.5 期刊热点动态对比分析 

外文期刊热点动态对比内容同第三章 3.4.5 中文期刊选刊对比分析-期刊热点动态对比分析。 

第四章 新颖性分析 

从研究选题，到主要研究内容确定，到最终学术成果价值的评判，新颖性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考量方向。从标题、关键词、摘要、全文四个维度，分析作者稿件的新颖度，可以辅助用户检测稿

件的新颖性，平台主要从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和内容相似度两个层面判别中文选题/研究

内容/全文的新颖性。 

4.1 标题/关键词新颖性分析  

在标题/关键词模块（图 64），输入拟撰写稿件的标题或关键词（选题研究背景、方法或内容），

并选择 1~10 个与稿件相关的一级学科方向，对稿件的标题或关键词进行新颖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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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标题/关键词新颖性分析 

4.2 标题/关键词新颖性分析结果 

标题/关键词新颖性分析结果主要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标题/关键词新颖度报表，第二部分，

相关历史研究成果计量分析。用户可以在右侧页面导航点击相应的分析模块快速进入需要查看的可

视化分析结果，也可下拉页面进行逐步浏览，分析结果页面可导出为 PDF 报告，便于用户保存。 

4.2.1 标题/关键词新颖度 

标题/关键词新颖度模块（图 65）包含新颖性分值、文献检索范围、检索条件、检索结果、结论

概述等内容。 

 

图 65 标题/关键词新颖度 

标题/关键词新颖度值分为五个区间，不同区间值结论概述如下： 

新颖度值区间 结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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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0】高 选题具有高新颖性，历史研究成果较少，且与历史文献相似度较低，具备学科研

究热点特征。 

【80,90）较高 选题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历史研究成果较少，且与历史文献相似度较低，具备学

科研究热点特征。 

【70,80）一般 选题新颖性一般，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和相似度均处于中度水平，创

新性不是很强，建议深入研究选题背景，寻找新的切入点，提高选题新颖性。 

【60,70）较低 选题缺乏新意，新颖性较低，历史研究成果较多，且与历史文献相似度较高，建

议深入研究选题背景，寻找新的切入点，提高选题新颖性。 

【0,60）低 选题缺乏新意，新颖性低，历史研究成果较多，且与历史文献相似度较高，建议

深入研究选题背景，寻找新的切入点，提高选题新颖性。 

4.2.2 相关文献发文统计 

4.2.2.1 研究概况 

研究概况（图 66）用柱状-折线组合图展示了相关文献近十年的发文量和累计发文量；且展示

了相关历史研究成果的详细列表，并计算每篇文献标题/关键词与用户输入的标题/关键词的相似度

（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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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相关文献发文统计-研究概况 

 

图 67 相关文献发文统计-相关文献 

4.2.2.2 文献来源分析 

文献来源分析（图 68、69）展示相关历史研究成果主要来源于哪些期刊和来源期刊各层次（北

大核心、CSCD、CSSCI、其他）的发文量和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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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相关文献发文统计-来源期刊分布 

 

图 69 相关文献发文统计-来源期刊层次 



                                                       前沿热点追踪与智能选刊投稿 

4.2.2.3 机构分析 

机构发文分析包含机构发文量排名、TOP10 机构发文量、机构类型分析，点击上方 tab键进行

切换，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机构相关历史研究成果的发文表现。

在机构发文量排名列表中，作者还可输入机构名称，快速定位到目标查看机构的发文情况。 

TOP10 机构发文量用玫瑰图展示了相关历史研究成果中，发文量最高的十大机构发文总占比；

机构类型分析用两个雷达图展示了相关历史研究成果中，各类型机构的发文占比，左侧雷达图展示

各机构类型的发文占比情况，右侧雷达图展示更为详细的机构详类型发文占比情况。 

4.2.2.4 作者分析 

作者发文分析包含作者分布气泡图（气泡大小代表作者相关历史研究成果的多少）、第一作者

职称分析，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年份或时间段查看作者发文表现。 

第一作者职称分析用饼图展示了相关历史研究成果中，各级别职称作者的发文占比，职称级别

包含七类：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博士、硕士、本科。 

4.2.2.5 地区分析 

区域发文分析包括各省市发文分布，TOP10 区域发文，在模块的右上角还可选择时间，按所需

年份或时间段查看区域相关历史研究成果数据。TOP10 区域用玫瑰图展示了相关历史研究成果中，

发文量最高的十大区域发文总占比。 

4.2.2.6 核心刊群分析 

平台还可以查看该研究主题在核心期刊群的研究报告，平台利用多种方法和工具分析，分析选

题的以下内容：主题研究概览、主题相关期刊、关联主题/学科研究、主题发文统计、主题发文机构

分布/作者分布/区域分布，主题引文分析、主题相关文献等，报告可为用户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

借鉴。  

4.3 摘要/主要内容新颖性分析  

在摘要/主要内容模块（图 70），输入拟撰写稿件的摘要或主要内容（选题研究背景、方法或内

容），并选择 1~10 个与稿件相关的一级学科方向，对稿件的摘要或主要内容进行新颖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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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标题/关键词新颖性分析 

4.4 摘要/主要内容新颖性分析结果 

摘要/主要内容新颖性分析结果主要包含四部分。第一部分，摘要/主要内容新颖度报表，第二

部分，相关研究概况，第三部分相关历史研究成果计量分析，第四部分，相关期刊推荐。用户可以

在右侧页面导航点击相应的分析模块快速进入需要查看的可视化分析结果，也可下拉页面进行逐步

浏览，分析结果页面可导出为 PDF 报告，便于用户保存。 

4.4.1 摘要/主要内容新颖度 

摘要/主要内容新颖度模块（图 71）包含新颖性分值、文献检索范围、检索条件、检索结果、结

论概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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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摘要/主要内容新颖度 

摘要/主要内容新颖度值分为五个区间，不同区间值结论概述如下： 

新颖度值区间 结论概述 

【90,100】高 研究内容具有高新颖性，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和相似度均较低，具备

学科研究热点特征。 

【80,90）较高 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新颖性，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和相似度均较低，

具备学科研究热点特征。 

【70,80）一般 研究内容新颖性一般，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和相似度均处于中度水平，

创新性不强，建议提升研究内容的研究深度或拓展研究广度，提高研究新颖性。 

【60,70）较低 研究内缺乏新意，新颖性较低，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或与历史文献的

相似度较高，建议提升研究内容的研究深度或拓展研究广度，提高研究新颖性。。 

【0,60）低 研究内缺乏新意，新颖性低，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或与历史文献的相

似度较高，建议提升研究内容的研究深度或拓展研究广度，提高研究新颖性。 

 

4.4.2 相关研究概况 

相关研究概况展示了相关历史研究成果的详细列表，并计算每篇摘要与用户输入的摘要/主要研

究内容的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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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片段相关文献（图 72）把用户输入的摘要/主要研究内容按句子进行拆分，详细展示与每个

句子片段相关的文献。 

 

图 72 相关研究概况-文本片段相关文献 

4.4.3 相关文献发文统计 

摘要/主要内容-相关文献发文统计内容同第四章 4.2.2 标题/关键词新颖性分析-相关文献发文统

计。 

4.4.4 相关期刊推荐 

根据输入的摘要/主要内容，自动匹配相关期刊，结果默认按匹配度排序（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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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相关期刊推荐 

4.5 全文新颖性分析  

在全文模块（图 74），输入拟撰写稿件的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并选择 1~10 个与稿件

相关的一级学科方向，对稿件的全文进行新颖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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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全文新颖性分析 

4.6 全文新颖性分析结果 

全文新颖性分析结果主要包含四部分。第一部分，全文新颖度报表，第二部分，相关研究概况，

第三部分相关历史研究成果计量分析，第四部分，相关期刊推荐。用户可以在右侧页面导航点击相

应的分析模块快速进入需要查看的可视化分析结果，也可下拉页面进行逐步浏览，分析结果页面可

导出为 PDF 报告，便于用户保存。 

4.6.1 全文新颖度 

全文新颖度模块（图 75）包含包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的分项新颖性分值、文献检索范围、检

索条件、检索结果、结论概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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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全文新颖度 

全文新颖度值分为五个区间，不同区间值结论概述如下： 

新颖度值区间 结论概述 

【90,100】高 稿件具有高颖性，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和相似度均较低，具备学科研

究热点特征。 

【80,90）较高 稿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和相似度均较低，具备

学科研究热点特征。 

【70,80）一般 稿件新颖性一般，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和相似度均处于中度水平，创

新性不强，建议提升稿件研究深度或拓展研究广度，提高稿件新颖性。 

【60,70）较低 稿件缺乏新意，新颖性较低，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或与历史文献的相

似度较高，建议提升稿件研究深度或拓展研究广度，提高稿件新颖性。 

【0,60）低 稿件缺乏新意，新颖性低，与历史研究成果的相似文献数量或与历史文献的相似

度较高，建议提升稿件研究深度或拓展研究广度，提高稿件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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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相关研究概况 

全文-相关研究概况内容同第四章 4.4.2 摘要/主要内容新颖性分析-相关研究概况。 

4.6.3 相关文献发文统计 

全文-相关文献发文统计内容同第四章 4.2.2 标题/关键词新颖性分析-相关文献发文统计。 

4.6.4 相关期刊推荐 

根据输入的篇关摘、正文，自动匹配相关期刊，结果默认按匹配度排序。 

第五章 服务模式 

镜像、云服务 

更新周期：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