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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东软院发〔2014〕26号                       签发人： 张应辉      

  

关于下发《成都东软学院科研工作量考核办法（修改）》

《成都东软学院学术论文管理办法（修改）》的通知 

 

学院各系、部门： 

为加强学院学术研究水准，促进学术交流，规范学术论

文管理，提高科研管理水平；同时为规范学院科研成果评定

及奖励工作，根据东软教育委员会有关规定并结合我院实际

情况，学院于 2014 年 8 月将《成都东软学院科研工作量考

核办法》和《学术论文管理办法》作了相应修改，经院长审

批通过，现正式发布执行，特此通知。 

 

附件一：《成都东软学院科研工作量考核办法（修改）》 

附件二：《成都东软学院学术论文管理办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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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东软学院    

                               2014年 9 月 1日  

 

 

 

 

 

 

 

 

 

成都东软学院                                     2014年9月1日印  

共印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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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成都东软学院科研工作量考核办法》 

1  目的 

为规范学院科研成果评定及奖励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2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全院员工的科研成果评定与奖励，教研教改成果也适用于本方

法。 

3  职责 

本办法由科研管理部负责起草、发布，并组织实施和管理,试用一年。 

4 内容 

科研工作量实行按人计算考核，采用分项积分，逐项累加的方法确定。科研

工作量是体现教职工科研能力及对科研工作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志。科研工作量考

核分值相当于同值的教学时数（1 分科研工作量相当于 1 个教学当量课时），超

出规定教学工作量（当量课时）部分应给予政策支持（应由人力资源部记入教职

工的业务档案，并成为人事考核的主要依据）。每位教职工每学年的科研工作量

由科研项目任务量积分 A1、科研论文积分 A2、科研成果与奖励积分 A3、科研成果

转让积分 A4等几部分组成，计算公式为： 

                     A＝A1＋A2＋A3＋A4＋A5＋A6＋A7 

4.1 科研项目任务量积分 A1 

A1 是指本学年内主持的或参加的正式立项的纵向申请项目及以合同方式确

定的横向合作项目为依据，以科研经费为基础，再考虑项目的级别及教师在项目

中的贡献等因素。 

科研任务量积分 A1以教职工在考核计算公式为：A1＝Σ MiQiPi ，式中： 

Mi为考核年度承担的第 i个项目的实际拨入学校的经费数量，经费额度折合

成人民币计算,单位为千元（对于省厅级以上科研及教改自筹经费项目和院级科

研及教改项目，Mi默认为 15） 

Qi为第 i个项目的项目系数，纵向项目按表 1赋值；横向合作项目按表 2赋

值。 

Pi为第 i 个项目的个人参与系数，由该项目的负责人/主持人（通常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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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特殊变化时应以原项目申请人及科研管理部共同做出的书面说明为准）进行

分配，但要满足条件 1iP （Pi为排名第 i的项目参与人的个人参与系数）。所

有个人参与系数分配需要提供项目组所有成员签字确认的书面证明材料。 

表 1  纵向项目系数 

   项目类型 系 数(Qi) 

国际竞标项目 6.0 

国家级项目 5.0 

省厅级计划项目 4.0 

地市级计划项目 3.0 

院级科研及教改项目 2.0 

 

表 2  横向项目系数 

项目类型 系 数(Qi) 

50万元<=经费额度 4.5 

20万元<经费额度<=50万元 3.0 

10万元<经费额度<=20万元 2.5 

经费额度<=10万元 2.0 

4.2 论文积分 A2： 

教职工本学年内在各类正式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积分 A2，计算公式为： 

A2=∑SiWiPiJi 

式中： 

Si为第 i篇论文分值，按表 3计算。 

Wi为第 i篇论文的学院参与系数，若我院为第一完成单位，则 Wi为 1，若我

院为第二完成单位，则 Wi为 0.5，排名第二之后不计。 

Pi为第 i 篇论文的作者顺序系数，论文第一作者的 P 值为 1，第二作者为

0.3，第二作者以后不计。 

Ji为第 i篇论文获奖的系数，按表 4赋值。 

 

表 3  科研论文积分 

论文类别 分值 Si 

SCI检索收录 250 

国内一级学报 200 

EI期刊(J)检索收录 150 

EI会议(C)、ISTP 检索收录 80 

国内核心期刊(以该年度北大核心期刊目录为标准) 80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40 

其它公开出版物,国内学术会议论文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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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论文获奖系数 

获奖级别 系 数(Ji) 

国家级 2.0 

省级 1.5 

市级 1.2 

没有获奖 1.0 

 

4.3 科研成果与奖励积分 A3 

科研成果与奖励积分 A3 由本学年内获市级以上科研成果与奖励积分组成，

计算公式为：A3＝Σ XiWiPi 

式中： 

Xi为第 i项科研成果与奖励分，赋值方法参见表 5。 

Wi为第 i项科研成果与奖励的学校参与系数，属学校主持项目赋 1，学校参

加项目赋 0.2。 

Pi为第 i项科研成果与奖励的个人顺序系数，如果只有一人，则 P值为 1，

否则第一成果人 P 值为 0.5，第二成果人为 0.3，第三成果人为 0.2，其他等级

内额定人员（以证书为准）P值均为 0.1。 

表 5  科研成果与奖励积分 

省自然科学/发明/科技进步/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1000 

省自然科学/发明/科技进步/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700 

省自然科学/发明/科技进步/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成果三等奖 500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300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发明专利 150 

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 2 80 

 

注：1、专利以获得专利号为依据； 

2、本学年内获奖不重复计算（按较高标准执行）。 

3、国家级奖项单独考虑，年末由学术委员会给予分数评定。 

 

4.4 科研成果转让积分 A4 

科研成果转让积分指本学年内按实际拨入学校账号的转让金额一次性积分，

每千元计 1分。 

4.5 学术著作积分 A5 

学术著作分为学术专著、学术编著（含教材）、工具书（译著），但不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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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 、习题集、考试指导等形式的著作。其中学术专著是指作者在某一学科领

域内从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撰写的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或实验上有重大发

现的学术著作。学术编著是指把现成的文字材料经过选择加工而成的著作，包

括教材；工具书是指可供寻检、查阅的科技工具书，包括百科全书和手册；译

著是指从一种语言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作品。教师本年度内正式出版的

学术著作积分 A5，计算公式为： 

A5＝Σ Si 

式中： 

Si为第 i部著作的积分值：Si=撰写字数积分/ 万，按表 6计算。 

 

表 6 著作积分 

学术专著 学术编著（教材） 工具书（译著） 

主著 参著 主编 副主编 参编 主编 副主编 参编 

40 20 10 8 5 5 4 3 

注:个人撰写的字数要求提供主编的书面证明材料,材料中需对我院教师编

写的字数做出说明. 

4.6 艺术类重要创作成果积分 A6 

   艺术类重要创作成果是艺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计算公式为： 

A6＝Σ SiWiPi 

式中: 

Si为第 i篇创作分值，按表 7计算。 

Wi为第 i 篇创作的学院参与系数。若我院为第一完单位，W 赋值 1，否则赋

0.6。 

Pi为第 i篇创作的作者顺序系数，创作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 P值为 0.6，

第二作者为 0.4，第三作者及其以后的作者不再计算分值。如只有一名作者，

则 P 值为 1，创作中明确注明并列第一作者的应予相应赋值(均为 0.5)，否则不

予考虑。作者系数赋值需要提供全部作者签字确认的书面证明材料。 

表 7  艺术创作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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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画集 6/印张 

由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画集 3/印张 

文化部和全国美协联合主办的全国美术大展 160/幅 

文化部或全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术大展 80/幅 

省文化厅或省美协主办的全省美术大展 40/幅 

省教育厅主办的年度美术作品展 20/幅 

4.7 动漫及影视短片类创作成果积分 A7 

动漫及影视短片类创作成果是艺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计算公式为： 

A7＝Σ SiWiPi 

式中: 

Si为第 i件创作分值，按表 8计算。 

Wi为第 i 件创作的学院参与系数。若我院为第一完单位，W 赋值 1，否则赋

0.3。 

Pi为第 i件创作的作者顺序系数，创作第一作者的 P值为 0.6，第二作者为

0.4，第三作者及其以后的作者不再计算分值。如只有一名作者，则 P 值为 1，

创作中明确注明并列第一作者的应予相应赋值，否则不予考虑。作者系数赋值

需要提供全部作者签字确认的书面证明材料。 

表 8  动漫及影视短片类创作积分 

在中央电视台及知名国际频道放映 600/件 

在省级电视台公开放映 300/件 

在市级电视台公开放映 200/件 

在区级电视台公开放映 100/件 

在主流网络平台点击数超过 20万次 300/件 

在主流网络平台点击数超过 10万次 100/件 

在主流网络平台点击数超过 5万次 50/件 

 

5 科研积分的使用 

5.1 每位教职工每学年完成的科研工作(包括科研项目、科研论文、学术著

作积分、科研成果与奖励、科研成果转让、艺术类重要创作成果、动漫及影视

短片类创作成果等)在每年底由科研管理部统一计算科研积分，并由人力资源部

记入教职工的业务档案,作为年底考核的参考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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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师科研工作量占额定工作量的比例，请另行参考学院人力资源部颁发

的《教师工作量考核办法》。 

5.3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行,由科研管理部负责解释，并将随着学院的发

展和教师成熟度的提高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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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成都东软学院学术论文管理办法》 

1  目的 

为加强学院学术研究水准，促进学术交流，规范学术论文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2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全院所有员工的相关领域学术论文评定。 

3  职责 

本办法由科研部负责起草、发布，并组织实施和管理。 

4  内容 

4.1在国内外各级学术刊物或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论文第一作者必须为

学院在职教职员工，并以“成都东软学院”作为作者工作单位，否则学院不予承认。 

4.2论文一经发表，送学院科研部登记备案，登记内容包括：论文名称、作者姓名、发

表时间、刊物名称、刊物刊号，如被 EI或 SCI检索，提供检索号。 

4.3论文正式刊印后，提交一份刊物到科研部备案，凭论文版面费发票到科研部提出报

销申请。 

4.4 各类型学术论文,如省级期刊,核心期刊,会议论文等, 若论文作者主持或参加的科

研项目有科研项目经费，从科研项目经费中全额报销版面费。 

4.5 各类型学术论文,如省级期刊,核心期刊,会议论文等, 若论文作者没有科研项目经

费，经作者所在系部负责人同意，可以从本部门费用中全额或部分报销版面费。 

4.6 在学院所指定范围内的学术期刊（后列,不含增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若论文作

者无科研项目经费,学院对版面费予以报销，若版面费低于 2 千元,按实际发生的版面费报

销；若版面费高于 2千元,按 2千元的上限报销。 

4.7各类型的学术会议,凡论文被 EI或 ISTP检索，若论文作者无科研项目经费,由学院

报销部分版面费, 若版面费低于 1 千元,按实际发生的版面费报销；若版面费高于 1 千元,

按 1千元的上限报销。 

4.8 各类型的学术期刊（包括国外期刊）,凡论文被 SCI，EI 检索，若论文作者无科研

项目经费,由学院报销版面费, 若版面费低于 3千元,按实际发生的版面费报销；若版面费高

于 3千元,按 3千元的上限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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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凡本院教职工以本单位名义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均作为学术成果

进行科研工作量考核，具体考核标准见“科研工作量考核办法”。 

学院指定学术期刊列表 

计算机类 

一级学报 

中国科学 计算机学报 软件学报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报(英

文版) 
中国图形图象学报 电子学报 通信学报 

自动化学报    

核心期刊 

微电子学与计算机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电信科学 中文信息学报 信息与控制 

信号处理 计算机仿真 计算机辅助工程 机器人 

微型电脑应用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

形学报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

造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CIMS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研究 计算机科学 控制理论与应用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控制与决策 系统仿真学报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国内各大学学报(必须为

EI 检索源刊) 
   

 

其他专业类 

一级学报 

管理世界 中国软科学 管理工程学报 预测 

管理科学学报 中国管理科学 金融研究 会计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经济研究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

践 
 

核心期刊 

管理学 

科研管理 科学学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外国经济与管理 

宏观经济管理 科技进步与对策 中国科技论坛  经济管理（新管理）  

研究与发展管理  科学管理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  
管理现代化  

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行政管理  商业经济与管理  软科学  

科技管理研究  管理科学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未来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 



- 11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

义  
教学与研究  国外理论动态  

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问题  
社会主义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高校理论战线  科学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研究  

哲  学 

哲学研究  世界哲学  自然辩证法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  

哲学动态  中国哲学史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孔子研究  

道德与文明  现代哲学  周易研究  管子学刊  

语言学 

当代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现代外语  外国语  

中国语文  方言  语言研究  外语界  

世界汉语教学  语言文字应用  语言教学与研究  中国翻译  

外语与外语教学  国外外语教学  民族语文  语文研究  

外语教学  汉语学习  外语研究  外语学刊  

中国俄语教学  古汉语研究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文学遗产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文艺争鸣  当代作家评论  中国比较文学  南方文坛  

中国文学研究  明清小说研究  鲁迅研究月刊  红楼梦学刊  

新文学史料  当代文坛  民族文学研究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国外文学  

当代外国文学  俄罗斯文艺        

艺术学 

中国音乐学  文艺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音乐研究  

音乐艺术  当代电影  电影艺术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新美术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民族艺术  电视研究  

中国音乐  戏剧艺术  人民音乐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中国书法           

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世界经济   中国农村经济  国际经济评论  

经济科学  改革  经济学动态  中国农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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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贸经济  农业经济问题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国际金融研究  

经济学家  财经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  国际贸易  

经济评论  中国经济问题  上海经济研究  宏观经济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当代经济科学  世界经济研究  证券市场导报  

中国经济史研究  财经科学  投资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财政研究  财经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城市问题  

城市发展研究  当代财经  经济与管理研究   

经济导刊  当代经济研究  税务研究  财经理论与实践  

农业技术经济  审计研究  经济问题  经济纵横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

学报  
国际经济合作  金融论坛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中国农史  国际经贸探索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消费经济  中国流通经济  涉外税务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现代日本经济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

学院学报  
亚太经济  经济经纬  

保险研究  上海金融  中国国情国力  生态经济  

税务与经济：长春税务学

院学报  
林业经济  生产力研究  开发研究  

政治学 

世界经济与政治  政治学研究  美国研究  太平洋学报  

现代国际关系  国际问题研究  欧洲研究  和平与发展  

国际论坛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台湾研究  当代亚太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当代青年研究  南洋问题研究  

台湾研究集刊  日本学刊  国际观察  中共党史研究  

青年研究  求是  党的文献  俄罗斯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外交评论：外交学

院学报  
妇女研究论丛  国际政治研究  

新视野  南亚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  东南亚研究  

理论前沿  东北亚论坛  理论探讨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西亚非洲  拉丁美洲研究        

新闻与传播学 

编辑学报  新闻与传播研究  国际新闻界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报  
编辑之友  科技与出版  新闻大学  

新闻记者  中国出版  出版发行研究  编辑学刊  

新闻界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图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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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科版）  
全球教育展望  

比较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与实验  教育发展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教师教育研究  教育与经济  外国教育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教育理论与实践  课程·教材·教法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教育学刊  

开放教育研究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教育科学  

外语电化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  中国远程教育 （上）  高教探索  

江苏高教  现代大学教育  现代远距离教育  中国大学教学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外国中小学教育  上海教育科研  中国特殊教育  

教育评论  
教育信息化(学术

版)  
      

体育学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技  体育与科学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体育学刊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统计学 

统计研究  数理统计与管理  中国统计   统计与决策（理论版） 

心理学 

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进展  心理发展与教育  心理科学  

心理学探新  应用心理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综合性社科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  国外社会科学  天津社会科学  读书  

学术月刊  江苏社会科学  浙江社会科学  江海学刊  

学习与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学报  
文史哲  开放时代  

社会科学研究  学术界  学术研究  浙江学刊  

东南学术  社会科学战线  社会科学  南京社会科学  

人文杂志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

坛  
云南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辑刊  

中国文化研究  社会科学家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河北学刊  

宁夏社会科学  江汉论坛  北京社会科学  内蒙古社会科学  

中州学刊  广东社会科学  学海  求索  

甘肃社会科学   福建论坛（人文社 江淮论坛  科学·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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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  

西藏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  江西社会科学  青海社会科学  

新疆社会科学           

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  

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

科学版）  
求是学刊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

科学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思想战线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东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山西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  
齐鲁学刊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山东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西北师大学报（社

会科学版）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人文、经济地理 

旅游学刊  城市规划学刊  城市规划  经济地理  

人文地理  地域研究与开发  
旅游科学：上海旅游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