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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90 后获聘华东交大教授 学校称其业绩突出 

作者：孔令晗 韩谦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9/9/29 

因为一个特殊的身份，今年 29 岁的胡剑突然收获大量关注。在从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博士毕业后，他被聘为华东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成为该校首位

90后教授。年纪轻轻就当上教授，这位 90后有何过人之处？对此，华东交大官

方网站曾发文提到：胡剑曾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发表高水平文章，由

于科研业绩突出，2017 年 7 月来校后直接享受教授的绩效工资待遇，2018 年顺

利成为省聘教授。而在胡剑自己看来，成为教授或者当选硕导，最重要的还是勤

奋与毅力，“如果能够投入大多数时间潜心科研，肯定会有成果，别的都是水到

渠成的事。” 

全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9/431038.shtm 

 

教授三年不给本科生上课 将被清出教师系列 

作者：任敏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9/9/24 

近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出席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和亚洲学院成立

仪式时透露，为了让中国的高等教育追上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必须让大学的“金

专、金课、金师”随处可见，让“水专、水课、水师”无处安身。这已经不是他

第一次为中国高等教育变革发声了。吴岩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要做到“三变”，

即要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为此，教育部正在推动“四新”，即努力

建设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 

全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9/430870.shtm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9-09/29/content_338293.htm?div=-1&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9/431038.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9/430870.shtm


高校打破岗位聘用“终身制”后 

作者：赵琛 来源：工人日报 发布时间：2019/9/10 

今天是我国第 35 个教师节。从 1985 年开始，9 月 10 日被确定为教师节。

为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1986年，国家便开始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这

些年，教师职称变革“步履不停”，尤其是在岗位聘用打破“终身制”的高校。 

对高校教师来说，做研究、写论文、出成果是他们工作的“日常”，而这些

通常直接影响他们的职称晋升。文章、项目的数量、质量是否达标，轻则影响教

师的职称评审和工资收入，重则可能让教师在聘期后离职或转岗。因此，任何关

于职称评审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高校教师群体的心。 

目前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已经直接下放至高校，高校可自主组织职称评审、

按岗聘用。这让学术评价中广为诟病的“重量轻质”悄然发生变化，但同时不少

教师期待建立多元化及更细化的职称评价标准，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全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9/430355.shtm 

 

人工智能正在掀起“教育革命” 

作者：刘园园 来源：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2019/8/6 

人工智能正在教育界掀起层层浪花。这种趋势，在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和科

大讯飞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9”上，体现尤为明显。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会对传统的教育理念、

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产生革命性影响，从而进一步释放教育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巨大潜力。”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在出席会议时表示。 

“‘人工智能+教育’正在掀起教育的一场革命。它改变着教育的生态、教育

的环境、教育的方式、教育管理的模式、师生关系等等。”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

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也给出类似判断。 

全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081.shtm 

 

http://media.workercn.cn/sites/media/grrb/2019_09/10/GR0601.htm


精选博文 

从顶刊到高 IF：人才评价遭遇社会共谋困境 

作者：李侠  来源：李侠科学网博客 发布时间：2019-10-2 

最近《科学网》上的一篇文章“不屑给 Nature 和 Science 投稿，这个‘海

龟’差点败给影响因子”，引发学界的热议。问题是老问题，之所以还能引起科

学界的高度关注，是因为这个现象已经失控，人们对科技人才评价体制的合理性

与正确性的质疑开始显性化。 

客观地说，人才的鉴别与遴选是世界性的难题，难就难在如何测评人才所拥

有的“才”？时至今日，尽管仍然没有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标准，但在一些发达国

家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合理的评价标准。由于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从事

科研的历史还比较短，因而，在人才评价环节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为了识别人才只能采取“郑人买履”的模式，依靠僵化的标准作为评价依据，

当下科技界常用的两个人才评价标准，其一，产出高端，即发在顶级期刊（如 CNS，

细胞、自然、科学三本杂志的简称）与高影响因子（IF）期刊上；其二，学术出

身具有耀眼光环。现在，各类科研机构与个人对顶刊和高 IF 都是趋之若鹜，从

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科技界败给这套标准已经好多年了。 

众所周知，顶刊与高 IF 并不能保证成果一定是最重要的，这类案例在科学

史上比比皆是。 

比如孟德尔（1822-1884），把多年基于豌豆实验所得出的遗传定律发表在不

知名的修道院的会刊（1866年）上，导致成果被埋没多年，按照今天的观点看，

孟德尔所发表的刊物，既没有名气，影响因子也低。但是，没有人否认孟德尔工

作的重要意义。 



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爱因斯坦 1905 年发表相对论的那家德国期刊：《物理学

年鉴》（Annalen der Physik），它的影响因子在当下也就 3.2左右，但没有人否

认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对科学的里程碑式贡献。 

再拿最近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事例同样证明这个道理，如 2008 年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的下村修（Osamu Shimomura），其几篇重要论文发表的刊物名头都不

是很大，影响因子也都不高，但这些成果同样是划时代的；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教授的成果发表在《科学通报》

（1977）上，同样也是“双非刊物”，不需要举更多的事例了。 

顶刊与一般刊物，高 IF与低 IF期刊都不会影响成果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期

刊的本质就是知识传播的载体，所不同的只是传播的效率而已，而影响因子是可

以操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度迷恋顶刊与高 IF 其实并没有多少过硬的事实

依据，只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体认知习惯而已。学过科学社会学的人都知道，

科学界为了获得优先权，往往会率先发表成果。此时刊物的重要性将成为次要的

考虑，而发表速度则成为第一考量因素，诚如刘立教授所言：发表为王，先发大

王。遗憾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套评价体系有问题，但是管理者在没有

发现更好的替代方案之前，老办法仍然会为人们提供一种确定性，仍将长期存在，

这与人们根深蒂固的风险厌恶偏好有关。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梳理清楚这套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根据我们的研究，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才评价从粗到细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首先是对于学术出身的崇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工业革命以降，随着

机器大工业的出现，社会上出现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而当时的社会（企业主）

并没有能力去鉴别人才，甚至个体去鉴别人才是极度不经济的行为，此时整个社



会为了降低人才的鉴别成本，通过对某些培养人才表现优异单位的承认，从而认

可那个单位培养的某方面人才是合格的，这样一来就省去私人鉴别人才的成本，

这对于快速发展的社会而言是符合经济原则的。一旦获得社会认可，又会反向倒

逼培养单位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与管理，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双赢的正

反馈机制。这个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时至今日，这个

模式仍然是很多用人单位喜欢采用的简便易行的鉴别人才模式。 

到了 20世纪 60年代，经历三次工业革命，整个社会的分工日益精细化，这

时依靠原有的出身模式来鉴别人才，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快速发展的科技样态与

工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需求，这时评价人才的模式实现了第二次范式转型，即通

过把成果与顶级期刊与高 IF 捆绑起来的模式来鉴别人才。今天普遍采用的 SCI

（包括顶刊）以影响因子（IF）都与美国科学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的工作有关，他 1963年在科技界先后引入 SCI、SSCI、

A&HCI，以及科技界人士普遍采用的 H 指数等指标，以此来鉴别人才。半个世纪

后，这套系统几乎主宰了全世界的科技人才评价，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评价体系

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它简便易行，仅仅通过论文表现就可以对人才做出快速评估，

由于用论文设立起来的评价之“无知之幕”最大限度上排除了外界的干扰因素，

导致评价结果看起来比较客观，符合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这也是它受到全世界追

捧的根源所在。但评价手段的过度简单化必然带来结果的不准确，也许这就是人

类必须为简单化付出的代价。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科技界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评价

科研成果，他们相信科技界是公正、聪慧的，因此，接受他们的评价方法是尊重

科学的表现。公众最初的被动接受演变为无反思的认可，这种转变意义重大。因



此，这套评价模式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除了科技界的大力推行之外，还与整个社

会的接受与认同使这套评价模式获得合法性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顶刊与高

IF 成果的推崇是科技界与社会共谋的结果。遗憾的是，这种共谋的局面一旦形

成，若想放弃，就不是任何单独一方所能完全掌控的，由此科技界被迫陷入路径

锁定现象，而且无力自拔。即便你想改，如果没有好的替代方案，整个社会都不

同意，而且老的人才评价范式在多年运行中也塑造了大量的忠实拥趸。这就是当

下人才评价体系面临的共谋困境。纵观科学史，不难发现近代人才评价模式至少

经历如下三种认知视角的转变： 

1、前工业社会人才评价模式（文艺复兴以前）   

学术能力→交流能力→学术出身（或无） 

2、工业革命以来人才评价模式（20 世纪 50年代以前）  

学术出身→学术能力→交流能力 

3、后工业化社会人才评价模式（20 世纪 60年代以后） 

学术能力→交流沟通→学术出身 

人才鉴别之所以难，是因为在用人单位（雇主）和人才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

不对称现象。雇主不知道人才的真实情况，只有人才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状况。对

发表记录与影响因子的检查可以静态地消除掉一些缺失信息，这也是雇主迷恋顶

刊与高 IF 的内在缘由之一。而交流能力是个体获得雇主认同与消除信息不对称

的有效途径。这就导致后工业化社会以来，交流能力变为鉴别人才的越发重要的

原因之一。从上述三种人才识别模式中，可以清晰看到交流能力在人才鉴别中的

排列顺序的变化。 

另外，对于学术能力的评价，由于缺乏具有普适性的判决性试验（即通过一



个事例就能充分判断出某人能力的实验），发达国家通过采用长聘机制（tenure-

track），利用较为充裕的时间去发现人才的能力，合格者给予终身教职，这种方

式可以较好地避免顶刊与高 IF 对于评判所造成的短期噪声影响，使研究人员能

够相对安心地投身科研。由于中国科技起步较晚，在人才评价方面存在先天的经

验储备不足现象，在追赶与赶超的政策驱动下，目前我们流行的模式是把人才=

学术出身+学术能力（顶刊与高 IF）捆绑一起，这种模式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其

内在运行机制完全不同，导致科技人员必须去追求热点与短平快的研究，这种模

式无法培养科研人员的长期耐心与钻研精神，否则会被短时（甚至瞬时）的评价

体制淘汰掉。也许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评价体制会扭曲中国的科研布局以及群体

的心理偏好。 

众所周知，科研规划的设计是基于专家的评估与管理者的决策做出来的，然

而专家也是人，也具有很大的盲从与从众心理，再加上一些人成为决策专家的经

验就是源于过往对顶刊与高 IF 追求的结果，因而，他在决策中会默认该出发点

的正确性。由于科技界的门槛效应，即便有客观的旁观者的存在，也无法参与到

决策中来，更无法改变规划的实施，从而导致政策与规划在起点处就跑偏，造成

稀缺的科技资源的浪费与贻误发展时机。更为长远的影响是，这种共谋局面会在

一次次的规划中得到巩固与加强，进而造成科技界整体认知偏差的加剧，并成为

一种文化偏见。反观这些年来，我国科研论文产量长期高居世界第二（从 2008

年开始），但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极少，整体创新能力也未见快速提升（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 GII 排名中位列 17 名，第一次进入前 20 名），这可以看做是长

期缺乏自己的问题域，以及盲目跟风与追热点的必然结果。 

解决的出路在于，把学术能力所针对的研究对象拆分成两类：原始基础性研



究与应用研究，对于从事原始基础性研究的个人与单位仍然允许他们追求顶刊与

高 IF；对于那些从事应用研究的个体与机构则让他们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不

以论文和影响因子作为考评指标，这种分流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追刊现象。

当下出现的一种可喜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开始不满意于科技界长期的空对空类研

究，开始追求身边问题的解决，这对于破解人才评价的共谋困境给出了很有利的

改革窗口期。这几年流行的口号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可以看做是第

二种分流模式的一种体现。即便做基础研究，笔者也希望优先安排的不是那种跟

风研究，而是基于现实国情从身边问题出发，即从“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巴

斯德象限）”处切入，比如当下中国正遭遇严重的非洲猪瘟疫情，那么针对这个

问题的研究就是典型的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这种研究成果既可以发到顶刊，

又实实在在地为国家解决了遭遇的难题，同时也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了新知识。 

原文链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1200397.html 

 



减少评比和增加自主权才是办一流大学的正道 

作者：冯大诚  来源：冯大诚科学网博客 发布时间 2019-9-24 

办好一流大学，大概是每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世界

一流大学？有没有什么标准？全世界那么多大学，哪些算是一流的、哪些是二流

的？好像没有什么统一而绝对的标准。 

对于学校的好坏，人们现在往往看那些排行榜，大概排行榜上排在前面的便

是一流。那么，究竟排在前面多少名算是一流呢？而且，排行榜也并不可靠，你

看看各个排行榜中大学的先后次序会相差很大，就是一个证明。 

也有人说，不能看学校实力的排行榜，要看专业的排行榜。这似乎有些道理，

不过，专业的划分，也是很有些问题的。就拿艺术学校来说，你把唱京剧的与演

沪剧的相比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把专业细分，则也有问题，可以举一个极端的

例子，唱评弹的专业，全世界就苏州评弹学校有一个高等职业专业，如果按小专

业排名，它怎么办都是世界第一。 

虽然上面这样说，近似于抬杠，对于大多数专业而言，学校的好差还是可以

看出来的，但是这种好差很难分得很清楚，更难以量化，用数字来表示。所谓一

流，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但是它的边界是模糊的，谁也不可能说清楚。 

对于现在的管理者来说，这种模模糊糊是难以容忍的，他们一定要分清楚，

而且要客观、公平、公正。于是就列出了若干个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来打分，丁

是丁、卯是卯，分得清楚。按照得分多少，奖勤罚懒、奖惩分明，这样的管理，

看起来也很分明，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字。 

但是，一旦定下了这些指标，问题也就来了。比如，怎么才算科学研究好？

算发表论文多？那么大家想办法发表论文。算刊物的影响因子？大家都想办法增



加影响因子。到最后，大家都去想办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本科教学弄得成

了鸡肋，弄得国家有关部门只好表示不能够“唯论文”。 

那么，我们不唯论文，换一个或几个别的什么指标。比如，比得到奖励的数

目，行不行呢？显然是不行的。换多个指标也不行。人们都有“适应”这个本能，

你定下来任何一个指标，人们都将很快为了这个指标而拼命努力，而指标不可能

包罗万象。对于指标所不能包括的范围，他可以完全放弃，于是事情就搞得一塌

糊涂。靠几个指标评出来的一流大学与一心只管升学率的高中以及被称为考研工

厂的本科院校基本上是异曲同工。 

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事物特别是人类社会中的事物是无法简单地用几个指标

量化的，这是一个规律。如果硬定下指标进行量化，必定出问题。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公认的那些一流大学，都是靠着长期的自己在管理方面

的努力，扎扎实实地干出来的。他们大都是“我行我素”，大都是“我就是指标”，

照着自己的办法去做，而绝不会去刻意追求别人定下来的那几个指标。 

丁肇中先生曾经说过，为了得诺贝尔奖而去做工作是危险的。我们也可以套

用丁先生的话：为了达到某几个指标而去建设一流大学是危险的。 

现在，我们的评比实在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评比而工作，而不是

为了更好地工作而评比。评比有哪些指标，我们就为达到那些指标而努力。达标

往往成了工作的代名词。 

为了达标，学校内部往往还要将某些指标细化，分解到学校的各院系、研究

所，各院系、研究所也照此办理，继续分解到下属单位以至于个人。大家都为达

标而努力工作，因为是否达标将影响到每一位教师的名誉和收入。至于那些指标

以外的工作，即使是最重要的事情例如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也只有置于一边。 



如果我们为了达到几个指标而放弃了本应做好的各种工作，为了评比的荣誉

而工作，这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本末倒置。 

任何优秀的工作都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评出来的。同样，一流的大学也是干

出来的，而不是评出来的。一个真正的一流大学需要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

够造就。 

一流的大学也不会是一个模样，应当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一所没有特点的

大学不可能是一流大学。而我们根据几个指标评选出来的大学却往往差不多的模

样，难以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 

所以，要想真正的造就一流的大学，应当大幅度减少学校之间的评比，不要

搞这么多达标活动。要鼓励各个学校创出自己的风格，要真正给各个高等学校有

办学的自主权。我们的高等教育法中有关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条款达到 8条之

多。但是，如今对于高等学校真正能够按照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法

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做得实在是很不够的。 

只有真正发挥各高等学校对于创建一流高校的主动性，少一点评比，也少一

点攀比，踏踏实实地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真正做好他们认为应当做的事情，

慢慢的才能够有各自的特色。 

要做好一个事业，必须对于共同参与这项事业的人有一个起码的信任和尊重。

高明的管理者将发挥事业参与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只有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发挥出来，事情才能够办好。所以，要让各个大学自主地想办法搞好他们的大

学，大学的管理者要让教授们自主的想办法搞好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不能只

靠“鞭策”。 

看看我们的历史，过去有很长一段时期，城市的农贸市场常常空空如也，连



农民们自己也经常要吃“返销粮”，生产队之间再搞评比先进也没有用。后来大

包干了，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一下子大家都吃饱饭了，商品粮也增加了，

城市贸易市场上丰富多彩，各种农副产品都出来了。这就是有没有主动性积极性

的差别。 

建设一流大学也是如此，就是要靠各个大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学里靠各位

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学校的积极性主动性起来了，办好学校的措施自然会出台，

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起来了，原创性的研究自然会多起来，教学也会认真起来。

我们的大学就会办得出色，真正的一流大学也就会产生。 

这里的关键还是管理，需要认真做人的工作。不能把管理搞成靠只需几个指

标，让计算机去管理。这样的管理是懒汉的管理。 

俗话说，百年树人。教育的事情是靠慢功夫才能够做好的。古人都知道“欲

速则不达”这个道理，他们都知道拔苗助长，苗是会枯死的。教书育人，搞科学

研究，踏踏实实地做，才能够做好。心急的人把热豆腐一口吞下，是会把食管烫

出毛病来的。 

原文链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12874-119922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12874-1199227.html


常用数据库介绍 

读秀学术搜索 

 

读秀学术搜索是由海量图书资源组成的庞大的知识系统，现收录 590万种中

文图书题录信息，可以对 310万种中文图书进行文献传递，可搜索的信息量超过

16.5亿页。 

1. 读秀知识频道 

知识搜索是在图书资料的章节、内容中搜索包含有检索词内容的知识点，为

读者提供了突破原有一本本图书翻找知识点的新的搜索体验，更有利于资料的收

集和查找。读者还可以根据任何一句话、一句诗词找到出自哪一本书。 

下面小图以“拿破仑失败的原因”为例讲述如何使用： 

 

 



 

 

 

 



2. 读秀图书频道 

选择图书频道，检索框下方提供有全部字段、书名、作者、主题词几个检索

字段，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检索字段，并在检索框内输入关键词。完成之后点击“中

文搜索”搜索中文图书。还可以高级检索。 

 

 

读秀图书频道首页，在检索框后方设置有图书“分类导航”链接，点击

“分类导航”进入图书导航页面，可以看到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设置的

分类。 



3. 文献传递 

接下来这个技巧可是超实用哦！喜欢电子阅读的同学一定要掌握。以搜索《王

国维在 1916》为例： 

 

 

 



文献传递注意事项： 

1.每本图书单次咨询不超过 50页，同一图书每周的咨询量不超过全书的 20%； 

2.所有咨询内容有效期为 20天； 

3.回复邮件可能会被当作未知邮件或垃圾邮件，若您没有收到回信，请查看

一下不明文件夹或垃圾邮件箱。 

 

 

4. 其他内容 

除上面介绍的图书、知识频道之外，读秀还拥有期刊、报纸、论文、文档、

视频、课程等频道，功能丰富，使用简单，大家可以自行探索！ 

访问方式：IP 控制，无需下载专用阅读软件。 

访问平台：http://www.duxiu.com/ 

 

 

http://www.duxiu.com/


试用数据库开通 

The 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 

 

 

The 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欧洲数学学会，简称 EMS）总部设

在瑞士，旨在促进纯粹与应用数学之研究，对数学教育之课题提供协助与建议，

关切数学与社会之广泛关系，促进各国数学家互动，建立欧洲数学家的认同感，

在超国家机构间代表数学社群。EMS 到目前为止个人会员达到 3000 多人，由来

自欧洲 60 多个国家的应用和计算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统计学家和

数学教育者组成。EMS出版的研究期刊涵盖了整个数学领域，既有基础理论研究，

也有应用研究，内容丰富而全面，在高等研究领域非常著名，其 80%被 SCI收录

为核心期刊。 

 

电子期刊访问地址：http://www.ems-ph.org/journals/journals.php 

电子图书访问地址：http://www.ems-ph.org/books/title_index.php 

访问方式：IP 控制，无并发用户数限制。  

试用日期：2019-09-29 — 2019-10-30  

 



East & South Asia Database 

 

 

East & South Asia Database（即东南亚国家期刊全文数据库）是 ProQuest

新推出的数据库专辑。该数据库收录了东南亚国家出版的 170 多种全文学术期

刊，主题涵盖了商业、科技、工程、社会科学、教育与人文等领域。 

 

访问地址： 

https://search.proquest.com/eastsouthasia/index?accountid=15169 

访问方式：IP 控制，无并发用户数限制。  

试用日期：2019-09-29 — 2019-11-27 

 



International Press 

 

 

International Press（国际出版社，简称 IP）是专注数学、物理及统计领

域的学术出版社，成立于 1992 年。出版范围包括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期刊、教

学参考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及科学普及读物等。二十多年来，

International Press 尤其重视华人学者取得的杰出成果，并积极地为其搭建面

向国际的出版平台。凭借与华人学界的紧密联系，International Press 与中国

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香港商务印书馆等合作出版了多种科学及文化教育方面的中文图书，并成功地在

海外发行合作出版的英文学术专著和论文集。 

 

访问地址： 

http://intlpress.com/site/pub/pages/journals/_home/_default/index.html 

访问方式：IP 控制，无并发用户数限制。  

试用日期：2019-09-29 — 2019-10-30  



中国近代报纸资源全库 

 

 

《中国近代报纸资源全库》是《全国报刊索引》依托上海图书馆丰富的馆藏

资源制作的大型全文数据库，计划收录 1850～1951百余年间的近 4000份中英文

报纸，是对中国近代报纸全面、完整地揭示和呈现。《中国近代报纸资源总库》

收录的报纸资源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时间跨度长、影响范围广，所载内容集中

反映了中国近代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文化以及宗教等各方面情况，

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呈现历史风云，成为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国的珍贵史料。 

订购内容： 

我校通过 EBA（Evidence-based Acquisition）方式采购该平台资源，即在

合同期限内（暂定一年）开通该平台已出版的所有内容，合同期结束后根据使用

统计或需求选定最终享有永久使用权的部分。 

 

访问平台：www.cnbksy.com 

访问方式：校园网络访问(Campus License)，并发用户数量为 5。 

 



Joule、Chem 期刊 

 

Joule 期刊是 Cell Press旗下自 2017年 9月创刊的第二本自然科学领域的

旗舰期刊，主要收录高水平能源领域相关的文章，涉及电池、催化、太阳能、生

物能源等一切能源相关领域。 

访问地址：https://www.cell.com/joule/home  

 

Chem 期刊是 Cell Press 旗下的综合化学期刊，于 2016 年开始发行。Chem

期刊致力于推广化学及其交叉领域的创造性突破，主要发表旨在解决全球性挑战

的应用和基础研究论文。科学概念性的创新是 Chem选择论文的首要标准。 

访问地址：https://www.cell.com/Chem/home 

注：本校目前订购 Cell Press 旗下的 14种期刊。 

访问平台（总）：http://www.sciencedirect.com/ 

访问方式：IP 控制，无并发用户数限制。 

试用日期：2019-09-26 — 2019-11-30 

 

 



中国史学库、中国俗文库 

 

中国史学库是专门收录历代史学类典籍的全文检索版大型古籍数据库。该数

据库广搜博采，共收录上起先秦，下迄民国之历代史书（如正史、通鉴、本末、

别史、载记、杂史等）、诸家史评（如史考、史论、史钞等）以及部分史料（如

诏令、奏议、政书、传记等），共计 5000 种（其余史料如方志、谱牒、金石和档

案等，因各有专库，不再收入），采用宋元明清及民国各级善本 5000个。中国史

学库以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作，还原式页面，左图右文逐页对照，眉批、

夹注、图表、标记等无障碍录入并在原位置非嵌入式显示。总计全文约 10亿字，

影像约 500万页，数据总量约 200G。 

中国俗文库是专门收录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流行文献的全文检索版

大型古籍数据库。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流行文献，是指千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

俗文学作品与俗文字史料，诸如善书、宝卷、小说、戏曲、鼓书、弹词、歌谣、

俗谚等。它们作为俗文化的代表，不但与雅文化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翼，

而且蕴含着雅文化所缺乏的下层社会生活和基层民众心理的丰富信息，是研究中

国社会史、生活史、宗教史、文学史和艺术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访问地址：http://dh.ersjk.com/，选择“古代典籍”登录，点击“中国史

学库”或者“中国俗文库” 

访问方式：IP 控制，无并发用户数限制。 

试用日期：2019-09-25 — 2019-11-30 

 



馆藏资源查找 

书库布局调整 

我馆于暑假期间对二至四楼的书库布局进行了调整。最新布局情况参见一楼

总服务台旁的《馆藏书籍布局图》（下图）及各楼层南侧楼梯口的楼层指示牌。 

 

一楼书籍分布 

 

 

二楼书籍分布 

 



三楼书籍分布 

 

 

四楼书籍分布 

 

 

 



五楼书籍分布 

 

 

索书号，助你快速找书 

    图书馆自制的微课小视频《索书号，助你快速找书》，可以帮助读者快速掌

握索书号的基本知识和图书馆排架规则，帮助你成为找书达人。 

 

视频链接：http://library.xujc.com/sshznkszs/list.htm 

http://library.xujc.com/sshznkszs/list.htm


网络文献检索 

惊，百度还可以这样用！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发布时间：2018-04-28 

大家使用百度搜索时，最常见的就是直接在检索框中输入想要查找的内容。 

 

这样当然方便省事，但是可能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结果的筛选上，而且可能

还找不到满意的。其实，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都隐藏了高级检索这个神器，小

编就来当一回百度的野生代言人，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1.高级检索之限定要搜索网页的格式 

自从掉进了百度【高级搜索】功能的坑，可能你再也爬不出来了。 

因为它的功能强大到实在是碾压简单搜索！ 

比如想要找英语六级真题。 

一般人是这样的—— 

 



然而会高级搜索的人是这样的—— 

 

 

看到差别了吗？高级搜索的【filetype】功能可以限定返回的文件格式呢！

不止 pdf 文档，还能查找 word、excel、ppt 哦！我们找课件可以限定文档为.ppt，

找报表可以限定文档为.xls，找报告可以限定文档为.doc…… 

其实并不需要专门去学，因为使用【高级搜索】可以自动生成检索式的。 

【百度主页】→右上角的【设置】→【高级搜索】 

 

 



2. 高级检索之限定在特定网页中查找 

在高级检索界面，不仅可以限定文档格式，还能限定在指定类型的网站中

查找。 

——查找我国人均住房面积的相关数据 

为了得到官方、权威的数据，我们可以将检索范围限定在特定统计类的网

站，如国家统计局的网站，这时就要用到“站内搜索”的功能了。 

 

 

检索结果一目了然，帮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 

 

 

 



▶ 小提示：站内搜索中可以是某个指定的网站，也可以是某一类网站，如

edu代表教育类网站，gov代表政府类网站，org代表非盈利机构等。 

例如，在教育机构网站中查找与“高考改革”相关的网页 

 

 

 

 

 

 

 

 



3. 高级检索之限定要搜索的网页时间 

这个功能别看不太起眼，但是有时用处还不小哦。比如，我们想找最近热

议的话题在不同时间段是如何发酵、演进的，就可以通过限定搜索的网页的时

间来查看不同时期同一话题的变化，甚至可以找到话题或事件的关键转折点

哦。 

 

在高级检索中，可以将时间限定为“最近一天”、“最近一周”、“最近一

月”、“最近一年”。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限定时间，然后在检索结果页面，还可

以按照具体的日期限定要查找的网页哦。 

 

 

就拿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中美贸易战”为例吧。我们可以将时间限定在

“中美贸易战”起始到最近的不同时间段，可以看到“中美贸易战”如何从民

众的担忧，到“贸易战”的升级，再到双方“和”谈等不同阶段的内容。 



 

 

 



 

 

百度的高级检索还有很多功能，比如限定关键词出现在网页中的位置。如

果我们将关键词限定在标题中，那么结果比普通检索中默认在网页中任何位置

检索要更加准确。还可以对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进行限定，比如要求关键词 A和

B全部出现，或其中之一出现，或 A出现 B不出现等。 

 

其实，我们在用百度等搜索引擎查找时，不必着急在检索框中输入关键

词。第一步应该做的是分析你的需求，拆解你的需求所需要的搜索逻辑，多尝

试用高级检索功能，也许你就比大多数人厉害一点了哦！ 

 



期刊投稿指南 

那些年期刊投稿，你踩过的坑儿 

来源：福建知网     发布时间：2019-08-23 

开学初有些教师和科研人员，又要开始新一波的论文发表。想要在本专业及

相关专业的正式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但正式期刊的数量显得太少，于是出于无

奈，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文章寄给非法刊物。今天咱唠个老话题——

“怎么在众多刊物中进识别”。 

 

1. 如何认识期刊？ 

我国 2005年出台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对期刊做出了明确规定：期刊又

称杂志，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者年、季、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周期

出版成册的连续出版物。同时还规定正规期刊必须具备以下版本记录即特征：

期刊名称、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版单位、印刷单位、发行单位、出版日

期、总编辑(主编)姓名、发行范围、定价、国内统一出版物号、广告经营许可

证号等领取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期刊须同时刊印国际标准出版物号。 

 

期刊分为正式期刊、非正式期刊和非法期刊。 

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

内统一刊号”的期刊。正规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主编与

副主编必须由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担任，对编辑人员的素质、名额都有一

定的要求，有独立的办刊方针； 

 

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过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业内部

交流的期刊，也是合法期刊的一种； 

 

而非法期刊是没有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科委批准，也没有注册为

“内部刊物”的非法出版物，以营利为首要目的，收取高额的版面费，在技术

上和政治上不负责任，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行或内部发行。 



2. 非法期刊都是啥形式？ 

我们为什么常常上了非法期刊的当？很多时候，作者的个人投稿心切，觉

得自己评职称在即，病急乱投医，现在和小编一起撕开非法期刊的伪装吧！ 

常见的非法期刊的形式： 

 1、向投稿者收取版面费、审稿费、会员费等名目的费用，对文章来者不

拒，没有审稿专家和严格的审稿程序，更谈不上学术水平，发表速度十分惊

人；刊物名称或刊物主题与其所刊载文章的内容大相径庭，文章质量不高、篇

幅相近、篇目很多，页数不定；刊物大多是国际性的，而所刊载的文章几乎全

是国内的，且往往集中于某一地区或某些高校。   

 

2、非法期刊的纸张、印刷质量差，经常采取小字印刷；排版样式粗糙，所

用图片过时、丑陋，缺乏美感，这是非法刊物为降低成本的一贯做法。当然也

有少部分非法刊物的纸张和印刷质量较高。    

 

3、非法期刊与正式期刊各种特征完全一样，但却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将

正规期刊的某些内容替换成自己撰写或收集的文章，仍以原期刊的刊名、期号

重新制版出版。但这种做法在期刊认定中难度比较大大。 

 

4、非法刊物的投稿地址多为某地的邮局信箱，网上 E-mail 多为知名网站

提供的免费信箱，不会留下真实联系地址；为节省成本，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网

站。 

 

5、更改刊名后仍以原刊号出版刊物。如《学问》已于 2004 年 1月更名为

《东北史地》，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学问》即为非法出版物。    

 

6、限于内部交流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打着公开出版发行的旗号出

版发行。 

 

大家是不是曾经都被这类的形式的期刊，欺负的体无完肤！ 



3. 正规期刊的识别和认定 

1、公开发行的正规期刊版权页上应刊印有国内主管单位、出版单位名称，

并有详细的通信地址，印刷出版地都在国内，有国内统一刊号、国际标准出版

物号。通过邮局发行的还应有邮发代号，封面或封底有条码、定价。 

 

2、期刊的“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应符合《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

规定。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是中国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的出版者所出

版的每一种连续出版物的代码标识，它由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和国内统一连

续出版物号两部分组成。其中前者就是通常所说的国际标准刊号（ISSN号），

由 ISSN 中心分配，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即通常所说的国内统一刊号，由国家

出版管理部门负责分配，它的取得要经过严格审定，每年新取得的数量很少。 

 

正确的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前面部分由前缀 CN和 6位数字组成，结构

格式为 CN XX-XXXX /YY。“CN”是中国国别代码；“XX”为国内的地区号。CN与

6位数字之间空半个汉字空。6位数字的前 2位与后 4位之间用半字线“-”隔

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内连续出版物序号范围一律从 0001-9999，其

中 0001-0999为报纸的序号，1000-5999 为印刷版连续出版物(即期刊的序号，

6000-8999 为网络连续出版物的序号，9000-9999为有形的电子连续出版物(如

光盘等)的序号。“YY”是分类号，用以说明连续出版物的主要学科范畴。非法

刊物常采用不存在的地区号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序号来编造国内统一刊号。对于

符合格式的刊号，可通过中国新闻出版总暑、中国记者网以及中国知网等官方

网站查询。 



3、《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还规定了几个原则： 

 

(1)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采用一个号对应一种连续出版物的基本原则。自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分配之日起，便与注册的名称永久地联系在一起，一旦

一个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分配给一种连续出版物，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中国标

准连续出版物号都不能分配给其他连续出版物。 

 

(2)连续出版物的题名改变，应分配新的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3)一种连续出版物以不同的载体出版，不管其题名是否相同，应为不同载

体版本的出版物分配不同的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4)连续出版物题名没有改变，出版地从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转移到另

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应重新分配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因此，在期刊

认定中要注意编辑部地址与 CN后面的地区号相一致。 



4. 知网到底如何查询期刊？ 

1.进入中国知网首页，选择右上角的出版物检索； 

 

 

2.可根据需求选择导航进行查询 

 

 

3.根据出版者、来源、名称等条件，进行检索刊物名称？ 

 

 



4、以《人民教育》为例，在检索栏中输入刊物名称，即可查询到有关该刊

物的详情信息，如 ISSN号。 

 

 

5、在统计与评价栏中，了解该刊物的发文情况、学术热点，所属栏目等。 

 

 



6、在期刊检索栏中，输入作者或者文章名称等信息，便可检索到自己的文

章是否被收录。 

 

 

 



常见问题汇总 

如何开具文献收录证明？ 

1.登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图书馆”，点击“文档下载”模块。 

 

 

2.下载“论文收录引用检索证明报告-委托单”，并填写好个人及文章信息。 

 

3.将委托单发至信息咨询部邮箱：ckzxlib@xujc.com，学科馆员将在收到委

托后于 3 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并邮件通知您前往图书馆 508 室领取纸质报告。 



如何查看嘉庚新书的借阅记录？ 

1.登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图书馆”，点击“书刊检索”的“嘉庚新书”模块。 

 

 

2.进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登陆“我的图书馆”，初

始的用户名和密码均为教工号大写。忘记密码的可致电 0596-6288357，找苏老

师和关老师进行重置密码。 

 
 

3.登陆成功后，请在“修改信息”中绑定和验证 Email信息，才能及时收到

有关图书到期提醒、预约、委托等通知。 

 



如何设置校外访问 VPN？ 

1.登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图书馆”，点击“校外访问”模块。 

 
 

2.可优先使用图书馆提供的 WebVPN 服务，提供常用的中外文数据库。 

 

 



3.也可以选择使用校外 VPN服务，根据电脑系统的型号，选择设置方式。 

 

 

 



信息素养讲座预告 

192001 学期 iR-Group 讲座 

 

新手上路：综合利用类 

 

馆藏纸质资源使用介绍 

介绍图书检索、借阅、续借、预约、委托、索书号、馆藏布局等内容，帮助读者快速查

找和定位所需图书。 

主讲人：江小燕 

时间：10月 8日（周二）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常用电子资源概览（社科类） 

介绍图书馆使用频率较高的社科类电子期刊、电子书、学位论文、等数据库的特点、收

录范围、检索方式等。 

主讲人：王璞 

时间：10月 10日（周四）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常用电子资源概览（理工类） 

介绍图书馆使用频率较高的理工类电子期刊、电子书、学位论文、等数据库的特点、收

录范围、检索方式等。 

主讲人：王璞 

时间：10月 15日（周二）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挖掘宝藏：常用资源类 
 

EI（工程索引）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EI 是最常用的文摘数据库之一，侧重于工程技术领域的文献的报道。数据来源于 5100

多种工程类期刊、会议论文集和技术报告，含 700 多万条记录，每年新增约 25 万条记录，

本讲介绍美国工程索引数据库的使用，实例讲解高水平论文和期刊查找。 

主讲人：赵峰 

时间：10月 17日（周四）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Web of Science是世界上有影响的文摘索引型数据库，支持各学科的文献信息检索，

具有强大的引文检索、分析跟踪等特色功能，广泛用于科研成果评价。本讲重点讲解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主讲人：江小燕 

时间：10月 22日（周二）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Internet 免费学术资源检索与利用 

Internet 上的信息浩如烟海，网络资源无穷无尽，如何快速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源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而 Internet 上的搜索引擎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面对着简单的搜索

框，如何更好的获取自己喜欢或有用的信息很多人却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如何更好高效地使

用搜索引擎，在此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主讲人：赵峰 

时间：10月 24日（周四）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中国知网（CNKI）文献检索 

利用 CNKI 的计量分析和指数分析的功能，获悉论题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了解如何

在科研过程中利用 CNKI协助选题，初判论文学术价值。 

主讲人：王璞 

时间：11月 12日（周二）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工具助力：实用软件类 

 

“问卷星”助力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法是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问卷设计的规范、抽样方法的选取，都会对目标群

体的数据收集产生影响。本场讲座我们将探讨问卷的设计与发放，并详细介绍“问卷星”的

使用方法。 

主讲人：江小燕 

时间：11月 14日（周四）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Excel 入门应用 

协助掌握了 Excel 界面上的基本功能，如格式设置、自定义排序、数据汇总、筛选、查

找替换等常用功能。讲解一些简单的函数与公式，如 sum函数、mid函数、vlookup函数、

countif 函数等。Excel 表格的编辑、排版和格式设置；认识常用图表，讲解不同数据类型

适用的相关图形和图表的元素、格式等调整方法。 

主讲人：王璞 

时间：11月 19日（周二）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常规电子邮件礼仪 

掌握必要的电子邮件礼仪可以减少垃圾邮件的数量,促进交流与协作，本次讲座将从电

子邮件礼仪的重要性、要把握的原则与电子邮件礼仪细节注意事项着手讲解电子邮件礼仪。 

主讲人：赵峰 

时间：11月 21日（周四）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PPT 的设计与制作 

介绍 PPT的排版原则、模板寻找、简单四步法、基本元素等实用工具和技巧，有效提升

学员的 PPT制作水准。 

主讲人：江小燕 

时间：11月 26日（周二）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情报支撑——文献管理类 

 

文献管理软件 E-Study 介绍 

CNKI E-Study 是由中国知网开发的一款免费文献管理软件，提供文献检索、下载、管

理、笔记、写作等多项功能，本次讲座将为大家讲解软件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主讲人：王璞 

时间：11月 28日（周四）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 简明教程 

你知道吗，利用个人文献管理软件建立“个人图书馆”，可以有效地组织、管理已获取

的文献信息，并在研究和著述中有效地利用这些文献信息？本次讲座将介绍个人文献管理软

件 Endnote 的基本使用方法。 

主讲人：赵峰 

时间：12月 3日（周二）13:00-14:00 

地点：图书馆 107室 

 



信息咨询服务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1 定题服务 

① 专题文献检索。根据用户事先选定的主题，以主题词、关键词等为检

索入口进行文献检索，以题目、文摘、全文等方式提供给用户。 

② 科技查新辅助。对教师的科研选题进行分析，就相关领域新进展、新

热点进行检索。 

③ 期刊投稿指南。根据主题分析可选投稿期刊，并汇总期刊影响因子、

投稿方式等信息。 

2 教学辅助 

① 数据更新：教学中涉及的相关专业数据、政策信息更新 

② 文献支持：开题所需综述、论文、新闻等内容辅助检索 

③ 资源获取：国家精品课程、名师课程等资源检索和获取 

3 信息素养讲座 

① 定制讲座。师生可定制讲座主题、时间、地点，馆员嵌入教学为学生

提供文献检索与利用的课程。 

② 日常讲座。面向学院师生举办有关电子资源获取和利用的专题讲座。 

4 文献收录证明 
根据读者需求，在国内外权威数据库中检索其论文被收录和被引用情况。

该证明已得到学校人资部的认可。 

5 学科简报推送 
设有栏目包括：新闻快讯、精选博文、数据库介绍、学术会议预告、学

术前沿热点、精品课程推荐等。 

6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① 服务对象：在校教师、硕博生。 

② 服务内容：提供本校图书馆未收藏之图书、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

文、报告、标准等文献复制件。 

7 数据分析 为院系提供学科评估所需的专业文献的馆藏数量和流通情况数据。 

8 资源荐购 
采用教师自行购买图书和向图书馆提供推荐书目两种方式。此外，图书

馆还会定期向教师推送专业出版社的最新书单，供教师勾选。 

（备注：以上服务除了馆际互借会产生快递费，其他服务均免费。） 

相关委托单下载：http://library.xujc.com/wdxz/list.htm 

如您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学科馆员：江小燕、王璞、赵峰 

电话：0596-6288320    QQ：468719346 

邮箱：ckzxlib@xujc.com    地址：图书馆五楼 508室 

http://library.xujc.com/wdxz/list.htm
mailto:ckzxlib@xuj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