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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提升学科影响力



师资队伍
客观事实数据

人才培养质量
客观事实数据
主观人才评价

科研水平
客观事实数据

主观研究价值评价

社会服务与声誉
主观事实评价

教育部学科评估
评估结果直接影响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入选

评估指标如下



科研论文
各学科下的优质论文量
ESI高被引论文量
SCI收录论文
收录刊影响力···

科研获奖
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科研成果
出版专著
出版教材

科研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省部级及重要横向科研项目···

我们的客户能做什么

图书馆在一流学科评选中，
能响应的指标既是科研论

文的数据统计



科研论文的生产流程
从论文影响学科竞争力

研究成果/职称评定
1 拟定论文方向

影响因子高/投稿命中率高
2 选投合适期刊

论文被引用次数/被数据库
收录

3 论文发表成功
本校本学院教师所有发文/科研处

评估

4 提高本学科总被引量

ESI 1%学科/高被引论文
5 提升学科影响力排名

基于排名给出是否成为一流学科指标之一
6 提高一流学科评估指标



02 产品说明



产品两大核心价值——期刊导航

期刊导航

根据目前使用情况统计，更多用户将本系统作
为期刊检索与查询来使用。
期刊导航是产品设计之初的核心定位，所以在
跟客户介绍时，要突出系统包含的期刊信息最
丰富，最全面，收录国内外主流期刊，并动态
跟踪期刊信息。同时为主要核心期刊的来源提
供全文数据库链接指向。目前期刊收录了4.8
万种。



产品两大核心价值——期刊导航

期刊导航

根据目前使用情况统计，更多用户将本系统作
为期刊检索与查询来使用。
期刊导航是产品设计之初的核心定位，所以在
跟客户介绍时，要突出系统包含的期刊信息最
丰富，最全面，收录国内外主流期刊，并动态
跟踪期刊信息。同时为主要核心期刊的来源提
供全文数据库链接指向。目前期刊收录了4.8
万种。



产品两大核心价值——投稿分析

投稿分析

投稿分析是产品的另一大核心，是利用真实的
文献与作者论文之间的信息做大数据计算（独
立算法），并根据作者设定的条件最终推荐出
期刊排序。
目前市面上暂无真正基于作者论文信息的投稿
分析（有些网站只做了假分析，实际是根据关
键词推荐），此为另一大卖点，可为研究生、
没有发文经验的群体提供投稿辅助的价值



期刊索引体系—学科分类

中刊

外刊

OA

其他



期刊索引体系—复合检索



期刊信息

全面揭示期刊的各种维度信息
发文量、被引量走势图谱

投稿经验体系—期刊大全

收录情报

实时计算中文主流数据库收录情况
提供国内外数据库收录情况

征稿启事

提供出版社发布的文献征稿信息
收集外刊官方征稿信息

经验分享

收集审稿周期、出版周期等数据信息
提供动态经验信息调整机制



投稿经验体系—经验分享



投稿经验体系—期刊对比



机构定级体系—投稿提示



智能分析—个性化设置

设定指标提取论点录入内容

• 论文标题

• 论文摘要

通过标题和摘要析出重点内容，为下一步分
析做支撑（可跳过此步骤）

• 自动提取核心知识点

• 论推荐相似知识点

• 延伸其他知识点

自动或手动输入提取出的论文知识点，并在
大数据词库中为其匹配相似论点

• 是否核心期刊

• 影响因子范围

• 加入参考文献···

补全作者信息，设置投递期刊的硬性指标，
加入信息越多，推荐期刊越精准



智能分析—期刊排行



智能分析—分析报告



智能分析—期刊论点



智能分析—期刊论点



03 市场竞争力



厂商 收录期刊数据来源 期刊分类及分区
评价指标

（影响因子）
延伸信息 数据保障

维普

Web of since、Scopus、EI、

ESI、CSSCI、CSCD、北大核心、

ISTIC

分类：JCR、ESI、中科院、

Scopus

分 区 ： JCR 、 中 科 院 、

Scopus

Eigenfactor 、 IF 、

CiteScore、SJR、SNIP、

H5

投稿经验、投稿要

求、相关资讯等
无直接数据，提供各期刊连接导航

宝和

（201

5版）

SCI-E、SSCI、A&HCI、CSSCI

分类：ESI、JCR、研究领域、

CSSCI

分区：JCR

IF
刊 物 投 稿 指 南

（PDF）
有元数据，有全文链接至学校数据库

纬度
SCI-E、SSCI、ESI、EI、Scopus、

CSSCI、CSCD、北大核心

分类：SCI-E、SSCI、ESI、

EI 、 Scopus 、 CSSCI 、

CSCD 、 北 大 核 心 、

Eigenfactor

分 区 ： JCR 、 中 科 院 、

Scopus

IF 、 CiteScore 、

Eigenfactor

主题分析、发文趋

势、突发主题
没有元数据，有刊物详细页链接



因为对比内容过多
详细对比请查看文件夹内的word文档，也可发给客户

投稿指南-竞品对比分析（CNKI）
投稿指南-竞品对比分析

相较于目前市面上所有竞品的绝对优势

• 收录期刊最多，期刊内容揭示最全面
• 加入个人投稿因素，相较其他产品更贴近使用者需求
• 唯一具备大数据计算与分析的投稿辅助产品

投稿指南-竞品对比分析（CNKI）.docx
投稿指南-竞品对比分析.docx


04 常见问题



1.分析结论的准确性如何

答复：选刊投稿主要是经验判断和预估，一篇论文可能适合很多本期刊。智能分析的作用就是把作者写的论文，与
这些期刊进行切词和分析，最终推荐期刊。关于客户问到的准确性，在每一个智能分析报告里，第七部分有详细罗
列出推荐期刊与作者论文的相似论点文章、论点等信息，这是分析推荐的可见依据，用于解答客户对准确性的质疑。

产品相关疑问



2.关于系统中的外文期刊来源、范围和质量

答复：中文期刊只有9000多种（维普、万方、知网的学术刊），剩下的全是外文期刊。这里的外文期刊来源包括全
部WOS（1.4万）、Scopus（2.6万）、EI的期刊（3500），所有期刊数据去重后有4.8万种。可以肯定答复，收录这
些期刊的字段丰富性、质量完整度是目前行业里最好的，国内用户主要选投期刊都涵盖在内。

3.是否有和编辑部合作的可能，增加业务生命线

答复：投稿指南产品只是业务链条中的一款，本来长远规划就是做作者服务的业务体系，分析之后能直接投到编辑
部或出版社是计划下一阶段任务。为此今年计划推出的精准推送平台就是打通编辑部和出版社的敲门砖，便于我们
后续将投稿指南系统和出版社的收稿系统进行对接用。

产品相关疑问



4.注册时个人真实信息的安全性如何保障

答复：投稿涉及到个人论文的信息，所以必须要每个人注册后自己使用，无法像以往产品的IP大账号服务所有人。为此可能出
现部分高校网信办的质疑，对此情况可以签约用户保密协议，作为我方对用户注册信息的保密条款。已有正式单位签署过此协
议，详细协议建文件夹内的附件“用户信息保密协议.doc”。

5.期刊信息和延伸评价的更新周期多久

答复：期刊的信息变动并不频繁，常见的更新包括刊名刊号变化，停刊变化，出版周期变化等，还有一些期刊的评价信息，如
是否进入北大核心、南大核心，SCI影响因子变化，分区变化等。

期刊信息变动：季度更新，每个季度刷新一次期刊的刊名刊号此类的修正。

地址错误信息：实时更新，包括期刊官网错误、投稿地址错误等，发现后立刻修正。

期刊评价信息：相关评价指标出炉后，一周内更新入库。如最新北大核心表，最新JCR影响因子等。（补充：中国科技论文统计

源期刊的评价原本不在更新表中，经过此次反馈，将及时加入该评价指标信息）

产品相关疑问

用户信息保密协议.docx


1.部分用户关心能否投稿命中，不太关心选投哪本期刊

答复：当打通出版社后，可直接投稿，甚至与期刊进行版面合作、收稿合作等以后，可解决用户所关心的投稿命中
问题。

在智能分析里，是可以对投稿命中进行大数据分析并给出结论的，但经过筛选统计，具备此分析条件的期刊只有
2000本左右（需要这本期刊编辑在出版时，规范收稿时间、审稿时间和发表时间的字段，我们才能对投稿命中进行
分析）。所以给客户演示时，尽量打开核心期刊的指标，以便出现的智能分析报告有投稿命中的数据结果。

还有就是在加大个人用户推广宣传后，吸引作者上来分享投稿经验，以此弥补投稿命中率信息的方式。且本产品的
核心价值除了智能分析外，还有就是最大最全的期刊导航，此处也可作为推广卖点，并不一定局限在投稿分析上。
最终投稿指南只是为作者服务的一个环节，后续会通过新产品、新算法来逐步解决此类诟病。

产品相关诟病



2.大数据分析的期刊推荐还有些不够准确。
答复：涉及技术细节和算法等问题不便详细解答，优化算法和扩充数据词库都在不断进行迭代优化，已经调整多次
分析规则，精准度在后续还会不断加强。同时也需要将不精确的实际例子，做实时反馈，以便我们能更加明确误差
的范围，从而精进。

3.期刊官网地址的准确性待提高，投稿地址缺失较多
答复：经过详细统计，以国内期刊官网为例，有公开官网的期刊只占到20%左右。即使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大量期
刊其实没有官网。统计后，有在线投稿地址的出版社更少，只占到10%左。为此我们专门采集了期刊的收稿方式，在
系统里的期刊信息页面里有标注，期刊是在线投稿还是邮件收稿。

关于期刊错误的情况，也会在今年做重新更新多次。同时也开通了地址错误的纠错入口，有收到用户的纠错反
馈。此诟病是个长期存在和长期解决的问题，我们会时刻关注。最终解决办法是打通编辑部后，会给编辑部账号让
其自己上来补充修正信息。

产品相关诟病



4.针对科研处的使用价值不明显，需求不够吻合
答复：教师发文的核心目的是评选职称，但大部分高校对教师发表的论文所刊载的期刊是有明确要求。每个高校的
投稿期刊要求都不一样，一般这个投稿期刊的筛选是由高校科研处来制定。

本系统对科研处的卖点是可以自定义投稿期刊，从目前获取的情报来看，暂时没有针对科研处发布指定期刊的
平台，现阶段都是科研处发布到官网或以word的附件形式推出。如果教师用户在平台上选择期刊投稿，可快速对应
到本校科研处发布的指定期刊作为分析指标。

这个卖点相对单薄，也需要营销同事多跑跑科研处，收集更多期刊论文的市场反馈和需求，我们才好整理更加
符合市场预期的功能和卖点。

5.对各种指标的解释不清晰，部分用户不明白指标是什么意思

答复：此诟病为系统上线之初的问题，现阶段在网站的底部处有使用说明连接，里面有详细介绍各个指标。包括微
信移动端也有移动版本的使用说明和指标介绍。且在年底时，在页面上对每个指标都进行了备注，鼠标移动至问号
处可弹出该指标的意思。

产品相关诟病



1.是否支持团购方面执行
答复：十分支持谈团购模式。有营销人员在其他市场有谈成团购意向，是十分良好的开端。

2.报价建议
答复：6万/年，平台以云端形式，按年付费。

3.是否延长试用申请时间，不局限在三个月内
答复：设定三个月试用时间是为了便于营销同事在到期后，可以再次以续约为由进行二次推广或商务洽谈。试用到
期后可以申请续约，申请续约也是作为和我们的一次信息沟通和情报交换。

营销相关建议与解答



谢谢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