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学学报》“十四五”发展规划暨十二届编委会工作目标和计划纲要 

（一）办刊理念 

《力学学报》创刊于 1957 年，是钱学森先生亲手创办的一份综合性力学期

刊。钱学森先生在《力学学报》创刊号致辞中明确指出：“我们希望《力学学报》

的出版，能积极地推动我们的力学事业…，促进力学工作队伍很快地成长起来，

使他们能负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推动力学学科发

展、服务力学工作者、支撑国家建设需求，这就是《力学学报》办刊的宗旨和创

心。六十多年来，《力学学报》矢志不移、稳步发展，见证了中国近代力学的形

成、发展与繁荣，同时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

国的大地上。”的要求。十二届编委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办好《力学学

报》尽心尽力。 

（二）工作目标 

十二届编委会将秉承技术科学理念，致力于传播力学学科前沿进展；探寻力

学重大理论突破点；促进力学理论体系形成；突显力学学科对国家重大工程技术

支撑；支持力学实验仪器和实验技术创新；不断开疆拓土使力学学科充满新的活

力。实现建设力学品牌期刊，服务广大的力学工作者，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繁荣

力学学科发展的版办刊目标。 

到 2025 年，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的综合影响因子达到 2.5

以上，发表周期控制在 90 天之内，年发文量达 300 篇，力争进入中国科协期刊

卓越行动计划梯度期刊行列。 

（三）工作基础 

在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主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

领导下，历届主编沿着钱学森先生的办刊思想，结合力学学科发展特点，开拓进

取，稳步发展，成绩卓著，为中国力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力学学报》已经被 EI，Scopus，INSPE，MR，《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



库》等国内外重要的期刊数据库收录。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奖项，如：首届国家

期刊奖（1999），中国期刊方阵双奖期刊（2001），第二届国家期刊奖重点期刊奖

（2002），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 TOP50（2015-2018）；连续两次入选学术类期

刊数字影响力全国 100 强（2016，2018）；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百强报刊

（2017）等。2020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支持。 

近年来，《力学学报》的期刊引证数据也在逐年提升，例如在最新公布的期

刊引证数据中，《力学学报》的影响因子在 Scopus 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引证

报告（核心版）》和中国知网的所公布的数据分别为 2.30（Q2区）、1.577（力学

类第 2名）和 2.072（力学类第 1名）。 

（四）计划纲要 

为不断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进一步扩大期刊的影响，《力学学报》编委会

制定“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具体要点如下： 

1、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使专家办刊落到实处 

提高编委办好学报的责任意识，鼓励编委提供和组织高水平论文，支持编委

参与提升学报质量的活动。 

每年至少召开 1 次全体编委会，评估本刊发展的情况，讨论年度工作计划，

制定组稿方向。此外，根据工作需要，经主编提议，适时召开主编会议。 

实施责任编委制，保证期刊的学术质量。编委参与稿件的处理过程，既确保

了稿件的学术质量，又降低了期刊的出版周期。 

2、提升期刊的高影响力论文比率 

通过邀请论文、专题论文、综述论文、学术会议高质量论文等组稿举措，提

升稿源质量，吸引优质稿件。 

（1） 加强期刊优秀选题组稿力度 

 发挥编委会的主体带动作用，鼓励编委撰稿或约稿 

 深入力学学科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同力学专家保持密切联系。 



 积极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约稿 

 追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进展及完成情况，组织相应优秀稿

源 

 结合力学所主办的郭永怀讲座进行约稿 

（2）组织主题文章，推动力学学科的发展 

    以国家重大任务、学科发展前沿为选题原则，编委会组织出版系列主题文章。 

（3）加强栏目建设 

实施三类优质栏目的建设方案，包括重要学科前沿和应用栏目、重要历史事

件栏目以及重大工程的科学需求栏目等。 

（4）加强审稿专家队伍建设 

一是通过多种渠道优化并扩充审稿专家队伍，二是建立审稿人评价机制，评

比优秀审稿人，奖励审稿质量较高的专家。 

3、充分发挥力学的桥梁作用，促进力学与工程的结合 

（1）组织专题文章 

力学学科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连接基础科学与工程应用的桥梁。充分利

用《力学学报》龙头期刊的优势,将科技期刊的作用与力学学科的整体发展

及其在国家重大需求中的作用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互动。《力学学报》一

方面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力学前沿研究，组织刊发高质量主题文章；另一

方面,借助中国力学学会主办的一系列学术会议,选择前瞻性的、有巨大潜

力的会议主题，组约优秀会议论文。 

（2）组织专题研讨会 

充分发挥《力学学报》的纽带作用，打造科研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的

交流平台，加强由力学领域科学家们与相关国家重大工程领域工程师们参



加的工作交流研讨。一是打造力学学报特色栏目，促进基础成果的转化应

用；二是促进成果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需求；三是促进力学工作者瞄准解

决国家重大工程需求开展研究。 

4、 设立“力星”优秀青年学者奖，加速推动青年科学家成长 

加快推动青年学者成长、激励原始创新，特设立“力星”优秀青年学

者奖“。面向人群为：年龄 35 周岁以下、在《力学学报》发表文章的第一

作者。具体措施：前两年在力学学报发文中的高被引+专家评审，每年评选

出 1 名。奖励办法：颁发奖金和证书，推荐力学相关会议的邀请报告，并

优先向中国力学学会的人才评选项目举荐。 

5、加强学术出版道德规范，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在整个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严格遵守《著作权法》《专利法》，《科技工

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中国力学学会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诚信准则》

和《中国力学学会科技道德建设条例》。采用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测软

件，从收稿、组稿、发稿各环节严格把关，防止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并与

作者签订《中国力学学会学术规范承诺书与版权转让协议》。同时，还可通

过期刊、论坛等多种渠道倡导科学道德、学术伦理方面的宣传。 

6、以科技工作者为本，竭诚服务于读者和作者 

（1）开辟有效宣传途径，扩大期刊国际化推广 

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曝光度。向国际一流

期刊上推送我刊的相关内容链接，吸引了国际学者进行阅读和引用。另一方面，

加大力学学报的宣传和网络推送力度，并进一步优化英文网站的建设，同时增设

手机自适应版本，方便国内外学者阅读与关注。 

（2）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为读者提供便利的阅读服务 

期刊通过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方便快捷、传播迅速、可以互动的特点和优势，



把每期文章以简明、便捷的方式推送给所关注的用户。每期文章不仅做到图文并

茂，而且将引文方式等重要信息罗列其中，让更多的读者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期

刊的动态。 

（3）主题文章归类，针对性地宣传与推送 

结合中国力学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将近年来发表的相同主题的文章结集成

册，发给参会代表。这样专题用于专会，既提高期刊的精准化服务，又可从专题

研讨会中组织专题文章。同时，在期刊网站上将相同主题的文章汇总发布。  

（4）实现即录即发 

论文稿一经录用，24小时内即可在网上（中国知网，力学学报网站）公布带

DOI号的电子版，快速实现期刊论文按篇即时在线出版，缩短了出版周期，切实

提高学术期刊文献出版的时效性和影响力。 

7.加强编辑人才队伍的建设 

建设一支服务意识强，编辑出版业务精，执行力度强，并具有国际视野，了

解力学学科前沿和热点的学术编辑队伍。 

（五） 路线图 

对期刊的载文量和期刊的引证指标（此处引证指标是以《中国学术期刊影响

因子年报》为标准） 

2021年： 

 期刊的引证指标：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 2.1。 

 期刊年发文量：不少于 200篇，年刊发专题文章两期以上。 

 出版时滞：电子版年平均出版时间：3 个月。纸质版年平均出版时间：

5个月。 

2022年： 

 期刊的引证指标：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 2.2。 

 期刊年发文量：不少于 240篇，年刊发专题文章两期以上。 



 出版时滞：电子版年平均出版时间：3 个月。纸质版年平均出版时间：

5个月。 

 组织一次国家重大项目或重大工程的研讨会。 

2023年： 

 期刊的引证指标：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 2.3，总被引频次达到 2000次。 

 期刊年发文量：不少于 250篇，年刊发专题文章两期以上。 

 出版时滞：电子版年平均出版时间：3 个月。纸质版年平均出版时间：

5个月。 

2024年： 

 期刊的引证指标：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 2.4，总被引频次达到 2200次。 

 期刊年发文量：不少于 260篇，年刊发专题文章两期以上。 

 出版时滞：电子版年平均出版时间：3 个月。纸质版年平均出版时间：

5个月。 

 组织一次国家重大项目或重大工程的研讨会。 

2025年：  

 期刊的引证指标：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 2.5。 

 期刊年发文量：不少于 300篇，年刊发专题文章两期以上。 

 出版时滞：电子版年平均出版时间：3 个月。纸质版年平均出版时间：

5个月。 

（六）小 结 

通过“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力学学报》更充分利用自身的多分支学科综

合刊物优势，构建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力学学科的发展和促进力学人才

队伍的建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