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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美 大 学 文 件
集大人〔2020〕29 号

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经研究，现将《集美大学刊物分类办法（2021 版）》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集美大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关于印发《集美大学刊物分类办法（202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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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改进教师科研评价，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

养工作发展，结合学校双一流高校建设总体要求，特制定本办

法。

一、学术刊物分类

（一）自然科学学术刊物

1.一类学术刊物

（1）被 SCI、EI 收录的论文（不含会议论文）。

（2）教育部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以下简称双一流大学）

A 类高校主办且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以下简称 CSCD）

核心库来源期刊收录的学报。

（3）其他自然科学一类学术刊物目录见附件 1。

2.二类学术刊物

（1）未被列为一类，被 CSCD 核心库来源期刊收录的学术

刊物。

（3）《集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高聘、续聘限 1 篇，

超限的计为四类。

3.三类学术刊物

（1）被 CSCD 扩展库来源期刊收录的学术刊物。

（2）未被列为一类、二类，被《北大核心》收录的自然

科学类学术刊物。

（3）未被列为一类、二类，由国家部委及其所属研究院

集美大学刊物分类办法（2021 版）

（2）未被列为一类，双一流大学 A 类和 B 类高校主办且

被 CSCD 扩展库来源期刊或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收录的学报（含学报编辑部

编辑出版的其他学术刊物，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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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研究院所、国家一级专

业学会主办的自然科学类学术刊物。

（4）未列为一类、二类，由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主办的自然科学类学报。

（5）被 SCI、CPCI-S、EI 等收录的会议论文，高聘限 1

篇、续聘限 2 篇。

4.四类学术刊物

未被列为一至三类，由普通公办本科高等学校主办的学

报。

（二）社会科学学术刊物

1.一类学术刊物

（1）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

科学术文摘》转载（2000 字以上，不含会议综述、论点摘编及

学术卡片）的学术论文；在《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发

表的研究成果（1500 字以上）。

（2）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教育

报》《CHINADAILY》等权威报刊发表的学术论文（理论栏学术

类，2000 字以上），一到三类报纸类论文高聘仅限 1 篇，续聘

仅限 2 篇，下同。

（3）被 SSCI、A&HCI 收录的论文（不含会议论文）。

（4）双一流大学 A 类高校主办且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以下简称 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学报。

（5）其他社会科学一类学术刊物目录见附件 2。

2.二类学术刊物

（1）未被列为一类，被 CSSCI 来源期刊、CSSCI 来源集刊

收录的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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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被列为一类，双一流大学中 A 类和 B 类高校主办

且被 CSSCI 扩展板来源期刊或《北大核心》收录的学报。

（3）在未被列为一类、二类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被中国

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

（4）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福建日报》发表的学术论文

（理论栏学术类，2000 字以上）。

（5）被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收录的学术刊物，高聘限 1

篇、续聘限 2 篇，超限的计为三类。

（6）《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高聘、续聘限 1 篇，超限的计为四类；《中国

海商法研究》《理论与评论》高聘限 1 篇、续聘限 2 篇，超限

的计为三类。

3.三类学术刊物

（1）未被列为一类、二类，被《北大核心》收录的社会

科学类学术刊物。

（2）未被列为一类、二类，由国家部委及其所属研究院

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研究院所、国家一级专

业学会主办的社会科学类学术刊物。

（3）未列为一类、二类，由双一流大学及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主办的社会科学类学报。

（4） 在《中国青年报》《厦门日报》发表的学术论文（理

论栏学术类，2000 字以上）。

（5）被 SSCI、A&HCI、CPCI-SSH 收录的会议论文，高聘

限 1 篇、续聘限 2 篇。

4.四类学术刊物

（1）未被列为一至三类，由普通公办本科高等学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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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报。

（2）未被列为一至三类的省级（不含副省级）党校学报、

省级行政学院学报。

（三）增列的航海类、艺术类、体育类、外语类专业刊物

为了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将论文发表在专业刊物上，提高在

同行中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扩大我校相关专业在业内的影响

力，航海类、艺术类、体育类、外语类专业刊物予以增列。增

列的专业刊物不限航海类、艺术类、体育类、外语类专业教师

发表，限发表以上四类同类专业或相关专业论文。为了便于以

上专业教师查阅，部分增列刊物与前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

术刊物重复。（详见附件 3、附件 4、附件 5、附件 6）

（四）以下三类成果视同相应等级的学术刊物论文

1.优秀网络文化成果，高聘限代表性成果 1 项、续聘限 2

项。

为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

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网络文化育人功能，将优秀网络

文化成果纳入学校科研成果统计、各类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范

围，由学校党委宣传部、科研处牵头制定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

定办法。经认定的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视同相应等级的学术刊物

论文。

2.咨询调研报告，高聘限代表性成果 1 项、续聘限 2 项。

（1）咨询调研报告被国家领导人正面批示或采纳，或被

国家部委正面批示、采纳或以专报（刊）形式录用，或入选国

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或入选教育部社科《成果要报》的，

或被省委、省政府领导正面批示或采纳，或省委、省政府以正

式文号行文，或被厦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正面批示或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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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 篇咨询调研报告视为 1 篇一类刊物论文。

（2）咨询调研报告被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或其他

各部、厅、局、委正面批示、采纳或以专报（刊）形式录用，

或以正式文号行文，或省人大重点建议，或省政协重点提案，

或获建言奖一等奖及以上的，1 篇咨询调研报告视为 1 篇二类

刊物论文。

（3）咨询调研报告被厦门市政府以正式文号行文，或被

厦门市委、市政府班子副职正面批示或采纳的，或被厦门市委

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正面批示、采纳或以专报（刊）形式录

用，或被厦门市各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正面批示或采纳的，

1 篇咨询调研报告视为 1 篇三类刊物论文。

（4）咨询调研报告被厦门市各部、委、办、局（含厦门

市社科联）正面批示、采纳或以专报（刊）形式录用，或以正

式文号行文，或市人大重点建议，或市政协重点提案，1 篇咨

询调研报告视为 1 篇四类刊物论文。

3.编写案例，高聘限代表性成果 1 项、续聘限 2 项。

（1）编写案例被美国哈佛商学院案例库或者加拿大毅伟

商学院案例库收录的，或所编写的案例获得由全国各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优秀教学案例奖，1 个案例视为

1 篇一类刊物论文。

（2）编写案例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中国工商管

理国际案例库”、全国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

的教学案例库、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案例库收录的，1 个案

例视为 1 篇二类刊物论文。

二、有关说明

（一）刊物论文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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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表的论文必须是学术论文、教改论文，观点摘要、演

讲、书评、翻译（编译）、资料、会议述评、采访或座谈记录

以及非研究性案例等不予认定。

2.发表的论文除特别说明以外应有 3000 字以上的正文文

字（图表公式可计为相应版面的字数）；发表的论文在期刊目

录中具有独立论文标题，一般应有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等

要素。有此类争议的刊物论文，经学院教授委员会认可并由学

院出具说明后方予以认定（其中发表在一类刊物的论文还须经

校学术委员会认定）。

3.学术期刊除特别说明之外，不包含增刊或以增刊形式出

版的专刊、特刊、专辑、论文集。

4.发表在境内刊物上的论文无特殊原因均应能在中国知

网等大型数据库检索证明；被 SCI、EI、SSCI、A&HCI、CPCI-S、

CPSI-SSH 检索的须提交有关检索证明。

5.发表的学术刊物均须有正式出版刊号，非正式出版物、

内部刊物均不予认定。

6.未被 SCI、EI、SSCI、A&HCI、CPCI-S、CPSI-SSH、CSSCI、

CSCD、北大核心等来源期刊收录的学术期刊为半月刊、旬刊、

周刊的均不予认定。

7.对罔顾学术质量、管理混乱、商业利益至上，造成恶劣

影响的学术期刊建立负面清单制度，由学院或相关职能部门提

出，经校学术委员会认定后列入黑名单。

（二）刊物分类实行动态调整

1.二类、三类刊物中涉及 CSCD、CSSCI、《北大核心》等各

类期刊目录或引文索引的，根据刊源的变动实行动态调整。

2.公布的一类学术刊物目录根据刊源的变动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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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列的刊物目录根据刊源的变动作相应调整。

4.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未被以上权

威检索机构检索或未纳入本刊物分类办法体系的学术论文,可

以由个人或有关单位提出，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

会认定后予以增列。

5.本刊物分类办法为全校适用的最低标准。各学院可以根

据学科发展需要制定适合本学院发展的更高标准的刊物分类

办法，由学院动态管理。

6.除英语外的其他外语语种的刊物分类办法由外国语学

院教授委员会认定并经学院教代会通过后报人事处备案，可用

于本学院岗位聘任和正常晋升聘任。

（三）本办法依据刊物的主要学科属性，按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两个部分分开表述。由于部分教师研究涉及学科交叉情

况，刊物也存在文理融合现象，因此，刊物的认定不跟学科分

类挂钩。

（四）论文原则上以发表时间为准。投稿后中文期刊被动

态调出的，经本人提出后可以根据收稿日期来认定（论文无收

稿日期的仍按照发表时间认定），SCI、EI、SSCI、A&HCI、CPCI-S、

CPSI-SSH 等收录的刊物论文动态调整的仍根据检索证明认定。

（五）列入以上分类办法体系的论文、成果均须报科研处

备案并按要求录入科研管理数据库。

三、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施行前已经发表

的论文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学术刊物最终认定权归校

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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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然科学一类学术刊物目录（2021 版）

序

号
刊物名称

序

号
刊物名称

1
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02 色谱

2 病毒学报 103 山地学报

3 材料工程 104 生理学报

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报 105 生态环境学报

5 材料科学与工艺 106 生态学报

6 材料热处理学报 107 生态学杂志

7 草地学报 108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8 草业学报 109 生物多样性

9 测绘科学 110 生物工程学报

10 测绘学报 111 声学学报

11 茶叶科学 112 实验流体力学

12 畜牧兽医学报 113 食品科学

13 传感技术学报 114 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

14 船舶力学 115 数学年刊·A 辑

15 催化学报 116 数学学报

16 大气科学 117 水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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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地理科学 118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A 辑

18 地理学报 119 水科学进展

19 地理研究 120 水力发电学报

20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121 水利学报

21 地球科学进展 122 水生生物学报

22 地球物理学报 123 水土保持学报

23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124 塑性工程学报

24 地学前缘 125 太阳能学报

25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126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6 地质学报 127 通信学报

27 第四纪研究 128 土木工程学报

28 电波科学学报 129 土壤学报

29 电工技术学报 130 微生物学报

30 电力系统自动化 131 无机化学学报

31 电网技术 132 物理学报

32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 133 西北植物学报

33 电子学报 134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34 电子与信息学报 135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35 动力工程学报 136 系统科学与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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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动物营养学报 137 信号处理

37 发光学报 138 信息与控制

38 分析测试学报 139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39 分析化学 140 岩石学报

40 复合材料学报 141 岩土工程学报

41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142 岩土力学

42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143 遥感技术与应用

43 工程地质学报 144 遥感学报

44 工程力学 145 药物分析杂志

45 工程热物理学报 146 药学学报

46 公路交通科技 147 仪器仪表学报

47 功能材料 148 营养学报

48 固体力学学报 149 应用气象学报

49 光电工程 150 应用生态学报

50 光电子·激光 151 应用数学学报

51 光学精密工程 152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52 光学学报 153 宇航学报

53 硅酸盐学报 154 园艺学报

54 国土资源遥感 155 运筹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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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果树学报 156 灾害学

56 海洋工程 157 振动工程学报

57 海洋环境科学 158 振动与冲击

58 海洋学报 159 植物保护学报

59 海洋与湖沼 160 植物病理学报

60 航空学报 161 植物生态学报

61 化工进展 162 植物学报

62 化工学报 163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63 化学学报 164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64 环境工程学报 165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65 环境科学 166 制冷学报

66 环境科学学报 167 中草药

67 环境科学研究 168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68 机械工程学报 169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69 机械科学与技术 170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

70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171 中国给水排水

71 计算机学报 172 中国管理科学

72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173 中国海洋药物

73 计算数学 174 中国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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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建筑结构学报 175 中国机械工程

75 交通运输工程学报 176 中国科学

76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177 中国粮油学报

77 金属学报 178 中国免疫学杂志

78 菌物学报 179 中国农业科学

79 科学通报 180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80 昆虫学报 181 中国软科学

81 力学进展 182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82 力学学报 183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83 林业科学 184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84 林业科学研究 185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85 流体机械 186 中国食品学报

86 煤炭学报 187 中国水产科学

87 密码学报 188 中国水稻科学

88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189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89 摩擦学学报 190 中国稀土学报

90 内燃机学报 191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

91 农药学学报 192 中国药理学通报

92 农业工程学报 193 中国药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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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194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94 农业机械学报 195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95 气候与环境研究 196 中国造船

96 气象学报 197 中国中药杂志

97 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 198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98 汽车工程 199 资源科学

99 燃料化学学报 200 自动化学报

100燃烧科学与技术 201 自然资源学报

101热带海洋学报 202 作物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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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社会科学一类学术刊物目录（2021 版）

序

号
刊物名称

序

号
刊物名称

1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98 农业技术经济

2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99 农业经济问题

3 比较教育研究 100青年研究

4 编辑学报 101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5 财经研究 102情报学报

6 财贸经济 103求是

7 财政研究 104人口研究

8 城市发展研究 105社会

9 城市规划学刊 106社会科学

10 大学图书馆学报 107社会科学研究

11 当代电影 108社会科学战线

12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09社会学研究

13 当代外国文学 110社会主义研究

14 当代亚太 111审计研究

15 当代语言学 112史学理论研究

16 当代中国史研究 113世界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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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档案学通讯 114世界经济

18 档案学研究 115世界经济与政治

19 道德与文明 116世界历史

20 德国研究 117世界民族

21 电化教育研究 118世界哲学

22 电影艺术 119世界宗教研究

23 东北亚论坛 120数理统计与管理

24 读书(学术类) 121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5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122 税务研究

26 法商研究 123思想教育研究

27 法学 124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8 法学家 125思想战线

29 法学研究 126台湾研究集刊

30 法制与社会发展 127探索与争鸣

31 方言 128天津社会科学

32 高等教育研究 129统计研究

33 公共管理学报 130图书情报工作

34 公共行政评论 131外国文学

35 古汉语研究 132外国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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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管理工程学报 133外国文学研究

37 管理科学 134外交评论

38 管理科学学报 135文史哲

39 管理评论 136文物

40 管理世界（不含短论） 137文献

41 管理学报 138文学评论

42 国际金融研究 139文学遗产

43 国际贸易 140文艺理论研究

44 国际贸易问题 141文艺研究

45 国际问题研究 142文艺争鸣

46 国际新闻界 143西北民族研究

47 国际政治研究 144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48 国外理论动态 145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49 国外社会科学 146现代法学

50 国外文学 147心理发展与教育

51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48心理科学

52 环球法律评论 149心理科学进展

53 会计研究 150心理学报

54 建筑学报 151新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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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江海学刊 152新闻与传播研究

56 教学与研究 153学术研究

57 教育发展研究 154学术月刊

58 教育学报 155研究与发展管理

59 教育研究 156语言教学与研究

60 教育研究与实验 157语言文字应用

61 教育与经济 158哲学动态

62 金融研究 159哲学研究

63 近代史研究 160浙江社会科学

64 经济地理 161政法论坛

65 经济管理 162政治学研究

66 经济科学 163中共党史研究

67 经济评论 164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68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65中国比较文学

69 经济学(季刊) 16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70 经济学动态 167中国电化教育

71 经济学家 168中国法学

72 经济研究 169中国高教研究

73 开放时代 170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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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抗日战争研究 171中国工业经济

75 考古 172中国管理科学

76 考古学报 173中国行政管理

77 科学社会主义 174中国教育学刊

78 科学学研究 175中国经济史研究

79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76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80 科研管理 177中国农村观察

81 课程.教材.教法 178中国农村经济

82 历史研究 179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83 伦理学研究 180中国人口科学

84 旅游学刊 181中国软科学

85 马克思主义研究 182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86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83中国社会科学

87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184中国史研究

88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18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89 美国研究 186中国图书馆学报

90 民俗研究 187中国土地科学

91 民族文学研究 18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92 民族研究 189中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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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民族艺术 190中国哲学史

94 民族语文 191中外法学

95 南京社会科学 192资源科学

96 南开管理评论 193自然辩证法研究

97 南开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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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航海类专业刊物（2021 版）

刊物类别
序

号

刊物名称 备注

一类

1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 船舶力学

3 中国造船

4 交通运输工程学报

5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6 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二类

1 船舶工程

2 中国航海

3 中国舰船研究

4 舰船科学技术

5 水运工程

6 极地研究

7 船海工程

8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9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0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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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11 上海海事大学学报*

12 交通信息与安全

13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

程版)

三类

1 航海技术

2 船电技术

3 航海教育研究*

4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

5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说明：

1.增列的航海类专业刊物不限航海类专业教师发表；

2.标“*”号刊物限发表交通运输工程和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

及相关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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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艺术类专业刊物（2021 版）

刊物类

别

序

号

刊物名称 备注

一类

1 文艺研究

2 当代电影

3 电影艺术

4 世界电影

5 中国电视

6 音乐研究

7 中国音乐学

8 建筑学报

9 美术

10 装饰

11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12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13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14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5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16 美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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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美术

18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19 艺术设计研究

20 民族艺术*

21 文艺争鸣*

22 中国书法

二类

1 艺术百家

2 艺术评论

3 中国文艺评论*

4 当代电视

5 戏曲艺术

6 人民音乐

7 舞蹈

8 美术观察

9 中国园林

10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11 中国音乐

12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13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14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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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术学报

16 艺术工作（原美苑）

17 民族艺术研究*

18 文化艺术研究*

三类

1 美术大观

2 电影文学

3 山东艺术学院学报*

4 广西艺术学院学报(艺术探索)

5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6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

7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8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9 音乐创作

10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11 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12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13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14 世界美术

15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16 当代美术家(四川美术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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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18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19 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20 西安美术学院学报*

说明：

1.增列的艺术类专业刊物不限艺术类专业教师发表；

2.增列的艺术类专业刊物包括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

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等专业刊物；标“*”号刊物限

发表以上专业及相关专业论文；

3.仅限理论栏学术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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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体育类专业刊物（2021 版）

刊物类

别

序

号

刊物名称 备注

一类

1 体育科学

2 中国体育科技

3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4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5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6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7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8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9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10 体育学刊

二类

1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 体育与科学

3 体育文化导刊

4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5 体育学研究

6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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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8 体育科学研究 高聘、续聘限 1 篇，超

限的计为四类

三类

1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

报

2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3 体育研究与教育

4 军事体育学报

5 中国体育教练员

说明：增列的体育类专业刊物不限体育类专业教师发表，限发

表体育学专业及相关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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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外语类专业刊物（2021 版）

刊物类

别

序号 刊物名称 备注

一类

1 外国文学评论

2 中国外语

3 中国翻译

4 国外文学

5 外国文学

6 当代外国文学

7 外国文学研究

8 世界汉语教学

9 外国语

10 外语电化教学

11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12 外语教学与研究

13 外语界

14 现代外语

15 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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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外语与外语教学

二类

1 上海翻译

2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3 中国科技翻译

4 语言与翻译

5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6 日语学习与研究

7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8 外语研究

9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10 中国俄语教学

11 外语学刊

12 外国语文

13 中小学外语教学

三类

1 当代外语研究

2 外语与翻译

3 语料库语言学

4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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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增列的外语类专业刊物不限外语类专业教师发表，限发

表外语类专业及相关专业论文。

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7 山东外语教学

8 外文研究

9 外国语言文学

10 外语测试与教学

11 东北亚外语研究

12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13 外国语言与文化

14 外国语文研究

15 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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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