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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GB/T13745—1992《学科分类与代码》。
本标准与GB/T13745—199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前言、引言和附录A;
———在标准的结构和格式编排方面,按照GB/T1.1—2000的规定进行了更新;
———对学科代码的形式作出了修改,取消了十进制分类符号的点“.”,以便于信息处理;
———增设了“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等3个一级学科群,调整二级学科“心理学”为一级

学科;
———增设了“医学史”、“重症医学”、“光学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等39个二级学科,调整“天文地

球动力学”等13个三级学科为二级学科,变更了“生物工程”、“仪器仪表技术”等10个二级学

科的类别归属;
———增设了“基因组学”、“月球科学”、“术语学”等337个三级学科,调整“传染病学”等4个二级学

科为三级学科,变更了“密码学”等65个三级学科的类别归属;
———取消了“理论统计学”等4个二级学科及“普通心理学”等25个三级学科;
———调整变更各级学科名称67项,如“货币银行学”更名为“金融学”等。
上述关于学科增减、变更的详细资料见附录A。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小林、邢立强、江洲、孙广芝、刘学英、刘植婷、史立武。
本标准于1992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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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类的活动产生经验,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认识,认识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抽象而上升成为知

识,知识在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成知识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

体系根据某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而成学科。
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这里“相对”、“独立”和“知识体系”三个概念是本标准定义学科的基

础。“相对”强调了学科分类具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独立”则使某个具体学科不可被其他学科所替代,
“知识体系”使“学科”区别于具体的“业务体系”或“产品”。本标准中出现了一些学科与专业、行业、产品

名称相同的情况,是出于使学科名称简明的目的,其内在涵义是不同的。
由于应用目的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学科分类体系,本标准建立的学科分类体系是直接为科技政策

和科技发展规划以及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统计和管理服务的,因此主要收录已经形成的学科,而对于成

熟度不够,或者尚在酝酿发展有可能形成学科的雏形则暂不收录,待经过时间考验后下一次修订本标准

时再酌情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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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分 类 与 代 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学科分类原则、学科分类依据、编码方法,以及学科的分类体系和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学科的信息分类、共享与交换,亦适用于国家宏观管理和部门应用。
本标准的分类对象是学科,不同于专业和行业。本标准的分类不能代替文献、情报、图书分类及学

术上的各种观点。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学科 discipline
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2.2 
学科群 disciplinegroup
具有某一共同属性的一组学科。每个学科群包含了若干个分支学科。

3 学科分类原则

3.1 科学性原则

根据学科所具备的客观的、本质的属性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划分不同的从属关系和并列次

序,组成一个有序的学科分类体系。
3.2 实用性原则

对学科进行分类和编码,应以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应用需求为基本目标,列入到分类体系内的学科

覆盖领域应全面、适中。
3.3 简明性原则

对学科层次的划分和组合,力求简单明了。
3.4 兼容性原则

考虑国内传统分类体系的继承性和实际使用的延续性,并注意提高国际可比性。
3.5 扩延性原则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具有高度动态性的特征,应为萌芽中的新兴学科留有余地,以便在分类体系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得到扩充和延续。
3.6 唯一性原则

在学科分类体系中,一个学科只能用一个名称、一个代码。某学科被调整变更后,其原有的分类代

码撤销,不得再赋予其他学科使用。

4 学科分类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本质属性或特征,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

研究的目的与目标等五方面进行划分。

5 学科分类代码体系的说明

5.1 本标准所列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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