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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情报学文献计量方法

,
选择能收集报道全世界绝大部分重要科技期刊

、

杂志和会

议文献的
《
科学引文索引》等三种检索体系

,

对 1 9 8 5一 1 9 8 6年国际科技论文发表情况作了调查统计

分析
。

调查统计表明 : 我国发表的论文数处于世界前 30 名之内
,

占世界发表论文总数的比例较小
,

但增长率高
,

其中高等院校发表的论文较科研机构的多
。
通过调查统计分析

,

一方面评估了我国在

世界所处的学术地位
,
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科技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

但由于检索体系在选录我国

科技期刊文献存在不全面性
,

所以其评估和参考只有相对意义
。

就调查统计分析工作的本身而言
,

它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
。

根据需要
,

我们采用情报学文献计量方法
,

通过对国际科技论文发表情况的分析
,

对我

国科技水平在世界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调查研究
。

调查的对象包括美国科学情报所编辑出版的

《 S C珊 (科学 引文索引 )
、

《 is R 》 (科学评论索引)以及 《 IS T P》 (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 ) 3 种检

索体系
。

《 S CI 》 是一种大型
、

综合性检索工具
,

也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检索体系
,

它收录了世界上

3 3 0 0 多种重要期刊
,

通过
“

引证分析法评价学科发展的情况
,

预测学科可能的发展趋势和蕴育

的突破
,

评价科学家的影响或成就
,

评价科学期刊及某些重要论文的学术价值
。

扭 S R》 从世界各种专著
、

丛刊
、

评论性杂志以及 ((S CI 》 中选出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评论

性文章
,

其作用与 《 SCI 》 相同
。

《 IS T P》 收集报道了全世界 70 一 90 务的重要科学技术会论文献
,

可反映一个国家 (或研

究单位及研究人员 )研究工作的开展与本学科前沿水平的接近程度
,

也可反映一个科技人员对

本学科的学术贡献
。

我们通过以上 3 种检索体系对世界各国大量文献进行 了统计分析
,

并据此对我国科技人

员的学术水平进行了评估
。

一
、

我国论文数处于世界前 3 0 名之内

据 3 种检索体系统计
,

在各种重要期刊中我国发表的论文数和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发表论

文数均处于世界前 30 名之内
。

具体情况如下
:

在 《 SCI 》 统计中
,

我们发表的论文数 19 8 5 年居 24 位
, 1 9 8 6年居第 20 位

,

稍有上升
。

在 《 IS R》 统计中
,

我国发表的论文数 19 8 5 年居第 27 位
, 19 8 6 年仍居 27 位

。

在 傲 S T P》 统计中
,

我国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
, 19 8 5 年居世界第 19 位

, 1 9 86 年居

第 14 位
,

上升很多
。

*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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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与印度和巴西相比
,

我国排名大多落后于印度
,

先于巴西
。

在 《 S CI 》 统计 中
,

印度发表

论文数
, 19 8 5 年居第 11 位

, 19 8 6 年仍居第 11 位
,

领先于我国
。

在 《 is R》 统计中
,

印度 发表

的论文数 19 8 5 年居第 16 位
, 1 9 8 6 年仍居第 16 位

,

领先于我国
。

在 《 is T P》 统计中
,

印度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
, 19 8 5 年居第 18 位

, 1 9 8 6 年居第

16 位
, 19 8 5 年稍高于我国

, 19 8 6 年则落后于我国
。

二
、

我国发表论文数占世界论文总数的比重小
,

增长率高

我国发表论文数在世界论文总数中所占比重甚小
。

据 《 S CI 》 统计中
,

在各种重要期刊中
, 1 9 8 5 年世界发表论文总数为 6 2 0 4 4 8 篇

,

我国为

3 , 7 6 篇
,

仅占世界总量的 .0 58 务
。 1 9 8 6 年

,

二者分别为 6 2 , 4 3 2篇和 4 5 0 8篇
,

我国论文数仅

占世界总量的 0
.

7 2多
,

稍有上升
。

据 ((I S R》 统计
,

在各种重要评论性期刊中
, 19 8 5 年世界论文总数为 4 9 4 03 篇

,

我国为 1 14

篇
,

仅 占世界总数的 .0 24 多
, 19 8 6 年二者分别为 4 7 3 2 7 篇和 7 5 篇

,

我国论文数仅占世界总数

的 0
.

16外
。

据 《 IS T P沙 统计
,

在各种重要国际会议上
, 19 8 5 年世界发表论文总数为 12 2, 2夕3篇

,

我国

为 9 16 篇
,

仅占 .0 7 , 多
。 19 8 6年二者分别为 1 26

,

9 2 3 篇和 16 19 篇
,

我国的论文数占世界总数

的 1
.

2 8务
,

增长 7 7并
。

但是
,

在 《 S c 助 和 ((I S T P分 统计中
,

我国发表论文的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发表论文平均

增长率
。

在 《 S cl 》 统计中
, 1 9 8 5 至 19 8 6 年世界论文只增长 .0 8外

,

我国则增长 26 外
。

在

((I S T P分 统计中
, 1 9 8 5一 1 9 8 6 年世界会议论文增加 3

.

8另
,

我国则增长 76
.

7外
。

三
、

我国学术论文数分布情况分析

1
.

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分布情况比较

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发表论文情况进行分析表明
,

高等院校发表论文数比科研机构增

长幅度大
。

据 《 SCI 》 统计
,

高等院校发表论文数从 1 9 83 年的 1
,

4 07 篇增加到 19 86 年的 2
,

23 9 篇
,

增

长 59 并
。

中科院系统从 19 8 3 年的 1
,

1 21 篇减少到 1 9 8 6 年的 1
,

1 04 篇
,

减少 1
.

5多
。

这可能与

中国科学 院系统的《科学通报 》
、

《地球化学》以及《昆虫学报》等刊物不再被移 CI 》 所收录有关
。

据 l(( S R分 统计
,

高等院校发表的论文数从 1 9 8 3年的 16 篇增加到 1 9 8 5 年的 39 篇
,

3 年

间增长一倍多
。
此间

,

科研机构从 22 篇增加到 62 篇
,

三年间增长 1
.

8 倍
。

据 ((I S T P》 统计
,

高等院校发表论文从 19 8 2 年的 28 3篇增加到 1 9 8 5 年的 6 7 4 篇
, 4 年

间增长 1
.

4 倍
。

科研机构从 19 8 2 年的 3 0 4 篇增加到 19 8 5 年的 4 2 9 篇
, 4 年间增加 4 1多

。

2
.

对科研机构情况的分析

在研究工作中
,

对我国科研机构及中国科学院系统在 3 种检索体系覆盖范围内发表论文

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
。

从中排出了论文数量最多的前 10 个科研机构
。

结果表朋
,

排在前面的

几乎全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研所 (见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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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科研机构 1 9 3 8一1 9 6 8年发表论文数前 10 名情况

按
《 SC扬 统计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药物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

篇数

3 29

26 3

20 2

19 3

1 8 8

1 8 2

17 2

1 3 3

1 26

1 1 2

按
《 I SR ,

统计 篇数 按 《 I s T P》 统计 篇数

,
者户O,̀巴

J巴少,ù叮J,ù ,且八曰,
口一ōù目j
曰

兮
`

斗乙
.,j又一丹、ù,j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中国科学院生化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
一,44北京疫苗血浆所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中国科学院系统所

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

44

3
.

对高等学校发表论文情况的分析

在研究工作中
,

亦对我国高等院校在 3 种检索体系覆盖范围内发表论文情况进行了分析
。

从中排 出了论文数最多的前 10 所高等院校 (表 2 )
。

结果表明
,

3 种体系统计中
,

北京大学均

居榜首
.

居前 10 名的也均属我国几所名牌大学
.

表 2 我国高等院校 1 9 83 一 1 9 8 6 年间发表论文数前 10 名情况

数一46932493788071635464篇一11篇数 据
《 I S T P ,

统计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Qro
ù`U

遗进-

{
6 7 6 }

一、夕口护ù,44
内气
3

据
《 s C I》 统计

北京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北京 医科大学

上海 医科大学

南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兰州大学

清华大学

4 4 0

3 8 1

3 4 1

2 1 1

1 9 5

1 8 4

1 63

1 63

1弓9

据
砚 I S R》

统计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上海第一医学院

上海第二医学院

武汉地院

湛江医学院

中国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

北京医科大学

兰州大学

通过以上分析
,

可 以看出
:

1
.

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相比
,

无论从论文的绝对数来看
,

还是从增长率来看
,

前者都

高于后者
。

这说明高等院校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科研力量
,

应予以大力扶持
。

2
.

从我国各科研机构发表论文情况来看
,

中国科学院系统各研究所处于绝对领先的
L

地位
。

这说明中国科学院科研力量的雄厚
。

3
.

以我国各高等院校发表论文情况来看
,

除了北京大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外
,

其它各大学

的名次均不稳定
。
在 3 个系列的前 10 名 中可见只有北京大学

、

中国科技大学和南京大学 3 榜

有名
。

从发表论文数来看
,

不是呈不断增长趋势
,

而是各年有增有减
。

说明我国高等院校发表

论文情况很不稳定
。

四
、

我国论文数按学科分布情况

我国被引用论文和在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

如按基础学科
,

应用学科和工业技术来划

分
,

情况不尽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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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C SI ))统计
,

基础学科论文占的比重最大
, 1 9 8 3一 19 8 6 年累计 8 9 1 。篇

,

占论文总数

( 1 5, 3 2 6篇 )的 58 多
,

但从历年情况分析
,

比重稍有下降
,

即从 19 8 3 年占当年论文总数 的 61 多

减少到 5 7并
,

其中又以物理学 占的比重最大
,

大体 占总数的 24 多一 28 务
。

个别年份其至高达

4 0并
。

应用学科 19 8 3一 1 9 86 年 累计 3 7 5 0 篇
,

占此间论文总数的 24 多
,

但篇数和比重都呈上

升趋势
,

即从 1 9 8 3 年的 7 54 篇增加到 1 9 8 6年的 1 1 70 篇
,

比重从 1 9 8 3 年 占当年论文总 数 的

22 务增长到 27 多
,

其中医学论文 占绝大多数
,

为 80 一 90 外
。

工业技术 1 9 8 3一 1 9 8 6年累计

2 6 6 6 篇
,

占总数的 18 务
,

此间论文数和比重的发展趋势不稳定
。 1 9 8 5 年最高

,

共 85 6 篇
,

占

23 务 ; 1 9 8 4 年最低
,

5 10 篇
,

占 13 多
。

其中冶金与金属比重较高
,

占 18
.

5多
。

据 {(I S R》 统计
,

基础学科所占比重也最大
, 1 9 8 3一 1 9 8 5 年间

,

基础学科累计被引用论 文

I n 篇
,

占此间论文总数 ( 20 7 篇 )的 54 多左右
,

而且 19 8 5 年比 19 8 3 年增长很多
,

即从 1 9 8 3

年的 1 4 篇增加到 1 9 8 5 年的 6 8 篇
,

3 年间增长近 4 倍
,

比重从 19 8 3 年的 3 2
.

6 增高到 5 9
.

5多
。

其中也以物理学占的比重最大
,

占 28 一 32 多左右
。
应用学科 19 8 3一 1 9 8 5 年累计 79 篇

,

占

总数的 38 务
, 19 8 5 年比 1 9 8 3 年增长不多

,

从 28 篇增加到 34 篇
,

比重从 65
.

1多 下降 到 30 多
。

其中也以医学占比重最大
,

占 85 务
。

工业技术 1 9 8 3 年增长较多
,

即从 1 9 8 3 年的 1篇增加到

1 9 8 5 年的 12 篇
,

增加 n 倍
,

比重从 .2 3多增高到 10
.

5外
。

其中以化工论文最多
,

1 9 8 5年有 4

篇
,

占当年论文总数的 33
.

3多
。

据 《 IS T P》 统计
, 19 8 2一 1 9 8 5 年间

,

我国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中
,

以工业技术论文篇

数和所 占比重增长较快
,

即从 1 9 8 2 年的 28 1篇增加到 19 8 5 年的 6 80 篇
,

增长 1
.

4 倍
,

其所占

当年论文总数的比重从 19 82 年的 45 务增加到 1 9 8 5 年的 60 并
。

其中以无线电
、

电信技术篇数

最多
,

增长较快
,

即从 1 9 8 2 年的 21 篇增加到 135 篇
,

增长 5 倍多
,

比重从 7呢增加到 20 并
。

基

础学科虽有增长
,

但速度较缓
,

即从 1 9 82 年的 27 3 篇增加到 1 9 8 5 年的 42 6 篇
,

增长 5 6多
,

所

占比重从 1 9 8 2 年的 43 并 下降到 37 并
。

其中同样 以物理学所占比重最高
,

占 46 .7 外
。

应用学

科无论从篇数
,

还是从比重来看
,

都呈下降趋势
,

即从 19 8 2 年的 76 篇减少到 19 8 5 年的 36 篇
,

减少 绍 多
,

所占比重从 12 多 减少到 3多
。

其中同样以医学所占比重最高
,

占 58 一 87 务
。

五
、

我国论文按作者分布情况

据 ((S cI 》 统计
,

在 1 9 8 3 年一 1 9 8 6 年间
,

发表论文最多的前 50 所院校中
,

发表论文人 数

为 3 6 71 人
,

论文数为 5 2 7 8 篇
,

平均每人 1
.

44 篇
。

其中最高的为北京大学
, 4 年来共发表 6 7 2

篇
,

平均每人 1
.

89 篇
。 4 年来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李新舟

,

共 19 篇
。

发表

4 篇以上的作者有 76 人
。

发表 3 篇以上的作者有 3 23 人
。

中国科学院排在前 50 名的研究所中
,

共有 3 0 7 3 人发表论文
,

篇数为 4 0 3 2 篇
,

平均每人

1
.

31 篇
,

其中论文最多的为上海有机所
,

共 174 人
, 3 29 篇

,

平均每人 1
.

89 篇
。 4年中发表论

文最多的为上海有机所的陈清云
,

共 26 篇
。 4 年中发表 4 篇论文以上的人数为 1 19 人

,
3 篇以

上的作者有 2 60 人
。

据 《 IS R》 统计
,

在 1 9 8 3一 19 8 6 年间
,

我国高等院校发表论文人数为 50 人
,

论文数 为 56

篇
,

平均每人 1
.

12 篇
。

其中最高的为湛江医学院 D on g
,

H
.

1
. ,

一人发表三篇
。

其次为北京医

科大学 L 还
,

x
.

Y
.

,

上海第一医学院 T an g
,

z
.

.y
,

北京大学 x im en
,

J
.

Y
.

和兰州大学

L iu
, Y

.

C
.

,

各发表 2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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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排在前 0 5名的所中
,

共有 50 人发表 62 篇
,

人均 1
.

24 篇
。

论文最多的是中国医

学科学院基础医学所 iQ an
,

5
.

1
.

,

一人发表 3 篇
,

其次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 c h ou
,

.K

C
.

,

中国昆明医学科学院生物所 D on g
,

D
.

x
.

,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 G an
,

F
.

x
.

和中国

科学院物理所 iL n
·

L 等
,

各发表 2 篇
。

据 傲 S T P》 统计
,

在 1 9 8 2一 1 9 8 6 年间
,

发表论文数 3 篇以上者
,

大学有 60 人
,

发表 2 篇者

有 15 9 人
。
发表论文数最多的前三名为

:
华东化工学院 C五en g

,

J
.

J
.

,

发表 10 篇 ;北京大学

物理系 Y an g
,

Y
.

C
.

,

发表 7 篇 ;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系教授方励之
,

发表 6 篇
。

科研机构中论文数在 3 篇以上者有 25 人
,

最多的前三名是
:
中国科学院上 海 光 机 所

G an
,

F
.

x
.

,

发表 12 篇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 H ua gn
,

Y
.

2
.

,

发表 7 篇 ;中国科学 院

系统科学所 C h en
,

H
.

F
.

,

发表 6 篇
。

六
、

统计分析科技论文的意义

我们采用情报学的文献计量方法
,

通过对国际科技论文发表情况的分析
,

对我国科技水平

在世界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评估
,

这是情报定量化研究的初步尝试
。

这次调查统计分析工作的

意义在于
:

1
.

为我国科技决策科学化提供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依据
。

以各决策部门和计划管理部

门可充分利用这种有分析有观点的定量情报
,

为实现决策或计划管理科学化服务
。

2
.

推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
。

此次对 3 个检索体系开展拿面和系统的调试工作
,

必将

进一步推动我国文献计算学的发展
。

应当承认这次调查工作是不够全面的
,

因为在 1 9 8 3一 1 9 8 6 年间 3 种检索体系选录我国刊

物少
,

且不稳定
,

加之分类角度不尽相同
,

所以它不能全面反映我国科技人员的学术水平
,

不 能

准确评估我国在世界所处的学术地位
,

只是相对而言
。

C H I N A
,

5 A C A D E M I C P O S I T IO N I N T H E W O R L D

S h a n g Y i e h u

( C h i n e : e I n s i r、 z e o f S c t’e , t i f fc a o d T e c h , o l o g f c a l l , f o r o a ri o , )

A b s t r a c t

八 Q o P t l n g t n e m e Ln 0 Q 0 1 e n u 卫 n e r a t l n g 1 1 t e r a [ u r e I n I n I 0 r m a t l c s , t n e a r t 1 C 七e 15 D a s e S o n a s u r v e y

a n d s t a t i s t i e s a n d a n a l v s i s o f th e p u bl i e a t i o n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e i e n t i f i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它i e a l n a o e r s

I n l , 。 〕
一

6 o w n l c n a P P e a r e a In [ n r e e I n a e x s y s t e m s , I n C l u O i n g l 邓 a e x 0 1 O c l e炸了之l之c r a P e r s
·

1 n e t n r e e

i n d e x s界 re m s l三s t r h e p a p
e r s p u b l i s h e d i n m o s t o f t h e w o r l d

’ 5 im p or t a n t s e ie n r i f i e a n d t e e h n ol o g i e a l

P e r i o d i e a l s
,

i o u r n a l s a n d e o n f e r e n e e s y m P o s iu m
.

T h e r e s u l t s r e v e a l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f a e t s : C h i n a r a n k e
d

i n t h e f i r s t 3 0 e ou n t r i e s i n t e r rn s o f t h e n u m b e r o 犷 Pu b l i s h e d P a P e r s , t h i s n u rn b e r m a d e u P a s m a l l

P r o
p o r t i o n o f th e t o t a l P u bl i s h e d p a P e r s i n t h e w o r l d b u t t h e P r o p o r t i o n i n e r e a s e d a t a f a s t r a t e ,

a n d t h e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o f h i g h e r l e a r n笼n g P u b tihse d m o r e P a P e r s th a n t h e r e s e a r e h i n s t it ut e s
.

hT
e s e

n o t o n l y a s s e s s C h i n a , 5 a c a d e m i e P o s i t i o n 己n t h e w o r l d bu t a l s o
p

r o v i d e r e f e r e n e e s f o r fo r m u l a t -

i n g s c ie n t i f i e a n d t e e ll n o l o g i e a l p o l ie ie s
.

o w i n g t o t h e i n c o m p l e t e e o l l e e t io n o f C h i n e s e l i t e r a t u r e

p u bl i s h e d i n s e i e n t玉f i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i e a l p e r i记 i e a l s b y th e i n d e x s y s t e m s , t h e a s s e s s m e nt a n d r e -

f e r e n e e s a r e o n l y o f r e la t iv 。 。i g n i f i e a n e e
.

T h e s u r v e y
, s t a t i s t i e s a n d a n a l y s is w i l l f u r t h e r P r o m o t e

ou r d e v e l o Pm e n t o f l i t e r a t u r e e n u m e r a t i n 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