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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量指标的变化看中国科技期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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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调研 了 SCI 近 5 年收录 中国科技期刊的各项定量指标
,

并将这些指标 与 sC I 同期

收录的全部国际期刊的各项指标进行 了比较研 究
。

结果表明中国科技期刊近年来取得了明显进

步
,

影响因子及其他指标持续上升
,

一小部分 中国科技期刊的定量指标 已位于其所属类目的中上水

平
。

中国期刊的指标增长率大大高于国际期刊的指标增长率
,

但在主要指标平 均值方面二者之 间

仍有很大差距
。

对进一步缩小 中国期刊与国际期刊的差距提 出了建议
。

[关键词 」 S CI
,

中国科技期刊
,

国际科技期刊
,

定 l 指标
,

比较研究

科学期刊是记录
、

传播
、

交流科学研究前沿新成

果的重要载体和窗口
,

既是科研工作的
“

龙头
”

又是
“

龙尾
” 汇’ 〕

,

在科学研究全过程中起着导向和促进作

用
。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
,

151 ( nI ist ut et for cS ien
-

it if C Iifor
n l l走l tion

,

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推出的 CJ R

( J o u rn al e it a t io n R卿
rt

,

期刊 引用报告 )已成为对基

础研究领域期刊进行定量研究评价的主要工具川
。

前些年不少研究据此对国内期刊状况与面临的挑战

进行过剖析汇3一5 〕
,

认为中国期刊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

一是质量不高
,

二是国际可见度低 s[]
。

现今情况如

何 ? 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否有所增强 ? 这是国内学术

界
、

科技管理部门
、

编辑出版界
、

图书情报界普遍关

心的一个问题
。

我们利用 199 7一2X() 1 年 CJ R
一

cS i
-

e n e e E d i ti o n [“ 〕
,

对中国科技期刊的被引频次 ( t o t a l C i
-

扭 ti o n s )
、

影响因子 ( i呷 ac t acf otr )
、

即年指数 ( i
mm

e d ia
-

e y i n d e x )和来源文献 (
S o u o e i t

ems )进行了全面检索

考察
,

所得多方面的定量结果表明
,

中国科技期刊近

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

种期刊中用中文出版的 巧 种
,

用英文出版的 47 种
,

用中
、

英文混排出版的 4 种
。

过去 5 年连续两年有影响因子指标的 11 种期

刊中
,

上升的有 7 种
,

下降的 4 种 ;在只连续 3 年有

影响因子指标的 6 种期刊中
,

连续 3 年都上升的有 3

种
,

有起伏变化但总体为上升的 2 种
,

下降的 1 种 ;

在连续 4 年有影响因子指标的 n 种期刊中
,

连续 4

年都上升的有 3 种
,

有起伏变化但总体为上升的 8

种 ;在连续 5 年有影响因子指标的 20 种期刊中
,

连

续 5 年都上升的有 5 种
,

有起伏变化但总体为上升

的 12 种
,

下降的有 3 种 ; 总体来看
,

这 48 种期刊中

有 O4 种为上升趋势
,

占 83
.

3%
,

下降的为 7 种
,

占

16
.

7 %
。

在 1999 年以前中国没有影响 因子达 到 1

的期刊
,

而 2 (洲〕年有 1种期刊影响因子达到 1
,

2(X) l

年则有 2 种期刊影响因子超过 l
,

最高的为 2
.

102
。

说明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的确是在不断扩大
。

1 SCI 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及其影响因子

S C I( cS i e n e e C i ta ti o n nI d ex
,

科学引文索引 ) 自创

建伊始便收录 了 《中 国科学》 ( cS ie int
a is in ca )

。

到

200 1年底止
,

SCI
一

C D (科学引文索引
一

光盘版 )和 SCI
-

E (科学引文索引
一

扩大版 )共收录中国大陆科技期刊

66 种
,

其中有影响因子等指标的期刊 59 种
。

这 66

2 S C I 收录的中国期刊与国际期刊指标比

较

CJ R 中的期刊指标值虽有强者恒强的惯性
,

但

必竟是动态性指标
。

由于期刊本身质量变化等内在

因素和 SCI 收录期刊总数逐年有所增加
,

研究热点

转换
,

全球科技协作加强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

期刊指

标值也会随之有所变化
。

我们得出的 19 9 7一2以 ) l

年 SCI 收录中国期刊及国际期刊的被引频次
、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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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两项重要指标总值和平均值
,

分别见表 1 和表 我们还对 SlC l 9 9 7 一 2X() 1年收录中国期刊和 国

2
。

表 3 列出的是 SCI 收录的中国期刊与国际期刊 际期刊的即年指标
、

来源文献指标作了调研
,

限于篇

2加 1年相对 199 7 年被引频次
、

影响因子指标的增长 幅这里只给出调研期内头尾两年的指标值及增长率

率变化情况
。

变化情况于表 o4

表 1 199 7ee 2X() 1年 S CI 收录中国期刊数及被引频次
、

影响因子指标

年度
期刊数 (种 ) 被引频次 (次 ) 影响因子

B 最高值 A 刊均值 总值 A 刊均值 B刊均值

000了nUZ
, .二内JCU八U只00八曰

咭1
.

…
0012

1371561752203247 27

852

1 2 0 3

1 4 2 1

1 9 59

总次数

4 92 4

7 0 17

9 9 80

13 8 8 1

2 1 3 93

最高值

0
.

5 13 4
.

叨 5 0

7
.

16 1 0

10
.

154 0

15
.

13 7 0

2 3
.

13 8 0

125 0 2 14

159 0 2加

17 8 0 2 74

2 4D 0
.

3 13

35 1 0 3 86

A :

所收录的全部期刊
,

B :

仅指影响因子 ) 0
.

00 1 的期刊 (下同)
。

表 2 199 7一 2X() 1年 SC I 收录国际期刊数及被引频次
、

影响因子指标

年度
期刊数 (种 ) 被引频次 (次 ) 影响因子

279276卿401449姗256349381782 42992956434023340424750464 96 3

5 46 7

5 55 0

5 68 4

5 74 8

4 89 3

5 37 8

5 46 7

5 以又

5 肠 8

最高值

296 7 59

322 5 29

33 8 74 2

乎抖 2 65

35 9 2 16

总次数 平均值 最高值 总值 A 刊均值 B 刊均值

13 7印 2 13

14 9入 ) 3 38

16 15 9 92 6

16 4 2 5 5 15

17 3 16 2 8 1

2 7 7 3

2 7 29

2 9 12

2 8卯

3 0 13

6 2 5 5
.

7 9 8

6 8麟
.

67 5

7 48 6
.

184

7 85 1
.

田8

8 2 12
.

24 2

嘶隅溯绷绷

表 3 SCI 收录中国期刊与国际期刊被引频次
、

影响因子指标 2X() 1年相对 199 7 年的增长率

收录期刊总数
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最高频次 总次数 平均值 最高值 总值 平均值

中国期刊增长率%

国际期刊增长率%

83
.

3 3

15
.

炎

169
.

46

2 1
.

以

33 4
.

46

2 5 斜

l 3 6
.

5() 3田
.

7 5 4 15
.

卯

8
.

65 13
.

3 7 3 1
.

27

180
.

82 30

13
.

4 1

表 4 SCI 收录中国期刊与国际期刊即年指标
、

来源文献指标 2 (X) 1年相对 199 7 年的增长率

收录期刊总数
即年指数

总次数

来源文献

最高值

0
.

(拍2

0
.

3 16

24 3
.

48

平均值

0
.

0 2 1

0
.

肠3

2X(]
.

00

最高值 平均值

中国期刊

1叨 ,

2以 ) 1

增长率%

3 6

必

8 3
.

33

0
.

7 52

4 14 1

明 8

54 7

79

15 2

丝
, 8 6

.

鱼
284

92 4 1

国际期刊

1如 7

2 (刃 l

128

12 1

增长率 %

4 96 3

5 7 48

巧
.

82

1 3 24 27 8

34
.

27

0
.

1卯

0
.

250

巧
.

58

22
.

10

1 1粼万

6 34 1

一 79
.

87

总值

2 86 1

10 02 0

2 50
.

2 3

63 5 386

6 96 33 3

9
.

59 一 5
.

79

ōóù

由表 1 可见
,

在过去 5 年中 SCI 收录中国大陆

期刊总数由 36 种增长到 66 种
,

期刊的各项指标总

值和平均值均连年持续大幅上涨
。

表 2 则显示 国际

期刊指标有的呈平稳上升
,

有的呈起伏上升
。

表 3

及表 4 显示 中国期刊的被引频次
、

影响因子和 即年

指标 3 项主要指标的最高值
、

总值
、

和平均值的增长

率均在 13 6%一4 5 1%之间
,

明显高于国际期刊各指

标的增长率为在 8%一47 % 之间 的水平
,

同时也远

高于我国收录期刊种数增长率 83
.

33 % 的水平
,

这

些说明我国期刊的进步是明显的
。

从以上各表数据

也显而易见
:
中国期刊与国际期刊相比几种体现期

刊质量指标的绝对值相差甚远
。

如 2田 1 年我国全

部期刊平均被引频次为 324 次
,

而 国际期刊达 3 0 13

次 ;我国全部期刊平均影响因子为 0
.

3 5 1
,

而国际期

刊为 1
.

4 29 ;我 国全部期刊平均即年指标为 0
.

伪 9
,

而国际期刊为 0
.

2 3伍唯有体现收录文献量多少的

来源文献指标平均值超出了国际期刊 的平均值 (这

也似乎说明我国期刊在编辑出版中也有热衷于追求

数量的情况 )
。

从检索到的结果还可看到
,

2 00 1 年

国际期刊被引频次达 1 以X ) 次以上 的有 2 306 种期

刊
,

1万次以上的有 3 23 种期刊
,

10 万次以上的有 13

种期刊
,

而中国仅有 4 种期刊被引频次在 l (刀〕次

以上 ;影响因子方面
,

国际期刊中 办 2 的有 1 07 5 种

刊
,

) 5 的有 250 种刊
,

) 10 的有 73 种刊
,

〕 20 的有

20 种刊
,

而中国仅有 1种期刊影响因子在 2 以上 ;即

年指标方面
,

国际期刊中多 5 的有 12 种刊
,

) 2 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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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种刊
,

〕 1的有 199 种刊
,

) 0
.

5 的有 5 75 种刊
,

而

中国最高的为 0
.

316 ;来源文献方面
,

国际期刊中年

被收录文献量 〕 2 以刃篇的有 12 种刊
,

) 1仪心篇的

有 56 种刊
,

) 500 篇的有 2 0 2种刊
,

中国仅一种期刊

年被收录文献在 500 篇以上
。

3 中国期刊在所属学科类 目中的排位简况

2X() l 年 JC R
一

cS i e n e e E d it i o n
将其收录的 5 7 4 8 种

期刊分为 170 个学科类 目 ( s ubj ec t C at e
go yr )

。

我国

有指标的 60 种期刊分别属 于其中 41 个类 目
,

而有

四分之三以上的类 目尚无中国期刊人围
。

化学综合

类 ( e坛而 s t可
,

M u l t id i s e ip l i

啊 )和材料科学综合类

(M aet 五沮s sc ie n e e M u l t idi s e i p li n娜 )各收 录 了我 国 7

种期刊
。

有 6 种中国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两项主要

指标都已进人到其所在类目的中上水平
,

另 8 种刊

各有一项主要指标进人到所在类 目的中上水平
,

但

这无论在全部国际期刊中还是在全部中国期刊中所

占比例都很小
,

其他大部分期 刊仍处于各自所在类

目的中下水平或排于尾部
。

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已

达中等或中上水平的期刊及具体排位位次见表 5
。

表 5

期刊名称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

李, 国科学 B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会报

科学通报

中闰科学 A

中国物理快报

化学学报

中 L日药理学报

2叨 l 年 S CI 收录中国期刊被引频次
、

影响因子指标排位靠前的期刊及排名

所属学科类目 该类收录期刊数 期刊被引频次 /排名 期刊影响因子 /排名

Ch eun
s

ytr
,

M山d ics ip l in柳
C卜e n it s

try
,

M u l t id ics ilP i
l la 。

M
e t故lu gry & M e

atll 扭咨cal E n砰n

~
n g

M
l」 t idics i p l i n脚 cS i

cen
e s

M u l t idics i p l i n娜 cS ien
e e s

hP ” i e s ,

M山 r idi阴ip l百n娜
Chiem

s l乃 ,

M ul t id ics iP l i n脚
Ch~

s

try
,

M u l t id ics i lP i n卿

hP

~
ol 卿 & P l

la ll l la《 y

nE 爵
n

~
n g ,

M ce h an i e al

Mce han i
( ,s

nE ig n e e ir n g
、

M ul t id i s e iP至i n呵
M ed i e i n e ,

G 已n e

arl & nI t

ern al

M et al 】u r
爵 & M et all ur ig c al E

l lg in ee ir gn

hP y s i e
s ,

M u l t idics 甲 l i n铆

hP y s i e s ,

M ul t idi cs ip l i
l l出 )

1 9 59 / 3 7

9 2 5 / 5 5

3 (万 / 3 2

1 628 / 12

6 2 7 / 18

1 2 15 2/ 9

夕以) / 5 1

9 5 8 / 5 4

95 8 / 9 3

0
.

叭科 /肠

0
.

吕驭) / 5 2

0
.

340
尸
3 0

0
.

5 1 1/ 2 2

0
.

340 / 2 7

0
.

8 133/ 0

力学学报

中国科学 E

中华 }欠学杂志

稀有金属材料 与工程

中 }闪物王单

物理学报

0
.

7 3 4 / 29

0 7 344/ l

0
.

376 / ’2 4

8 0 7
尸4/ 8

1 227 / 2 7

0
.

3粼 )
护
33

0 82 8 / 2 9

118118456745肠118118186102945811267肠66

4 中国期刊被引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曾说过
: “

知识的力量不仅

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
,

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

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 。

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是期刊被引用情况的数量反映
,

不能有效地说明期

刊及论文传播交流的深广程度和影响范围
,

因而调

查分析引用作者
、

引用期刊
、

引用国家的分布状况具

有特别意义
。

贺天伟对我 国 19 97 年影响 因子最高

的期刊《中国科学 B 辑》的被引情况进行过调查川
,

我们于 2 00 3 年 3 月 6
ee一 10 日对 IS x 跳b of cS i e n e e

2〔x幻 年库中收录的《中国科学 B 辑》以及我国 200 1

年两种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 《细胞研究》和《世界 胃

肠病学杂志》的被引情况进行了检索统计
,

结果见表

6
。

表中 B
、

C
、

D 栏比 A 栏论文可引用期略长
,

从 A
、

B栏数据看
,

即使扣除这一因素的影响
,

属同一种期

刊的 B 栏多项数据仍比 A 栏有一定改善
,

如期刊的

自引百分比降低而外刊引用百分比提高
,

引用期刊

总数
,

特别是国外引用期刊数都增长一倍以上
,

说明

该刊在国外的影响力有所加强
,

但同时作者 自引百

分比却不降反升
,

又说明该刊的交流和影响仍主要

限于国 内
。

C 栏各项数据是调查范围内最为理想

的
,

其论文他引率和 国外期刊 引用率都在 80 % 以

上
,

引用作者来 自 22 个国家与地区
,

国外作者引用

率为 79 %
,

95 % 的引用期刊为国外期刊 ( 12 5 种中包

括 刀故uer
、

eC U 等影响因子为 20 以上的期刊 6 种
,

影响因子高于 10 的期刊 14 种 )
。

表明 200 1 年影响

因子最高的期刊与 19 97 年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相

比有了不小进步
,

影响面扩宽
,

影响力增大
。

D 栏论

文的他引率为 90
.

6%
,

但期刊的自引率却出格地高

达 94
.

4 %
,

国内作者引用率高达 %
.

8%
,

这样的引

用比例分布使其影响因子快速上升的意义大打折

扣
,

说明其在国际上的实际影响力尚未随着被引频

次和影响因子的增长而同步提高
。



第 4期 赵基明
:

从定量指标的变化看中国科技期刊的进步5 2 2

.

表 6四种中国期刊的被引用情况

国外刊一2 35 65 1 2 3 4中国刊总刊数一犯5 711 33 9

收录
论文

总数

论文
被引
率%

收录 论文的引用作者分布 论文的引用期刊分布 引用期刊的国家分布 引用作者国家分布

论文
篇均
引次

他
弓l

占被
引总
数%

自
弓}

国内
他刊
引用

国外
期刊
引用

国 国内 国外
% 家 作者 作者

数 引次 引次

引自
被总%

总被引被引数
查调期刊

8 1 38 1 25 8 2 411 98 45 4 7
68 221 32 755 7 95 8 8 22 75 1 3 91 95 65 07711 93 41 66,ù勺óqù内」

l843

占引数一85

l八J成U

5 6 0
.

64

13 2 1
.

5 7

23 0 4
.

34

77 0 3
.

7 0

8 14
.

3 4 8

16 12

187 8 1

69 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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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1卯7 年《中国科学 B 辑》的被引数据 (据文献〔7」整理得出 ) ; B : 2 0以) 年《中国科学 B 辑 》的被引数据 ; C : 2仄旧年《细胞研究》的被引数据 ; D :

20汉〕年《世界胃肠病学杂志 》的被引数据
。

5 正视中国期刊所处地位及缩小差距的建

议

综上所述
,

我国在过去几年中进人 SCI 的期刊

在数量上有明显增长
,

质量上有一定提高
,

有一小部

份期刊的定量指标已进人所属学科类 目的中上水

平
。

中国期刊的各项指标增长率明显比国际期刊的

增长率要快
,

但这种增长率是相对于原来低水平基

数的比较
,

几项主要指标的平均值无论与国际期刊

还是与同类期刊的平均值相 比较仍处于较低的水

平
。

引用状况的调查结果说明我 国部分期刊在国际

上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没有随着影响因子等指标的增

长而同步提高
。

5
.

1 中国期刊指标快速提高的主要原因

中国期刊之所以多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
,

其根

本原因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

特别是实施创新

工程以来
,

科研投人的大幅度提高和科研条件的明

显改善
,

已开始对促使科研工作质量上升发挥作用
。

投送到国内期刊上发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有所增

加
。

其次是期刊国际化程度有一定提高
,

在聘请国

际科学家作期刊编委
,

争取国外稿件方面
,

已见到一

定的成效
。

第三
,

在编辑规范化
,

印刷精美程度方面

有大的改观
。

第四
,

SCI 近年新增人选期刊较多
,

中

国人选期刊的增多开始产生了一定的
“

协同效应
” 。

第五
,

原有指标基数甚低
。

5
.

2 制约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主要因素

我国至今尚无进人高引用区的期刊
,

即使影响

因子最高的 eC ll R已S e a

hcr
,

在其所属
“

ce n iB ol o gy
”

类

下收录的 147 种期刊 中被引频次仍只排在第 136

位
,

影 响因子排在第 78 位
,

尚未能达到中等水平 (该

类期刊被引频次最高为 146 22 5 次 ;刊均引用频次为

5 9 7 6 次
,

影响因子最高为 29
.

2 19
,

平均为 3
.

90 1 )
。

影响因子排名第二的 肠而 oJ
~

l of 及砧 t oer 砍 or 及移 y

面对 SCI 库中千余种生物医学期刊
、

本领域近 50 种

专业期刊和国外大量的同行研究者
,

却只赢得 4
.

4 %

的国外期刊引用率和 3
.

2 % 的国外作者引用率
。

这

些说明有的中国期刊虽然进人了国际权威文献报导

与检索系统
,

计量指标也有了很大提高
,

但交流影响

的对象和范围仍主要是国内
,

在国际科学共同体和

国际期刊中的影响还不很大
。

制约中国期刊国际影

响的主要 因素有三
:
一是高质量论文还不是足够多

,

难以形成整体效应 ;二是中国期刊对外声誉不高
,

难

以吸引国际用户主动慕名而来
,

把中国期刊作为重

点关注的文献源 ;三是期刊出版社各 自为政
,

无力组

织有效的国际宣传
,

对外发行渠道不畅
,

发行量太

少
,

严重影响其传播面
、

显示度和可获得性
。

.5 3 对策建议

我 国期刊要缩小与世界名刊的差距
,

最重要的

是要能征得更多的高水平论文
。

我 国科技研究可以

说在许多领域已达到或接近相对较高的水平
,

要提

高我国期刊质量和影响力
,

根据我国国情首先是要

能吸引留住国内真正高水平的研究论文
。

为此建议

有关管理部门除了对优秀期刊给予办刊经费支持

外
,

还应制订一些类似于吸引 留学回国人员那样的

吸引优秀稿件的措施
,

以保证能留住国内更多 的真

正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投寄到国内期刊上发表 ;第二
,

定位一批 目标为面 向国际交流的期刊
,

切实加强其

期刊编辑部建设
,

采取类似国家重点实验室
、

知识创

新基地一样的建设管理措施和人才激励机制
,

将岗

位与责权利挂钩 ;第三
,

要进一步加大国际化力度
,

聘请友好的名副其实的国际编委参与编审工作
,

并

宣传我们的期刊
,

争取国外优秀稿件 ;第四
,

针对国

际科技交流 的主要语言是英语的现实
,

要大力办好

英文版期刊
,

以赢得更多 国外订户
,

扩大国际发行

量
,

提高国际可视度和可获得性 ;第五
,

中国期刊论

文审稿和出版周期太长是影响对优秀论文吸引力的

重要原因
,

严重影响论文的时效性和作者信心
,

这不

是水平高低问题
,

而是编审出版操作效率方面的问

题
,

应将此作为国际期刊竞争的主要参数圈之一尽

快解决 ;第六
,

凝聚国内科技期刊出版力量
,

借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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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版力量
,

加强编辑
、

出版
、

发行方面的合作
,

以提

高在国际书刊市场的竞争力 ;第七
,

注意逐步解决各

学科领域间期刊发展不平衡状况
,

争取农业等领域

的期刊也能走向世界
。

此外
,

期刊编辑界要有危机感
,

决不可松懈
。

因

为 sc l 收录期刊数虽然总体上是逐年有所增长
,

但

也有不少已人选的期刊被淘汰的例子
。

我 国过去收

录期刊数就有较大起伏
,

目前仍有不少人选期 刊还

是处于所在类目的较后位置
,

要保证已人选的期刊

不被跻出来并能稳步推进
,

在抓提高质量的同时还

要保持与 15 1 的联 系
,

注意寄刊不要脱期
。

我们还

应看到外国出版商进人我 国争夺优秀稿源的现实
,

如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 ( oI PP )在北京设立 办事处

后
,

不仅在有关刊物上作宣传
,

向有关单位寄发征稿

信
,

还主动派员到我国各主要大学物理系上门征稿
,

承诺作好协助改稿等服务工作
,

将来这种情况还会

增多
,

我们也要有思想准备
。

科技工作者要支持办好国内期刊
,

最好的支持就是

将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投送到 国内期刊上发

表
。

如果作者
、

编者都为中国科技期刊进一步提高

质量
、

走向世界而努力
,

相信中国期刊与国际品牌期

刊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
,

真正形成一批在国际上有

较大影响的优秀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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