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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对中国科技事业的贡献

— 兼谈科技期刊与科研诚信的关系

潘云涛 张玉华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

北京 1000 38)

[摘 要」 十余年来
,

我国 S CI 论文数至少有四分之一 由 S C I 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贡献
。

从 199 8

到 2 005 年
,

我国 SC I 源期刊的收录数量
、

主要文献计量指标 (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的增长 比例

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表明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和水平呈上升之势
。

中国科技期刊在我国人才培

养方面有不容忽视 的作用
。

多年来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在遏制学术腐败
、

造假方面做 了多方

面的努力
。

〔关锐词 〕 科技期刊
,

科技论文
,

文献计量指标
,

科研诚信

科技期刊工作是科技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
。

许多自主创新的成果
,

需要在我国的科技期刊

上报道
。

另外
,

科技期刊对于倡导学术 自律
、

遏制学

术腐败 (这是实现科技 自主创新起码的前提 )有着特

殊的作用
。

本文试图就科技期刊与自主创新
、

科技

期刊和学术自律的关系
,

分别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

作一简单分析
。

这还不够
。

我们希望被 SC I 所收录的期刊是真正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
。

表 2 所列数据为我国期刊与世界

期刊影响因子和总引频次的比较
,

时间跨度为 7 年
。

表 1 1” 2一 2 00 5 年 sc l 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

在国内外期刊发衰的比例

年代

1 中国科技期刊对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学

术地位所起的作用

科技期刊一向是反映科学自主创新成果的主渠

道
。

由于科学是国际化的
,

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

就更显重要
。

由 SC I论文数反映的我国在世界学术

界的地位近年来有了很大提高
,

这与我国科技期刊

被 S C I 收录数的较大增加不无关系
。

从 19 9 9 年用

S C I 网络版作为我国国际科技论文统计源检索系统

以来
,

我国 S C I 论文数的至少四分之一是由我国科

技期刊贡献的
。

详见表 1
。

2 我国 s c l 源刊主要学术指标的变化趋势

有更多的中国期刊被哭 I所收录当然是好事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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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我国期刊与世界期刊影响因子和总引颐次指标的比较 (据 1 , 98 一 2 005 J c )R

年代 1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2 2 0 0 3 2 0 0 4 增长率%

3.57.0.11137.36175CS I收录期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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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S l 的收录数看
: 199 8一 2006 年间

,

我国被

SC I 收 录 刊数 由 32 种 增 到 76 种
,

增 长率 为

137
.

5 %
,

而 s cl 收录总数在此时间段的年均复合增

长率仅为 n
·

3 % ;

从期刊影响因子的均值变化看
: 1998一2006 年

间
,

我国期刊的影响因子均值由 0
.

220 增到 0
.

605
,

增长率为 175
.

0 %
,

而 SCI 收录的期刊影响因子的

增长率仅为 36
.

7 % ;但要注意
,

1998 年我国平均影

响因子与世界平均值的差值是 1
.

0 56
,

2 005 年扩大

到了 1
.

1 3 9
0

从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变化看
: 1 998一 200 6 年

间
,

我国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均值由 221 增到 677
,

增

长率为 2 06
.

3 %
,

而 S C I 收录期刊总被引频次的增

长率仅为 34
.

6 %
。

同样
,

需要警觉的是
,

总被引频

次绝对数量的差距从 1998 年的 2 5 8 6 次扩大到 2 005

年的 2 995 次
。

以上三项指标显示
,

我国期刊与世界相比
,

尽管

对应数值都还较低
,

但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均值
。

科排位上升
,

55 个学科排位下降
,

另有 7 个不变
。

排位在学科前 50 % 的期刊有 巧 种
。

排位在学科前

1/ 3 的刊有 4 种
。

他们是
: A C TA G EO L S I N I ; A C

-

1谧 P E I ,R O L S I N I ; N E W C A RB O N 州 rA T E R ;尸 E
-

D O SP月卫 R E
。

3
.

2 总被引频次

与 2 0 0 4年相比
,

71 种期刊中
,

总被引频次增加

的期刊为 5 8 种
,

12 种期刊的数值有所下降
,

1 种期

刊保持不变
。

7 1 种期刊所涉及的 1 0 2 个学科主题中
,

62 种期

刊学科排位上升
,

25 种学科排位下降
,

另有 10 种不

变
。

排位在学科前 50 % 的期刊有 21 种
。

排位在学

科前 13/ 的期刊为 4 种
,

它们是
: A C TA P H sY sl

-

N l ; C月卫M J C H IN U ; C石仃N S CI B U L L ; 尺A尺E

M E 7该 L M A T EN G
。

3 从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看我国期刊的

学科影响

加强自主创新
,

不能搞一刀切
。

应选择基础已

经较好的领域
,

争取在这些领域实现一定的突破与

赶超
。

因此
,

分析一下我国不同学科期刊的文献计

量学指标是很有必要的
。

3
.

1 影响因子

2005 年
,

JC R 公布了评估数据的我国期刊为 76

种
,

5 种期刊是首次被评估
。

可与 2 004 年数据相比

的 7 1 种期刊中
,

影响因子增加的期刊为 39 种
,

另 32

种期刊的数值有所下降
。

71 种期刊所涉及的 102 个学科主题中
,

40 个学

4 我国期刊参考文献数的变化

牛顿说
,

我之所以能比前人看得更远
,

是因为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
。

利用参考文献
,

便是爬上 巨人肩

膀的手段之一
。

论文所附参考文献数不仅能从一个

侧面 (对本学科进展是否了如指掌 )显示论文的水平

和质量
,

也能从宏观上影响一个国家的期刊影响因

子指标
。

一个国家所有期刊的平均参考文献数较

少
,

意味着它们之间相互征引较少 (当然
,

有一部分

被征引的是国外文献 )
,

那么该国期刊的平均影响因

子必然高不到哪里去
。

据统计
,

我国 SC I源刊论文

的篇均参考文献数
,

在 2 0 03一 2 005 年间
,

其均值分

别为 1 7
.

2
、

19
.

0
、

1 9
.

7
。

在 2 00 5 年
,

我国的 7 6 种

S C I源刊中
,

已有 8 种期刊的篇均参考文献数达到

或超过 S CI 源刊的均值 (大于 30
,

表 3 )
,

尽管总体来

看
,

还有差距
,

但趋势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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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平均参考文献数超过 C SI所有源刊参考文献

数均值 ( 30 )的我国 s 种期刊 (据 2003 一 00 25 年 J C R )

期刊名称 文种

英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R e f
一

0 3 R e f
一

0 4 R e f
一

0 5

A C 了该 E G〔) LINS I E N G L9 2
.

8 6 2
,

7 36 2

A C T ’/ 、 尸E了况O L S I N I 4 4
.

7 4 4
.

4

A C T A P凡今R M S IN I C A 19
.

5 2 7
.

7 32
.

0

说
,

都发表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上
。

可见
,

国

内期刊一样为优秀成果提供了展示空间
。

而且
,

从

确保成果优先权的角度考虑
,

只要国内期刊尽量缩

短发表时滞
,

今后
,

国内科研人员在考虑其自主创新

成果在哪里发表为好时
,

国内科技期刊更可能成为

其首选
。

CE L I
,

R E S E丫气尺C H 3 5
.

9 4 1
.

6

F U N G A L D I V E R S I T Y

2 5
.

8

3 1
.

1

尸尺(天了R E S S IN C 月五M I S I
,

尺Y 5 8
.

8 6 3 9 6 3
.

0

SCI I N C H IN A -D E A R丁H 2 6
.

7 2 6
.

5 3 0
.

4

5 中国科技期刊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我国研发人员数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
。

随着科

研人员总数的增加
,

期刊数量也需要相应增加
,

这样

他们才有展现其成果的舞台
。

从 1 9 9 6 年开始
,

中国

科技期刊数量平稳增长
,

19 9 6一 2 0 0 5 年的 10 年中
,

中国科技期刊数从 3 754 种增加到 4 7 58 种
,

增长

2 6
.

7%
。

在 2 0 0 5 年的 4 7 5 8 种科技期刊中
,

学术性

期刊为 3 8 16 种
,

约占 8 0
.

2 %
。

应当说
,

期刊数量的

增长对于科研 人员
,

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的
“

练兵
”

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

由于英语是科技界的事实上的国际语言
,

对于

中国这么一个大 国
,

英文科技期刊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
。

19 9 6 年
,

中国有英文版科技期刊 13 0 种
,

2 00 5 年增加到 了 1 7 3 种
,

从 19 9 6一 2 0 0 5 年的 1 0 年

中
,

中国英 文版 科 技期 刊 增 加 了 43 种
,

增 长

33
.

1 %
。

可见
,

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数也在逐年增

加
,

但占中国科技期刊总数的比例还 很小
,

2 005 年

仅占中国科技期刊总数的 3
.

6 %
。

尽管 目前我国英

文科技期刊还面临种种困难
,

但我们确信它们有 着

光明的前景
。

另外
,

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编辑
,

我国

这些英文科技期刊也在起着
“

练兵
”

的作用
。

千万不

要忽视了
“

练兵
”

的重要意义
。

中国科技信息研 究所每年在
“

中国科技论文统

计结果新闻发布会
”

上都公布高被引和高影响作者

的名单
。

据观察
,

上榜者中有好多已经成为院士
、

学

科带头人或走上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
。

从这个

角度完全可以说
,

我国的科技期刊确实促进 了我国

研究人才的成长
。

再 以 2 0 0 7 年初公布的 2 0 0 6 年国

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
、

南京大学 阂乃本教授团

队为例
,

他们发表的与获奖成果相关的中文科研论

文共 31 篇
,

除 1 篇外
,

其余均被中国科技信息研 究

所的
“

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
”

所收录
,

也就是

6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在遏制学术腐败造

假方面所作的努力

遏制学术腐败
、

倡导学 术自律应是我国科技界

共同的任务
。

多年来
,

我们在以下方面作了一些努

力
:

6
.

1 合理制定论文统计源刊的选取原则和调整方案

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 ( C S T P C D )收录的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

截止到 2 0 0 5 年共 16 52

种
。

每年都要根据期刊的学术指标和专家同行评议

情况进行调整
,

体现 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

每年都有少量期刊因为学术质量问题
、

参考文献著

录不规范问题以及违反学术道德等问题被从统计源

期刊名单上删除
。

2 005 年有 32 种期刊被删除
,

另

有某些期刊因为自引比例超常
,

被严重警告
。

警告

之后一年来
,

这些期刊均进行了整顿
,

并将整顿结果

汇集成报告递交给我们
。

我们视其整改效果决定其

是否能继续拥有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

的地

位
。

6
.

2 合理设计评估指标
,

顺应学科发展需求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 自 19 9 6 年问世以来
,

已相继发布过近 2 0 个计量指标
。

每年公布的指标
,

都会根据相关需求和指标的合理性作必要的调整
。

比如
,

我们已连续发布了四届 (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

刊 )名单
。

为了对个别期刊通过提高 自引数来增加

影响因子的不 良做法进行遏制
,

我 们设置的评估指

标的种类和指标的权重都发生了变化
。

比如设计他

引总引比指标对非正常自引进行控制
,

加入学科影

响指标使评估期刊的表现更为科学
。

6
.

3 面向墓层单位的科研管理人员进行宣传和培训

在某些基层科研部门的管理 实践中
,

确实存在

简单化地使用 SCI 指标
、

过度重视 S CI 指标的问题
。

但是我们应看到
,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

总体科技实力

比较落后
,

而学术发展需经历一个 由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
。

在此过程中
,

有些单位制定了 比较急功近利

的激励政策
,

某些科研 人员因而就更加浮躁
。

为了

使相关人员能正确解读统计结果
,

我们通过举办讲

座和发表文章
,

对各基层单位的科研管理人员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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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科技工作者进行宜传和培训
,

注重引导管理

人员和科研人员从重视论文数量转变到重视论文质

量上来
。

7 科技期刊编辑部对于遏制学术不端行为

资无旁贷

专家审稿制是保证论文质量
、

杜绝论文造假行

为发生的重要手段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在选

取新刊时
,

都要求有关期刊编辑部提供审稿单的复

印件
,

举例说明本期刊的审稿流程
,

并提供重要审稿

人和编委的名单
。

应当承认
,

并非所有审稿专家都那么认真负责
。

1998 年
,

国外一些科研人员有意识地在一篇文稿中
“

埋伏
”

了 8 个错误
,

并将该文交给 200 多名评审者

审稿
。

结果
,

这些审稿者每人平均只发现两处错误
。

200 5 年 7 月号的美国医学会杂志 (AJ M A )发表的一

篇论文指出
,

曾有一篇医学论文说某一医学干预法

有效
,

后来
,

这篇论文为论证干预法有效而援引的临

床报告中有 16 %被推翻
。

可见
,

当初评审这篇论文

的学者未能发现文稿中的重大缺陷
。

这些以及其他

大量事例表明
,

科技期刊编辑部如何慎选审稿人
、

如

何对审稿人提出严格要求
、

如何对其审稿过程与结

果进行质量控制
,

对于在源头上防止科研论文发表

方面的不端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

我们已经进入了
“

注意力经济
” 。

谁能吸引眼

球
,

谁就容易发财
。

一些文体明星走上经商之路后
,

较快地取得了成功
,

原因就在这里
。

同理
,

在科技

界
.

注意力也是一种资源
。

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

的乔治
·

弗朗克 20 02 年在 & io ot 耐 ir “ (( 科学计

量学》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

科学中的注意力经

济— 探讨科学之集体理性的新颖进路
”

的文章
,

饶

有兴味地论证了引用问题
。

他认为
,

一则科学信息

(比如一篇论文
,

一本专著 )所引起的注意力可以区

分为两种情况
:

一是资本品
,

一是消费品
。

一则信息

通过被别人引用而赚得的注意力属于资本品
,

一位

作者在撰写文章时阅读
、

参考了别人的研究成果
,

付

出了注意力
,

则对于这位作者而言
,

所参考的资料就

是消费品
。

任何人公开发表了科学文献
,

就拥有了

对文献的知识产权
。

这项权利反映在什么地方呢 ?

反映在
,

未获作者许可
,

其他人不得将其当作公共品

来使用
。

那么
,

如果在知识生产 ( 比如撰写学术论

文 )的过程中
,

需要提及别人的观点
、

数据和结论
,

也

就是把别人拥有的信息作为自己的生产手段
,

就必

须获得合法许可
。

只不过
,

在科学交流领域
,

这一合

法许可的形式不是一纸协议书
,

而是对别人成果的

公开引用
。

引用时
,

未向被引论著的作者付费
,

但这

并不意味着引用行为是免费的
。

引用就意味着欠了

一笔费用
。

引用者发表 自己的论文后
,

就可能赚得

一些注意力 (比如日后该文章被别人引用
、

评论了 )
,

通过引用
,

引用者相当于将自己赚得的一部分注意

力转移给了被引作者
,

从而免去了交费义务
。

在 日

常交往中
,

谁都知道借钱是要还的
,

不还就是无赖
。

有些人写文章时所表达的明明不是自己原创的观

点
,

不是 自己采集的数据
,

却没有作适当的引用
,

这

就同借钱不还一样糟糕
。

有人在借钱的那一刻就没

有打算还
,

有人是打算还而忘了还
,

原因有异
,

但是

对于债主
,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

没还就是没还
,

没有

任何借口
。

同理
,

有人是有意识不引用别人的成果
,

将别人的原创性攫为己有 ;有人是由于不懂得引用

的重要性
,

平时做读书笔记时不注意记录下文献出

处
,

到写文章时就只利用了人家的东西
,

在
“

参考文

献
”

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

这两种情况
,

动机不一样
,

效果却是一样的— 都属于欠钱不还
。

欠钱不还不

是一个好公民
,

该引用未引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
,

就这么简单
。

我们所有科技期刊的编辑部
,

都应从上述这个

高度来认识参考文献的重要性
。

这样
,

就再也不会

干为了节省版面而限制作者的参考文献数量这样的

蠢事了
。

同时
,

编辑部要切实地教育作者
、

要求作者

在参考文献征引方面要做得堂堂正正
,

一丝不荀
,

这

样才对得起为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前人或同事
,

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
,

对得起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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