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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 J
.

E
.

H ir sc h 于 2005 年提出的 h 指数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新的科学计量评价指标
。

本

文介绍了 h 指数的定义
、

优势及其在科学研究人员
、

科研集体和学术期刊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情

况
,

对 h 指数的局限性作了中肯评述
,

并建议在有关重要学术评价中予以适当采用
。

[关锐词」 h 指数
,

计量指标
,

科研绩效
,

绩效评价
,

计量评价
,

期刊评价

1 引言

学术成果评价是科技管理活动
、

特别是科学评价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评价方和被评价方特别关

注的问题
。

一方面由于不同科学家个人
、

科研集体产

出的学术成果
,

客观上存在着水平高低有别
,

影响大

小不同的情况
,

需要科学评价 ;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科

学资源分配
,

有限的高级人才聘任以及科学奖励等方

面也都需要科学评价
,

以便保证作出正确抉择
。

然

而
,

在人们通常采用的同行专家定性评价和文献计量

指标定量评价两种主要方法进行科学评价时
,

都还存

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

采用同行专家定性评价
,

如

果评议机制严格
、

得当
,

评审专家作风正派
、

了解情况

全面
,

能够得出客观公正的定性评价结果
。

但在评议

机制不够严格和信誉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
,

往往存

在重人情拉关系
、

本位主义等现象
,

影响到评价工作

的客观公正性
。

采用文献计量指标定量评价时
,

若是

计量指标设计科学合理
,

评价系统数据充分
,

能得到

客观可信的定量的评价结果 ;反之同样会影响评价工

作的客观公正性 〔̀ 〕
。

例如在评价指标设计不合理或

是运用不当时
,

往往会给投机者留下可乘之机
,

在一

定程度上助长急功近利
、

浮躁浮夸
,

重数量轻质量等

不良风气和短期行为
,

给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

不良影响和后果
。

面对这些缺憾
,

我们只能是继续

努力规范评价行为
,

改进评价方法
,

力求设计更合理

的评价计量指标来解决科学评价中面临的问题
,

以

保证科学评价工作和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

20 05

年
,

由美 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 系 J
.

E
.

H isr hc 教授设计提出的一种新的科学计量评价指标

; 指数 ( h ig h ly 。 it e d in d e x
) [ 2 ]为提高评价结果的客

观公正性探索了一条新路
,

很快受到各方好评和欢

迎
,

并展示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

Z h 指数的含义与优势

2
.

l h 指数的提出背景与设计原则

iH sr hc 教授是一位成功而正直的科学家
,

主要

从事超导电性和铁磁性固体中集体效应的微观机制

研究工作
,

迄今已发表 200 多篇科研论文
。

在由美

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 151 )发布的 19 81 一 1 997 被引次

数最多的 10 00 名物理学家列表中排第 1” 位
,

( 12 8

篇论文总共被引 53 7 5 次
,

篇均被引 42 次 )[
3 J

。

近年

还发表了不少反战文章
,

曾多次组织发起由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
、

沃尔夫奖
、

狄拉克奖章
、

玻耳兹曼

奖章等国际奖项和美国全国科学奖章得主
,

美国物

理学会前任主席等在内的一批科学界名流集体上书

批评布什总统对伊 (朗 )政策
,

指出使用核武器反对

伊朗是
“

严重地不负责任
” ;还联名致函国会

,

力劝议

员们敦促国会
“

通过立法来限制总统发布对非核武

器国家进行核打击的权力
”

[’]
。

表现出一位科学家

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

科学评价计量指标一般都是由科学计量学或文

献计量学家或评价机构设计提出
。

iH sr hc 为什么提

出 h 指数 ? 他坦言
: “

从根本上讲
,

是不喜欢影响因

子
’ ,

5[]
,

觉得期刊影响因子高低不能代表论文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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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H i rs hc 为何能成功提出 h 指数这个创新性的计

量评价指标呢 ? 从其论文 2[] 可以看出
,

一是他作为

科学家的一员很关心
“

怎样用定量方法来衡量个人

科研产出的累积效果
” ;二是他相信

“

科学家发表论

文的数量及其被引用次数本身包含了很多有用信

息
” ,

三是对原有用于评价学术成果的论文总数
、

被

引总数
、

篇均被引数等计量指标的优缺点都有充分

的了解
,

感到原有指标有对质量因素缺乏考虑
。

他

主张在评价科学家个人绩效时应对产出论文的质量

和论文数量作综合考虑
,

评价指标既要体现质量
,

又

要体现数量
。

正是在这种先进的评价理念和既好又

多的思想原则指导下
,

设计提出了既能反映学术论

文影响力大小
,

又能同时反映其重要论文产出数量

多少的新指标
,

定名为 h 指数
,

现在也被许多文献

称之为 H i sr hc 指数
。

2
.

2 h 指数的定义

H i sr hc 将科学家个人 h 指数定义为
:
当且仅当

某科学家发表的 N
,
篇论文中有 h 篇论文每篇至少

获得了 h 次的引文数
,

其余的 N
, 一 h 篇论文中各篇

论文的引文数都成 h 时
,

此 h 值就是该科学家的 h

指数 [2 ]
。

H ir sc h 给 h 指数的定义仅是对科学家个人 而

言
,

鉴于 h 指数也完全可用作其他具有相同来源项

的评价对象 (如科研群体
、

学术期刊 )的评价
,

我们提

出如下适合各种评价对象的广义的 h 指数定义
:
当

评价对象发表的论文中有 h 篇论文的被引次数 )

h
,

且其余论文的被引次数都 ( h 时
,

此 h 值即为该

评价对象的h 指数
。

举例来说
,

一位科学家 (一个科

研群体或一种学术期刊 )的 h 指数为 20 时
,

表明在

该科学家 (科研群体或期刊 )发表的论文中被引次数

达 20 次以上的论文至少有 20 篇
。

二一 h 指数

发表论文数

圈 l h 指擞示意圈

图中曲线表示论文数量和被引量的分布状况
,

45 度

角平分线与该曲线的交点就是 h 值
,

曲线与两坐标围成

的区域即为论文的总被引次数
。

h 指数与发表论文数及论文被引用次数分布状

况示意图如图 1
。

H ir cs h 用一个比例系数
a
联系和

描述了 h 指数与总被引次数 N
c ,

ott 的关系
:

N
c ,

ott = 。人2 ( 一)

。
值大小由图中曲线分布状况所决定

,

iH sr hc

的观测结果是
, a
的经验值一般在 3到 5之间

。

h 指数会随着统计年限
,
的增加而增加

,

但不

同的科学家增加的快慢则有很大不同
。

H i sr hc 通过

一系列假设和数学推导
,

得到 h 指数会呈现近似线

性的增长趋势
。

对于一位在其科研生涯中以稳定速

率发表质量类似论文的科学工作者来说
,

有下列的

线性关系
:

h OC m n
( 2 )

式中参数 m 即为函数h 的斜率
,

年限
n
为变量

。

参

数 m 的高低为比较不同资历
、

不同水平的科学家提

供了一个很有用的标准
。

H i sr hc 通过对物理学家被

引记录的调查
,

认为不同的 m 值具有不同的含义
:

m 、 1
,

从事 20 年科研活动后 h 指数达到 20 的

科学家可以认为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
。

m 、 2
,

从事 2 0 年科研活动后 h 指数达到 40 的

科学家
,

可算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他们很可能

是在顶级大学或重点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
。

m 、 3 或更大时
,

从事加 年科研活动后 h 指数

达到 60 或 30 年后 h 指数达到 90 的科学家
,

可视为

真正的科学精英
。

2
.

3 h 指数的优势与反响

由于 h 指数
“

质
”

与
“

量
”

兼顾
,

因而一经提出就

很快博得了学术界专家和科学计量学
、

文献计量学

家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

英国的 Na ut er 和美国的

cS ien ce 均在 iH sr hc 的论文正式刊出之前就在第一

时间报道了其成果 6[, , 〕
。

aN ut er 的顾问编辑 P
.

B all

撰文称 h 指数是为科学家作公正排序的指标
。

受

访者物理学家 5
.

Rde en
r
认为

,

h 指数对于遴选美国

科学院院士
、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将是一个有用的客

观标准
。

华盛顿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 H
.

L
.

R oe id
-

ge lsr ]认为
: h 指数的奥妙之处在于通过一种简单的

测量
,

且仅用一个单一指标值达到了描述生产率和

影响力两方面的效果
。

澳大利亚 阮 ut he m C
~ 大

学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 J
.

K
.

v an d ay 教授 [,] 认为
,

h

指数相对影响因子更为强势
。

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的文献计量学家 H
.

E
.

M oe d[
’ “ 〕称

,

h 指

数是一种有创造性有吸引力的创新指标
。

(科学观

察》主编
、

国家科学图书馆金碧辉研究员 [ ” ]认为
:
用

h 指数评价科研人员的绩效可以遏制片面追求论文



第 1期 赵基明等
:一种新的科学计量指标—

h指数及其应用述评

数量的不良倾向
,

同时又能够激发科研人员探索深

层次科学间题的热情
。

这就是 h 指数与其他单项

文献计量学指标相比所独具的高明和绝妙之处
。

我们认为
,

h 指数体现和实践了
“

质
”

与
“

量
”

并

重
,

在讲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的新的评价理念
,

相比

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只能体现数量的缺憾有明显优

势
。

从学术评价角度看
,

h 指数法能提高评价结果

的客观公正性 ;从科学计量学及文献计量学角度看
,

可以认为 h 指数是近年计量指标研究的一项重要

创新成果
,

丰富了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的研究

内容
、

有效推动了其进展
,

提升了科学计量学和文献

计量学方法在科学评价方面的影响
。

3 h 指数的应用

由于 h 指数法优势明显
,

易于理解和计算
,

在

科学界及计量学界赢得了良好的反响
,

所以迅速地

在多方面得以应用
。

3
.

1 用于对科学家个人学术绩效的测 t 与评价

将 h 指数作为衡量科学家个人成就的计量指

标
,

是 H i sr hc 设计该指标的最初出发点
。

iH sr hc 在

其论文中列出了物理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 h 指数

最高的科学家名单及其 h 指数
。

物理学家中 h 指数

最高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 E
.

w itt en
,

h 二 1 10
,

iH scr h 本人的 h 指数为 49
。

生命科学领域

中 h 指数最高的是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神经生物

学家 5
.

H
.

S n y d
e r ,

人 = 19一
。

其他很多学科也很快有人用 h 指数法对其主

流科学家学术绩效作过测量研究与排序
。

如英国皇

家化学学会的电子杂志 hc
e m ist yr wo lr d 20 0 7 年 4

月刊出了美国佐治亚大学著名化学家 H
.

F
.

cS ha
e
fe

r

等编制的
“

健在化学家 h 指数排行榜
” 【̀幻 。

该刊编

者在推介这个排行榜的文章〔̀ 3] 中说
: h 指数已经赢

得了许多化学家的热情
,

尤其在美国
。

Shc ae fe
r
共

给出了 4 00 多名 h 指数妻 50 的主流化学家的排序

( S
e h a e

f
e :
本人在该表中排于第 22 位

,

h = 92 ; 在美

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的 151
’

19 81 一 1997 被引次

数最多的 100 0 名化学家列表【̀4 ]中排第 6 位
,

共被

引 11 92 1 次 )
。

在文献〔12 ]和由文献 [ 14 ]整理得出

的文献【15] 中
,

都对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化学家

作有标注
。

我们比较了进入这两种排行榜的化学家

的获奖情况
,

结果是
:
在 h 指数排行榜前 10 名中有

5 位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

而在被引用次数排行

榜前 10 名中只有 2 人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在 h

指数排行榜前 50 名中有 13 人
,

而在被引用次数排

行榜前 50 名中只有 7 人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

在这两个比较范围内
,

h 指数评价结果显然比被引

用次数评价结果与诺贝尔奖评奖结果的相关度更高

一些
。

丹 麦 A ar h u s
大 学 计 算 机 科学 系 M

.

1
.

cS h w art bz ac h 副教授 [’ 6」则提供了 h 指数高于 40 的

全世界 112 位计算机科学家的排行榜
。

表 1 是由文献【2
,

12
,

16 」整理得到的不同学科

前 10 位科学家 h 指数
。

从该表可以看出
,

物理学界

h 指数排前 10 名的科学家 ” 镇 h 《 110
,

平均值为

9 1
.

;4 化学界 h 指数排前 10 名的科学家则是 104 簇

h簇 13 2
,

平均值为 115
.

;1 而生命科学领域 h 指数排

前 10 名的科学家 120 成 h 簇 191
,

前 10 名平均值为

14 7
.

;1 计算机科学领域 h 指数排前 10 名的科学家

56镇 h ( 70
,

前 10 名平均值则只有 63
.

7
。

表 1 物理学
、

化学
、

生命科学
、

计算机科学领城前 10 名科学家的 h 指擞

物理科学家 化学科学家 生命科学家 计算机科学家

l

数
h御名姓

序号`
数

h御h

指数
序
号

姓名

706867“65656457575911内̀内j444,
了O丹O声O户,人0

月峙飞é,几内OJ丹月峙,
.

0O产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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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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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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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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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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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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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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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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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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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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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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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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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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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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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者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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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方面
,

同样有不少类似研究与排序
。

美国的 B
.

e or n i n 等 [` 7 ]和英国的 e
.

OP
p e n

h
e im [` 8 ]分

别作了用 h 指数排序美国和英国信息科学与图书

馆学研究人员的研究
。

邱均平等〔’刃则利用 h 指数

法进行了图书情报学领域中国学者的个人绩效评价

研究
。

由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经济系开发的
“

经济学

文献互联网开放服务
”

系统 ( I
n t e r n e t

oD
c u m e n t s in

E co n o m i e s A e e e s s
se vr i e e ,

I n E朋 ) [ 2 0 ]
,

于 200 7 年 6

月基于该系统的数据
,

发布了全球在该系统注册的

13 4 00 多名作者中名列前茅的 5 % 的作者的 h 指

数
,

其中 h 指数排前 10 名的经济学家 27 成 h镇 39,

前 10 名平均值为 30
.

30

这些数据说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家的 h 指

数差别很大
。

表 1的数据也清楚表明
,

自然科学中

不同学科顶级科学家 h 指数最高值和平均值也有

明显差别
,

说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较大的学科差异

性或引文行为的差异性
。

3
.

2 用于对科研集体学术绩效的测 t 与评价

对于科研集体
,

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大学
、

研究院

所或研究小组产出成果的学术影响力
,

也都可以用

h 指数来衡量比较
。

如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

中心的文献计量学家劫
t场

n y F
.

J
.

, a n R a a n [2` 1
,

调

研了荷兰 14 7 个化学研究小组 自 19 91 一 20 00 年期

间产出论文的 h 指数
,

比较了 h 指数与多种传统文

献计量 指标的相关性
。

欧洲南方天文 台的 U
.

G or ht ko p f等人〔22] 借鉴 h 指数法
,

利用美国国家航

空与航天局的天体物理学数据系统
,

对美国哈勃太

空望远镜观测站
、

欧洲南方天文台等几家天文台站

的绩效用 h 指数法作了测定研究
,

他们认为 h 指数

排序结果更为客观
。

最近
,

匈牙利 se m m e lw e i s 大学 E
.

C saj 茄 k 等 [ 23 ]

采用美国《基本科学指标) ( E SI )数据库为主要数据

来源
,

对欧洲国家及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印度
、

日本
、

中国和美国 6 个非欧洲的世界大国共 40 个国家 (或

地区 )
,

于 19 96 年 1 月 l 日直到 20 06 年 8 月 8 日科

研论文的 h 指数及发表论文数量和篇均引用率两

种传统计量指标进行了测量比较
,

得到了 40 个国家

(或地区 )科研 h 指数排序表
,

排于前列的 20 个国家

见表 2
。

还列出了按农业科学等 2 0 个学科领域的 h

指数排序表
。

在这 3 种计量指标中以发表论文数量多少定高

低不能有效体现研究水平
,

学术界争议甚大难于认

可 ;按篇均被引数排序时美国落后于瑞士
,

而英
、

德
、

法国和 日本则都低于荷兰
、

瑞典
、

苏格兰
、

丹麦
,

显然

也不令人信服 ;按此指标排序时
,

中国排于 40 个国

家 (或地区 )中的第 39 位
,

无疑也被严重低估
,

显然

据此指标排序不符合各国科研水平的实际水平和贡

献
。

相比之下按 h 指数的排序结果更符合实际情

况
。

衰 Z h 指数排前 20 名的国家

排序 国家 h 指数 篇均被引数

3676913616943805823944070156359119698317
内J,1决11ùOùO丹nùOJ4
,̀,几八,内乙一吕n甘,̀,几n,自弓àO夕气甘

749426392362359355307305233294259259231226215185158156146192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加拿大

意大利

瑞士

荷兰

瑞典

澳大利亚

苏格兰

西班牙

比利时

丹麦

芬兰

奥地利

中国

娜威

波兰

发表论文数

2 8 3 1 0 0 4

6 4 3 5 57

7 2 3 4 35

5 2 2 0 15

7 7 1 5 7 3

3 83 1 99

3 5 8 4 5 2

1 5 4 2 9 1

2 1 5 0 5 0

1 6 5 8 6 2

2 4 0 7 3 8

1《犯 5 2 6

2 5 4 8 0 8

1 1 4 17 2

8 5 2 3 4

7 9 7 8 8

8 0 2 0 5

4 (洲) 9 1 7

5 6 2 6 5

1 1 5 5 3 5

,二,̀内」

46578910n181912131415161720

在按农业科学等 20 个学科排名中
,

美国在所有

20 个领域均列第 1
,

英国在 16 个领域列第 2 名
,

德

国在化学
、

材料科学和物理学 3 个科学为第 2
,

日本

在免疫学方面获得第 2 名
。

中国进入前 10 名的有
:

材料科学第 6
、

数学第 8
、

地球科学第 9
,

排名最低的

是免疫学为第 26 位
,

其他 16 个学科名列第 12 至 24

位之间
。

中国在 20 个学科排名中的排序与国内通

常所作的按学科发表论文数排序存在相当明显的差

异
。

万锦萝等 124 ]以中国知网 ( C N K )I 的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
、

中国引文数据库为数据基础
,

计算了中国

部分重点大学 ( 50 所 ) 2001 一 20 03 年发表论文在

20 01 年 1 月一 2006 年 10 月期间的 h 指数 h cN
,

利

用美国 151 Web of cS ien ce 计算了这些学校同期发

表论文在 2001 年 1 月一 2 0 06 年 12 月期间的 h 指

数 h : s : ,

并经对二者采用等权重求出了两种 h 指数

的平均值 h 。vr
,

按 h
。vr 排序的前 10 所大学及其 h 指

数见表 3
。

作者认为
,

h 指数可以很好地用 于高等

院校重要性和影响力的评价
,

可以和办学资源等其

他有关指标相结合
,

从不同视角共同对高等院校重

要性和影响力作出全面的的评价
。



第1 期 赵基明等
:一种新的科学计t 指标—

h指数及其应用述评

衰 3中国前1 0所盆点大学的 h指数

序号 学校名称 h, 人侧 入` ,

1 北京大学 6 0
.

0 6 4 5 6

2 清华大学 5 5
.

5 5 9 5 2

3 南京大学 4 8
.

0 4 7 4 9

4 浙江大学 4 4
.

5 4 9 4 0

5 复旦大学 4 4
.

5 4 4 4 5

6 北京师范大学 3 9
.

0 5 0 2 8

7 中 ilJ 大学 3 7
.

5 4 0 3 5

8 上海交通大学 3 7
.

0 3 9 3 5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6
.

5 2 7 46

1 0 武汉大学 3 6
.

5 4 2 3 1

美国犹他大学计算机学院 P
.

s ih ir ey 教授〔25 ]则

在 h 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可用于衡量学术机构整

体科研人材实力的元 h 指数 ( m et a h i n dex )概念
,

其

含义为
:
当某机构或部门 (学院

、

系
、

研究室等机构 )

的研究人员中有 h 位研究者的个人 h 指数都高于或

等于 h
,

此 h 值就是该部门的元 h 指数
。

例如
,

斯坦

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52 名研究人员中有 H ec ot
r

G a r e i-a M o li n ( h = 75 )等 27 人的 入指数都高于或等

于 27
,

其他人的 h 指数都低于 27
,

数值 27 就是斯坦

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元 h 指数
。

农 4 关国计算机科学前 10 名研究机构元 h 指数

机构名称 元 h 指数 排序

山m呀 ie M e llon U n iv e sr i t y
,

cS h oo l of C冶m
-

P u ter cS i
enc

e

S tan fo r d U n ive 招 i t y
.

eD Part m en t of C冶m p u t e r

反 ie成 e

M I T
,

氏p a rt m e n t o f E lec t ir e al E ng in ee r i n g

日n
d C冶m p u t e r cS i e n c e

U n iv e
isr t y of C a lifo nr i a a t eB

r k e le y ,

CS 压
v i

-

s io n o
f E E CS

G eo igr
a I ns t i t u t e of T ec hn

o l叩 y ,

oC lle g e
of

肠m Pu t in g

U in v e招 it y of W as h i嗯 ot n ,

eD p a rt m en t o f

C冶m Pu t e r
反 i e n e e

U n ive sr i t y o f M i e h ig an
,

CS E 以 v i s io n
of

E E CS

U n i v e sr i t y of oS
u the nr aC li fo m i a

,

eD Pa r t m en t

of C冶m pu t e r cS i e n e e

肠 rn e ll U n ive rs i t y
,

D e Part m e n t of oC m p u t e r

反 i e n c e

U n i v e rs i t y o f T e x as
,

eD Part m e n t of oC m Pu t e r

反 i e n c e

Sh i r le y 利用
“
G oo g le S e h o l a r ”

对美国计算机科

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进行了检索
,

于 200 7 年 7 月在

网上发布了一份包括 75 家计算机科学研究机构的

元 h 指数排行榜
,

表 4 是排于该榜前 10 家机构的结

果
。

犹他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元 h 指数 二 16
,

与宾夕

法尼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等并列第 26 位
。

元

h 指数是以科学家个人 h 指数评价结果为基础的一

种从整体上衡量比较科研机构研究人材实力或绩效

的一个有益指标
,

对同类机构的科研人材及研究实

力评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用性
。

3
.

3 用于对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测 t 与评价

学术期刊影响力的评价是编辑出版界
、

文献情

报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

不少研究结果认

为
,

将 h 指数用于学术期刊影响力的评价结果更为

公正合理
。

在这方面
,

匈牙利信息科学与计量学研

究中心的 T
.

B ar u n 等人 [2 6 ]利用 w
e b 。 f s e ie n e e

数据

库测定了 S CI 2 001 年来源期刊的 h 指数
,

从该文列

出的 h 指数 ) 50 的 63 种期刊可以看出
,

h 指数评

价法与影响因子评价法既有较好的相关性
,

也有其

独有的特点
。

从我们根据 B r
au

n
的列表中有所提前的期刊整

理于表 5 的情况看
,

h 指数法较之影响因子法用于

期刊评价时对学科依赖性
、

对文献类型的依赖性都

明显减少
。

具体表现在
: h 指数法评价结果能将反

映原始创新成果的快报类重要期刊
、

著名综合性期

刊
、

生物医学之外的其他学科 (如物理学
、

化学
、

材料

科学 )的重要期刊排位提前
,

使得在用影响因子评价

排序时生物医学类期刊一枝独秀
、

述评性期刊大多

遥遥领先 (使这类期刊的影响力被过于放大 )的局面

得以改变
。

h 指数法的评价结果让多个其他学科的

重要期刊都能在排序靠前的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 ;

属于二次创新
,

主要发挥总结指导作用的述评性期

刊排位适当后移
,

这更加符合科学家心 目中对相关

期刊的定位
,

与科学家心 目中具有的期刊声誉更趋

一致
。

也说明 h 指数法能更有效地揭示出主要承

担记录科技创新
、

传播科学最新发现的重要快报类

期刊对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比述评性期刊更

大的特点
,

评价结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实际
。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系研究人 员

c
.

w
.

iM lle r[ 川表示
,

影响因子原则上是合理的
,

但

许多物理学家认为
,

长期以来在物理学界最受推崇

的 hP 笋i ca l 尺 e v i e二 eL t t e sr 的影响因子低于尺
e v i e二 s

of 几介以e r n

hP ys 女
:

(两刊 20 03 年影响因子分别为

7
.

0 和 28
.

2) 是件怪事
。

M ill e r
测定了物理学类期

刊 1 990一 20 05 年的 h 指数
,

其中上述两刊的 h 指

数分别为 30 5 和 1 3 4
。

M i l le r
认为

,

经与影响因子评

价结果相比较
,

h 指数法所得结果更符合本学科同

仁的反映
,

是评价研究成果质量的强有力指标
,

并指

出用 h 指数测评物理学期刊质量较之用影响因子

更为优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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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5 部分期刊的 几指教评价法与影响因子评价法排序对照

期刊名 h 指数
按 h 指数

排序

按 2 0 0 1年

影响因子排序

h 指数排序较影响

因子排序上升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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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 A st 阳神 , “ ca l oj u

~ l 等期刊按 h 指数排序时有与其他期刊并列的情况
。

在国内
,

清华大学万锦荃等人〔28] 将 h 指数用于

对 (中华医学杂志 )等学术期刊的评价
,

认为 h 指数

是一个评价科学工作者科学成就的好指标
,

也能很

好地用于学术期刊的评价并可与期刊影响因子优势

互补
。

赵基明 [29 ]利用 w
e
b

o f sc i e n e e
数据库

,

测定

了 1999一 2006 年间 72 种被 sC I连续收录 5 年以上

的中国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 h 指数
。

同时还测定了

199 9一 2 006 年间 8 种物理学快报类期刊的 h 指数

等指标
,

结果见表 5
。

我们咨询了武汉大学物理科

学与技术学院的多名教授
,

他们普遍认为表中 h 指

数的排序结果比影响因子排序结果更为合理一些
。

因为 A PlP ied hP 笋 ic :

eL “ e sr 肯定比外那 ics eL tt e sr

B 更重要
,

外那 ic :

eL
t

estr A 比 M “ 召r ,

外笋ics eL 卜

et sr A 档次无疑要高
。

表 5 中有 6 种期刊的篇均被引次数与 h 指数处

于同序
,

6 种期刊的篇均被引次数与影响因子处于

同序
,

且不同序者差距很小
,

说明期刊 h 指数和影

响因子与篇均被引次数都有很高的相关性 ;有 4 种

期刊的 h 指数和影响因子都处于同序
,

说明这些指

标也有较高的相关性 ;发表论文总数与 h 指数和影

响因子的相关性最低
,

与 h 指数同序的只有 2 种期

刊
,

与影响因子同序的只有 1 种期刊
,

且不同序者之

间差距较大
。

这表明期刊靠增加发表论文量对提高

h 指数和影响因子的作用十分有限
,

只有争取发表

更多优质论文才能对 h 指数和影响因子这类重要

指标的提升产生大的作用
。

农 5 8 种物理学快报类期刊的 ` 种计 t 指标对照表 (按 h 指数排序 )

期刊名称
19 9 9一 20() 6发表

论文总数

19 9 9一 2 0 06 被引

总次数

19 9 9一 2 00 6篇均

被引次数

2 0
.

3 1 ①
11

.

1 7 ③

13
.

6 4 ②
7

.

0 6 ④
4

.

6 1 ⑤

3
.

8 2 ⑥
3

.

6 5 ⑦
2

.

3 7 ⑧

19 9 9一 20 0 6 单篇最高

被引次数

1 9 9 9一2 0 0 6

h 指教

2 0 0 6

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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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⑦
2 4 ⑧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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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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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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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64 ⑤
1

.

2 5 1⑦

1
.

13 5⑧

①②③⑤④⑧⑦⑥

OQ
` .1,
占

OJ

92306463630
门、ù
88
..1凡,ù内马à,且

②①③⑥④⑤⑧⑦1449069304616735
,̀,户,声,̀门J,̀3
ǎU,

子O八八,月呼,,̀,óō、ù气̀伟̀

表中 99 一06 表示 1999 年一 2 00 6年
,

①
、

②
、

③… … 表示在各栏指标中的排序
。

3
.

4 h 指数在未来成果预测
、

分析热点课题
、

特色

专题方面的应用

( l) 用于进行未来成果的预测
。

iH sr hc 最近的

研究表明
,

h 指数不仅可以用于评估研究人员过去

的学术绩效
,

也可以用于预测他们未来的学术成就
。

他从 hP ys ic al R e认 e w B 中选出了 50 位论文作者
,

这些作者都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发表论文
。

iH sr hc 采用各种不同的评估方法如 h 指数
、

论文总

数
、

总引用数和平均引用率等
,

研究了这些人学术生

涯中头 12 年的学术成果
,

看哪一种评估方法能够更

准确地预测这些人接下来 12 年的研究成就
。

结果

发现
,

对预测未来成就而言
,

h 指数的预测准确性比

总引用数稍高
,

而且大大高于论文总数和平均引用

率的准确性
。

H ir sc h 表示
,

h 指数是一种更好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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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就预报因子 0 3 [
·

川
。

2 ( )用于分析热点课题
。

h指数面世不久
,

德

国斯图加特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物理研究所博士研究

生 M
.

G
.

aB n ks 〔32, 33】便扩展了其用途
,

借用 h 指数

法确定物理学热门课题
。

但他不是通过作者
,

而是

通过论文主题或化合物名称
,

利用 W eb of K on w l
-

ed g e

数据库进行检索
,

并将由论文主题或化合物确

定的 h 指数命名为 h 一 b 指数
。

B an k s
的结果显示

,

碳纳米管研究是物理学中最热门的课题
,

其次是关

于纳米线的研究
,

接下来是关于量子点
、

富勒烯
,

巨

型磁致电阻
、

M 理论和量子计算等研究课题
。

最热

门的化合物是碳 60 ( q 。 )
、

氮化稼 ( aG N )
、

钦酸惚

s(
r
iT几 )等

。

他认为这个方法快速而简捷
,

可用于

得出什么是近期主流研究课题或化合物
,

能帮助博

士生选择未来研究领域
。

( 3) 用于测定特色研究专题
。

孟加拉国
、

古巴
、

苏丹等 12 个发展中国家的作者 M
.

A b d
e l l a t if 等 [ 34 ]

受 B an k s

博士的启发
,

通过研究主题进行检索
,

开展

了一次本国特色研究专题学术论文的 h 指数联合

调查
。

明确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各自的相对优势研究

领域
,

得出例如孟加拉国在
“

砒霜
”

研究方面 h 指数

排序第 1 ;古巴在
“

〕 00 3
”

(一种极高分子量的脂肪

族酸混合物 )研究方面 h 指数排序仅次于美国
,

排

名第 2 ;菲律宾在
“

罗非鱼
”

专题研究方面 h 指数排

序仅次于美国
,

名列第 2 的结果
,

达到了很好的效

果
。

3
.

5 文献情报与评价机构及个人方面的应用

虽然 h 指数问世时间不长
,

但在一些大型文献

检索与评价机构的数据库中
,

h 指数已作为一项重

要评价指标提供给用户查询参考
,

以便用户了解被

检索对象在用 h 指数评价时所处地位
。

此外
,

h 指

数也已在一些科研人员个人宣传介绍材料中得以应

用
,

用以展示他们的科研能力
、

绩效与影响力
。

( 1) 在数据库中的应用
。

h 指数问世后
,

美国

科技信息研究所很快看准了该指数的评价潜力和应

用价值
,

及时投入人力为 S CI
一

ExP an ded 的网络版

W
e b of cS le n c e

数据库开发并提供了适时更新的 h

指数评价指标〔351
,

而且查找检索非常简便
。

用户从

任何途径检索到的任何一组论文都能立刻得到该组

论文的 h 指数
。

例如由该库检索武汉大学化学与

分子科学学院张俐 (莉娜 )教授 1 99 9一 2 0 04 年发表

论文的 h 指数
,

只需在该库 eG en ar l eS ar hc 界面的

uA
t ho

r
字段输入

“
z h a n g L o : : h a

雌 LN
” ,

dA d r e ss 字

段输入
“

W
u h a n U n iv s a m e C h e m

” ,

时限选择 1 999一

2 004
,

进行组配检索就很快检索到张教授在此期间

共发表 15 1篇论文
,

然后单击所列条目右侧的
“

iC at
-

iot
n R e

op rt ”

按钮
,

便直接得到这 15 1 篇论文总共被

弓} 13 14 次
,

篇均被引 8
.

70 次
,

h 指数为 19
。

若将以

上检索条件中 A d dr e ss 字段改为 P ek i n g U in v ,

作者

字段改为空白
,

其他条件不变进行组配检索
,

便可立

即检索到北京大学在 1999一 200 4 年间发表论文

9 600 篇 (含合作论文 )
,

总共被引 71 233 次
,

篇均被

引 7
.

4 2 次
,

h 指数为 74
。

若在以上数据库 阮ur ce

iT d
e
字段中输入

“

Q “ R
~

cr h
” ,

年限选取 2000 ot

2 005
,

便可即刻检到在此期间共收录 (细胞研究 )发

表的论文 360 篇
,

总共被引 31 19 次
,

篇均被引 8
.

“

次
,

h 指数为 22
。

(本节各数据更新 日期为 200 7 年

10 月 5 日 )

荷兰 E l s e v i e r
设计开发的 S e o p u s m 数据库看到

h 指数对作者具有重要意义
,

作为一种测评工具 日

益受到人们青睐
,

在 200 6 年尚未开发出直接提供 h

指数的功能时
,

便开始引导用户在其 sco
p us m 网站

上首先检索出需要评估的论文
,

然后按被引次数作

降序排列
,

最后浏览找出与被引次数相同的排序号

以确定其在 sc 叩us m 中的 h 指数
。

20 07 年开始便

能在检索结果中直接提供 h 指数链接
.

免去了排

序
、

浏览和比对之劳〔3 6〕
。

( 2) 在个人宣传介绍材料中的应用
。

现在有很

多人相信
,

用 h 指数作为个人绩效衡量标准要比用

发表论文数
、

发表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更能显示和

体现个人成就
,

因而一些科研人员已经在他们的个

人网页上提供 自己的 h 指数
,

有些科研人员也已在

求职材料中提供自己的 h 指数
。

借用这种说服力

很强的评价指标宜传和介绍 自己
,

让这种
“

质
”

与
“

量
”

兼顾的数据为自己来说话
,

以表明自己的科研

能力
、

绩效与影响力
。

在 Na ut er 最近的一篇报道

中
,

H isr c h 教授说
“

我就亲眼见到过一些人在找工

作的时候把 h 指数写进了简历
”

sl[ 〕
。

预计以上认识

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

这样的做法也会有更多人效

仿
。

4 h 指数的衍生指数研究与应用

h 指数将
“

质
”

与
“

量
” 、

影响力和生产力巧妙结

合的创意和实践
,

突破了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用一

个数值只能描述一种数量指标的束缚
,

也激发了人

们对计量评价指标的研究热潮
。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

进行了以此为基础的改良指标的研究
,

特别是一些

文献计量学
、

科学计量学专家从专业角度的一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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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和对多种案例的实际观察
,

在 h 指数基础上

提出了多种新的衍生指数
,

并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

在此我们只简要介绍金碧辉 ( iJ
n B H )和 E gg h e

等提

出的几种新的衍生指数
。

金碧辉等[ 37 一39] 在 h 指数基础上提出了 A 指

数
、

R 指数
、

A R 指数
。

这 3种新指标的含义和数学

表达式都很简洁明了
。

简言之
,

A 指数即为根据

H ir sc h 核心论文 (被引次数 ) h 的全部论文 )的总被

引次数除以 h 的平均数
。

其数学表达式为
:

高度的相关性
。

并实测了科学计量学领域的国际奖

项普赖斯奖部分获奖者的 h 指数
、

R 指数
、
g 指数

,

计算了 R / h 和 g / h 之比率
,

以及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

学所属专题领域和中国科学院
、

德国马克斯
一

普朗克

研究所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俄罗斯科学院在物

理学专题领域的上述各指标值
。

他们认为
,

将 A 指

数
、

R 指数和 g 指数与 h 指数结合起来使用
,

能更全

面地评价科学家的科研成就
。

并提议将这些指标作

为研究成果的评估指标
。

( 3 ) s h 指数的影响因素与局限性

尽管 h 指数拥有其他传统计量指标所不具备

的优势
,

能更好地应用于学术成果评价工作
,

但在实

施评价时仍应和其他计量评价指标一样
,

要考虑到

各种相关影响因素
,

充分认识其局限性
。

这些对于

保证 h 指数法的正确运用和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性是十分必要的
。

5
·

l h 指数的影响因素

从 h 指数的定义可以看出
,

评价对象的论文质

量高低和数量多少是 h 指数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

论文数量很多而每篇论文被引次数不多时
,

h 指数

一定不会很高 ;但即使有些论文被引次数很多而高

质量论文数不多时
,

也不会得到高的 h 指数
。

除此

之外
,

所属学科主题
、

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长短
、

统

计时限长短
、

所用的统计来源数据库等情况也会对

h 指数大小有所影响
。

文中表 1 不同学科顶级科学

家 h 指的差别
,

正是不同学科之间存代较大差异性

的体现 ;对于表 2 中的指标
,

如果选择不同的数据库

或不同的统计时限也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

5
.

2 h 指数的局限性

h 指数作为评价计量指标中的一个新秀
,

充满

了生机和活力
,

较之其他传统计量指标有明显优势
,

但它却与其他指标一样也免不了存在一些局限性和

不足之处
。

例如
,

( l) 用 h 指数评价具有杰出的
、

优秀的科研成

就者时无疑是很适用
、

很有效的
,

但是对于评价科研

成就平平者则并不太合适
。

因为 h 指数是一个整

数
,

区分度小
,

而在评价对象中往往是越到低端尾部

处于相同 h 值的越多
,

因而对那些科研绩效平平的

人员难以判别
,

使其评价功能不能有效发挥
。

( 2) h 指数法对于评价科学家个人学术生涯或

中
、

长期科研绩效的可信度很高
,

大有可为
,

但对于

那些从事科学研究时间较短
,

所累积的论文产出量

和被引量都不多
、

差距不 明显的人员
,

若用 h 指数

七

几

名=lj1
八 = 二一

h

R 指数则是由 iH sr hc 核心论文的总被引次数

所求得的平方根
。

其数学表达式为
:

尺 = 丫五兀 ( 4 )

为了克服 h 指数无法排除而 又在个别科学家

可能出现的
“

固步 自封吃老本
”

的问题
,

金碧辉等还

提出了一种对 R 指数的修正指标 A R 指数
,

表示的

是每篇 H isr hc 核心论文的年均被引次数之和的平

方根
。

其数学表达式为
:

AR
一

厥
·

(5)

式中
a ,
表示论文 j 所发表的年限

,

显然随着 aj 的增

大
,

如果没有新的高被引论文发表
,

靠吃老本者的

A R 指数会逐步下降
。

L
.

Egg ha 〔’ 7
·

3 8 ]的 g 指数所表征的则是
:

将发表

论文按被引次数降序排列
,

当被引次数累积量大于

或等于排序位次平方的最大排序位次时
,

该排序位

次即是 g 指数
。

由于 A
、

R
、

AR 和 g 值都是与核心论文的总被

引次数这个变量直接相关
,

故对那些获得学术界关

注的论文尚不是很多
,

但又 已有几篇论文获得了很

高被引量的
“

少而精
”

型科研人员而言
,

虽然 h 指数

可能较低
,

但却能获得较高的 A 指数
、

R 指数
、

A 尺

指数和 g 指数
。

实际案例表明
,

R 指数
、

A尺 指数对扩大 h 指数

的区分度
,

增强其灵敏度有很好的效果
。

可以有效

判别因 h 指数区分度小
,

灵敏度低所造成的过多相

等 h 指数的科研人员的绩效差别
,

并能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 h 指数在评价
“

少而精
”

型科研人员绩效时

的不公问题
。

因此能够大大增强 h 指数法优势功

能的适用范围和可操作性
。

A 指数和 g 指数对 h 指

数的区分度
,

增强其灵敏度也有一定改善
,

但效果不

如 R 指数
、

A丑 指数明显
。

金碧辉的论文还论证了 h
,

A
,

R 和 又 指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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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评价就有点力不从心
,

甚至可能失灵
。

( 3) h 指数法不利于那些论文数量不够多而被

引次数却很高的科学家
,

不能很好兼顾体现
“

少而

精
”

型被评对象的业绩
。

( 4) h 指数法会使造假者有意抬高自己计量

指标的难度加大
,

但它仍然难以很好地解决因为造

假者大规模自引而有意抬高其指标的间题
,

这一点

并非像 H i sr hc 教授所言
“
h 指数很难做假

”

那么理

想
。

h 指数法的这些局限性或不足之处并不能掩盖

其优势
。

因为比起只按发表论文数量的那些只讲数

量不论质量的评价
,

比起那种用发表论文期刊的影

响因子代替论文质量的以点代面
,

难免牵强附会的

评价
,

比起那种用个别论文被引峰值定成败的以偏

概全的评价
,

h 指数法的评价理念和实际评价效果
,

仍然要先进
、

公正得多
。

学与技术学院潘春旭教授 和祁祥博士的热心帮助
,

特此表示感谢
。

参 考 文 献

,J .., .1内J4
r..Lr..L

6 结语

( 1) h 指数及其衍生指标 R 指数
、

A R 指数的

设计思想
、

评价理念先进
,

体现了科研质量的价值取

向
,

是非常有用的科学计量评价指标
,

可以很好地应

用于 已有较佳业绩的科学家个人整个学术生涯或

中
、

长期或科研绩效
,

以及学术期刊影响力等方面的

学术评价
。

(2) 将 h 指数及其衍生指标 R 指数
、

A R 指数

等与其他传统计量指标结合使用
,

可以从不同视角

共同对评价对象作出更全面的衡量评价
,

有利于提

高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

( 3) 虽然 h 指数有其明显优点
,

但也存在一些

局限性
,

在使用 h 指数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时仍应

谨慎
,

避免滥用
。

对不同学科评价对象绩效不应一

并衡量比较
,

只能限于作同类比较
。

( 4) 建议在重要科学评价活动中适度采用 h 指

数评价法
,

如在相同基础学科杰出人材选拔中
、

在优

秀科研团队
、

重点实验室等中
、

长期考核中
,

在较高

级别科学奖励评定等方面作为计量评价指标之一
,

以凸现计量评价中的质量价值
,

为必要时的同行专

家评审提供充分而可靠的信息
,

以提高评价结果的

客观公正性
。

( 5) 方兴未艾的 h 指数应用研究和不在本文论

述之列的以数理统计为基础而开展的理论研究必将

对其内涵有进一步的挖掘
,

取得一些可期的成果
,

有

待我们继续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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