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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论坛 ？

我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对国际科学研究的贡献

盖双双
口
刘 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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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诗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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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
1 新 乡 医 学 院 河南省 科技 期 刊 研 究 中 心 ，新 乡 4 5 3 0 0 3

；

2 新 乡 医 学 院 管理 学 院 ，新 乡 4 5 3 0 0 3
；

3 新 乡 医 学 院 期 刊 社 ， 新 乡 4 5 3 0 0 3 ）

［摘 要 ］ 随着 科技合 作全球化 时 代 的 到 来 ， 我 国 及 时调 整科 研合 作 战 略 ， 在进 一

步加 强 国 际 科 学

基金合作 的 同 时 ， 无偿 资助 一 些 有 利 于 推动 全球发 展和人 类进步 的 科技项 目 ， 对 国 际 科技 事 业 的 发

展 和进步作 出 了 巨 大贡 献 。 本文对 2 0 0 9
—

2 0 1 3 年 我 国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 国 家 留 学基金 、 国 家 科

技 重 大 专项 、 国家 重 点基 础研 究发 展 计 划 、 国 家 高 技术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 国 家科技支 撑 计 划 和 国 家 国

际 科技合作 专项 等 7 项 国 家级科 技计 划 项 目 资助 国 外 学 者产 出 的 ＳＣＩ 论文 （ 以 下 称 为
“

我 国 国 家 级

科 技计 划 项 目 资助 产 出 的 国 外 ＳＣＩ 论文
”

）进行分析和 研 究 ， 以 此来 评价 我 国 国 家级 科 技计 划 项 目

对 国 际科 学研 究 的 贡献 ， 并对这些论文 的 文献 计量 学 特 征进行 了 研 究 。

［关键词 ］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项 目合作 ； ＳＣ Ｉ论文

；绩效评价

面对世界科技蓬勃发展 、 国际科研竞争 日 趋激来华留 学 ， 以发展我 国 与世界各 国的 教育 、科技 、文

烈的严峻挑战 ，
我 国政府设立 了 国家层面的科 学研化交流与经 贸合作 ， 促进世界 和平 事业 的发 展 ［

2
］

。

究资助计划项 目 ，资助有关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ＮＳＴＭＰ 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实现国家 目

重大科学问题 ，提高我国整体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 。 标 ，
以完成重大 战 略产品 、 关键共性技术 和重大工

我 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主要包括 国家 自 然科学基程 ，提高我 国综合 国 力 ［
3
］

。
9 7 3 计划 资助对国 家发

金 （ 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Ｎａｔ ｕｒａ ｌＳｃｉｅｎｃ 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展和科技进步具有全局性和带动性 的重大基础研究

ＮＳＦＣ） 、 国家留学基金 （ Ｃｈｉｎ ａＳｃｈｏ ｌａｒ ｓｈ ｉｐＣｏｕｎｃｉ ｌ ，项 目
ｗ

。 8 6 3 计划资助事关 国家长远发展和 国家安

ＣＳＣ ） 、 国 家科 技重 大 专 项 （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ｃｉ ｅｎｃ ｅａｎｄ全的重要 高技术领 域
［

5
］

。
ＮＳＴＳＰ 重点解决经济社

Ｔ 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Ｍ ａ
ｊ
ｏ ｒＰ ｒｏ

ｊ
ｅ ｃｔ

，ＮＳＴＭＰ ） 、 国家重 点基会发展 中 的重大科技问 题 ， 以缓解制 约经济社会发

础研究发展计划 （ 訂 3 计划 ） 、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展的 能源 、资源 、 环境等重大瓶颈
Ｍ

。 ＩＳＴＣＰ 统筹 、

计划 （ 8 6 3 计划 ）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Ｓｃ ｉ

－

整合中国产学研的科技力量 ，广泛 、深入开展国 家科

ｅｎｃ 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 ，
ＮＳＴＳＰ ）和技合作与交流 ，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 提高全球科

国家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 Ｉｎ ｔｅｒ 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Ｓ＆－ ＴＣｏｏｐ
－技创新能力 ［

7
］

。

ｅ ｒａ ｔｉｏ ｎＰｒｏ 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
，
ＩＳＴＣＰ ） 等 ， 其 中 ＮＳＴ－论文是科研活动 的主要产 出 形式 。 因此 ， 论文

ＭＰ
， 9 7 3 计划 、

8 6 3 计划 、
ＮＳＴＳＰ 和 ＩＳＴＣＰ 属于我产 出量 和影响力成为定量评价科学基金资助 效果

国国家科技计划专项 。的重 要 指 标 ［
8

’

9
］

。 美 国 汤 森 路透 （ Ｔｈｏｍ ｓｏｎＲｅｕ
－

ＮＳＦＣ 坚持支持基础研究 ， 以 推动我国 自 然科ｔ ｅｒｓ ）科技 信息 集 团 开 发 的科学 引 文 索引 （ Ｓｃｉ ｅｎｃｅ

学基础研究的发展 、促进基础研究学科建设 、 提升基Ｃ ｉｔａｔ 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
ＳＣＩ ） 重点 收录基础科学 的优 秀研究

础研究创新能力 ， 提高我 国基础研究发展 的整体 国成果 ，是 国际最权威的科学技术文献索引工具和 国

际地位⑴ 。
ＣＳＣ 负责中 国公民 出 国 留学和外 国公民际公认 的 反 映基础 研究水 准 的科研 绩效 评 价 工

收稿 日 期 ：
2 0 1 4

－

1 2
－

2 3 
；
修回 日期 ： 2 0 1 5

－

 0 1
－

 0 7

＊
Ｅｍａｉ ｌ

：ｌ ｉ ｕｅｄ ｉ ｔｏｒ＠ 1 6 3 ．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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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 1
°
］

。 近年来 ， ＳＣＩ 收录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成为西＊ｏ ｒｋ
＊ｏｒ 1 

＊ｏｒｍ＊ｏｒｎ ＊ｏ ｒｏ＊ｏｒ
ｐ

＊ｏｒ
ｑ

＊

方及亚洲许多国 家和地 区定量评价 其基础 和应用ｏｒ ｒ
＊ｏｒｓ＊ｏ ｒｔ

＊ｏｒｕ ＊ｏｒｖ＊ｏｒｗ
＊ｏｒｘ ＊ｏ ｒ

研究水平 的 重要 指标
［

1 1
＇

1 2
］

。
2 0 0 8年 7月 ，

ＳＣＩ数ｙ
＊ｏｒｚ ＊ｏｒ 0 ＊ｏ ｒ 1 ＊ｏ ｒ 2 ＊ｏｒ 3 ＊ｏｒ 4 ＊ｏｒ 5

＊

据库开始标注论文的 基金 资助信息
［

1
3 ］

， 并 吸引 大ｏｒ 6 ＊ｏｒ 7 ＊ｏ ｒ 8 ＊ｏｒ 9 ＊）ＡＮＤ ＰＹ＝ 2 0 1 4 ＡＮＤ

批科研人员研究科学基金资助政策 、资助特点和投ＣＵ＝
 （ＣｈｉｎａＯＲＴａ ｉｗａｎ ） ，数据库选择 ＳＣＩ

，检索出

人与产 出状况的兴趣 随着科技合作 的全球中 国 2 0 1 4 年在 ＳＣＩ 来源期 刊上发表 的所有基金论

化 ，我 国为顺应 时代 潮流 ，实现 国 内 科学研究的 国文 ，利用数据库 自 带 的
“

分析检索结果
”

功能分析文

际化 ，进 一 步加 强 国 际合 作 与交 流 ， 坚 持与 时俱献的
“

基金资助机构
”

字段 ，并手工分拣前 3 0 0 0 个机

进 ，及 时 调 整 合 作 战 略 ， 积 极 开 展 科 学 基 金 合构 ， 最 终 确 定 ＮＳＦＣ 、 ＣＳＣ 、 ＮＳＴＭＰ 、 ＮＳＴＳＰ 、

作
［ 2 1
－ 2 8 ］

。 笔者 曾 经 以 2 0 1 0 年我 国 ＮＳＦＣ 资 助 的ＩＳＴＣＰ 、 9 7 3 计划和 8 6 3 计划等 7 项 国家级科技计划

ＳＣＩ 论文为研究对象 ，对其资助 的效果 和产 出 的论项 目 的拼写形式 。 其中 ＮＳＦＣ共 1 3 6 种拼写 ，
ＣＳＣ 5

文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 研究过程 中发现 ，种 ， ＮＳＴＭＰ 2 1 种 ， ＮＳＴＳＰ 3 5 种 ，
ＩＳＴＣＰ 1 4 种 ，

9 7 3

作为合作方 ， ＮＳＦＣ 资助的 国 际合作项 目 产 出部分计划 1 4 5 种 ，
8 6 3 计划 7 1 种 。 然后 ， 检索 2 0 0 9

—

ＳＣＩ论文 的 国家 ／地 区 字段 （ ＣＵ ）未 标注
“

中 国 （包 2 0 1 3 年这 7 项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 未

括 台湾 ）

”

信息 ， 我们认为这些论文 可能来 自 于我标注
“

中国 （包括台湾 ）

”

国家 ／地区信息 的 ＳＣＩ 论文 。

国 ＮＳＦＣ 资助的 国 际项 目 ，体现 了我 国 ＮＳＦＣ 对世考虑到篇幅限制 ，此处 以国家留学基金 为例 ，检索式

界科学研究 的 贡献 。 为进一步了 解我 国 国家级科为 ：
ＦＯ＝ （ＣＨ ＩＮ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

技计划项 目对 国际科学研究 的贡献 ，本文以 ＳＣＩ数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ＳＣＯＲ

据库为统计源 ，对 2 0 0 9
—

2 0 1 3
年我 国ＮＳＦＣ 、 ＣＳＣＣＨ ＩＮＥ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 ＩＰ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ＣＨ Ｉ

－

和 国家科技计划专项 等国 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 助ＮＥ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 ＩＰ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ＳＣＯＲＣＳＣ）

国外机构产 出 ＳＣＩ 论文 （ 以下 称为
“

我 国 国家级科ＡＮＤ ＰＹ＝ 2 0 0 9
—

2 0 1 3ＮＯＴ ＣＵ＝ （ ＣｈｉｎａＯＲＴ ａ ｉ
－

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 国外 ＳＣＩ 论文
”

）做 了详 细ｗａｎ） 。 最后 ，通过逻辑运算符
“

ＯＲ
”

组配 7 项科技计

的统计分析 ，并对这些论文 的主要文献计量学特征划项 目 的检索结果 ， 并对检索到的 文献条 目 进行精

进行研究 。炼 ， 只保 留论文 （Ａ ｒｔ ｉｃ ｌｅ ） 和综述 （Ｒｅｖｉｅｗ ） ， 共 4 8 4 2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篇 。 检索 日期

ｊ
0 1 4

－職 。

1
．

2
．

2 数据分析

1
．

1 研究对象利用 Ｅｘｃｅ ｌ 2 0 0 3 对数据进行
一

般的统计分析并

本文研究 对 象 为 ＳＣＩ 数 据 库 收 录 的 2 0 0 9
—

制作图表 。

2 0 1 3 年我国 ＮＳＦＣ、 ＣＳＣ 和 国家科技计划专项等 国^

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的 国际合作项 目 所产 出 的所

有未标注
“

中 国 （包括 台湾 ）

”

国家 ／地 区信息的 ＳＣＩ 2
．

1 我 国 国 家 级科技计 划项 目 资 助 产 出 的 国 外

论文 。ＳＣＩ 论文数量及年代分布

1 ． 2 研究方法 2 0 0 9
—

2 0 1 3 年 5 年间 ，我 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1 ． 2 ． 1 数据获取目 Ｎ ＳＦＣ 、ＣＳＣ 和 国家科技计划专项 资助 的 国际合

登录 ＩＳＩ
－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ｉｓｉ
－作项 目 共产出 4 8 4 2 篇未标注

“

中国 （包括 台湾 ）

”

国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ｃｏｍ ）数据平 台 ，点选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 ｃｅ 数家／地区信息的 ＳＣＩ 论文 ，包括 Ａｒ ｔｉｃ ｌｅ 4 6 7 0 篇 ，
Ｒｅ

－

据库 ，使用高级检索 ，检索式为 ：
ＦＯ

＝

（ ａ
＊ｏ ｒ ｂ ＊ｖｉｅｗ 1 7 2 篇 。 我国各项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出 的国

ｏｒｃ＊ｏｒｄ
＊ｏｒｅ ＊ｏ ｒｆ＊ｏｒ

ｇ

＊ｏｒｈ ＊ｏｒ ｉ＊ｏｒ
ｊ外 ＳＣＩ 论文数量及其年代分布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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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0 0 9
—

2 0 1 3 年我 国 国 家级 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 国 外 ＳＣＩ 论文数量及年代分布

科技计划项 目统计量 2 0 0 9 年 2 0 1 0 年 2 （Ｈ 1 年 2 0 1 2 年 2 0 1 3 年总计

？占 咖瓜 甘 人论文数 9 7 2 2 4 4 3 8 7 8 6 1 2 2 5 2 7 7 0

论文总数 9 3 0 1 6 5 12
 2 1 4 2  6 9 7 3 7 6 3 1 1  2 5 5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论文数 2 5 4 3 0 4 3 7 0 4 4 2 6 0 6 1 9 7 6

‘
、

论文总数 5 9  1 0 0 7 0  6 5 1 8 8  0 4 0 1 0 9  7 0 1 1 3 5 5 7 4 4 6 3  0 6 6

＾＾ｗ论文数 4 0 3 0 3 8 4 4 4 21 9 4

ｇ基础 戈 ！ 1论文总数 1 4  3 3 6 1 7 9 0 4 2 1  3 2 5 2 5 6 5 1 3 1  6 9 1 1 1 0  9 0 7

论文数 3 8 1 1 81 0 4 0

Ｓ家髙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论文 总数 6  1 1 3 7 4 4 7 7 6 7 4清 9  1 4 5 3 8 1 6 3

论文数 0 00 45 9

Ｓ 家国 际科技合作专
论文 总数 1 4 7 2 2 53 6 4 7 2 81  1 6 7 2 6 3 1

国 家■支
论文 总数 4 0 9 7 4 7 1  0 4 5 1 5 3 5 2  5 4 6 6 2 8 2

论文数 0 00 1 1 2

国家科＃重 太专项
^

论文总数现 4 0 4 9 0 61  3 0 1 1  9 9 6 4
 6 3 5

，论文数 3 8 0 5 5 1 8 1 6 1  2 4 3 1  8 5 2 4  8 4 2

ｔｉ
＊

ｒ 4 －



‘

论文总数 8 1 0 6 3 9 9 0 2 9 1 2 1 5 6 8 1 4 9 3 9 7 1 8 5  8 8 2 6 3 6  9 3 9
￣

注 ：论文数是未标 注
“

中 国 （包括 台 湾 ）

”

国 家／地区信息的论文量 ；
论文总数是某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论文 总量 。

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出 的 ＳＣＩ 论文在
一

定程度国外 ＳＣＩ 论文的项 目 合作状况见表 2 。

上反映了其促进知识生产和创 新的绩效 。 因 此 ， 我由 表 2 可 知 ，
我 国 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

国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的 国外 ＳＣＩ论文产出数量和质 4 8 4 2 篇国外 ＳＣＩ 论文 中 ，受 1 项计划项 目 资助的论

量反映了我国对 国 际知识生产与创新 的贡献 。 表 1文仅占 1 3
．

5 9 ％ 。 受 2 项计划项 目 资助的 论文量最

显示 ，
2 0 0 9
—

2 0 1 3 年间 ，我 国各项科技项 目 资助产多 ， 比例为 2 8 ． 7 1 ％ 。 受 3 项计划项 目 资助 的论 文

出的 ＳＣＩ 论文 总量 和 国外 ＳＣ Ｉ 论文量均呈增长 趋占 2 2
．5 9 ％ ，受 5 项及 以 内计划项 目资助的论文 占

势 ，说明我国 的科研实力正逐步增强 ， 我国对 国 际科 8 6 ．
8 9 ％ 。 借鉴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作 者合作率 和合

研的贡献正逐年增加 。
ＮＳＦＣ 、 ＣＳＣ 和 国家科 技计作度概念 ，我们可以计算 4 8 4 2 篇文献的科研项 目 合

划专项等 7 项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出 的 ＳＣＩ作率为 8 6
．
 4 1 ％ ，合作度为 4

．
 0 4 ， 即 8 6

． 4 1 ％ 的论文

论文 总量 约 6 4 万 ， 但未标注
“

中国 （包 括台 湾 ）

”

国受 2 项 及 以上计划项 目 的 资助 ， 平 均 每篇论文受

家／地 区信息的文献有 4 8 4 2 篇 。 ＣＳＣ 资助产出 的国 4 ． 0 4 项科技项 目 资助 。 另 外 ， 有 3 篇论文分别受多

外 ＳＣＩ论文最多 ，
5 年共 2 7 7 0 篇 ； 其次是 ＮＳＦＣ

，共达 9 2
、

8 7 和 7 5 项科技项 目 的资助 ，但其被引 频次却

1 9 7 6 篇 ；
9 7 3 计划 1 9 4 篇 ；

8 6 3 计划 4 0 篇 ；
ＩＳＴＣＰ 9均为 0 。

篇 ；
Ｎ ＳＴＳＰ 4 篇 ；

Ｎ ＳＴＭＰ 2 篇 。 产出 国外 ＳＣＩ 论文 2 ． 3 我国 国 家 级科技 计划 项 目 资 助产 出 的 国 外

比例最高的科技项 目 是 ＣＳＣ ， 产 出 比例为 2 4
．

6 1 ％ ；ＳＣＩ 论文作者合作情况

其次是 ＮＳＦＣ ， 比例为 0
．
 4 3 ％ ；

ＩＳＴＣＰ 0 ． 3 4 ％
； 9 7 3合作率和合作度是文献计量学领域表征科学合

计划 0 ． 1 7 ％
；  8 6 3 计 划 0 ． 1 0 ％ ，

ＮＳＴＳＰ 0 ． 0 6 ％
；作程度的重要指标 ，反映 了某 期刊或某 学科论文 的

ＮＳＴＭＰ 0
． 0 4 ％ 。作者发挥群体智能的程度 。 合作率是指合著论文数

2 ． 2 我国 国 家级 科技计 划项 目 资 助 产 出 的 国 外占全部论文数 的百分 比 ， 合作度是指论 文的篇均作

ＳＣＩ 论文项目 合作情况者数 ，
二者从不 同角度反 映作者合作程度

［ 2 9
’

3 °

、 我

国际性是 当今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出 的未标注
“

中 国 （包

基本特征 ， 国际合作是推动基础研究发展 、培养高科括台湾 ）

”

国家 ／地区 信息 的 4 8 4 2 篇 文献 中 ，排 除 2

技创新人才 、增强科技实力 的 重要手段 和支撑 。 国篇未标注作者字段信息和 2 篇匿 名 作者的 文献 ， 共

际科研合作的开展 ，离不开经费 的支持 。 因此 ，科技 4 8 3 8 篇 ，合著论文共 4 6 2 8 篇 ，所有论文作者数量为

计划项 目 的合作成为 国际科研合作 的 重要组成部 1 5 2 9 9 名 。 经计算 ， 合作率为 9 5
． 5 8 ％

， 合 作度 为

分 。 我 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 4 8 4 2 篇 3
．

1 6
。

4 8 3 8 篇论文的作者合作情况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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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0 0 9
—

2 0 1 3 年我 国 国 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 国外 ＳＣＩ 论文项 目 合作状况
￣

ｉｉｉ百分 比累计百
｜

￣

Ｓｉｉ百分比累计百

项 目 数量数量频次／％分 比 ／％项 目 数量数量频次／ ％分 比 ／％

1 6 5 8 4  0 7 2 1 3 ．
5 9 1 3 ． 5 9 2 6 1 2 4 5 0

．
2 5 9 8 ．

5 5

2 1 3 9 09  7 8 7 2 8
，

7 1 4 2 ． 3 0 2 7 5 3 7 0 ． 1 0 9 8
．

6 6

3 1 0 9 4 9  9 2 9 2 2
．

5 9 6 4
． 8 9 2 8 3 4 8 0 ． 0 6 9 8 ． 7 2

4 7 1 47  6 7 5 1 4
．

7 5 7 9
． 6 4 2 9 1 0 2 1 0

． 2 1 9 8 ． 9 3

5 3 5 1 4 6 6 5 7 ． 2 5 8 6 ． 8 9 3 0 2 9 0
．

0 4 9 8
．

9 7

6 2 3 62  6 4 7 4
． 8 7 9 1 ．

7 6 3 1 2 2 0
．

0 4 9 9 ． 0 1

7 1 3 6 1 5 9 8 2
． 8 1 9 4

．
5 7 3 2 1 5 0 ． 0 2 9 9

．
0 3

8 6 0 7 4 3 1
．

2 4 9 5 ． 8 1 3 4 2 8 0
． 0 4 9 9 ． 0 7

9 4 2 9 7 0 0
．

8 7 9 6
．

6 7 3 6 3 9 6 0 ． 0 6 9 9 ． 1 3

1 0 2 4 1 7 5 0 ． 5 0 9 7 ． 1 7 3 7 1 3 8 0 ． 0 2 9 9 ． 1 5

1 1 1 2 9 1 0
． 2 5 9 7 ．

4 2 3 8 1 6 1 0 ． 0 2 9 9 ．
1 7

1 2 9 3 4 0 0 ． 1 9 9 7
．

6 0 3 9 1 1 0 ． 0 2 9 9 ．
1 9

1 3 8 3 8 9 0
． 1 7 9 7 ． 7 7 5 8 1 1 1 0

．
0 2 9 9 ． 2 2

1 4 4 9 3 0 ． 0 8 9 7
．

8 5 6 2 1 2 0
．

0 2 9 9 ．
2 4

1 5 3 3 8 4 0 ． 0 6 9 7 ． 9 1 6 31 64 7 0 ． 3 3 9 9
．

5 7

1 6 1 0 0 ． 0 2 9 7 ． 9 3 6 6 1 0 0 ． 0 2 9 9
．

5 9

1 7 6 6 8 0
．
1 2 9 8

．
0 6 6 8 12 0

．
0 2 9 9 ． 6 1

1 8 1 4 0 ． 0 2 9 8 ． 0 8 6 9 6 4 0 ． 1 29 9 ．
7 3

1 9 1 2 6 0
．

0 2 9 8
．

1 0 7 0 10 0
．

0 29 9
．

7 5

2 0 2 2 3 0 ． 0 4 9 8
．

1 4 7 1 21 1 1 0 ． 0 49 9 ． 7 9

2 1 21 5 0
．

0 4 9 8
．

1 8 7 2 1 0 0
．

0 29 9 ． 8 1

2 2 27 0 ． 0 4 9 8 ．
2 2 7 4 6 1 4 0

．
1 29 9

． 9 4

2 3 1 2 1 0
．

0 2 9 8 ． 2 4 7 5 10 0
．

0 29 9 ． 9 6

2 4 11 0 ． 0 2 9 8 ．
2 7 8 7 1 0 0 ． 0 2 9 9

． 9 8

2 5



2


1 5



0
． 0 4 9 8

． 3 1



9 2



1



0


0 ． 0 21 0 0 ． 0 0

表 3 2仰 9
一

2 0 1 3 年我国国 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2 ． 4 我 国 国 家级科技计 划项 目 资 助产 出 的 国 外

资助 产出 的 国 外 ＳＣＩ 论 文作者合作情况ＳＣＩ 论文核心作者分布

．擁 ｔ碰ｍ ｉ 篇均 百分 比＾
“

作者是期刊论文 的重要外部特征之
一

， 是决定



频＆■歡 ／ ％
＿

百細％期刊论文质量 的关键 ， 核心作 者更是期刊质量稳 固
1 2 1 0 1 0 3 2 4

．
9 1 4

．
3 4 4

．
3 4

和继续发展的 坚实基础
［

3 1 ］

。 核心作 者群是指那些
2 8 0 7 5 ＂ 5 7 ， 3 3 1 6 ＂ 6 8 2 1 ＂ ° 2

发文量较多 、 影响较大 的作者集体 。 我国 国家级科
3 1 0 2 1 8 3 4 1 8 － 1 7 2 1 － 1 0 4 2

－
1 2

技计划项 目资助产出 的 4 8 4 2 篇国外 ＳＣＩ 论文中 ，第
4 8 5 1 7 2 1 3 8 ．

4 8 1 7 ． 5 95 9 ． 7 1丄 “ 、
一

作者共 3 6 0 8 人 。 在所有 3 6 0 8 名 第
一

作者 中 ，发
5 6 5 5 5  9 3 3 9 ． 0 6 1 3 ． 5 4 7 3 ． 2 5＿＿

＾ｍ ｍｗ ？，
表 3 篇以上论文的作 者共 2 7 1 人 ，发表 4 篇 以上 的

＾ 6 1  2 9 4 1 5  8 6 6 1 2
．

2 6 2 6
， 7 5 1 0 0

．
0 0

 1 1 7 人 ， 5 篇以上的 5 5 人 ， 6 篇以 上的 2 8 人 ， 7 篇以

来 自 不同学科 、不同 机构 、不 同国家和地 区的作上 的 9 人 ，

8 篇的 2 人 ，
1 0 篇 的 1 人 。 发表 6 篇及以

者 ，在其知识结构和广度方面能够互相取长补短 ，有上论文的作者及其论文数见表 4 。

利于增加其科研成果 的显示度 ，从而促进论文被 引表 4 显示 ， 在 2 8 位核心作者 中 ，
Ｇｕｏ ，

Ｂａｏ ｌ ｉｎ
；

频次的提高 。 因此 ，如表 3 所示
，参与合作的作者数Ｈ ａｎ ，Ｗｅ ｉ

；Ｈ ａｓ ｈｍ ｉ
，Ａ ．Ｓ ．Ｋ ． ；Ｍａ ，Ｙｕ ｔ ｉｎｇ 和

量越多 ，论文 的篇均被引 频次越高 。 另外 ， 大多数论Ｚ ｈａｎｇ ，Ｑ ｉ ａｉｉｇ 等 5 位作者论文 的篇 均被 引频次相

文的作者数量不会超过 5 人 ，在我 国 国家级科 技计对较高 ，说明其发表的论文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普遍

划项 目资助产出 的 4 8 4 2 篇国外 ＳＣＩ论文中 ，作者数较高 。

量＜ 5 的论文占 7 3 ． 2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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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0 0 9
—

2 0 1 3 年发表我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出 的 国 外 ＳＣＩ 论 文＞ 6 篇的作者

第
一

作者文献数量 被引 频次 第
一

作者文献数 量 被 引频次介



被引频次


被引 频次

Ｍａｋｈｎｅｖ
，
Ａ ．Ａ ． 1 01 3 1 ． 3 0Ｈａｎ

，
Ｗ ｅ

ｉ 6 2 1 5 3 5 ． 8 3

Ｇｕ ｏ ， Ｂａｏｌ
ｉ
ｎ 8 2 1 1 2 6 ．

3 8Ｈａｓ ｈｍｉ ，Ａ ．Ｓ ．Ｋ ． 6 2 0 0 3 3
．

3 3

Ｍ ａ ，Ｗ ｅｎ
－

Ｘｉ ｕ 8 8 71 0 ． 8 8Ｊ ｉ
ａ

，Ｋｕｎ 6 1 9 3 ．
1 7

Ｇｕｏ
，
Ｙａｎ 7 6 0 8 ． 5 7Ｋ ｌ ｅ ｉ

ｊ
ｎ

，
Ｊｅ ｔ ｔ

ｙ 6 2 0 ． 3 3

Ｈｕａｎ
ｇ ，Ｙｏｎｇ 73 3 4

．
7 1Ｌｉ ，Ｊ ． 6 2 2 3

．
6 7

Ｌ ｉ ，Ｂ ｉｎ 7 1 3 1 1 8 ．
7 1Ｌｉ

，Ｊ ｕｎ 6 2 9 4
．

8 3

Ｌ ｉ
ｕ

，Ｐ ｅｎｇ 7 3 3 4
．  7 1Ｌ ｉ ｕ

，Ｙ ． 63 0 ． 5 0

Ｌ ｉ ｕ ，Ｗ ｅ ｉ 7 2 6 3
．

7 1Ｍａ
，
Ｙｕ ｔｉｎｇ 6 2 4 7 4 1 ． 1 7

Ｚｈａｎｇ ，Ｙｏ ｎｇｇｕａｎｇ 7 9 4 1 3
．

4 3Ｘｉ ａｏ
，
Ｊ ｉａｎｐ ｉ

ｎｇ 6 1 7 2 ． 8 3

Ｃｈｅｎ
，
Ｂａｏ

ｊ
ｉａｎ

ｇ 6 4 0
．

6 7Ｙａｎ
ｇ ，Ｐ ｅｎｇ 6 5 7 9

．
5 0

Ｃｈｅｎ ，Ｗｅ ｉ 6 2 2 3
．

6 7Ｙａｎｇ ，Ｘ ｉ
ａｏｚｈ ｉ 6 5 1 8 ．

5 0

Ｇｏｕ ？Ｑ ｉａｎ 6 2 4 4
．

0 0Ｚｈａｎｇ ，Ｊ ｉ ｎ 6 3 8 6 ．
3 3

Ｇｕｏ ，Ｆｅｎ
ｇ

－Ｋｕｎ 6 5 2 8 ． 6 7Ｚｈａｎ
ｇ

，Ｑｉ ａｎ
ｇ 6 1 3 3 2 2 ． 1 7

Ｈ ａｎ
，
Ｍｕｘｉ ｎ 6 3 6 6

．
0 0Ｚｈａｎ

ｇ ，
Ｘ

ｉ
ａｏｌ ｅ ｉ 6 5 0 8 ．

3 3

2
．

5我国 国 家级科技计 划项 目 资 助 产 出 的 国 外表 Ｓ 2 0 0 9
—

2 0 1 3 年发表我 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

ＳＣＩ 论文机构分布产 出 的 国 外 ＳＣＩ 论文数最多 的前 2 0 个机构

机构的发文量反映了该机构的知识创新能力和参考译名国家 所属 洲

科学研究水平 。 ＷｏＳ 数据库的机构分析结果显示 ，

我国 7 项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资助产 出 的 4 8 4 2 篇
Ｄｅ

ｌｆｔＵｎ ｉｖＴ ｅｃｈ －

荷兰 欧洲 7 3

ｎｏｌ理工大学
国外 ＳＣＩ 论文来源于 2 5 3 4 个机构 ’其 中有 2 0 6 篇文

Ｃｎｒ ｓ法 国科学研究 院 法 国 欧洲 7 1

献未标注机构信息 。 发表论文数最多的前 2 0 个机Ｕｎｉｖ Ｗ ｅｓｔｅｒｎ西澳大利澳大利亚 大洋洲 6 3

构见表 5
。
Ａｕｓ ｔｒａ

ｌｉ
ａ亚大学

表 5 表明 ，我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 助产出Ｕｎｉ ｖＱｕ ｅｅｎｓ ｌａｎｄ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 大洋 洲 Ｓ 1

的未标注
“

中 国 （包括台湾 ）

，
，

国家／地区信息的 4 8 4 2Ｕｎ ｉｖ Ｐａ ｒ
ｉ
ｓ ｌ ｌ 巴黎第 十一大学 法 国 欧洲 5 6

篇文献来源机构中 ，有 3 个位 于美 国 ，澳大利亚 、德
Ｒ

ｙ
ａｌＩｎｓ ｔＴ ｅｃｈ

－

皇家理工学院 瑞典 欧洲 5 6

ｎｏｌ

＠ 、法国 、荷兰 、瑞典 、英 国各 2 个 ’ 比利 时 、 芬兰 、 加
Ｕｍｖ Ｍｕｎｉｃｈ慕尼黑 大学德 国 欧洲 5 3

拿大 、 曰 本 、新加坡各 1 个 。 这 2 0 个机构中有 1 2 个■■加州大学美国 北美洲 5 2

位于欧洲 ，
4 个位于北美洲 ，亚洲 、大洋洲各 2 个 。Ｂｅｒｋｅ ｌ

ｅ
ｙ伯克利分校

2 ．
6我 国 国 家级科技 计划 项 目 资 助 产 出 的 国 外Ｕｐ ｐ

ｓａ
ｌ
ａ Ｕｒｉ ｉｖ乌普萨拉大学瑞典欧洲 5 1

ＳＣＩ 论文 国家 （
地区

）
分布Ｌｅｉ ｄｅｎＵｎｉｖ莱顿大学荷兰 欧洲 5 1

ＳＣＩ 收录的我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出Ｕｎ ｉｖＨ ｅ
ｌ
ｓ ｉｎｋ ｉ＿ 5 0

的未标注
“

中 国 （包括 台湾 ）

”
国家／地 区信息的 4 8 4 2

Ｔ ｅＣｈｎ＂

南 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亚洲 5 0

篇文献广泛分布于全球 8 9 个 国家和地区 ， 约 占全球Ｕｎｉ ｖＧｈｅｎ ｔ根特大学比利 时 欧洲 4 8

国家和地区总数的 4 0 ％ 。 我 国通过提供基金资助与Ｕｎ ｉｖＣａｍｂｒ
ｉ
ｄｇｅ剑桥大学英 国 欧洲 4 8

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科研合作与交流 ，
尽管这些科研ＴｅｃｈＵｎｉ ｖＭｕ

－

慕尼黑理工大学 德国 欧洲 4 8

成果未标注
“

中 国 （包括台湾 ）

”

国家／地区信息 ，但作
Ａ

1
1


＿

为科学基金的资助方 ，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仍
Ｕｎｉｖ Ｔ。 ｋｙｏ东京 大学 1 3 本？洲 4 7

Ａｔ ＥＪ人Ｃ
ｉ

－

／＞ （

－
．

！
．Ｌ

， Ｈ
－

Ｉ

－—

ｒＵｎｉ ｖＥｄｉ ｎｂ ｕｒ
ｇ
ｈ爱丁堡大学英国欧洲 4 6

然是 口 作关系 ，对其科学研丸所作出 的 贝献也是不可
Ｕｎｉ ｖｎ ｉｉｎｏ

ｉ
ｓ 伊利诺伊大学 ｍ ｍ 北細 4 4

否认的 。
2 0 0 9
—

2 0 1 3 年发表我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Ｕｎｉｖ Ａｌｂ ｅｒ ｔａ阿尔伯塔大学 加拿大 北美洲 4 4

目 资助产出的所有 国外 ＳＣＩ论文以及发表＞ 1 0 0 篇国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 ｖ哈佛大学美国 北美洲 4 4

外 ＳＣＩ 论文的国家 （地区 ）分布分别见 图 1 和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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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0 0

「 8 0％

3 0 0 0
＿

 6 0％

｜＿＼^

驾
2 0 0 0一

■＼ 4 0％
盎

‘

｜｜＼ｌｏｏｏ
－

 2 0％

0
＂“ ￣＂” ￣ ￣＾￣￣

 0％



欧洲北美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非洲

■— 文献数 3 3 3 2 1 8 5 9 7 5 9 4 3 6


7 1


4 9

百分比 Ｉ 6 8 ． 8 1 ％ 3 8 ． 3 9 ％ 1 5 ． 6 8％ 9 ． 0 0％ 1 ． 4 7％ 1 ． 0 1％

图 1 2 0 0 9
—

2 0 1 3 年发表我 国 国家 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 产 出的 国 外 ＳＣ 1 论 文地 区分布

表 6 2 0 0 9
—

；

2 0 1 3 年发表我国 国 家 级科技计划 项 目 资助图 1 和表 6 显示 ， 2 0 0 9
—

2 0 1 3 年我 国 国家级科



产 ａ酬 夕 卜 ｓｃ ｉ於＞ ｉ ｏ ｏ■躯
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未标注

“

中 国 （包括 台湾 ）

’ ’

国

所属洲 文献数 被引 频次 ？ 2家 ／地区信息 的 4 8 4 2 篇文献 中 ， 有 6 8 ． 8 1 ％ 来源于

欧洲 ， 3 8
．
 3 9 ％ 来源于北美洲 ， 1 5

．
 6 8 ％来源于亚洲 ，

ＵＳＡ （美 国 〕：
！
匕美洲 1  5 1 4 1 8  9 6 1 1 2 ． 5 2

鋪洲 和非 洲 各 1
．
 4 7 ％ 和 1

． 0 1
％ 。 欧洲 的来源 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ｇ ）＿ 7 2 0 7  7 9 3 1 0 ． 8 2

家主要集 中于德国 、法国 和英国 ，北美洲集 中于美 国

ＦＲＡＮＣＥ（法 国 ）欧洲 4  5 0 2 9
．

7 4和加拿大 ，亚洲集 中于 日本 、 韩 国 和新加坡 ，大洋 洲

ＥＮＧＬＡＮＤ （英国 ）欧洲 4 似 4  4 6 9 9
．

6 7集 中于澳大利亚 ，南美洲 集 中 于巴 西 ，非洲集 中于南

ＡＵＳＴＲＡＬ ＩＡ ！
： 澳大利 大洋洲 4 0 0 3  7 1 6 9 ． 2 9非 。 发表 1 0 0 篇 以上论文 的 1 7 个国 家集 中于欧洲 、

亚洲 、北美洲 和大洋洲 ，其 中 ， 欧洲 1 1 个 ，亚洲 3 个 ，

ＣＡＮＡＤＡ （加拿大 ） 北美洲 3 3 3 3  2 5 2 9
．

7 7北美洲 2 个 ， 大洋洲 1 个 。

ＪＡＰＡＮ （ Ｈ ＾ ）亚洲 3 2 4 2  4 6 5 7
．

6 1 2 ． 7我 国 国 家 级科技计 划 项 目 资 助 产 出 的 国 外

ＮＥＴＨ ＥＲＬＡＮＤＳ（ 荷 欧洲 2 2 4 1 6 0 0 7 ． 1 4ＳＣ Ｉ 论 文来 源期刊分布

我 国 国 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未标注

ＳＷＥＤＥＮ （瑞典 ｝欧洲 2 0 Ｓ 1  9 7 3 9
．

4 9
“

中 国 （包括台湾 ）

， ，

国家 ／地区信息的 4 8 4 2 篇 ＳＣＩ 文

ＢＥＬＧＩＵＭ （ 比利时 ） 欧洲 1 2 3 1  2 8 01 0 ． 4 1献的来源期 刊共 1 7 8 7 种 。 表 7 列 出 了发 文量＞ 2 0

ＤＥＮＭＡＲＫ （丹麦 ）欧洲 1 2 0 9 4 2 7 ． 8 5的期 刊及其所属学科 、 影响 因子 、发文量和 出 版 国家

ＩＴＡＬＹ （意大利 ）欧洲 1 1 7 1  0 7 9 9
．

2 2等ｆｅ 息 。

Ｆ ＩＮＬＡＮＤ （芬兰 ） 欧洲 1 1 4 1  4 8 81 3 ． 0 5表 7 显 7Ｋ ， 发
＿

文量最 多 的 目
ｉ

ｊ 2 1 种 期 刊 中 ， 有

ＳＣＯＴＬ順苏格兰 ） 欧洲 Ｈ Ｏ 9 1 9 8
．

3 5
Ｉ 5 种 出 版于類 ，德 国 和 英 国各 出 版 ＾ 种 ’丹麦 和

荷兰各 1 种 。 2 1 种 期 刊 主要集 中于化学 、 物理学 、

Ｓ

ｇ

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 ＾？＿ 9 0 2， 2 8

光学和多学科科学 领域 。 这些期 刊 在其所属 学科

蕭ＺＥＲ＿（ 瑞 ＿ 1 0 7 1  5 7 3！ 4 ．  7 0巾 的影响 力普遍较 高 ， 影响 因子 基本上都位于 Ｑ ｉ

士 ）分区 ，仅 3 种属 于 Ｑ 2 分 区 。 另 夕卜 ，
Ａ ｃｔ ａＣｒ ｙｓｔａ ｌ ｌ

ｏｇ ｒ

Ｓ 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新 加 亚洲 1 0 2 1 0 3 91 0 ． 1 9Ｅ 于 2 0 1 2 年停止被 ＳＣＩ 收 录 ， 在 2 0 1 1 年位 于 Ｑ 4

坡 ）分区 。



第 2 期盖双双等 ： 我 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对 国际科学研究的贡献 9 5

表 7 2 0 0 9
—

2 0 1 3 年发表我国 国家 级科技计 划项目 资助产 出 的 国 外 ＳＣＩ 论 文＞ 2 0 篇的期刊

期刊缩写所属学科ＩＦＩＦ分区 发文量 被引频次 国 家

Ｐ ｌ
ｏ ｓＯｎｅＭｕ ｌｔｉ ｄｉ ｓｃ ｉ

ｐ
ｌｉｎａｒ

ｙ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ｓ多学科科学 3 ． 5 3 4Ｑ 1 6 9 4 2 8美国

ＪＡｍＣｈｅｍ Ｓｏ ｃＣｈｅｍ ｉ
ｓｔｒ

ｙ ，
Ｍｕｌ ｔ

ｉｄ ｉ
ｓ ｃ ｉ

ｐ
ｌ
ｉ
ｎａｒ

ｙ化学 ， 综合 1 1 ．
4 4 4Ｑ 1 6 4 2 1 1 5美国

ＪＰｈｙ ｓＣｈｅｍＣＣｈｅｍｉ
ｓ ｔｒ

ｙ ，Ｐｈｙｓ ｉ
ｃａ

ｌ物理化学 4 ． 8 3 5Ｑ 1 5 7 6 8 7美 国

Ｎ ｕｃ ｌＰｈｙｓＡＰｈｙ ｓ
ｉ
ｃｓ

，Ｎｕ ｃ ｌｅａｒ核物理 2 ． 4 9 9Ｑ2 5 41 4 3荷 兰

Ａｐｐ ｌＰｈｙｓＬｅ ｔｔＰｈ
ｙ
ｓ

ｉ ｃｓ ， Ａｐｐｌ ｉｅｄ 应用物理学 3
． 5 1 5Ｑ 1 5 03 0 1美 国

ＣｈｅｍＣｏｍｍｕｎ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

ｙ
，Ｍｕｌ ｔ

丨
ｄ

ｉ
ｓ ｃ

ｉｐｌ ｉｎａｒ
ｙ

■

化学 ，综合 6 ． 7 1 8Ｑ 1 4 9 8 3 4英 国

ＪＡ
ｐｐ

ｌＰｈ
ｙ
ｓＰｈｙｓ ｉ

ｃｓ
，
Ａ

ｐ ｐ
ｌ
ｉ
ｅｄ应用物理学。

2 ．
1 8 5Ｑ2 4 6 2 6 4美 国

Ｐｈｙ ｓＲｅｖＢＰｈｙｓ ｉｃｓ
？Ｃｏｎｄ ｅｎｓ ｅｄＭａｔ ｔｅｒ

凝聚态物理 3
． 6 6 4Ｑ 1 4 55 2 2美 国

Ａｎ
ｇｅ
ｗＣｈｅｍＩｎ ｔＥｄｉ

ｔＣｈｅｍ ｉｓ ｔｒ
ｙ ， Ｍｕｌｔｉｄ ｉｓｃ ｉｐｌ ｉ

ｎａｒ
ｙ化学 ，综合 1 1 ． 3 3 6Ｑ 1 4 4 1 2 3 1德 国

Ｃｈｅｍ
－

ＥｕｒＪＣｈ ｅｍ
ｉ
ｓ ｔｒ

ｙ
，Ｍｕ ｌｔ

ｉ
ｄ

ｉ
ｓ ｃ

ｉ ｐ
Ｕｎａｒ

ｙ 
化学 ，综合 5 ． 6 9 6Ｑ 1 3 6 3 8 2德 国

Ｐｈ
ｙ
ｓＲｅｖＬｅ ｔｔＰｈｙｓ ｉ

ｃｓ
，
Ｍｕ ｌ ｔ

ｉ
ｄ

ｉ
ｓｃ

ｉｐ ｌ
ｉ
ｎａｒ

ｙ 
物理 ，综合 7

．
 7 2 8Ｑ 1 3 5 6 3 3美 国

Ｌａｎ
ｇｍｕ

ｉ
ｒＣｈｅｍｉ

ｓ ｔｒ
ｙ ，Ｍｕ

ｌ
ｔ
ｉｄ ｉ

ｓ ｃ
ｉ ｐｌ ｉ

ｎａｒ
ｙ化学 ，综合 4

．
3 8 4Ｑ 1 3 1 2 6 9美 国

Ａｃ ｔａＣｒ
ｙ
ｓ ｔａｌ ｌｏｇｒ Ｅ

＊

Ｃｒ
ｙ
ｓ ｔａｌ ｌｏｇ

ｒａｐｈｙ
结 晶学 0 ． 3 4 7Ｑ4 3 0 1 7丹麦

Ｏｒ
ｇＬｅｔｔＣｈｅｍｉ

ｓ ｔｒ
ｙ ，

Ｏｒｇａｎｉ ｃ
有机化学 6

．
3 2 4Ｑ 1 2 9 5 0 0美 国

Ｐｈ
ｙ
ｓＲ ｅｖＤＡｓ ｔｒ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ｔｒｏｐ
ｈｙｓ

ｉ
ｃｓ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 4

． 8 6 4Ｑ 1 2 7 3 5 3美 国

Ｐ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Ｓｃ ｉＵｓａＭ ｕ
ｌ
ｔ
ｉｄｉ

ｓ ｃ
ｉｐ

ｌ
ｉ
ｎａｒ

ｙ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多学科科学 9 ． 8 0 9Ｑ 1 2 5 5 7

5美 国

Ｏｐ ｔＬｅｔｔＯｐｔ ｉ
ｃｓ

光学 3 ． 1 7 9Ｑ 1 2 3 1 1 4美 国

Ｊ Ｂ ｉｏ ｌＣｈｅｍＢ ｉ
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

ｙ
＆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

ｏｌｏ
ｇｙ生 化 与 分子 生4

．
6Ｑ 1 2 1 2 5 4美 国

物学

Ｏｐ ｔＥｘｐｒ ｅｓ ｓＯｐ
ｔ

ｉ
ｃ ｓ

光学 3 ．
5 2 5Ｑ 1 2 1 1 6 2美 国

ＩｎｔＪＨｙｄ
ｒｏｇｅｎＥｎｅｒ ｇ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Ｐｈｙｓ ｉ
ｃａ

ｌ
物理化学 2 ． 9 3Ｑ 2 2 0 1 4 6英国

Ｐｈｙｓ ＲｅｖＡＯｐｔ ｉｃｓ
光学 2 ． 9 9 1Ｑ 1 2 0 1 1 1美国

￣

注 ：

＊ 该 刊 2 0 1 2 年停止收录 ，此处为其 2 0 1 1 年影 响 因子
；
属于多学科 的期 刊此处只列举 1 个学科

2 ． 8 我 国 国 家级 科技计 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 国外，

ｓｃ工 论文研究方向和学科分布
3

ＳＣＩ 数据 库把 自 然科学 领域划分为 1 7 6 个学ＮＳＦＣ 、ＣＳＣ 和 国家科技计划专项作 为我 国 国

科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数据 库把社会科学领域 划分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始终瞄准世界前沿 ， 以提高我国

为 5 6 个学科 ，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把艺自 主创新能力为宗 旨 ， 为事关我 国 长远发展 和国家

术与人文科 学领域划 分为 2 8 个学 科 ［
3 2

］

。 2 0 0 9
－安全的重大科技项 目 提供基金资助 。 近年来 ， 我国

2 0 1 3 年我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未标科技项 目放眼世界 ，及时融入国际舞台 ，在进
一

步加

注
“

中 国 （包括台湾 ）

”

国家／地 区信息的 4 8 4 2 篇 ＳＣＩ强国 际科研合作的 同时 ， 自 觉履行世界大国 的 职责

论文分布于 1 1 6 个研究方 向和 1 8 4 个 ＷｏＳ 学科类和义务 ，无偿资助一些有利于推动全球发展和人类

别 。 论文数＞ 1 0 0 的 1 5 个研究方 向和论文数＞ 1 0 0进步的科技项 目
，
对全球科研事业 的发展和进 步作

的 2 1 个 ＷｏＳ 学科类别分别见表 8 和表 9 。出了 巨大贡献 。 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我 国科技项 目

表 8 和表 9 表明 ， 我国 国 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资资助的国际合作项 目产 出大量未标注
“

中 国 （包括台

助产 出 的未标注
“

中国 （包括 台湾 〉

’’

国 家／地 区信息湾 ）

”

国家 ／地区信息的 ＳＣＩ 论文 。 同时 ，我 国科技计

的 ＳＣＩ论文研究方向与学科类别基本
一致

，
主要是划项 目 对国际科学研究 的贡献体现了我国对全球科

化学 、物理学 、材料学 、数学 、光学 、植 物学 、 生物学 、 研事业发展和整个人类进步的关心 。

地质学 、药学 、计算机科学和环境科学 等 。 化学 、 科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法国科学研究院 、西澳大利

学技术其他主题两个研究方 向和多学科化学 、凝聚亚大学 、 昆士兰大学 、 巴黎第十一大学等研究机构和

态物理 、多学科科学三个学科类别 的论文篇均被引美国 、德国 、 法国 、英 国 、澳大利亚等 国家发表我国科

频次相对较高 。技项 目资助产 出 的未标注
“

中 国 （包括 台湾 ）

”

国家 ／



9 6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

表 8 2 0 0 9
—

2 0 1 3 年发表我国 国 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资助产出 的 国外 ＳＣＩ 论文＞ 1 0 0 篇的研究方 向



研究方向


论文数量百分 比 ／％被 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

Ｃｈｅｍｉ ｓｔｒ
ｙ化学 1 0 3 7 2 1

．
4 4 1 5  3 1 6 1 4

．
7 7

Ｐｈｙｓ ｉｃ ｓ物理学8 3 91 7
．

3 5 8  1 5 4 9
．

7 2

Ｅｎｇ ｉ
ｎｅｅｒｉ ｎｇ

工程学 7 2 3 1 4
．

9 5 4  4 4 4 6 ． 1 5

Ｍａ ｔｅｒ ｉａｌｓ Ｓｃ ｉｅｎｃｅ
材料科学 6 1 0 1 2 ． 6 1 7  0 8 7 1 1 ．

6 2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ＯｔｈｅｒＴｏ ｐｉ ｃｓ 科学技术其他主题 4 0 18 ． 2 9 7  1 1 9 1 7 ． 7 5

Ｍａｔｈ ｅｍａｔ ｉｃｓ
数学 3 3 2 6

． 8 6 1 2 1 6 3
．

6 6

Ｂｉ ｏｃｈｅｍｉ ｓｔ ｒｙ
Ｍ ｏ

ｌ
ｅｃｕ ｌａｒ Ｂｉ

ｏ
ｌ
ｏｇｙ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 3 0 6 6 ．  3 3 3  4 1 2 1 1 ． 1 5

Ｃｏｍｐ
ｕｔｅｒ Ｓｃ

ｉ
ｅｎｃ ｅ

计算机科学 2 9 2 6
． 0 4 1 5 7 3 5

．
3 9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 ｅｓＥｃｏｌ ｏｇｙ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1 7 53 ． 6 2 1 4 7 3 8 ． 4 2

Ｏｐ
ｔ
ｉ
ｃｓ

光学1 7 2 3 ． 5 6 1 0 0 5 5 ． 8 4

ＥｎｅｒｇｙＦｕ
ｅ

ｌ ｓ能源与燃料1 2 3 2
．

5 4 1  1 1 3 9 ． 0 5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ｏ ｇ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药物学与药剂 1 1 7 2

． 4 2 8 4 9 7
． 2 6

Ｐ ｌａｎ ｔ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ｓ植物学 1 1 1 2
．

2 91  0 7 1 9
．

6 5

Ｇｅｏｌ
ｏ
ｇｙ 地质学 1 0 2 2 ．

1 15 9 1 5
．

7 9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 ｉｅｎｃ ｅ
高分子科学 1 0 1 2

．
0 91  0 8 6 1 0

， 7 5

表 9 2 0 0 9
—

2 0 1 3 年发表我 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产 出 的 国外 ＳＣＩ论文＞ 1 0 0 篇 的 学科类别

Ｗｅｂｏ ｆＳｃ ｉｅｎｃ ｅ 类别论文数量百分比 ／ ％被 引频次篇均被引 频次

Ｍａ ｔｅｒ
ｉ
ａｌ

ｓ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Ｍｕｉ ｔｉｄ ｉ
ｓ ｃ ｉｐ ｌｉ

ｎａｒ
ｙ多学科 材料科学 5 0 2 1 0 ． 3 8 6  3 5 0 1 2

． 6 5

Ｃｈｅｍ ｉｓ ｔｒｙＭｕ
ｉ
ｔ

ｉｄｉ
ｓｃ ｉ

ｐ ｌｉｎａｒｙ多学科化学 4 4 0 9 ． 1 0 9 2 8 5 2 1 ． 1 0

Ｃｈｅｍｉ
ｓ ｔｒ

ｙ
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物理化学 4 1 4 8 ． 5 6 6 0 0 7 1 4 ． 5 1

Ｐｈｙｓ ｉｃ ｓ Ａｐｐ ｌｉ
ｅｄ应用物理学 3 1 6 6 ． 5 3 3 7 8 41 1 ．

9 7

Ｎａｎｏ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纳米科技 2 7 05 ．

5 8 4  4 0 3 1 6
．

3 1

Ｅｎｇ ｉ
ｎｅｅｒ ｉ

ｎ
ｇＥ ｌ

ｅｃ ｔｒ
ｉ
ｃａ

ｌＥｌ
ｅｃ ｔｒｏｎ ｉ

ｃ
电子工程 2 5 3 5

．
2 3 1 6 3 3 6

，
4 5

■

Ｂｉｏ ｃｈｅｍ ｉｓ ｔｒ
ｙ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 ｉｏ

ｌ ｏｇｙ生 化与分子生物学 2 0 8 4
．
 3 0 2 7 7 71 3 ．  3 5

Ｏｐｔｉｃ ｓ 光学 1 7 2 3 ． 5 6 1 0 0 5 5 ． 8 4

Ｐｈｙｓ ｉ
ｃ ｓ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Ｍａｔｔｅｒ

凝聚态物理 1 6 6 3 ． 4 3 3 0 2 0 1 8 ． 1 9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 ｃｓ Ａｐ ｐ
ｌ ｉｅｄ

应用数学 1 4 5 3 ． 0 0 4 9 0 3 ． 3 8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 ｃｓ 数学 1 3 4 2
．

7 7 3 4 3 2 ．
5 6

Ｃｈｅｍｉ ｓｔｒｙＯ ｒ
ｇ
ａｎ

ｉ
ｃ
有机化学 1 3 4 2 ．

7 7 1 4 9 6 1 1
．

1 6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ｌ Ｓｃ ｉ ｅｎｃ ｅｓ环境科学1 3 0 2

．
6 9 9 6 67

．
4 3

Ｍｕ ｉｔ ｉｄｉ
ｓｃ

ｉｐ ｌｉ
ｎａｒ

ｙＳ ｃ
ｉ
ｅｎｃｅｓ多学科科学 1 2 7 2 ．

6 3 2  7 0 5 2 1 ．
3 0

Ｅｎｅｒ
ｇｙ Ｆｕ ｅ ｌｓ 能源与燃料 1 2 3 2 ． 5 4 1  1 1 39 ． 0 5

Ｅｎｇ ｉｎｅｅｒｉ ｎ
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化工 1 2 2 2
．

5 2 1  1 2 4 9
．

2 1

Ｐｈｙ ｓ ｉｃｓ Ｍｕ ｉ ｔ ｉｄｉ ｓ ｃｉ
ｐ

ｌ ｉｎａｒｙ 多学科物理学1 1 8 2 ． 4 4 1 3 8 8 1 1
．

7 6

Ｐｈｙ ｓ ｉｃｓ Ａｔｏｍｉ ｃ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物理原子分子化学 1 1 4 2
， 3 6 8 8 1 7 ． 7 3

Ｐ ｌａｎｔ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植物学 1 1 1 2

． 2 9 1  0 7 1 9 ． 6 5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ｉ ｃａ 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 ｔｈｏｄｓ生 物化学研究方法 1 0 5 2 ． 1 7 6 8 2 6 ．  5 0

Ｐｏ
ｌｙ
ｍｅｒＳｃ ｉｅｎｃｅ

高分子科学1 0 1 2
． 0 9 1  0 8 6 1 0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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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信息 的 ＳＣＩ 论文最多 ，是我国科技项 目 重点资［幻 国家留 学网 ． 国家 留学基金 管理委 ？［ 2 0Ｕ－

1 0－ 2 8 ］ ．ｈｔｔｐ ： ／ ／

助和作 出科研贡献最大 的机构与 国 家 ’这些机＿［ 3 ］［＿＊町 ｋ？Ｐ ！ ／／

国家主要分布于欧洲 、亚洲和北美 洲 。 我国科技项ｗｗｗ． ｎｍ ｐ ．ｇｏｖ．  ｃｎ／ｚｘ ｊ
ｓ ／．

＠ 重点资助的学科领域是化学 、物理学 、光学 、 生物［ 4 ］ 贿■議職錢 ｓ龍減麟躲断？

学和多学科科学等 ， 发表我 国科技项 目 资助产出 的
Ｃ 2 0 1 4

＂

1 0
＿

2 8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 9 7 3 ＇

ｇｏｖ
＂ ｃｎ ／Ａｒ ｅａＡｐｐ

ｌ＂

国外 ＳＣＩ 论文最多的期刊也主要集中于这几大学科［ 5 ］ 国家高 技 术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 8 6 3 计 划 ） ． 8 6 3 计 划 简 介 ．

领域 内 ，而且影响力相对较高 。［ 2 0 1 4－ 1 0 － 2 8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8 6 3 ．ｇｏｖ
．
 ｃｎ／ ｌ ／ ｌ ／ ｉｎｄｅ ｘ ．ｈｔｍ．

嫩 战士丄 丨 卞 （ ｒｒｒ＾ ＱＢ 尸 人 广 ｒ［ 6 ］ 3印 百科 ． 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 ．

［ 2 ＯＵ
－

1 0
－

2 8 ］
．ｈｔ ｔｐ ： ／ ／ｂａｉｋ ｅ．

＿拥〒入鍵舞隱禾斗職 目魏傾 ｓｏ．ｃｏｍ／ ｄｏｃ／ 6 4 5 2 7 0 8 ． ｈ
ｔ
ｍｌ

．

家的责任和义务 。 然 ＩｆＵ

？

，对于我 国 自 身来讲 ， 由 于 目 ［ 7］ 国 家 国 际科技合作 专项 ． 国 家 国 际科 技合 作专项 办公 室 ．

前 ＳＣＩ 论文数量和影响力成为世界各 国进行科学基［ 2 。 1‘ 1 0 ． 2 8 1Ｈ ｔｔ
ｐ ： ／ ／ｗｗｗ ． ｉｓｔｃｐ

．
ｏｒｇ ． ｃａ／ ｉ ｎｔ ｒｏ．

ｈｔｍｌ ．

八 丄 … ｓ ，八
［ 8 ］ 王冬梅 ． 科学基金制度对基础科研合作 的 引 导效 用分析 ． 科

金资助效果和 国家科研 目Ｓ力 定量评价 的主要指标 ，

ｉｆ管ａ ， 2 0 1 0
， （ 4 ）


： 9 8
一

1 0 1 ．

因此 ，产出大量未标注
“

中国 （包括台湾 ）

”

国家 ／地区［
9 ］ 张宜平 ． 中 国社会科学论文基金资 助研究 ？ 现代情 报 ． 2 0 0 5 ．

信息的 ｓｃｉ 论文 的 国 际科研项 目 ， 如果不是我 国科「 ｎ

＾＾
， ， ，＿

Ａ …



 ［ 1 0

］ 曾 磊 ，
安钟利

，
王骑瑶 ？ＳＣＩ 论文 奖励 制度 对高校科技 创新

学基金无偿资助 的项 目 ，则可能ｓ ｉ＃响我 国科研头的促进作用 －

以电子科 技大学为例 ． 电子科技 大学 学报 （社

力和学术水平的国际排名 。 我国科技项 目 资助产 出科版ＬＭ ｌＬ ＷＳｈ ｌ ｌ Ｏ
—

Ｉ Ｉ 2 ．

的科研成果未标注
“

中 国 （包括台 湾 ）

”

国家／地 区信Ｄ ｌ］ 李 力 ． ＳＣＩ 与科研绩效评价 ． 情报杂志 ’
 2 0 0 3 ，

（ 7 ） ： 9 2
－

9 5 ．

＇ Ｂ

［ 1 2 ］ 雜Ｗ ，
絲玲 ． ＳＣＩ械 目冊舰職巾贿用 误 区分

息的原因除 了我国对这些国际项 目 提供无偿基金资析 ． 情报探索 ， 2 0 1 0 ， （ 5 ）： 3 4
－

3 6 ．

助以外 ，还可能来 自 于 ： ⑴参与这些项 目 的是在海外 ［ 1幻 刘 睿远 ，刘雪立 ，王璞 ，等 ． 基金 论文 比 作为科技期 刊评价指

留学或在海外科研机构工作的我 国科研人员 ，有 的

科研人员甚至长期住居国外 。 ⑵参与该项 目 的是来 ［ ｌ 4 ］ ｗ ａｎｇ ｘ ． ｗ ，Ｌ ｉｕＤ ，ＤｉｎｇＫ ， Ｗ ａｎｇＸ ．Ｒ．Ｓｃｉｅ 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ｉｎｇ

华 留学人员或曾 在我国科研机构就职 ，在承担我 国ａ ｎｄ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ｏｕ ｔｐｕ ｔ ：ａｓｔｕｄ ｙｏｎ 1 0 ｃｏｕｎｔｒｉ ｅｓ
．
Ｓｃｉｅ ｎｔｏｍｅｔ

－

科学基金资助 的合作项 目 期 间归 国 的 海外科研人
［ 1 5 ］ｔｅ＾ Ｊ Ｒ

9

Ｔ＾ｎｆ
Ｐｅ— ｅｄｒ＿ ｒｃｈＷ

员 。 ⑶科研人员信息标注不规范 ，部分人员 未标注ｄｉｎｇｏｎｏｕｔ ｐｕ
ｔ ｏｆ Ｒ＆Ｄ ｒｅｓ ｕｌｔｓ ｉｎｔｈｅＣｚｅ ｃｈＲｅｐｕｂ ｌｉ ｃ ．Ｓｃｉｅｎ

－

作者地址信息或标注不全 。 ⑷数据库处理错 误 ， 遗
ｔ ｏｍｅ＆ ｓ ， 2 0 1 4

，
（ 9 8 ） ！ 6 5 7

－

6 8 1 ．

海都以女齡站空 恐 ／兰 白［ 1 6 ］Ｍｍ － 2 0 1 2

漏邵分文献的罕 息 。

学论文为例 ．
Ｉｆ报 资料工作 ，

2 0 1 3 ， （ 5 ）
：
4 4
－

4 9 ．

对于那些受我 国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却长［ 1 7 ］ 姜春林 ，
王续琨 ．

ＮＳＦＣ 项 目 产 出 管理学 论 文 的计量 分析 ．

期在海外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说 ，应该注意在其科研
’ 2 0 0 5 ， 2 3 （ 9 ）， 1 3 4 5

－

1 3 4 8 ．

［ 1 8 ］ 郭红 ，潘云涛 ， 马峥等 ． ＮＳＦＣ 资 助产 出 医学 论文 的计量 分

成果尤其是被 ＳＣＩ 收录 的成果中标注
“

中 国 （包括 台析 ． 科技管理 研究 ，
麗 ， （ 1 0 ） ： 4 6

一

5 0 ．

湾 ）

”

信息 ， 以提高我 国学术成果的 ＳＣＩ 收录量 。 另［ Ｉ 9 ］ 陈乐生 ？ 简析 德国 科 学基金 会 的 国 际化 战 略 ． 中 国科 学基

外 ，我 国有关部 门应密切关注那些受我 国重大科技＾ｎ ，
＿＿？ ， ，， ，［ 2 0 ］ 刘云 ，部立亮－ 国外主要科学基金组织 国际合 作战 略与资助

项 目资助期 间归 国的 外籍科研人员 ， 及时追踪其科特点及其 对我国 的启示 ． 中国基础科学 ，
2＿ ， （ 5 ） ： 3 7

－

4 2 ．

研项 目 的进展 以及资金使用状况 ， 避免造成资金浪［ 2 1 ］ 张琳 ，邹立尧 ，韩建国 ，任之光 ． 科学基金国 际合作 1 0 年 ：从

费 。 最后 ，不同科研人员对 同
一基金名 称的 不规范

走 向 深 Ａ 合 作 ．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
2 0 1 0 ’ （ 6 ） ：

ｏ
 （ 1

—

ｏ ／ ｏ ．

标注 ，
可能会影 响利用 ＳＣＩ 进行基金投人与产出 的［ 2 2 ］ 陈孝政 ，

王丹 ，李一军 ． 依 托 科学 基金 ， 开创 国 际合 作新 局

科研绩效评价 。 因此 ，为 了 真实测量我国 的科研能面 ． 中 国科学基金 ， 卻 1 2 ，⑴⑷
一

瓜

力和学术水平 ’ 建议 国家相关部 门规范我国 重点科
ｃ 2 3 ］

＝ｓ

ｐ

；：ｎ ａ

Ｈ
“

学基金的拼写形式 ，也希望广大科研人员认真对待［ 2 4 ］ 刘秀萍 ， 却立亮 ． 中美生物医学合作新举措
一国家 自 然科学

表征文献 夕卜部特征的各字段信息并进行准确标注 。生

合作研究 ． 中 国科学基金 ， 2 0 1 2 ，
（ 2 ）

： 1 2 4
—

1 2 6 ．

［ 2 5 ］ 鲁荣凯 ， 张梅 ，范英 杰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对德合 作

致谢 本文 工作得到 河 南省 高等学校哲 学社会科 学与交流综述 ． 中国 基础科学 ，
2 0 0 6 ， （ 6 ） ：

4 5
— 4 7 ．

基础研究重大项 目 （ 2 0 1 5
－

ＪＣＺＤ－

0 1 3 ）资助 。［ 2 6 ］ 张琳 ’部立亮 ？ 科学基金国 际 （地 区 ＞合作 与交流 回 顾 ． 中 国

基础科学
，

2 0 0 6
，

（ 1 ） ＝ 3 5
—

4 0 ．

？，＆＃ ［ 2 7 ］ 张永涛 ，张英兰 ，王 绍芳 ． 中韩科学基金 双边 合作与 交流 综

述 ‘ 中 国基础科学 ，
2 0 0 6

，
（ 1 〉 ： 4 5

—

4 7
．

［ 1 ］ 国家 自 然科 学基金委 员 会 ． 概况 ． ［ 2 0 1 4
－

1 0 － 2 8 ］ ．ｈ ｔｔｐ ； ／ ／［ 2 8 ］ 刘云 ，郑永 和 ，张琳 ，刘瑞红 ． 科学 基金国 际合作战略提升 的

ｗｗｗ． ｎｓ ｆｃ ． ｇ ｏｖ． ｃ ｎ／ｐｕｂ ｉ ｉ ｓｈ／ｐｏｒｔａ ｌ 0 ／ｊｇｓｚ／ 0 1 ／ ，需求分析与对策 ． 科学学研究 ，
2 0 0 2 ， 2 0 （ 6 ） ： 5 9 8

—

6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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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 温芳芳 ，李佳靓 ． 中 国情报学期刊论文合 著现象分 析
一

基于 ［ 3 1 ］ 廉清 ． 《 图 书情 报 工作 》核 心作 者 群分 析研 究 ． 现 代情 报 ，

五种情报学核心期刊的统计分析 ． 情报 杂志 ，
2 0 1 1

， 3 0 （ 8 ）
：
 2 0 0 4 ， （ 1 1 ） ： 5 5

—

5 9
．

5 5
一

6 0 ．［ 3 2 ］Ｗ ｅｂｏ 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 ． 帮助 ． ［ 2 0 1 4
－

1 0
－

3 0 ］ ．ｈｔ ｔｐ ： ／ ／ ｉｍａ
－

［ 3 0 ］ 郭颖涛 ， 杨思洛 ， 飘 ． 中外 图 书情 报学科 合作模式 比较研ｇｅ ｓ ．ｗｅｂｏ 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 ｅ．ｃｏｍ／ＷＯＫＲＳ 5 1 5 Ｂ 5 ／ｈ ｅｌ

ｐ／ｚ
ｈ
＿ＣＮ／

究 ． 情报理论与实践 ，
2 0 1 3

，
3 6 （ 1 0

）


： 1 2 0— 1 2 8 ．ＷＯＳ／ ｈｐ＿ ｓｕｂ
ｊ
ｅ ｃｔ＿ｃａ

ｔ ｅｇｏｒｙ＿ｔｅｒｍｓ
＿

ｔａ ｓｃ ａ． ｈｔｍｌ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
ｒｏ

ｊ
ｅｃｔｓ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 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 ａｉＳｈｕａｎｇ
－

ｓｈｕａｎｇ
1 ，

2Ｌ ｉｕＸｕ ｅ
－

ｌｉ

1 ， 3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

－

ｌｅ
1

， 2

Ｚｈｏ ｕＪ ｉｎｇ

1 ， 2

（ 1 Ｈｅｎａｎ 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Ｃｅｎｔ ｅｒ
ｆｏｒ Ｓｃ ｉｅｎｃ ｅ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ｓ ，

Ｘｉｎｘ ｉａｎｇ 
Ｍｅｄ ｉｃａ

ｌ
Ｕｎ

ｉ
ｖｅｒｓｉ

ｔｙ ？
Ｘｉ ｎｘ

ｉ
ａｎｇ 4 5 3 0 0 3 ｝

2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 ｔ ｉｔｕｔｅ ？Ｘｉｎｘ ｉａｎｇ 
Ｍｅｄ ｉｃａ 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Ｘｉｎｘ ｉ ａｎｇ 4 5 3 0 0 3

ｊ

3 Ｐ ｅｒ
ｉ
ｏｄ ｉ ｃａ

ｌ
ｓＰｕｂ ｌ

ｉ 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Ｍｅｄ ｉｃａ
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Ｘｉ ｎｘｉａｎｇ 4 5 3 0 0 3 ）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Ａ ｌｏｎｇｗ ｉ ｔｈｔｈｅ
ｇ ｌｏｂａｌ ｉｚ ａｔ ｉｏｎｏｆｓ ｃｉｅｎ ｔｉ ｆ ｉｃａｎｄｔ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ｃｏｏ ｐｅ ｒａ ｔｉｏｎ

，Ｃｈ ｉｎａａｄ
ｊ
ｕ ｓｔｅｄｓｃｉｅｎｔ ｉ ｆｉ ｃ

ｒｅｓｅ ａｒ ｃｈｃ ｏｏｐ ｅｒａ ｔ ｉｏｎｓｔｒａ ｔ ｅｇｙ
ｔ ｉｍ ｅｌ ｙ ？ｎｏｔｏｎｌ ｙｆ

ｕｒ ｔｈｅｒｓｔ ｒｅｎｇｔｈ ｅｎ ｉｎｇ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ｃｏｏｐ ｅｒ 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 ｔ ｉｏｎｂｕｔａ ｌｓ ｏｆｕｎｄ ｉｎｇｆｒｅ ｅｌ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 ｙｐｒｏ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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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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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ｅｉｇｎｓｃ ｈｏｌａｒｓ ｆｕｎｄｅｄｂｙ

Ｎａｔ ｉｏ ｎａ ｌ Ｎａ ｔｕｒａ ｌＳｃｉｅｎｃ ｅＦｏ ｕｎｄ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 ｉｎ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 ｉｐＣｏｕｎｃｉ ｌ ，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 ｅａｎｄＴ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Ｍａ
ｊ
ｏｒＰｒｏ

ｊ
ｅｃ ｔ ，Ｎ 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Ｂａｓｉ ｃＲｅ

？

ｓｅ ａ 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
， 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Ｒｅ ｓｅａｒ 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 ｅｎ 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Ｃｈ 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 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ｕ ｐｐ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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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基金 》作者须知

本刊常设栏 目 有 ： 学科进展 ； 科学论坛 ；成果简一版不标注 Ｘ 出版地 ： 出版者 ，年份 ， 页码 （如是译

介 ；基金纵横 ；资料信息等 。本 ，在书名后加译者姓名 ） 。

所有栏 目 的文章 均须提供论文题名 、 作者和单（
2

） 期刊论文 著者 ． 文 章题 目 ． 刊物名 称 ，

位的英文信息 。 学科进展和科学论坛类的文章正文年 ，卷 （期 ）
： 页码 ．

前需要 3 0 0 字以内 的 中 、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成果简（
3

）
论文集 著者 ． 文章题 目 ． 论文集编者 （前

介类文章另 请加个 中英文的关键词 。加
“

见 ：

”

或
“

Ｉｎ
”

） ． 论文集 出 版地 ： 出 版者 ， 出 版年 ，

来稿请以 电子邮件发 给本刊 ，力求 内容充实精页码 ．

炼 ，公式符号规范 。 稿件应附作者真实姓名 、 工作单文章请勿
一稿两 投 ， 本刊 自 收到稿件之 日起 ， 2

位 、 职务 、通 讯 地 址 、 邮政 编 码 、 电 话 和 电 子 邮 件个月 内将处理结果通知作者 ，如逾期未给答复 ，作者

地址 。可另 行处理 ，但需通知本编辑部 。

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 ， 附于文末 。 所有作期刊 网址 ：
ｈｔ ｔｐ ： ／／ ｐｕｂ ．ｎｓｆｃ

．ｇｏｖ ．
ｃ ｎ／ｓ ｆｉｃｃｎ／ ｃｈ／

者的姓在前 ，名 在后 （外文用首字母 ， 中 间不加缩写ｃｕ ｒｒｅｎｔｉ ｓ ｓｕｅ ．ａｓｐｘ

点 ） ，不同作者间 用
“

，

”

隔开 ， 所有作者均需要列 出 。投稿邮箱 ：
ｗｅ ｉｋａｎ？ 

ｎｓｆｃ．

ｇｏｖ．ｃｎ 。

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 （包括标点符号 ）如下 ：联系电话 ： 0 1 0
－

6 2 3 2 6 8 9 3

（
1

） 专著 编著者书名 （包括副刊名 ） ，版本 （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