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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学技术迅速变化,经济和信息全球化以及人才流动国际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竞争

日益演变为全球人力资源的竞争.本文以２０１３年第五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为研究对象,在分

析了这些入选者统计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化学领域入选者影响力分值的大小及其变动情况,对
相关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本土培养博士的质量并不比国外的差,且发展

后劲很足;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的入选者回国后的发展较好,学术影响力扩大较为显著;从入选

者影响力分值的升降趋势来看,入选前后影响力分值的差异不大,说明了这些入选者科学研究水

平的稳定性;从申报单位与毕业院校的关系来看,入选者回国后工作单位的选择具有一定“母校

情节”.

[关键词]　“青年千人计划”项目;文献计量;学术影响力

　　在科学技术迅速变化,经济和信息全球化以及

人才流动国际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演变

为全球人力资源的竞争.为了支持中国科技和产业

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于２０１１年开始实施“青年千人

计划”项目,以引进优秀的海外人才[１].这些人才不

仅能带回专业知识,还能带回庞大的国际合作网络,
这都有助于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影响力快速

上升.中国政府投资该项目,一方面是为了在原创

研究方面赶上西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吸引在

欧美高校接受训练的中国研究人员回国,逆转数十

年的科学人才流失的局面[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到２０４９年将中国转变为“一
个全球科技强国”,并在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消费支出

停滞不前之际,继续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资[３].令

人欣喜的是,这些投资已初见成效:最新一期的«泰
晤士报»显示,清华大学在亚洲的排名领先于新加坡

国立大学和东京大学[４];自２０１８年以来,中国科技

论文数量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全球科技影响

力显著提升[５].此外,引进最具创新激情和创新能

力的优秀青年人才,也可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千

人计划”专家储备人才,为中国未来１０—２０年的科

技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支撑[６].
目前关于“青年千人计划”项目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对项目入选者统计特征的梳理.如,郁美娟等分

析了第一批“青年千人”的年龄结构,就业单位的地

理区位和类型,以及获得博士学位的地区[７];余敏等

从性别、年龄、推荐单位、学历、工作经历等方面分析

了“青年千人计划”前五批数学学科入选者的基本情

况[８].此外,孙玉涛等分析了“青年千人计划”项目

的政策效果,认为引进海外青年学术人才的政策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外市场的收入差距,在吸引

高层次人才回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９].在引进人

才成长方面,陈代还等以第一批“青年千人计划”入
选者为研究对象,选取该批入选者从博士毕业到

２０１３年发表的３０６１篇国际SCI科技论文,建立面

板数据并用负二项面板模型进行定量回归,讨论了

国际国内二元关系网络对科学产出的影响[１０].孙

伟等针对第一至第三批５３７名入选者,在每类专业

中各抽取５位入选者作为研究对象,借助SCI数据

库考察入选前３年和入选后３年共６年内发表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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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数量,据此分析了“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

学术生产力[１１].
总体上看,目前针对“青年千人计划”项目的研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聚焦于项目入选者基本信息的

统计分析.在“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入选者学术成长

方面的研究则主要是依据相关学者入选前后发表

SCI论文的数量,分析了项目入选者学术生产力的

变化.然而项目入选者的学术成长或者是项目入选

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不仅包括相关学者发表

SCI论文的数量,还包括刊载这些论文的期刊的影

响力.比如一篇发表在 Nature上的论文所获得的

关注显然大于一篇普通SCI论文所获得的关注.有

鉴于此,我们在评价“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入选者的

学术影响力时,同时分析了相关学者发表论文数的

数量以及刊载这些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力.此外,在
评价入选“青年千人计划”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时,不
仅要保证数据的及时性还应选择那些发表后持续一

段时间的学术论文,即包含相关学者入选前后的论

文,从而保证可以对相关学者入选前后学术影响力

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因此,本文以２０１３年第

五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为例,评估相关学者的

学术影响力,为进一步引进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并
有效发挥其作用提供参考.

１　数据收集及处理方法

本文运用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青年千人

计划”入选者的学术论文进行定量分析,评价其学术

影响力.由于大多数引用在论文发表后３—５年内

获得[１２],我们的研究选择了第五批入选者入选前后

三年发表的科技论文为研究对象,以评价入选“青年

千人计划”项目前后相关学者学术影响力变化情况.
其中入选前３年是指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入选后三年是

指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３年第五批“青年千人计划”
项目共入选３９８人,其中工程与材料科学、化学、环
境与地球科学、生命科学、数学、物理和信息科学的

入选人数分别为９７人、５２人、３３人、１１２人、１１人、

４８人和４５人.
本文以 WebofScience核心集合数据库为数据

源,先是以作者姓名检索,之后通过文献类型限定、
发表时间限定、作者机构限定等进行二次精炼检索.
同时参考入选者的个人网站或申报单位的相关介

绍,进一步确认检索结果,最后获得所选论文的统计

结果.数据下载的截止日期是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２　整体入选学者学术影响力分析

分析“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入选者(此后简称“入
选者”)回国前后的学术影响力情况,有助于掌握目

前优秀归国青年学者的整体发展现状,全面了解当

下引才措施的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为未来进一步

提升引才成效提供政策依据与客观参照.

２．１　入选学者论文数量分析

已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评价入选者学术影响力的

重要指标(图１).从整体来看,所有学科领域的入

选者归国后的论文产量都要高于归国前,其中论文

数量提高最显著的专业领域是数学和化学,依次是

信息科学、环境与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物理

及生命科学.
从３９８位每一位入选者的具体发文数量来看,

６０．８％的入选者在回国后３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超

过了回国前３年,１１．３％的入选者回国后发表的论

文数量与回国前持平,２７．９％的入选者回国后的论

文数量较回国前少.统计结果说明,绝大多数入选

者(７２．１％)在入选前后学术生产力得到了较好地保

持和发展,部分入选者(２７．９％)可能还处于科研方

向调整适应期,入选后３年内的论文发表数目有所

下降.通过进一步分析２７．９％的在入选后发表的

论文数少于入选前的入选者所属专业领域,发现他

们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１１．６％)和工程与材料科学

(６．８％).

图１　入选者归国前后发表论文数量变化

２．２　入选学者论文总被引频次分析

总被引频次能够客观地反映论文总体受关注的

程度,及其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整体来看,

３９８位入选者入选前３年的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是

２０１２７５次,略 大 于 入 选 后 三 年 论 文 总 被 引 频 次

１９２７５３次.(但这并不能说明入选后相关学者学术

影响力下降了,因为大多数引用在论文发表后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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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获得,而且一些文章还或多或少存在延迟承认

的现象[１２].)
从具体专业领域来看(图２),工程与材料科学、

化学、环境与地球科学、物理和信息科学领域入选者

入选前３年的论文的总被引频次小于入选后三年论

文总被引频次.这进一步说明这些学科领域入选者

回国(来华)后整体学术影响力有提高.其中物理和

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的论文总被引频次提高最

显著.
从３９８位每一位入选者的总被引频次情况来

看,５０．８％的入选者在入选后３年内发表的论文总

被引频次小于入选前３年,８．３％的入选者在入选后

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与入选前持平,４１％的入选

者在入选后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大于入选前.统

计结果说明,将近一半的入选者在入选后学术影响

力 得 到 了 较 大 幅 度 的 提 升,约 半 数 的 入 选 者

(５０８％)可能由于延迟认可的原因,其入选后论文

的总被引频次略低于入选之前的总被引频次.通过

进一步分析这４１％的入选者在入选后发表的论文

总被引频次大于入选前的入选者所属专业领域,发
现他们主要集中在工程与材料科学(２５．８％).

图２　入选者归国前后发表论文总被引频次

２．３　入选学者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分析

篇均被引频次是论文总被引频次除以论文数量

的结果,也是衡量入选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整体来看,所有专业领域入选者入选前３年论文的

篇均被引频次,均大于入选后三年论文篇均被引

频次.
从具体专业领域来看(图３),论文篇均被引频

次下降最显著的专业领域是数学.从３９８位每一位

入选者的篇均被引频次情况来看,６８．４％的入选者

在入选后３年内发表的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小于入选

前３年,８．３％的入选者在入选后发表论文的篇均被

引频次与入选前持平,２３．４％的入选者在入选后发

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大于入选前.统计结果说

明,不少的入选者(６８．４％)可能由于延迟认可或论

文质量的原因,其入选后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低于

入选 之 前 的 篇 均 被 引 频 次.通 过 进 一 步 分 析

２３４％的在入选后发表的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大于入

选前的入选者所属专业领域,发现他们主要集中在

工程与材料科学(５．５％).说明工程与材料科学领

域的入选者的发展较好,他们的学术影响力显著

扩大.

图３　入选者归国前后发表论文篇均被引频次

３　化学领域入选者学术影响力分析

为进一步加强入选者的考评工作,以“双一流

建设”为契机,考虑到作者署名次序和文章的延迟

认可现象,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学者学术影响力计

算的计算方式———影响力分值,该方法规避掉了引

文时滞及研究热点等因素对人才评价的影响.结

合笔者的化学背景,我们使用该方法进一步考察化

学领域入选者(５２人)回国前后的成长情况.基于

各校入选者考评的政策以及相关期刊的学术影响

力,我们将相关学者发表的论文分为 A、B、C、D、E
五类.
影响力分值＝A∗a＋B∗b＋C∗c＋D∗d＋E∗e

其中,A、B、C、D、E是各类论文的权重,a、b、c、

d、e分别是各类论文的数量.影响力分值的计算只

考虑署名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的期刊论文.

A类论文:国际顶级期刊论文:Nature、Science,
权重为１０分;

B类论文:本学科国际顶级期刊论文:Nature
Chemistry、ChemicalReviews、NatureMaterials权

重为５分;

C类论文:本学科国际权威期刊论文:Journal
oftheAmericanChemicalSociety、ChemicalSociety
Reviews、Advanced Materials、Advanced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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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JournalofMedicinalChemistry,权重为３分;

D 类 论 文:本 学 科 国 际 优 秀 期 刊 论 文:

AngewandteChemieInternationalEdition、Chem、

NatureCommunication、ScienceAdavance、Natural
ProductReports、AccountsofChemicalResearch、

SurfaceScienceReports、Nano Today、Journalof
Photochemistry and Photobiology C
Photochemistry Reviews、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AnnualReview ofPhysicalChemistry、

ACS Nano、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Materials Horizons、Nano Energy、ACS Energy
Letters、NanoLetters,权重为１分;

E类论文:其他期刊论文,权重为０．１分.

Nature、Science归为 A 类论文,这应该是没有

争议的.NatureChemistry和 NatureMaterials是

仅次于 Nature和Science的杂志,是极其重要的研

究工作,故将其归到 B类,此外 ChemicalReviews
是化学领域的顶级老牌综述期刊,且影响因子极高,
也 将 其 归 到 B 类.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和 AdvancedMaterials分别代表了环境科

学与材料化学的顶级期刊,结合影响因子,我们将其

归 到 C 类;Journalof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虽然影响因子不是特别高,但是由于其在化

学领域的广泛认可度,也是美国化学会的老牌化学

期刊,我 们 将 其 定 位 为 C 级;ChemicalSociety
Reviews的影响力稍逊于ChemicalReviews但也是

学科 有 权 威 的 综 述 期 刊,故 将 其 定 位 为 C 级;

JournalofMedicinalChemistry是药物化学领域的

顶级期刊,尽管影响因子只有６．２５３,但是考虑到期

刊的影响力以及投稿的难度,将其仍归为 C类.D
类期刊,也是本学科的优秀期刊,是综合考虑期刊的

影响因子和期刊的声誉,将相关期刊定为 D 类期

刊.E 类 中 也 不 乏 较 好 的 期 刊,比 如 ACS
Catalysis,ChemicalScience等,但是相较于前四类

期刊,其影响力和认可度还是稍显逊色,故将其和其

他杂志归为E类.

３．１　入选前相关学者学术影响力分析

我们根据拟定的影响力分值计算公式,统计了

化学领域入选者入选前３年所发表的论文的影响力

分值,着重分析排名前１０的入选者的学术影响力

(表１).

表１　入选前相关学者影响力分值排名详情

姓名

首字母
毕业院校/国外工作单位 职务(英文)/合作导师

发文总

被引频次

合作机构数/
合作国家数

影响力

分值

WT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美国]University
ofFlorida

Postdoc/Cao,Y．Charles 　３７９ ４/２ １９

ZST 中科 院 福 建 物 质 结 构 研 究 所/[美 国]
CaliforniaStateUniversity

Postdoctor/Bu,Xianhui ６８０ ３/１ １５

WFA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以色

列]The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
Postdoctoral Associate/
Willner,Itamar)

６６４ １/１ １１．２

WW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美 国 ]Arizona
StateUniversity

AssistantResearchProfessor/
Tao,Nongjian

２０９ ５/２ １０．１

ZM(女) University of Cambridge/[英 国 ]
UniversityofOxford

Head of Proteomics/
Robinson,CarolV．

１７１ ７/５ １０

HXQ 厦门大学/[美国]universityofcalifornia,
losangeles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Huang,Yu

１１０３ ５/２ １８．２

XQH 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新
加坡]UniversityofSingapore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无

１３８９ １０/２ ８．３

YF Texas A&M University/[美 国 ]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MichiganTechUniversity

researchassociate/Rodriguez,
JoseA．

２４２ ３/３ ７．１

JHL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美国]
TexasA&M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Zhou,HongＧCai

７８２ ２/２ ７

JL 北 京 大 学/[德 国]TechnicalUniversity
ofMunich

PostdoctoralResearchFellow/
Bach,Thorsten

４１１ ２/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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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取得博士学位的国家

主要集中在中国,其国外工作单位主要集中在美国

名校,在国外的职务主要是做博士后.我们进一步

发现这些学者中有７位学者的博士毕业院校是中国

(４位来自中国科学院、其他３位分别来自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３名是美国和英

国(剑 桥 大 学、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德 克 萨 斯

A&M 大学),也说明我国本土培养的博士的质量较

高,也能培养出很多顶尖人才.相关学者入选前国

外工作单位主要是美国各名校.
进一步分析这些入选者的国外合作导师,我们

发现,影响力分值较高的入选者的合作导师分别是

佛罗里达大学的Cao,Y．Charles教授、美国加州州

立大学长滩分校的 Bu,Xianhui教授、耶路撒冷希

伯莱大学化学研究所的 Willner,Itamar教授、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的 Tao,Nongjian教授、牛津大学的

Robinson,CarolV 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Huang,Yu教授、密歇根理工大学的 Rodriguez,

JoseA教授、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Zhou,HongＧCai
教授、慕尼黑工业大学的Bach,Thorsten教授.这

些导师名单可以为国内化学博士出国做博士后的合

作导师选择问题,提供参考.这些入选者的国外工

作单位,也可以为后续我国学者出国做博士后时合

作单位的选择问题,提供参考.
根据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分布情况,我们发

现几乎所有入选者的文章的署名都是第一作者(除
了XQH).这可能与其职务相关,因为相关入选者

国外的职务主要是“Postdoctor”,博士后研究主要是

在合作导师的带领下,做导师相关的研究,研究自由

度受到限制.也因此相关入选者文章数量不是很

多,合作 机 构 的 数 量 较 少,但 影 响 力 分 值 很 高.

XQH 在 国 外 的 职 务 是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作为教授,他主要是独立带队,指导学生

完成相关工作,研究自由度相对较大,论文数量较

多,可选择的合作机构的数量相对较多,但影响力分

值并没有相像的那么高.XQH 只有一篇论文署名

是第一作者,其他论文的署名都是通讯作者.
从申报单位与毕业院校的关系来看,有一定机

构类型、地域等方面的相关性.如 WT毕业于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申报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其机构类型都是研究所;ZST毕业于中科院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申报单位为福州大学,其地理位置

都是福州;JL毕业于北京大学,其申报单位是清华

大学,其地理位置都是北京.这可能是有一部分“母
校情节”,虽然这些学者并未回到母校(可能由于工

作时机等),但跟母校有一定的地域或机构类型上的

联系,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些机构人才培养机制

的成功.
此外,我们发现那些分值较高的入选者所关注

的领域包括金属有机框架结构化学(metalＧorganic
frameworks)、纳米金属化学、细胞膜蛋白的性质研

究、光化学以及金属钯催化有机反应等,这些领域也

为后续学者研究方向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参考.

３．２　入选后相关学者学术影响力分析

我们根据拟定的影响力分值计算公式,统计了

化学领域入选者入选后３年所发表的论文的影响力

分值,着重分析排名前１０的入选者的学术影响力

(表２).
通过分析发现,１０位入选者毕业院校所属国全

部是中国,这说明我国本土培养博士的发展后劲很

足.１０位入选者国外工作单位主要集中在德、美名

校,在国外的职务主要是做博士后.１０位入选者的

申报单位,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大学、厦
门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复旦大

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说明入选者回国后在这些单位

成长的较好,也为将来海外人才回国后工作单位的

选择提供了参考.这可能与相关单位的人才引进政

策与人才考核政策有一定的相关性,未来研究可做

进一步分析.
从申报单位与毕业院校的关系来看,入选者回

国后工作单位的选择也具有一定“母校情节”,因为

他们对母校的环境更加熟悉,易于适应,更利于科研

工作的开展.如LJF毕业于厦门大学,申报单位也

是厦门大学;ZXZ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申
报单位也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也有一些学者

的申报单位虽然不是母校,但与母校是同一个地区

的兄弟院校.如,ZQ毕业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申报单位是复旦大学;WDL毕业于武汉大学,
申报单位是华中科技大学.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些

机构人才培养机制的成功,母校成为入选者回国后

的首选工作单位.
进一步分析１０位入选者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和

通讯作者的署名分布情况,我们发现部分入选者还

有一些署名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但更多文章的署名

是通讯作者.原因可能是还有部分入选者回国后,
筹备课题组的时间较长,还需要亲自做一些实验.
但大部分入选者回国后课题组的筹备比较顺利,开
始指导学生做研究,因此文章数量显著增加,研究领

域在逐步扩展,合作网络不断扩大.双通讯、多通讯

的文章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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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入选后相关学者影响力分值排名详情

姓名

首字母
申报单位 毕业院校/国外工作单位

发文数量/
总被引频次

合作机构数量/
合作国家数量

影响力

分值

JHL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学

中国 科 学 院 福 建 物 质 结 构 研 究 所/[美 国]
TexasA&M University

２７/２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９

HXQ 苏州大学 厦 门 大 学/[美 国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losangeles

１６/８７２ １７/２ １６．９

LJF 厦门大学 厦门 大 学/[瑞 士]EidgenössischeTechnische
HochschuleZürich

１５/２８６ ２０/６ １６．８

ZXQ 苏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学研究所/[德国]Bergische
UniversitaetWuppertal

１６/１６６ １８/６ １１

SZZ 南京大学 北 京 大 学/[德 国 ]Westflische WilhelmsＧ
UniversittMünster

１０/４４９ ６/２ １０．６

ZXZ 中国科学院化学

研究所
２００６年０７月毕业于[中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日本]TheUniversityofTokyo
１１/３６８ １０/３ ９．８

WW 南京大学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美 国 ]Arizona
StateUniversity

３７ ４０/４ ８．４

WT 中国科学院化学

研究所

长 春 应 用 化 学 研 究 所/[美 国 ]University
ofFlorida

８ １５/２ ６．６

ZQ 复旦大学 中 科 院 上 海 有 机 化 学 研 究 所/[美 国 ]
UniversityofIllinois

１６ １９/６ ６．３

WDL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美国]CornellUniversity １７ １５/３ ６．１

我们还发现１０位入选者回国后,都是属于“单

干型”(另一种是“依托型”),而本土博士后出站后大

多依托一位较有影响力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这可

能是因为这些入选者具有了“青年千人计划”项目的

经费支持,以及科研实力与名气使他不用寻找依托

也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同时也不受被依托者

研究方向上的限制.

３．３　入选前后相关学者学术影响力分析

从整体上分析５２位入选者,入选前后所发表的

论文的影响力分值的变动趋势,发现以下规律.

从入选者影响力分值的升降趋势来看,总体上

入选前后３年影响力分值上升的学者占比３８．５％
(２０人),影响力分值下降的学者占比４８．１％(２５
人),影响力分值持平的学者占比１３．４％(７人),可

见人才回国前后其影响力分值的差异不大.也说明

这些入选者科学研究水平的稳定性.有趣的是,在

我们进一步分析那些入选后影响力分值上升的２０
位入选者中,发现其性别都是男性,而３名女性入选

者入选后影响力分值全部下降了,这可能是因为这

个年龄段的女性学者归国后,更多的精力要回归家

庭,也可能是由于这一批化学领域女性入选者的数

量(共３位)本身就比较少,从而产生的统计会有所

偏差.

影响力分值只升不降的入选者所属单位(申报

单位)有:大连理工大学(共引进１人)、厦门大学(共
引进２人)、天津大学(共引进１人)、同济大学(共引

进１人)、中南大学(共引进１人);而影响力分值只

降不升的入选者所属单位:南开大学(共引进１人)、

清华大学(共引进３人)、武汉大学(共引进１人)、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共引进１人)、北京师范大学(共
引进１人)、东华大学(共引进１人)、福州大学(共引

进１人)、华东理工大学(共引进１人)、华中科技大

学(共引进２人)、南京理工大学(共引进１人).由

于这些单位引进人数较少(除了清华大学),单纯由

此判断入选者在哪个机构的发展更为有利的说服性

较弱.但也或多或少为相关人才回国后工作单位的

选择提供了参考;同时对于那些影响力分值只升不

降的入 选 者 的 研 究 方 向,也 为 后 续 学 者 提 供 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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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结合数据的及时性与可分析性(文章的引

用与承认存在延迟),选取２０１３年第五批全部入选

者进行研究,分析了他们的论文总数、总被引频次

和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发现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的

这些数据都有显著提升,表明该领域的入选者回国

后的学术影响力显著扩大,其他领域独立开展新

的方 向 可 能 需 要 一 定 前 期 积 累,前 期 表 现 不

明显.

更重要的是,本文通过分析过往的分析方法的

弊端,综合考虑所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采用了新

颖的、客观的“影响力分值”这一新的简单计算方法,

我们以化学领域的青年千人入选者为例,通过计算

各位学者的影响力总分值,发现我国本土培养的博

士的质量并不比国外的差,且发展后劲很足.根据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分布情况,我们发现相关学

者入选前文章的署名主要是第一作者,入选后的文

章的署名主要是通讯作者.这可能与其职务相关,

因为相关入选者在国外的职务主要是“Postdoctor”,

博士后研究主要是在合作导师的带领下,做导师相

关的研究,研究自由度受到限制.也因此相关入选

者论文数量不是很多,合作机构的数量较少,但影响

力分值很高.相关入选者回国后的职务一般是教

授,主要是独立带队,指导学生完成相关工作,研究

自由度相对较大,论文数量显著增加,研究领域逐步

扩展,合作网络不断扩大,双通讯、多通讯的文章增

多.从申报单位与毕业院校的关系来看,入选者回

国后工作单位的选择也具有一定“母校情节”.从

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些机构人才培养机制的成功,因
为这些学校不仅培养出了这些优秀的人才,这些人

才反过来为母校的发展增添了力量.从入选者影

响力分值的升降趋势来看,入选前后其影响力分值

的差异不大.也说明这些入选者科学研究水平的

稳定性.有趣的是,我们进一步分析那些入选后影

响力分值上升的２０位入选者,发现其性别都是男

性,而３名女性入选者入选后影响力分值全部下

降了.

最后,本文提出的影响力分值的计算方法,也
为其他资助项目实施成效的评价问题提供了参考,

对于一些非基础性的研究项目,如果能引入除论文

影响力以外的因素(比如专利数或者成果转化的情

况等)进行探讨,得出的研究结论或许更具说服

力.此外,对青年千人入选者合作导师的学术影响

力进行评价,分析入选者影响力分值与导师影响力

分值的相关性,这也成为我们接下来进一步研究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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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eraofrapidchangesinscienceandtechnology,economicandinformationglobalizationand
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talentflow,thecompetitionbetweencountriesisincreasinglyevolvingintothe
globalcompetitionforhumanresources．Basedontheanalysisofthestatisticalcharacteristicsofthe
selectedcandidatesinthefifthbatchof“youththousandtalentsplan”in２０１３,weevaluatetheacademic
influenceofrelevantscholarsbycalculatingtheirinfluencescoresandtheirchangesinthefieldof
chemistry．OurresultsshowthatthequalityofChinesedoctorsisnoworsethanthatofforeigndoctors,
andthedevelopmentpotentialisverystrong．Candidatesinthefieldofengineeringandmaterialscience
developedwellafterreturningtoChina,andtheiracademicinfluenceexpandedsignificantly．Fromthe
risingandfallingtrendoftheinfluencescoresoftheselectedcandidates,therewaslittledifferenceinthe
influencescoresbeforeandaftertheselectedcandidates,whichindicatedthestabilityoftheirscientific
researchlevel．Fromtheperspectiv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pplicantandthegraduateinstitution,
theselectionofthecandidate＇sworkunitafterreturningtoChinahasacertain“Almamaterplot”．

Keywords　“youththousandtalentsplan”project;bibliometrics;academicinfluence


资料信息

中外科学家在气溶胶间接气候效应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４１５６１１４４００４和４１５７５１３６)等资助下,南京大学客座教授 Daniel
Rosenfeld(一作兼通讯)联合国内南京大学汪名怀教授(共同通讯)、浙江大学俞绍才教授(共同通讯)、陕西省

气象科学研究所朱延年博士(共同第一作者)等多家合作团队的研究人员,在气溶胶间接气候效应研究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７日以研究长文的形式在线发表于Science(«科学»)杂志上(论
文链接: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２０１９/０１/１６/science．aav０５６６? rss＝１).

气溶胶颗粒作为云凝结核(CCN)引起云辐射强迫的变化是人类活动引起辐射强迫的重要分量,也是气

候评估中不确定性最大的一项.鉴于海洋低云对入射太阳辐射显著的反射作用和所引起的冷却效应,理解

气溶胶颗粒如何影响海洋低云性质,进而影响海洋低云辐射强迫,对理解地球系统能量收支和气候变化具有

重要意义.
在早期的研究中,卫星观测的气溶胶光学信号(比如光学厚度或者气溶胶指数)多用来研究气溶胶—云

相互作用,但由于气溶胶光学信号受限于反演技术,难以真实代表进入云内的CCN浓度,更无法测量清洁大

气中CCN的浓度.在本研究中,科学家们基于新发展的云滴数浓度(Nd)和云底上升速度(Wb)的反演方

法,得到了在云底过饱和度下对应的CCN浓度,巧妙地解决了前期使用气溶胶光学信号来研究气溶胶—云

相互作用的困难.为了有效分离出CCN和气象要素对云的影响,科学家们使用气象要素(比如云的几何厚

度)对云进行分类,然后在每类中研究CCN对云的影响,这样较为有效地排除了气象要素对结果的干扰.由

于上述技术的突破,研究发现在给定气象条件下,CCN 的变化可以解释海洋低云辐射强迫的大部分变化

(７５％),这里主要是通过影响云水路径和云量来实现的.这一结果表明CCN对海洋低云辐射强迫的影响在

之前的研究中被严重低估.
该研究结果极大提高了对气溶胶间接气候效应的认识,这对评估人为气溶胶引起的致冷效应的大小,人

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以及未来气候的预估等具有重要意义.

(供稿:地球科学部　李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