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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本文以 J C R 原始数据为基础
,

定量计算了各国期刊的引用指标值
。

结果表明
,

中国学术

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仍属较低水平
。

分析 了中国期刊国际影响力不高的原因
,

并指 出中国期刊应从

数量型发展转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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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活动广泛存在于社会政治
、

经济
、

科技
、

教

育等各领域中
,

为人类进步
、

事业发展和科学决策提

供了许多有益参考或依据
。

近年国内学者根据相关

评价工作的需要
,

开展 了大量关于学术期刊的评价

研究活动
,

推出了一系列评价指标与方法
,

提出了很

多很好的建议川
,

相关管理机构还资助建立了用于

国内期刊的评价系统 〔2
,

〕 ]
,

这些都说明学术期 刊评

价工作有其重要意义
,

受到了相当的重视
。

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

中国科技学

术期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部分期刊 已走向国际
,

成

为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窗 口
。

笔 者认为
,

我们不但

要研究了解我国各期刊在国内的影响力
,

也很有必

要评价 了解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

本文的调

研探讨即是评价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一次实

践
。

1 评价方法与评价系统的选择

对于科学评价工作而言
,

通常有专家评价法和

计量评价法两种主要方法
。

国内外学者对科技学术

期刊评价方法的研究结果 4[] 表明
:

采用引文指标的

评价方法所评出的结果不仅基本与专家评估结果吻

合
,

而且其易操作性优于 同行专家评价方法
。

本文

拟选择采用引文指标的计量评价方法
。

要使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研究与评价结

果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
,

必须要借助于国际上广泛

认可的评价系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朱作言院士在谈到作为国际科技交流的学术期刊的

衡量标准时
,

曾明确指出
: “

没有别的衡量标准
,

只能

用国际的标准去衡量
”

5[]
。

显然
,

将我国学术期刊置

身于国际科学共同体的大环境中作 比较研究
,

更有

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和认识中国学术期刊所处的国际

地位与影响
,

明确中国学术期刊的现状
,

探求中国学

术期刊的发展方向
。

19 7 5 年 开始
,

美 国科技 信息研究 所 ( In s t i t u t e

f o r S e ie n t if i c I n f o r m a t io n ,

15 1)每年都要在 (科学引文

索引一扩展 版》 ( S e i e n c e e i ta z i o 、 J n j ex 公户“ 、 J耐
,

s cl E x aP dn ed )的数据 基础 上
,

整理发布一套世界

范围的年度 《期刊引用报告 》 ( J o u r n a z C i t a t i o , 尺 e -

oP
r t s

,

J C R )
。

从此
,

作为 s e l 附属产品的 J e R 便成

为对学术期刊进行定量评价的重要工具
,

在国际上

得以广泛公认和采用
,

成为学术界
、

期刊出版机构和

相关研 究人员评价学术期刊时不 可多得 的评 价系

统
。

近年来
,

s cl xE aP
n d de 和 Jc R 所收录的 中国

学术期刊的数量已进入前 10 名之列
,

已经具备了利

用该系统对中国主要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进行研

究和评价的基本条件和可能性
,

技术上具有可操作

性
。

我们认为
,

只要数据取舍和处理得当
,

其结果应

该具有较好的可 比性和可靠性
。

因此
,

本调研依据

xS I 于 2 0 0 4 年 6 月发布的 2 0 0 3 J C R S e i e n e e E d i t i o n

的数据为基本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

是能较好反映中

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现状的
。

本文于 2 0 0 5 年 8 月 4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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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采集与处理原则

2 0 0 3 J C R S e i e n e e E d i t i o n 发布了全世界 6 5 个

国家或地区的 5 9 07 种期刊的引用数据困
。

我们在

采集原始数据时用
“

co
u
nt

r y / T er ir t or y
”

作检索选项
,

分别采集到所有国家或地区来源期刊的相应原始数

据
。

其中 34 个 国家 或地 区有 10 种以上期刊被选

用
,

其他 31 个国家或地区一共只选用 了 78 种期刊
。

我们对有 10 种以上来源期刊的 34 个国家或地

区的原始数据分别进行汇总处理和计算
,

得 出了这

些国家或地区的来源期刊总数 ;影响因子总值
、

最高

值
、

刊均值 ;被引频次总数
、

最高数
、

刊均数 ;收录论

文总篇数
、

最高数和刊均数共 10 项定量指标
,

结果

见表 1
。

表 1 各国期刊指标绝对值 (按期刊总数排序 )

国家

或地 区

影 响 因 子 被 引 频 次 收 录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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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分别汇总和计算其他 31 个 国家或地 区

的期刊数据意义不大
,

对中国期刊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的排序基本上不构成影响
,

故对这 31 个国家或地

区的 7 8 种期刊一并计入
`

其他国家
’

名下
,

采用了合

并处理的办法计算了这些国家或地区期刊的相应指

标
,

但不参加指标排序
,

目的仅仅是便于得到国际全

部期刊的完整数据
。

3 结果与分析

由表 1 可 见
,

2 0 0 3 J C R S e i e n e e E d i t io n
发布的

全世界 65 个国家或地区的 5 9 0 7 种期刊的引用数据

中
,

来源期刊总数
,

影响因子总值
、

最高值
、

刊均值
,

被引频次总数
、

最高数
、

刊均数
,

收录文总篇数
、

最高

数 9 项指标都是美国名列第 1
,

而收录论文刊均 数

第 1 却为中国
。

将中国期刊 ( 67 种 )与来源期刊数最相近 的加

拿大 ( 7 5 种 )
、

意大利 ( 6 5 种 )
、

澳大利亚 ( 6 3 种 )
、

丹

麦 ( 61 种 )作参照 比较
,

在影响因子 总值和刊均值等

方面
,

中国期刊都落后不少
。

如 中国比丹麦期刊数

约多 10 %
,

但两国期刊的影响因子总值
、

最高值和

刊均值分 别 为 3 5
.

0 2 2
,

9 9
.

3 7 1 ; 3
.

3 1 8
,

7
.

0 5 2 ;

0
.

56 7
,

1
.

62 ;9 表 明这些体现影响力的指标值却是丹

麦较 中 国 分 别 高 出 1 61
.

35 %
,

11 2
.

54 % 和

18 7
.

30 %
。

其他几个与中国期刊数相近国家的期刊

影响力的指标也多有优势
。

由表 1 也不难发现
,

来

源期刊数 比中国多的 9 个国家中只有俄罗斯刊均影

响因子比中国低
,

而来源期刊数比中国少的 24 个国

家中却有 14 个刊均影响因子 比中国高
。

来源期刊

数比中国多的 9 个 国家的刊均被引频次都高于中

国
,

而来源期刊数 比中国少的 2 4 个国家中也有 12

个刊均被引频次 比中国高
。

在这两项主要指 标方

面
,

收录期刊仅 12 种 (排并列第 30 位 )
,

收录论文总

数 41 8 篇 (排第 3 4 位 )
,

收录论文刊均数 35 篇 (排第

3 3 位 )的芬兰也 比中国高出不少
。

中国期刊的总体情 况是
,

入选 67 种期刊排第

10 位
,

共收录论文 1 2 4 17 篇排第 9 位
,

刊均载文量

多达 18 5 篇
,

较国际 5 9 0 7 种期刊的平均载文量 12 6

篇高出 46
.

83 %
,

较刊均影响因子排第 1 的美国刊

均载文量 1 4 5 篇高 出 2 7
.

5 9 %
,

列 各国之首
。

国际

5 9 0 7 种来源期刊的影响因子刊均值为 1
.

5 92
,

而中

国期刊的影响因子 刊均值只有 0
.

5 6 7
,

仅为国际刊

均值的 35
.

6%
。

国际期刊被引频 次刊均数为 3 3 01

次
,

而中国期刊被引频次刊均数仅为 5 35 次
,

是国际

刊均数的 16
.

2 %
。

对表 1 中各项指标进行排序
,

可以 得出各国期

刊各单项指标的全部排位结果
。

表 2 给出 厂其中与

中国期刊数最为接近的 5 个国家的各项指标的排位

结果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中国学术期刊的期刊总数
、

收录论文总篇数和收录论文刊均数都跨入了国际前

10 名之列
,

而影响因子总值
、

最高值
、

被引总次数分

别列于第 14
、

第 1 5
、

第 14 位 ;影响因子刊均值
、

被引

频次最高值及刊均值则分别处于第 23
、

第 24
、

第 22

位
,

均处于比较落后或相当落后的位置
。

在调查统

计中我们也对即时率指标作了统计和排位
,

结 果是

中国期刊的即时率总值
、

最高值和刊均值分别处于

第 15
、

第 2 2 和第 2 7 位
。

以上结果说 明
,

中国学术期刊在走向世界 的过

程中
,

期刊数量和载文数量增长很快
,

而在质量提升

方面与科学强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

表 2 五国期刊各项指标排位情况

来源

期刊
总数

影 响 因 子 被 引 频 次 收录论 文数
国家

总值 最高值 刊均值 总数 最高值 刊均数 总篇数 最高数 刊均值

加拿 大 9 9 1 8 12 9 8 6 1 1 14 28

f

牛,国 l ( ) 14 15 2 3 14 2 4 2 2 9 1 1 1

意 大利 1 1 I t一 6 13 1 3 9 1 8 1 3 1。 2 2

澳夫利亚 12 2 1 2 1 16 ] 2 1 4 1 7 1 4 2 3 2 1

丹麦 1 3 8 5 3 8 10 4 1 0 7 9

学术期刊的引用群体
、

区域分布
、

被多少期刊引

用
、

被哪些期刊 引用以及期刊 自引情况也都是期刊

影响力的重要反映
。

文献「7 1的研究表明
,

我国大多

数被 S C I收录期刊的被引频次 中有 80 % 以上来自

中国作者的引用
。

我们在本调研工作中对中外期刊

的自引情况作 了比较调查
,

结果是不少中国期刊 自

引率偏高而他引率偏低
。

从表 3 所列两组很有比较

意义的国内外期刊 (第一组 J l
、

2J 和 3J
、

同属 G as
-

t r o e n t e or l o g y & H e p a t o l o g y 类目
,

且在该类当年 4 7

种期刊中影响因子最接近
,

分别列于第 10
、

第 11 和 12

位 ;第二组 中 J4
、

JS
、

J6 和 J7 同属 P h ysl cs
,

M u lt id i sc i
-

vil n a yr 类下
,

同为
“

快报
”

类期刊 )的数据便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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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中
、

外期刊 2 03 0年自引率

37一7537 82

9 0了

02
比、门、气à,̀飞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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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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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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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1组

1 7 6 8

6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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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

10 04 7

2 3 87

1 32 0

2 0 6 1 3 1

9 8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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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1 5 3 8 8

3 1 3

1 3 0 6

9 5 4

`
马ù、ù76

丫.ù万.,Jr
曰

第2组

注 A
:

期刊名称
、

B
:
2 0 0 3 年影响因子

、

c
:
2 00 3 年引用过该刊的期

刊总数
、

D
: 2 0 0 3 年所有期刊引 用该刊所有年代论文的总次数

、

E :

2 00 3 年该刊自引所有年代论文的次数
、

E / D
:

20 03 年该刊 自引率

(% )
。

J I :

aG
s r

o
n t e s t i n a l e n

do
s co P y

、

JZ
:

W dr l d ] o u r刀 a l of 邵
s t oer

n
-

t e or l
。
幻 (中国刊 )

、

J3
: OJ u r n a l of 沉 ar z 人咖

t i t i、
、

J4
:

hP 笋艺ca l er v

~
le r t e sr

、

JS
:
E u or hp 笋 ics l e t t它 sr

、

J 6
:

hP ys i e s l e t t e sr A
、

J 7 :

hC
i n
ese hp ys i c s

l“ t t e sr (中国刊 )
。

( 14
.

2 7 3 )的是月刊 T 犷 e n d s i n B i o hc e m i c a l sc i e n ce s ,

年载文量为 1 01 篇
,

而年载文量最多 ( 17 71 篇 )的周

刊 以
e m i ca z 外少 i c : 五e t t e r : 影响因子则只有 2

.

4 3 5
。

这些国家都属欧美国家
,

期刊收录数为前 3 名
,

语种

均为英语
,

不存在偏见或歧视
,

但以上结果却表明年

出版期次
,

载文量多少与影响因子并无正相关性
。

通过 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 出这样一个认识
:

用

中国入选 S CI 的期刊数量少
,

期刊规模小
,

载文量不

多的
“

数量决定论
”

来解释中国期刊影响力不高的现

状是缺乏说服力的
,

是难以站住脚的
。

4 结 论

由表 3 可见
,

第一组 中的中国期刊的 自引率达

83 % 以上
,

第 二 组 中 的 中 国 期 刊 的 自引 率 约 近

5 0 %
,

都比国外期刊高出许多
。

在能表征期刊影响

范围的 C 栏数据 中
,

则是中国刊低而外国刊高
。

进

一步观察引用期刊群体状况
,

在第一组期刊中 1J 被

影响因子 ) 10 的期刊引用 31 2 次
,

2J 被影响因子 )

10 的期刊引用 51 次
,

而 3J 没有被影响因子 ) 10 的

期刊所 引用 ; 在第二组期刊中
,

4J
、

5J 和 6J 分别被

尺 e v i e w 、
of 几么泥z e r n

外ys i e : (影 响因子 2 5
.

1 7 2 )引用

1 30 8 次
、
3 8 次和 3 2 8 次

,

被 S e i e n e 。 (影响因子 2 9
.

7 8 1 )引用 6 1 7 次
、

1 4 次和 8 次
,

被 aN
z u er (影响因

子 3 0
.

9 7 9 )引用 7 6 6 次
、

2 5 次和 2 0 次
,

而 J7 的引用

期刊中则不见这些高影响力期刊的身影
。

有的国内研究者将我国期刊国际影响力不高的

原因归结为中国入选 S CI 的期刊数量少
,

期刊规模

小
,

载文量不够多
。

抱怨 151 作为美国的一个 民间

机构在来源期刊选择上带有偏见
,

收录期刊和论文

的国别
、

地域及语种分布极不平衡
,

以致许多非英语

国家的期刊很难在 SCI 上被收录更多的文章
。

认为

那些著名的高影响力期刊的共同特征就是出版周期

短 (周刊或半月刊 )
,

载文量大
,

因而影响因子高 8[, ”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美 国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

( 5 2
.

2 5 0 )的是年刊 八 n n u 。 z 尺 e v i e二 of I m m u n o z卿
,

其年载文量仅 25 篇
,

而年载文量最多 ( 6 5 1 5 篇 )的

周刊 Jou
:

an z of iB ol go i ca z ch
e m ist yr 的影响因子却

只有 6
.

4 8 2
,

年载文量第二 ( 4 6 9 5 篇 )
,

年出版 48 期

的 hP 笋 ic a z 尺e v i e二 B 影响因子只有 2
.

9 6 2
。

在英

国
,

影响 因子 最高 ( 35
.

0 41 ) 的是月 刊 aN ut er R e -

v i e ws 腼
ze c u z。 :

袅 12 B i o z
卿

,

年载文量仅 7 1篇
,

而

年载文量最多 ( 2 0 9 2 篇 )的周刊 eT t ar h de or
n L et et sr

的影 响 因子 只有 2
.

326
。

在荷 兰
,

影 响 因子最 高

有关研 究 I`” 〕表明
,

根对于 自身原 有基础而言
,

中国学术期刊在过去几年有 了很大 的进步
,

影响力

有所扩大
。

但在以开放创新共进
、

合作竞争互动为

特征的科学研究国际化趋势 日益加强 的今天
,

我们

评价任何科技工作都不能只满足于 自己和 自己 比
、

现在和过去比所表现 出来的进步和成绩
,

而应更多

地做横向比较
,

找准 自己在国际大舞台上所处的位

置
,

找准问题
,

找准方向
。

本文所得到的中国期刊各

项指标的排位情况和所作分析
,

说明在对中国学术

期刊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时
,

其国际影响力 目前仍然

处于较低水平
。

中国学术期刊到底为何在国际科学界的影响力

非常有限 ? 我们认为文献 「1 1] 的观点 比较符合实

际
。

即一是不适当的研究评价影响了中国期刊的优

秀稿源
,

二是中国学术期刊在国外市场太小
,

其国际

显示度低
,

三是 引文行为中的
“

马太效应
”

带来的不

利影响
。

这些使得中国学术期刊在竞争中处于不利

地位
。

学术期刊优秀稿源不多的直接后果是期刊质

量难以有效提高
,

质量不高的期刊自然难以引起更

多读者的重 点
、

持续关注
。

国际显示度低
,

发行 量

少
,

直接影响到需要者对期刊的利用
。

在某些情况

下
,

即使国外同行在有关文献数据库 中检索到 自己

很想参阅的中国期刊论文
,

也很有可能因无法获取

全文而
“

望文兴叹
” ,

使一些原本可以得 以引用和产

生影响的期刊论文与之失之交臂
。

引文 中的
“

马太

效应
”

表现为崇拜名刊
、

名著
、

名人
,

这有利于科技发

达国家学者
,

有利于名刊
、

名人
,

而不利于包括 中国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期刊引用率和 国际影响力的提

高
。

我国期刊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就如何解决

以上几个现实问题
,

将 中国期刊从数量型发展引导

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来
,

以使中国学术期刊



3 5 8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j s 年

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开

展更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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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部环境和生态科学
”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评审会在京召开

“

中国西部 环境 和 生态科 学
”

重大 研 究计 划

2 0 0 5年度项 目评审会于 9 月 1一 2 日在北京召开
。

陈宜瑜主任参加会议并就
“

研究计划
”

的实施谈了 3

点想法
:

( 1) 充分肯定这一资助模式
,

指 出
“

研究计

划
”

是瞄准重大科学问题推动学科交叉研究 ;专家指

导委 员会的顶 层设计 和指导发 挥 了导向的 作用
。

( 2) 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
,

陈主任指出
,

一是研究内

容过宽
,

研究 目标过大 ;二是专家指导委员会的作用

发挥不够
。

( 3) 关于下一步工作设想
,

陈主任强调
:

一是研究目标要集中
,

二是及时加大经费投入
,

三是

继续保持稳定支持
,

四 是力争跨越
。

陈主任希望在

此次项目评审中加强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

一是在已

资助项 目的基础上
,

加强交叉与集成研究方面的工

作 ; 二是对一些有突出进展的延续申请项 目给子 一

定的支持
,

对确实提出创新思想
、 “

计划
”
又很需要的

新申请项目给予一定支持
,

但不宜过多
。

最后
,

陈主

任就如何做好新一轮
“

研究计划
”

的遴选
、

如何确定
“

研究计划
”

的目标以及
“

研究计划
”

的管理机制等方

面
,

希望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

该
“

研究计划
”

今年共受理 申请项 目 51 项
。

在

同行评议基础上
,

经专家组长与协调组讨论确定答

辩项 目 24 项
。

专家组经过认真的讨论
、

评审
,

共遴

选出 10 个项 目
。

(地球科学部 李军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