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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 了期刊影响因子与期刊的有用性、显示度、论文质量的关系以及学科间影响 因子不 

平衡分布的 问题 ；以期 刊影响 因子 为评价依据 ，用布拉德福 区域分析岳对 SCI和 CSCD 的来源 

期刊进行等级 区域的划分 ；用等级区域平均影响 因子的倍差作为各个区域的权重，并赋以分 

值；用国际论文与 国内论文合一统计方法进行 了评价实验 ，排列出得分最高的前 10名 高等院 

校 和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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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活动．特别是基础研究 

和基础性应用研究活动的主要产出形式．在对科 

研机构的绩效评价中，学术论文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在国际杂志上发表的论 

文，由于通过了国际资深专家的评审，其学术水平 

从总体上来看要比在国内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高一 

些(不否认会有一些例外情况的存在)．这就给科 

研机构论文的统计带来了问题：一方面，就一个机 

构而言，其论文可分为国际论文部分和国内论文 

部分 ，而考察一个机构论文的产出能力应该是两 

部分论文量的总和．国际论文和国内论文应该是 

机构论文产出能力的统一体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 

论文与国内论文存在着学术水平上的差别，二者 

的关系又不仅仅是 1+1=2的简单关系．如何给 

国际论文加权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到 

目前为止，我国在统计机构论文量时 ．采取了国际 

论文与国内论文分别统计的办法．这种分别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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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本文研究国际论文与国阿论文台一统计 

的方法，就是试图为国内外论文总量的统计寻找 
一 种有效的解决途径． 

1 国际论文和国内论文合一统计的 

基本思考 

在研究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台一统计的方法 

时，有两个基本思考．一是在承认期刊影响因子与 

期刊论文质量有一定相关性的基础上，用期 刊影 

响固子作为考察期 刊论文质量的标准来划分期刊 

等级区域 ；二是既承认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存在 

学术水平的差别 ，又承认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两 

者之间存在相互融合的部分，也就是水平相当的 

部分．为此 ，我们根据一定的规则 ，通过对国际期 

刊和国内期刊的等级划分 ．为两者寻找到质量接 

近的等级区域作为对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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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影响园子——等级区域划分的标尺 

1．1．1 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用通俗的语言来 

说 ，就是在一定时域 内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 

数．这一指标究竟可测度什么?它说明了期刊的什 

么问题?对此 ，学者们意见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影 

响因子是一种测度期刊有用性 (usefulness)或者 

显示度(visibility)的指标．我们认为，影响因子不 

仅仅是一种测度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的指标 ，而 

且也是测度期刊的学术水平 ，乃至论文质量的重 

要指标 这是因为，在某一学科中，影响因子大的 

期刊，不仅是该学科研究人员经常翻阅的期刊(体 

现期刊的有用性和显示度)，而且 ，也是人们在论 

文投稿时经常考虑的重要期刊．这些期刊的稿源 

十分丰富，加之严格的审稿制度(对论文质量的同 

行评议)．一般来说 ，最终选用的论文体现出了同 

行评 议后 的学术 水 平．以 国际 著名 期 刊 NA 

TURE为例．NATURE每周收到的稿件约有 l7o 

篇 ，通过编辑初选和同行评议后 ，仅有 l0 的稿 

件被最终选用．正是 因为有如此广泛的稿源作为 

同行评议的基础，才构成了 NATURE的“学术聚 

焦”效应，才保证 了 NATuRE的高 影响因子水 

平．这种现象当然也存在于各专业学科期刊中．另 
一

方面，从计算影响因子的决定性要素来看，时 

间、论文量和引文频次是计算影响因子的三个最 

基本的要素，在时间确定，期刊论文量不变的条件 

下，引文顺次是期刊影响因子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而被引频次的高低又取决于构成期刊基本单元的 

论文质量．影响 因子高的期刊往往是载有高质量 

论文的著名期刊，在这里 ，影响因子和论文质量 

(指期刊论文平均 质量水平)是互为因果的关 系． 

可见，影响因子所体现的期刊的有用性和显示度 

是以期刊内眷，亦即论文质量为基础的．没有高质 

量的论文，何来期刊的有 性和显示度?在期刊的 

有用性、显示度和论文质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 

的聪系．因此，将论文与期刊影响因子挂起钩来考 

察论文质量是本文对 SCI来源期刊和 CSCD来源 

期刊划分等级区域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1．1．2 关于学科间影响园子的不均衡分布问题 

美 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ISI)每年编制 册以 

期刊影 响 因子 为主要指 标的《期 刊引用报 告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 JCR)．根据 l 996 

年 JCR对 4717种科技期刊影 因子的计算，当 

年最高的影响因子是 51．0O0，最低的影响因子为 

0．004，两者相差 12750倍．国际著名期 刊 NA— 

TURE的影响因子为 2s．417，SCIENCE的影响 

因子为 23．605． 

从衡量期刊质量的影响因子来看，不仅期刊 

与期刊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而且，学科与学 

科之 间也有很大差异．对 1996年 JCR各学科期 

刊影响因子的统计表明(见表 1)，医学领域最高 

的影响因子为 51．000，而数学领域最高的影响因 

子仅为 2．313，两者相差 22倍．从学科平均影响 

因子来看，最高的是生物学领域。为 1．959，最 

低的是工程技术领域 ，为 0．396(见表 1)．形成这 

种差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有两个：一是学科自身发展的特 点(如科学家研究 

行为的社会性、学科间交叉渗透的程度、学科发展 

所处的阶段等)和学科特有的引文行为；二是统计 

源的学科结构．在 SCI来源期刊 的学科结构中， 

医学和生物学的期刊在整体学科结构中占有较高 

的 比例．这样一种学科比例结构必然导致医学和 

生物学期刊影响因子偏高的结果．此外，在同 一学 

科领域中，各分支学科影响因子的分布亦很不平 

衡．我们认为，在相同学科领域中．影响因子高的 

期刊 ，其涉及的学科分支往往是该领域 中的热门 

学科． 

学科间期刊影响因子的差异 ，使论文与影响 

因子直接挂钩产生了学科闻不可比较的田难．本 

文采用 学科为基础划分期刊等级区域 ，再烽各 

学科不同等级区域的期刊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归 

化处理，可消除学科 闻影响因子不均衡分布给 

论文质量评估带来的不可比问题． 

2 关于统计源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取 自两个数据库．国际论 

文采用SCIl997年的数据 ，国内论文采用中国科 

学 引文数据 库 (简称 CSCD)l997年 的数据．从 

SCI光盘中检索到 l1898篇 中国论文 ，其 中中国 

为第 著者的论文为 8467篇．从 CSCD检索到的 

论文计 65894篇．本文以 7436l篇(SCI数据取中 

国为第 著者的数据)中国论文为基础进 行国际 

论文和国内论文台一统计的评价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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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SCI各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分布 

*lF为“Impact Factor”的缩写 

3 划分期刊等级区域的方法 

3．1 布拉德福区域分析法在划分期刊等级 区域 

中的应用 

本文应用布拉德福区域分析法对 SCI来源期 

刊和 CSCD来源期刊划分等级区域．布拉德福区 

域分析法原本旨在揭示文献分布的离散现象 ，是 
一 种用期刊刊载的专业论文数量来确定专业核心 

期刊的方法．由于布拉德福区域分析法划分的区 

域能够体现期刊在重要程度方面的差别 ，因此+本 

文借用此方法 ，其 目的不是确定核心期刊．而是以 

能够反映期刊学术质量的影响因子为尺度，对期 

刊划分等级区域． 

在划分期刊等级时有两个基本点 ：一是 以影 

响因子为质量测度标准 ；二是在前期同类相比的 

基础上作后期 归一化处理． 

影响因子是一个量化的质量指标，在影响因 

子相差万余倍的 SCI期刊中和在影响因子相差几 

十倍的 CSCD期刊中，各 自可以形成一个期刊影 

响因子的序列．考虑到学科间影响因子分布的不 

均衡性 ，因此，首先要从学科的角度 ，将来源期刊 

影响因子的序列分 门别类 ，形成各学科的影响因 

子序列． 

对 SCI各学科期刊影响因子分布情况的考 

察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逸就是位次越高的期刊， 

它们之间影响因子的落差越大．有些期刊影响因 

子的直线式落差大到直接影响了等级区域的正常 

划分．以综台类为例．综台类共有 45种期刊，其中 

NATURE、SCIENCE 和 Proceedings of the Na 

tiona[Academy of Sciences of USA三种期刊的影 

响因子就占该类总影响因子的 75．22 ．如果直 

接按照布拉德福区域分析法将期刊划分成四个等 

级区域 ，则 NATURE为第一等级，SCIENCE为 

第二等级．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0{USA 为第三等级 ，其余 42种期刊 为 

第四等级．这样的划分．从各等级区域期刊数量的 

分布和从人们的经验判断来看，均存在不合理性． 

为此，首先将影响因子最高的，占备学科期刊总量 

5 的那部分期刊划分为SCI期刊第一等级区域． 

然后对剩余的 95 的期刊根据学科影响因子的 

降序序列，按照布拉德福的区域分析法 一将影响固 

子总量平均分成三等份． 

由于CSCD期刊总量不多，而且名列前矛的 

期刊 不存在影响因子落差太大 的现象，所以将 

CSCD来源期刊直接按照影响因子总量分成三等 

份． 

然后，将分布在各学科中的不同等份的期刊 

归一他．形成 SCI期刊影响因子的四个等级区域 

和 CSCD期刊影响因子的三个等级 区域．从表 2 

和表 3的数据可以看出．划分等级区域后 ，无论是 

SCI期刊还是 CSCD期刊，从数量上看，高等级区 

域到低等级 区域呈现出金字塔形 ；从各等级区域 

的影响围子看 ，基本处于均等状态 }从各等级区域 

的平均影响因子来看，与相应等级区域的期刊数 

量呈反比关系．由此可见，期刊影响因子的分布基 

本符台布拉德福定律中的离散现象．而各等级区 

域影响因子的离散程度即体现了位于各等级区域 

期刊的重要程度． 

考虑到 SCI期刊第四等级区域与 CSCD期刊 

第一等级区域的影响因子最接近 ．因此 ，这两个区 

域应该是国际期刊与国 内期刊的对接点．将 SCI 

期刊与 CSCD期刊对接后便形成了国际论文与国 

内论文台一统计的六个等级区域(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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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CI期刊影响因子等级区域分布 

表 3 CSCD期刊影响园子等级区域分布 

第1等级 区域 
期刊数：238 

第2等级区域 
期刊数：574 

第3等级区域 
期刊教 1028 

第4等级区域 第1等级 区域 
期刊敬：2877 期刊数 ：1oo 

第2等级区域 
期刊 教 ：1 62 

第三等级 区域 
期刊数：320 

圉1 sa和cscD期刊等级区域对接 

3．2 期刊等级赋分方法 

期刊等级区域划分并列接后，可以用等级区 

域的期刊来考察中国论文的分布状况 ，但还不能 

用以测定一个机构 国内外论文的总体产出能力． 

因此 ，还要懈决对带有期刊等级特征的区域赋以 

分值的问题．本文对 6个等级区域确定分值的主 

要依据是等级区域间平均影响因子的倍数(见表 

4)．具体计算如下： 

设 ：第 6等级区域的期刊论文为 1分 ， 

则 ： 

第 5等级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是第 6等级期 

刊影响因子的 1．99倍，第 5等级区域期刊 

论文的分值为 2分． 

第 4等级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0．4108255， 

该等级中 SCI和 CSCD期刊影响因子的平均数 ) 

是第 6等级期刊影响因子的 4．20倍．第 4等级区 

域期刊论文的分值为 4分． 

第 3等级期刊的平均 影响因子是第 6等级 

期刊影响因子的 l4．48倍 ．第 3等级区域期刊论 

文的分值为 14．5分． 

第 2等级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是第 6等级期 

刊影响因子的 26．16倍 ，第 2等级区域期刊论文 

的分值为 26分． 

第 1等级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是第 6等级期 

刊影响因子 的 79．11倍．第 1等级区域期刊论文 

的分值为 79分． 

表 4 SCI和 CSCD各等级区域期刊论文的分值分布 

*SrI期刊 数为发表中国论文的期刊敬 ，也就是说，在 JCR的 ‘71 7种期刊中 ，发表中国著者论文的期=日』涉厦 1187种 

4 评价实验 

研究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台-一统计方法是针 

对我国科研绩效评价的实际需要，为促进 中国学 

术 研 究国 际 化 所 作 的 尝 试．在 此，用 SCI和 

CSCDI 997年的数据，实际操作国际论文与国 内 

论文台一统计方法，排列出得分最高的前 l0名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表 5和表 6分别列有“位次 1”和“位次 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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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数据．“位次 1”中的数据是根据本文提 出的方 

法，用等级区域分值总和进行排序的结果．“位次 

2”中的数据是根据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量的总和 

进行排序的结果．在实验统计的 20家机构中，只 

有北京大学的位次没有变化，其它机构或多或少 

均有所变化．凡是位次前移的机构 ，一般来说，是 

高影响因子区域论文数相对较多的机构．反之，位 

次后移的机构 ，一般来说，是高影响因子区域论文 

相对较少的机构． 

在高等院校中，位次前移在 6个名次以上的 

有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和南 

开大学．在科研院所中，位次前移在 6个名次以 

上的有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中科院上海冶金 

所、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其中，位次前移跨度最大 

的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按照国内外绝对论文量 

前 50名．然而，用本文提 出的等级区域分值统计 

方法排序后，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进入了前 10名． 

据有关资料报道，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全所仅有科 

研人员 45名，是 一个人员规模较小的研究所．从 

表 6的数据可以看出，该所位于前三个等级区域 

的论文共 38篇 ，占该所论文总量的 61．3 ．这一 

事实告诉 我们，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是一个科研生 

产率很高的小型研究所． 

在全部的 2o家机构中只有中科院的三家研 

究所(表中有“*”号的研究所)前三个等级区域的 

论文数超过了本单位论文总量的 50 可以说， 

这类研究所是学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研究所． 

可见 ，用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合一统计方法 

统计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较机构的学术 

国际化程度 ，比较科研生产效率，符合论文质量重 

排序，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未进入科研院所排名的 于论文数量的科研绩效评价原则 

表 5 发表国内外论文量多的前 10名高等院校的论文分布及等级分值排名 

5 结 论 

5．1 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台一统计方法所解决 

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合一统计的 

方法，以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为理论指导 ，将期 

刊影响因子作为划分等级区域的尺度，最终用各 

等级区域的平均影响因子确定出等级分值 ，解决 

了机构论文统计中的三个难点问题 ：一是国际论 

文与国内国文不可比问题；二是学科间论文不可 

比问题；三是论文质量的权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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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合一统计方法的政策 

意义 

5．2．1 可以勾划我国科技论文在不 同层次的国 

际期刊中的分布状况 

用影响因子为尺度对期刊进行等级区域的划 

分是 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合一统计方法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期刊影响因子相差万余倍的 SCI期刊 

中，无论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还是学术水平都存 

在很大的差异．我国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均 比较强 

调 中国科研人员在 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 

量．这种强调，或者说鼓励，还是一种粗放式的方 

法 ． 

据 英 国学 者 M．M．Robert在 1997年 SCI— 

ENCE上发表 的文章 中所作 的统计 ，1981年 一 

1994年期间，我 国论文占世界论文总量的 0 9 ， 

排名第 1 3，引文率排名第 65位．另据中国科技信 

息所对 1997年 SCI期刊源所作的统计表明，我国 

排名世界第 12位．论文名次与引文名次相差如此 

悬殊 ，说明中国论文的学术水平与世界水平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在鼓励科研人员在国 

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同时，更应该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 ，强化质重于量的观念 ，并落实在具体的激 

励政策 中． 

本文提出对期刊划分等级区域，可以将我国 

发表在 SCI来源期刊上的论文作进一步的质量分 

解 ，从不同学术影响力的角度考察我国论 文在国 

际期刊上的分布状况，为科研管理部门制定质重 

于量的鼓励政策提供定量数据． 

5．2．2 增强科研人员选刊投稿的意识，鼓励科研 

人员到学术影响大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在近期内扩散和传播学 

术思想深度和广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影响因子 

高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固然难度较大，但是 ，一旦论 

文发表 ，其传播的范围，或者说被人阅读和参考的 

机会远 比影响因子低的期刊大得多．这是 因为计 

算影响因子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期刊论文被引用 

的次数．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往往是科研人员经常 

翻闻的期刊，也即为核 t：-期刊．本方法在对期刊划 

分等级区域后 ，用平均影响因子赋以不同的分值 ， 

高影响因子区域赋以高分 ，低影 响因子区域赋以 

低分 ，有利于增强科研人员的投稿意识 ，激励科研 

人员到学术影响力大的期刊上发表 自己的论文． 

5．2 3 有利于加快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学术期刊是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交流和传播 

的重要窗 口，也是反映中国学术研究国际化程度 

的晴雨表．中国著者的论文是否能够融入国际学 

术交流大循环是中国学术研究国际化的重要环节 

之一 要使 中国著者的学术论文进入国际学术交 

流的大循环，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学术思想的输入 

和输出的问题．除了少数科研人员出国访问 ，与国 

际同行直接进行学术交流外 (此种方式既有学术 

的输出，又有学术的输入，但不是普遍的方式)，恐 

怕最根本的，也是最基本的强化学术交流的途径 

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在将科研论文发表到国际 

杂志上的同时 ，大力提升我国优秀期刊的国际化 

程度，争取更多的中国期刊走向世界(学术交流的 

输出端)；二是在图书情报系统实行文献资源的有 

效协调，通过全国书刊联合 目录的研制 ，为科研人 

员快速便捷地获得国内外最新学术信息创造良好 

条件(学术交流输入端)． 

国际论文与国内论文合一统计方法在学术交 

流的输出端为科研论文的投向和中国期刊与国际 

期刊接轨提供了可量化的评价手段．经过本方法 

的统计，国内有 100种优秀期刊与近 2900种 国际 

期刊在统计机构论文时享有同等权重．这样做有 

利于国内优秀期刊聚集国内优 秀科研成果，从而 

使这部分优秀期刊成为真正展示我国各学科领域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窗 口，成为加 陕中国学 

术研究国际化进程的催化剂． 

致谢 ：本 文方法 的研 究得到 j中国科 学院院 

士邹承鲁先生的指导 ，特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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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mpact factors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are discussed．The highly skewed distribution of impac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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