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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回答国内管理科学界困惑的几个问题：SCI是否收录管理科学方面的期刊?SCI 

和SSCI收录了哪些管理科学方面的期刊?管理科学期刊的评估有哪些常见的方法?用引文率 

来评价学术期刊是否好?SCI的主要缺点有哪些?中国学者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能套 

遇到哪 些困难以厦可能采取 那些对策?本刊最后附录 1，附录 2中培 出了 1998年 S 和 1997 

年SSCI收录的与管理科学相关的部分期刊排名表． ，̂c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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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展．但是，与其它学科相比，中国管趣科学学者奉 

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微乎其微．这种局面的形 

学术论文和科技期刊的评价一直是学术界非 

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几年来，国内有关部 

门似乎特别重视中国科学家的论文被 SCI(科学 

引文索引)收录和中国科技期刊被 SCI收录的情 

况．从 IS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来 

看，中国科学家被 SCI收录的论文数呈明显的增 

长趋势．这无 疑从一个侧 面反映 了我国基础研究 

的国际显示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一些研究 

工作在国际上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诸 

多原因，我国科学家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 

论文的情况和中国科技期刊被 SCI收录的情况还 

远不尽人意 ，中国的一些学科在 国际期刊上所发 

表论文的情况与实际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 

我们不能盲 目地信奉 SCI，有必要对论文和期刊 

如何评价开展深人的研究，从而对论文和期刊评 

价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指导 

学术评价工作科学地开展，以促进中国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管理科学在近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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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恐怕与中国管理科学界对 SCI还了解甚少有 

关，到现在甚至还有人认为：“SCI未收录任何管 

理科学期刊，用 SCI来评价管理科学家的论文水 

平毫无意义”．我们的观点是，仅用 SCI来评价中 

国的管理科学研究工作无疑是非常不台适的，但 

也必须指出：被 SCI收录的管理科学领域的期刊 

并不少，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除了 SCI外，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也收录了不少管理科 

学领域的许多重要期刊．应该提醒有关方面在评 

价纯基础研究工作时(特别是管理科学的一些研 

究领域)除了重视 SCI之外还应重视 sscI和其 

他的评价指标．此外，国内不少管理科学家似乎不 

很了解管理科学领域到底有哪些期刊在国际上有 

较大的影响 常听某些科学家说，他／她有论文在 

一 个国外的刊物上发表了，“这个刊物是国际上管 

理科学领域中最著名的”云云．坦率地说，他们讲 

的那些刊物在国际上还谈不上是有影响的期刊 

事实上，他们如果对本领域的国际期刊了解得更 

多一些的话，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有可能发表 

刊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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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好一点的国际期刊上．本文在附录中给出了 

1998年 SCI和 l 997年 SSCI收录的管理科学相 

关的部分期刊排名表，这或许可以给国内的管理 

科学家在选择期刊投稿时提供一个参考．必须指 

出的是 ：同是 SCI期刊或 SSCI期刊 ，期刊影响的 

差异也可能很大 ：另外也有 一些的确很不错的期 

刊并没有被 SCI或 SSCI所收录． 

本文中的“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s) 

是一个大的概念 ．北美的 Management Science只 

是其中的 叫、部分．详细的讨论请见文[1 9：． 

1 论文和期刊的评价 

对论文和期刊学术水平的评价有各种各样的 

方法，科学界对这些方法也褒贬不一．目前 ，比较 

常用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1)按照“引用次数”(Cited frequency)和“影响 

因子”(Impact Factor)的大小对论文和期刊分别 

进行评价．期刊的影响因子即为期刊论文的平均 

引用率．期刊的影 响因子越大表明它的“影响”就 

越大；一篇论文的 引用次数”越多 ．表明它的“影 

响”就越大．这种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国际上 

受到了相当的重视．SCI或 SSCI对期刊的排序主 

要方法之一就是对同一学科的期刊依据影响因子 

的大小进行排队．统计期刊源的构成对于这类方 

法的成功运用起着关键的作用． 

2)按照一组专家的判断来对论文和期刊进行 

直接评价．国内外召开的各类学术会议在评审最 

佳论文时常采用这种方法，而国内对优秀学术期 

刊的评 比方法也基本上是这类方法．虽然可以通 

过确定一些指标束尽可能地进行客观评价，但是， 

在这种方法中人的主观判断起着主导作用．90年 

代初，中国科学院为了“客观地”评定职称，用这种 

方法分不同学科请一些学科领域的专家确定了一 

批“重要期刊”．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类方法之人的 

主观性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选择合适 的专家对这 

类方法的成功使用是至关重要的．国际上在确定 

管理科学某些领域的“好期刊”时仍有采用这类方 

法的，见文献一】_14]． 

3)在方法 1的基础之上结合 一一组专家的意见 

进行评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对 国内 出版 的管理 科学 领 域的重 要期 刊 的遴 

选 以及香港特 区的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ing Committee)对各个学科领域的期刊级别 

的认定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类方法来做的． 

上述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优点，同时也存在 

着某些不足．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作深入分析． 

2 影响园子与 SCI和 SSCI的不足 

虽然我们不赞成用“scI期刊”和“scI论文” 

作为评价基础研究的唯一标准，但必须指出：影响 

因子的确可以较为客观地评价一个期刊的影响大 

小，可以作为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或参考之 

一

． 计算影响因子的公式如下 ： 

A刊在 1998年的影响因子一 

A刊 1996 1 997年的论文在 1998年的被引次数 

A刊 1996一l 997年的论文总数 

尽管存在着统计源期刊是否台适的问题(包 

括学科期刊数量的问题)以及期刊的自引等问题 ， 

但影响因子的大小从统计学意义上是能够反映出 

一 种期刊在本研究领域的影响程度．个别的反例 

并不能推翻它在文献计量学中的重要意义0 ．事 

实上，每年一次 由 ISI发布的 SC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期刊引用报告 )和 SSCI JCR中，按 

期刊影响因子的大小排序后，那些名次靠前的期 

刊绝大部分都是在该学科有影响的期刊．虽然象 

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学校并不推崇“SCI论文”和 

“SCI期刊”，但那里的教授非常重视在本领域的 

“Top Journals”上发表论文、他们所言的“Top 5 

Journals”或“Top 10 Journals”不论是用什么方法 

选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在 JCR 中有较好名次的期 

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所关注的重要期 

刊与JCR中影响因子大的期刊是基本吻合的． 

JCR设“数学”、“物理”等 l 61个学科(Sub— 

jects)．分别给出各个学科的期刊排序．在附录一 

中，我们给出了管理科学有关的几个学科在 1 998 

年 SCI JCR和 l997年 SSCI JCR中的前 10种刊 

物(按照影响因子大小排序)的名称和相应的影响 

因子．可以发现 ，不同的学科领域 由于统计源期刊 

的数量和引文习惯的差异使得其期刊的影响因子 

有数倍的差异．根据对一些有影响的期刊的统计 ， 

在经济学期刊上的篇均引文数(参考文献)为 5O 

篇，而工业工程、运筹学期刊上的篇均引文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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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献)为 22篇．这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解释为什 

么经济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要 比工业工程学科的期 

刊影响因子高．当然，经济学科的统计源期刊的数 

量是工业工程和运筹学等学科的统计源期刊的数 

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表一给出了学科“Opera— 

tion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排名 前 6种 

期刊在 1 992年一1 995年之间的变化情况．可以发 

现 ．这些刊物的排名虽有变化，但基本上在前 6名 

中变 化．事实上 ，这 6个刊物在 1996 1999年的 

JCR中也是该学科排名最好的．其它学科也有完 

全类似的结论． 

表 1 1992 1 995“运筹学，管理科学”学科期刊排名 

年 份 1 992 1993 1 994 l 995 

刊 名 影响因子 排名 影 响因子 排名 影响因子 排名 影响因子 排名 

M A AGE SCI 1 224 1 0．813 2 0．705 4 

M ATH 0PER RES 1．10l 2 0 619 0 0．864 l 

M ATH PROGRAM  0．921 0 0．888 l O．763 2 

JQUAL TECHNoI 0．759 4 0．621 4 0 509 J J SYST CONROI I．ET 0．758 5 O．734 0 689 0 oPER RES 0．74 7 6 0．567 6 0 729 3 
在肯定 SCI、SSCI和 JCR在评价期刊中的基 

本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它的一些问题． 

(1)统计期刊源存在不足． 

非英文的期刊被 SCI收录的数量很少 ．例如 ． 

无一中文刊物被 SCI或 SSCI收录．即使收录中 

国的英文刊物．其数量也可谓寥寥无几． 

SCI和 SSCI对来源期刊的选择有一套严格 

的标准．可以说．SCI和SSCI的来源期刊是一些 

国际上比较优秀的期刊，但是，却不能认为SC1和 

SSCI囊括了所有国际权威期刊．由于一些人为因 

素或经济上 的考虑 ．某些有影响 的期刊并未进入 

SCI或 SSCI的来源期刊．本文第一作者因为是 

Gorden 8-Breach出版 的 Optimization的编 委而 

得知，这家在国际上也算是很大的出版社不愿意 

无偿为 ISI提供期刊而使得它出版的 160多种学 

术期刊只有 5种被SCI所收录 事实上．Gorden＆ 

Breach出版的期刊中有一些在学 术界是非常有 

影响 的．Optimization办得不算很好 ．但在最优化 

研究领域 ，它比另外 2种被 SCI收 录的最 优化的 

专业刊物影响似乎要大一些． 

(2)学科的设置参差不齐，有明显的缺陷，期 

刊按学科分类 的统计排序显得问题较多．学科设 

置的缺陷又导致了期刊统计源的结构存在着严重 

的问题，使得一些学科的统计源期刊数量特别巨 

大 ．从而期刊的影响因子较高 ，而有些学科则统计 

源期刊数量很少，致使这些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 

非常低． 

另一个是 期 刊在学科 分类方 面 的问题．在 

JCR的期刊分类中，如果一种期刊涉及多个学科 ， 

这种期刊就会被分别列入多个学科的期刊排序表 

中．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学科问影响因子不平衡 

分布的问题．如果相关学科的整体影响因子高的 

话．那么 ，就会出现相关学科期刊因影响因子大而 

排在本领域主要专业期刊之前的不合理现象． 

(3)不同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是不可比较的． 

这是使用JCR的一个原则，但用户在使用时常忽 

视这一点．期刊 Cell的影响因子高达 38．686．生 

物学刊物的影响因子在 j以上的有几十种，而数 

学期刊的影响因子最高的仅为 2．006．超过 2的 

只有 1种．不能讲影响因子是 6的生物学期刊就 

比影响因子为0．6的数学期刊要影响大．事实上， 

0．6的影响因子对数学期刊而言已是相当高的 

了．在文[26：中，我们提出了按学科把刊物分为 4 

个等级的方法，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3 管理科学的 SCI与 SSCI期刊 

在 1998年发布的 SCI JCR中，属 于管理科学 

的学科或与管理科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 ： 

Agrieuh ura]Economics＆ Policy(1 2) 

Mathematics—Applied (11 6) 

Behaviora1 Sciences(37) 

Matherriatics Mi~ellaneous(1 9) 

BUS 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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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56) 

Communication (1) 

Operation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38) 

Computer Applications＆ Cybernetics(1) 

Planning＆ Development(1) 

Computer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3) 

Psychology (34) 

Computer Science—Cybernetics(18) 

Psychology —Applied(3) 

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51) 

Psychology—Developmenta1(5) 

Computer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63) 

Psychology—Mathematical(5) 

Economics(16) 

Public， Environmental& Occupational Health 

(73) 

Engineering—Environmental(26) 

Robotics& Automatic Contr 0l(41) 

Engineering Industrml(24) 

Social Sciences～Interdisciplinary(3)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26) 

Social Sciences Mathematical Methods(1 2) 

Environmental Studies(2) 

Statistics& Probabi~ty(53) 

Ergonom ics(1O) 

Transportation (14) 

Health Poficy& Services(11) 

Urhan Studies(1)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17) 

W ater Resources(42) 

M anagement(1 3)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这一学科在 JCR中的期 

刊数量．“Operations Research／Management Sci 

ence”
、 “Management”、“Engineering～Industrial’’ 

和“Business”等学科的期刊就是管理科学的期 

刊；而象“Agricultural Economics＆ Policy”、“Eco- 

nomies ”、 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Planning 8L Development”和 Er— 

gonomms”等学科的期刊上刊登的论文有相当比 

例是管理科学的；其它的那些学科与管理科学直 

接相关，这些学科中的不少期刊可以说就是管理 

科学的期刊，例如学科“Behavioral Sciences”中的 

Human Factors就是一个典型的管理科学刊物． 

此外，在 SCI JCR中还有一些学科我们没有把它 

们列出，但它们与管理科学也有密切的关系，其中 

有些期刊是管理科学方面的专业刊物，例如学科 

“Civil Engineering”中 的 Water—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和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 Plan 

ning and Management等．因此，SCI的确有相当 

数量的管理科学的期刊．SSCI JCR有更多数量的 

管理科学期刊，特别是 “Finance”、 Account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anagement 

和“Public Administration”等研究领域的国际上最 

有影响的刊物在 SSCI JCR中基本上都能找到． 

详见文献[17，19]．在附录 2中，给出了 SCI与 

SSCI的部分管理科学期刊的名称和它们的影响 

因子． 

4 到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能 

遇到的困难及其对策 

目前，中国学者在管理科学领域的国际重要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还不多，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人们普遍认为，英文写作方面的困难是很大的 

一 个原因．与数学或化学专业的论文相比，文字上 

的要求会更多一些，这是不可否认的．其次，我们 

的一些选题不是国际上管理科学研究的热点，使 

得国际期刊的编委和审稿人对中国学者的投稿有 
一 定的不认同感．其实，本文作者并不同意英文写 

作方面的困难是国内的管理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少的最主要的原因，也不同意只有 

管理科学存在上述的第二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 

是以下二者 ： 

(1)缺乏到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的 

自信心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2)论文的水平和 

研究规范性方面存在着问题． 

管理研究的确有一个研究议题(Issues)本土 

化的问题，但研究成果的发表同样也存在着一个 

所谓国际化的问题．常听到如下的议论： 应用性 

的研究成果在国外找不到杂志发表”， 外国人对 

中国的管理问题不感兴趣，所以给国外投稿投了 

也是白投 等等．其实，这些同志对国际期刊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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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少．事实上 ，只要去翻一翻附录 2中给出的大部 

分管理科学的期刊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期刊 

主要是发表应用性研究成果的．海尔的管理模式 

能作为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国 

际学术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 问题与实践抱有 

相当浓厚的兴趣．90年代初，山东血阜师范学院 

的几个老师把他们做的关于农业区域规划的一个 

研究成果投稿到运筹学最好的期刊之一 Opera 

tions Research上 ，其研究工作得到了审稿专家 的 

肯定后，期刊的主编专门在美国找人帮助他们免 

费修改英文，最后在该刊上刊登了那篇论文．本文 

第一作者的绝大多数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在内)基 

本上在毕业前都有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或被接 

受发表，他们中间也有人做的是实证研究或案例 

分析．这些学生的英文并不都是十分好的．这些或 

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并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需要信心和勇气．我们并不 

主张中国学者把所有好 的论文都投到国外的期刊 

上发表，也反对只用 SCI作为度量学术水平的唯 

一 标尺．但我们应该把部分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发 

表到 国际上有影响 的刊物上 ，让更 多的国际同行 

真正了解我们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 

尽可能大的影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科学部提出的 管理科学要提高水平、走向世界” 

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否则，一方面在发行量 

非常小的中文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另一 

方面又在自我陶醉——“我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 

已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只能让人想起“自欺欺人” 

的典故． 

中国学者在国外管理科学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论文的研究水平不够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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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ill try to answer．,mveral questions for that have different opinions：W hether or riot the 

journa]s of management．science are covered by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Which journals of manage 

ment science are covered by SCI and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What are the useful methods of 

evaluation for Jou rnals of management science?Are there any shortage with SCI?W hat troubles will be 

haven by Chinese scientists to publish articles o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journals?And what measures can 

we make for these troubles?Finally，the ranking table of】ournals of management science covered by SCI in 

1998 and by SSC1 in 1 997',VAN given in the appendix． 

Key words： SCI；SSC1；impact factor；evaluation of Journal；management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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