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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评价指标的属性分类及选用原则

赵惠祥　张　弘　刘燕萍　陶文文
（同济大学 自然科学版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０９２，上海）

摘　要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对科技期刊评价指标的反映属性
进行分析，将评价指标分为以下４类：影响力指标、文献指标、
载体指标、管理指标。通过对评价目的、方法及需求的分析，评

价指标相关性和量纲因素分析，以及评价指标选用的发展趋

势，提出７项指标选用原则：与评价目的相适应、考虑评价需求
的差异、考虑指标的相关性影响、考虑指标的量纲因素、考虑被

评期刊类型特点、指标常态获取的便利与可操作性、考虑评价

指标选用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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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科技期刊评价工作起步较晚，已有的一

些评价体系并不很完善，所以评价结果的社会认同度

并不很理想［１］。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我国科技期
刊工作者对科技期刊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研究工作

方兴未艾，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

果已被应用到实际评价工作中。目前对科技期刊评价

体系的研究热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评价方法创新

和改进研究，二是评价指标的创新、改进及应用研究。

在评价指标应用研究方面，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

究会研究项目“高校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研究”中提出

了７项反映学术期刊内在质量影响强度的评价指标体
系［１］；文献［２］对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的评估

作用进行了举证分析；文献［３４］提出了反映影响因子

变化情况的趋势指数和动态评估模型；中国科学院的

“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设置了影

响因子平均增长率和稳定指数［５］；文献［６］从论文质量

评估方面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文献［７］对科技期刊的

７项重要计量指标从计算表达式形式上进行了相互关
系分析；文献［８］提出了评价指标的归一化处理。以上

研究说明了对科技期刊评价指标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本文在总结我国目前各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

上，按指标的信息反映特征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给出

了每类指标的基本含义，分析各类指标的反映属性；通

过对评价目的、方法、需求等的分析，指标相关性和量

级差分析，以及评价指标选用的发展趋势，提出７项指
标选用原则，为有关科技期刊评价研究以及评价体系

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依据。

１　评价指标分类及反映属性

　　我国一般将科技期刊评价指标分为学术质量指
标、编辑质量指标、出版发行指标及经济效益指标等几

类，在开展期刊评价活动时按要求选择其中若干指标

组成评价指标体系。目前比较典型的评价指标体系

有：“科技期刊综合评估体系”采用的８项计量统计指
标［９，“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的

１３项计量统计指标［１０］，“首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科

技期刊”评比中学术质量评价指标采用的７项计量统
计指标，《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４版）》采用的７
项计量统计指标［１１］。

目前这种分类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容易造成指标

选用不当，降低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如学术质量应

该是指期刊所刊载内容的学术水平，引证指标只是间

接反映了刊物的学术水平，直接反映的是内容信息的

传播影响程度，但目前往往将引证指标同等于学术水

平指标；另外来源文献指标归于学术质量指标之中，容

易将指标的属性混淆。本文按评价指标所反映的刊物

信息特征进行分类，即从信息的传播扩散、信息承载、

载体状况、运作经营状况４个方面对指标加以分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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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较好地体现出指标的反映属性。４个类型的指标可
称为影响力指标、文献指标、载体指标、管理指标。

１１　影响力指标　影响力指标反映刊物信息传播状
态，即刊物出版后被读者所阅读、参考、引用、应用的程

度。该类指标主要有：被引用指标、纸版发行量、网络

下载量、被检索系统收录数等等。其中被引用指标是

当今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一个计量指标族，主要包括：

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５年影响因子、相对影响因子、
即年指标、他引率、引用刊数、扩散因子、学科影响指

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ｈ指数等等。当然，以
上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刊物信息的传播状况，如读

者的参考应用情况是反映不出的。

影响力指标的直接反映属性是信息传播的强度、

广度及速度，间接反映属性是信息的质量（学术水

平）。间接反映属性基于以下推断：信息质量高（学术

水平高）的刊物更有参考价值，会有更多的引用或应

用。该类指标一般都是客观的计量统计指标。不同的

统计机构、不同的统计数据库、不同的统计样本，其统

计出的数值有所差别。

１２　文献指标　文献指标反映刊物信息本身状态，即
刊物出版时的信息数量和质量。该类指标主要有：载

文量、参考文献量、平均引文量、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

数、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海外论文比、引用半衰

期、作者平均职称级别、作者平均学位级别、论文退稿

率等等。以上指标并不能直接反映出刊物信息的质

量，除第一项外的其他指标都是间接反映信息质量的。

文献指标直接反映属性是信息的数量，间接反映

属性是信息的质量。间接反映属性基于以下推断：引

文情况、作者情况、基金资助情况与信息质量是正相关

的。该类指标一般也是客观的计量统计指标。与影响

力指标不同的是该指标具有唯一性，即刊物发行后，不

论哪个统计机构得出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１３　载体指标　载体指标反映刊物本身的状态，即刊
物出版时的形式质量和发行／发布速度。该类指标主
要有：文献书目信息完整率、编排规范化、差错率、装帧

质量、印刷质量、网络通畅率、平均发表周期、平均出版

时限等等。

载体指标直接反映属性是信息形式的质量。该类

指标有客观的计量统计指标，也有主观评价指标。但

由于该类指标并没有专门的统计机构进行常态统计，

故该类指标一般需在评价活动中由评审者抽样定性分

类打分给出，其中装帧质量和印刷质量等目前只能进

行主观评价。

１４　管理指标　管理指标反映刊物运作经营的状态。
该类指标主要有：期刊社（编辑部）体制、编委会状况、

管理规章完备性、版权制度、发行体制、信息平台、人员

状况、营业总额、资产总额、利润总额等等。管理指标

直接反映属性是信息生产部门的质量，间接反映属性

是信息形式的质量。间接反映属性基于以下推断：期

刊社（编辑部）运作经营状况好，刊物的编辑、排版、印

刷、出版发行等也会表现良好。该类指标多数为主观

评价指标或定性指标。除经济指标外，该类指标并没

有专门的统计机构进行常态统计，故该类指标一般需

在评价活动中由评审者抽样定性分类打分给出。

２　评价指标选用原则

　　不同的评价体系在选用评价指标时应有明确的选
用原则。通过对我国目前几种典型的科技期刊评价指

标体系的对比分析，认为总体选用原则应该考虑以下

几个因素：与评价目的相适应；考虑评价需求的差异；

考虑指标的相关性影响；考虑指标的量纲因素；考虑被

评期刊类型特点；指标常态获取的便利与可操作性；考

虑评价指标选用的发展趋势。

２１　与评价目的相适应　每一类评价体系的建立都
有明确的评价目的。目前我国主要存在 ２类评价体
系［１２］：一类是各级政府期刊管理部门和各级期刊学

会／协会采用的期刊评优体系，如我国的“国家期刊奖
评奖办法”、“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科技期刊评奖办

法”；另一类是各类图书情报单位、检索机构提出的评

价体系，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科技期刊综合评

估体系”、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

系”。这些评价体系都有明确的评价目的。第１类评
价体系用于期刊管理，评价目的是评比出各方面都比

较优秀的期刊，表彰先进。该类评价属于期刊的总体

综合评价，所以在选用评价指标时对４类指标都需要
考虑。第２类评价体系用于数据库样刊的选择，评价
的目的是评估出信息数量和质量高、影响力大的期刊。

该类评价属于期刊的内容质量综合评价，所以在选用

指标时侧重前两类的指标选择。

２２　评价需求差异　科技期刊的评价需求根据使用
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要求，所以有必要区分不同的使

用对象、使用目的和使用要求。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

科技期刊评价的使用对象主要有政府期刊管理部门、

政府科研项目管理部门、期刊行业学会／协会、大专院
校、研究院所、图书情报单位、检索数据库、读者等。

总体来讲，对科技期刊评价的需求可分为以下３类：
１）综合评价需求。政府的期刊管理部门、期刊行

业学会／协会、期刊全文网站等单位对期刊评价的需求
是综合性的，采用第１类评价体系，所以可考虑按比例
４类指标都有所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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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信息评价需求。图书情报单位、检索数据库、
读者群等对期刊评价的需求是评估出信息数量、质量、

时效性方面好的期刊，采用第２类评价体系，主要选用
前２类评价指标。
３）学术评价需求。政府的科研项目管理部门、大

专院校及研究院所等与科研有关的单位对期刊评价的

需求是评估出总体学术水平高的期刊，其目的是用于

间接证明其所刊登的论文学术质量达到一定的水准（虽

然这种间接证明并不完全准确，但用于快速初评目前来

说仍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也采用第２类评价体系，但选
用指标更侧重于内容的学术质量，所以主要选用第１类
指标和第２类指标中反映信息质量的间接指标。
２３　指标的相关性　以上４类评价指标并不是相互
独立的，而是有关联的，每一类指标中的各个具体指标

也不是都相互独立的。多变量线性评价模型各变量之

间相互独立，其权重才能准确反映出指标的贡献，评价

结果才更客观，可信度高。

１）４类指标间的相关性。４类指标代表着期刊的
４个方面，但他们之间又是有相互影响的。如管理指

标好，说明期刊出版部门的运转机制先进完善，载体质

量必然也会较高，便于读者检索阅读，间接提高刊物影

响力。文献指标受作者稿件水平约制，完善的管理机

制可以促进高水平的投稿和约稿，进而提高文献水平。

文献水平高会直接提高刊物的影响力水平，反之影响

力大的刊物会促进文献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总体而

言，各类指标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所以在考

虑指标选用时，应将相关性大的指标合并、尽量选用相

互之间较独立的指标。

２）同类指标间的相关性。有些同类指标之间，如
反映着同样的特征，则存在较大的相关性。最明显的

是影响力指标中有关引证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文献

［１３］中的评估实例给出了以１６种学术性科技期刊为
样本的１２种评价指标相关系数矩阵（见表１，其中 Ｚｉ
为第 ｉ种指标的标准化变量），该１２种评价指标为：
１—总被引频次；２—影响因子；３—即年指标；４—他引
率；５—引用刊数；６—扩散因子；７—来源文献量；８—参
考文献量；９—平均引文数；１０—地区分布数；１１—机构
分布数；１２—基金论文比。

表１　１２项评价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指标Ｚｉ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５ Ｚ６ Ｚ７ Ｚ８ Ｚ９ Ｚ１０ Ｚ１１ Ｚ１２
Ｚ１ １．０００ －０．３９２ －０．４２２ ０．７２２ ０．９２３ ０．１６５ ０．５９２ ０．４９１ －０．２７５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０ ０．２５４
Ｚ２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７－０．４７２ －０．６２１ －０．６９４ －０．６７２ －０．５５８ ０．２９４－０．０６１ －０．１５０ ０．０５７
Ｚ３ １．０００－０．５０５ －０．５５１ －０．５１７ －０．５４７ －０．４６７ ０．２３４－０．１６２ －０．２４７ －０．０６０
Ｚ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１１ ０．５４５ ０．５１８ ０．３９２ －０．３７８－０．１５２ －０．０４３ ０．１６５
Ｚ５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１ ０．７２２ ０．６０７ －０．３０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５ ０．２１３
Ｚ６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６ ０．５０５ －０．１６８－０．１７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７
Ｚ７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３ －０．２７４ ０．２８２ ０．４３１ ０．１４５
Ｚ８ １．０００ ０．１２９ ０．０９５ ０．２５８ ０．３１３
Ｚ９ １．０００－０．２３４ －０．２２５ ０．５６２
Ｚ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９３ ０．０５３
Ｚ１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９４
Ｚ１２ １．０００

　　由表１可以看出，正相关大于０．５的指标有：指标
１和指标４、５、７；指标２和指标３；指标４和指标５、６、
７；指标５和指标６、７、８；指标６和指标７、８；指标７和
指标８；指标１０和指标１１。负相关小于 －０．５的指标
有：指标２和指标５、６、７、８；指标３和指标４、５、６、７。
其中指标１和指标５、指标４和指标５、指标７和指标
８、指标１０和指标１１高度正相关。对于相关性大的指
标，应考虑选择其一，或采用变量独立化处理

２４　指标量纲因素　由于各评价指标的量差很大，且
可能有不同趋势，故放在同一评价模型中计算势必会

造成失真，因此在指标选用时要考虑并消除量差和同

趋势化。目前评价系统都是采用计算机程序计算，所

以在选用指标时可不考虑量级差问题，在评价计算时

首先将数据标准化消除量纲影响即可，即用Ｚｓｃｏｒｅ法
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变换［１３］，即

　　　　Ｚｉｊ＝（ｘｉｊ－珋ｘｊ）／Ｓｊ

其中：珋ｘｊ＝
ｎ

ｉ＝１
ｘｉｊ／ｎ；Ｓ

２
ｊ＝［

ｎ

ｉ＝１
（ｘｉｊ－珋ｘｊ）

２］／（ｎ－１）；ｉ＝１，２

…，ｎ；ｊ＝１，２，…，ｐ。ｎ为期刊样本数，ｐ为评价指标数。
２５　被评价刊物类型　科技期刊一般分为综合类、学
术类、技术类、科普类、检索类等类型。每种类型的评

价指标是有固有差别的，尤其是影响力指标和文献指

标，与刊物类型的相关性很大，必须根据刊物类型选择

针对性强的指标分类评价。对于学术类刊物，不同专

业的评价指标也是有固有差别的，尤其是影响力指标

中的引证指标，受专业规模和研究方式的影响，与刊物

的专业类型相关性较大，应当根据专业分类评价，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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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选用可以统一。

２６　指标常态获取的便利与可操作性　第１、第２类
指标目前已有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ＣＳＴＰＣＴ）
（６００余种科技期刊样本）、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ＳＣＤ）（１６００余种科技期刊样本）、中国学术期刊综
合评价数据库（ＣＡＪＣＥＤ）（４０００余种科技期刊样本）
等每年定期发布，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使用方

便，操作性强，可根据需要尽量采用。第３、第４类指
标需要在评价过程中收集、统计或评审，需评价机构组

织人力和财力去操作，不能常态进行，且主观性强，容

易作假，应尽量少采用。

２７　评价指标选用发展趋势　目前各种科技期刊评
价体系选取评价指标的标准和原则趋向一致，即用动

态的、定量的及客观的计量指标取代静态的、定性的及

主观的评价指标［４］。从类型上看，就是尽量选用第１
类和第２类指标，减少第３、４类的指标。如“首届中国
高校精品、优秀科技期刊”评比指标中，学术质量指标

权重达８０％。该学术质量评价由７项指标组成，即：
相对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他引率、被国内外重要检

索系统收录数、基金论文比、平均引文数、市场占有情

况（论文下载率和期刊发行量）。第１、２、３、４、７为第１
类指标，第５、６项为第２类指标，均为客观定量的指
标。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中设置有影响因子平均增长率和稳定指数等反

映期刊学术质量动态的指标。

目前各行业的排名评价所采用的指标趋向简化。

如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开展的２００７年
中国企业５００强评价只采用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资产
总额、从业人数、纳税总额等５项评价指标，按营业收
入总排名［１４］。目前可用于科技期刊评价的指标目前

有四五十项之多，如果选用的评价指标多，数据整理计

算量巨大，数据准确度降低，可信度反而下降。另外，

绝对量指标比相对量指标更能体现刊物的真实状

况［２，１３］，故简化评价指标体系应注意精简一些受人为

因素影响大的相对指标，或降低其权重。

３　结语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按反映特征可分为４类一级指
标，每一类指标由若干二级指标组成。在选用评价指

标时，应该按照评价目的和评价需求进行选择，充分考

虑指标的相关性、量纲及可操作性等因素，尽量选择可

常态获取、独立的、动态的、客观的、量化的计量统计指

标，同时应以精简相对量指标，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总

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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