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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国际论文的
期刊分布，其中包括发表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国际论文期刊的

数量、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和国别的分布，并据此分析提高我国

计算机科学领域期刊质量的方法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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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是系统地研究那些描述、转换信息，包

括其理论、分析、设计、效率、实现和应用的算法过程的

科学［１］。研究表明，在该学科领域第一作者单位为我

国大陆机构发表的国际论文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间呈指
数增长［２］，反映出我国计算机科学研究的科研产出能

力在迅速提高。

本文以美国科学情报所（ＩＳＩ）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
库为统计源，依据ＩＳＩ２００５年出版的《期刊引证报告》
（ＪＣＲ）的分类体系，选择ＪＣＲ中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学科
为统计对象，检索该学科下３５０种期刊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
第一作者单位为我国大陆机构的论文７３１４篇（以下
简称国际论文）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分别对刊登这些

论文的３５０种期刊中刊登我国国际论文的数量、期刊
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及国别分布分别进行研究，以期

对提高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期刊的质量有所启迪。

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国际论
文的期刊分布

　　根据２００５年度ＪＣＲ公布的数据，计算机科学领域
共有３５０种期刊，我国大陆机构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间发

表的７３１４篇国际论文，刊登在其中的２８８种期刊上，
占期刊总数的８２．３％。
１１　刊登我国国际论文数量的期刊分布　在发表我
国国际论文的２８８种期刊中，论文数超过２００篇的期
刊有５种，其中：第 １位为英国《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５９１篇，占发文总数的
８１％；第２位为我国自２０００年起被ＳＣＩ收录的《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５４５篇，占发
文总数的７．５％；刊登我国国际论文数居第４位的是
我国２００２年被 ＳＣＩ收录的《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
Ｆ》，２４７篇；其余２种期刊分别发表我国国际论文４７６
和２２７篇，它们是荷兰和德国期刊；只发表１篇我国国
际论文的期刊为５２种。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只有２种
期刊被ＳＣＩ收录，共发表国际论文７９２篇，占论文总数
的１０．８％。我国占总数６２．７％的国际论文发表在占
期刊总数９．７１％的３４种期刊上，平均每种期刊发表
１３４．９４篇。
１２　刊登我国国际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分布　在
ＪＣＲ收录的计算机科学领域３５０种期刊中影响因子最
高为７．４，是美国的《ＡＣＭ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ｓ》，该刊只
在１９９７年刊登了１篇我国南京大学一位学者的论文；
影响因子最低为０．０３８，是英国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发表我国国际论文 １２篇，占论文总数的
０１６％。２００５年计算机科学领域期刊的平均影响因
子为１１２，发表我国国际论文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为
１０９，低于该领域平均影响影子００３。

将发表７３１４篇国际论文的２８８种期刊按影响因
子的大小分为５类后的研究表明：我国国际论文在不
同影响因子区域内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在影响因子

小于 １的区域内国际论文分布最多，占论文总数的
６３．９％；发表在低于计算机科学领域期刊平均影响因
子１．１２期刊上的论文为 ５４６８篇，占论文总数的
７４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影响因子区域内
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很少，在影响因子大于４．０的区
域内１１年间共发表论文６４篇，占论文总数的０．９％。

我国被ＳＣＩ收录的２种期刊，即《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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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
ｒｉｅｓＦ》，其影响因子分别为０．３５３和０．３８６，属于影响
因子较低的区域，均低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平均影响

因子０．７６７和０．７３４。
１３　刊登我国国际论文的期刊被引频次分布　在
ＪＣＲ收录的计算机科学领域３５０种期刊中，总被引频
次最高为１万６７８４次，是英国期刊《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该刊共发表我国国际论文 ６０篇，占论文总数的
０．８２％。

将３５０种期刊按被引频次的高低分为６个区域后
的结果表明，在被引频次大于等于５０００次的高被引
频次区域内的１３种期刊上，均有我国国际论文发表，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８．９％。我国有近４２％的国际论文
发表在被引频次在１０００～５０００的范围内，占论文总
数３１．１％的国际论文发表在被引频次低于５００的范
围内，发表在低于计算机科学领域平均被引频次

１０１８．８期刊上的国际论文数约为论文总数的５０％。
我国被ＳＣＩ收录的２种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
Ｆ》，其被引频次分别为１４９次和６８次，属于被引频次
较低的区域，远低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平均值。

１４　刊登我国国际论文的期刊的国别分布　被 ＳＣＩ
收录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３５０种期刊分布在２２个国
家和地区。发表我国国际论文的２８８种期刊，分布在
１９个国家和地区。

研究结果表明，发表我国国际论文较多的国家是

英国、荷兰和美国，占发文总数的７６％。其中：最多是
发表在英国的７１种期刊上，共发表论文２２６２篇，占
论文总数的３０．９％；在荷兰的７７种期刊上发文１８２８
篇，占论文总数 ２５％；在美国的 １１１种期刊上发文
１４６８篇，占论文总数的２０．１％；发表在我国的２种期
刊上的论文数为７９２篇，占论文总数的１０．８％。

计算机科学领域被ＳＣＩ收录的期刊国别分布是极
不均衡的，美国、英国和荷兰等３国的期刊数占总数的
９０％，新加坡为７种，而我国大陆只有２种。

２　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自从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２年，我
国２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期刊被 ＳＣＩ收录以后，发表
在我国期刊上的国际论文从０增长到２００６年的７９２
篇，占论文总数的１０．８％。我国终于有了一个向国际
科技舞台介绍中国计算机科学领域发展成就的平台，

我国学者终于有了一个在我国的期刊上向国际展示成

果的窗口，同时，也让我国的专家学者能够比较方便和

容易地利用我国的科技成果。正如周恒院士所指出的

那样：让我国的学者“最方便地利用本国的科技成果，

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中国人最容易看到的，

当然是在中国出版的刊物”［３］。如要使更多的高质量

论文发表在我国的期刊上，减少论文外流，提高我国计

算机科学领域期刊的质量，实施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使

其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为把我国

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到国际优秀期刊

的水准［３］，创办国际知名期刊，力争被国际著名检索

系统收录，可采取如下措施。

２１　突出优势，重点扶持　政府管理部门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当前，在涉及到国家关键技术的重点领域，

如信息领域要有重点地选择若干优秀期刊，或已基本

具备国际化的品牌期刊，实施重点出击战略，加大扶持

力度，打造国际化期刊。在这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和中国科协设立的“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和中

国科技期刊精品资助项目，均对我国精品科技期刊连

续多年进行了经费资助，为受助期刊潜心提高期刊质

量解决了后顾之忧，使其编辑人员能够全方位地投入

到提高期刊水平的工作中［４］。其中上述被ＳＣＩ收录的
２种期刊，均连续多年得到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的资助。

２２　重视专业学术期刊发展，促进期刊专业化　专业
的细分是国际期刊业发展的趋势。细分体现在细分学

科分支和细分读者，从而为更专业化的读者群体提供

更加专业化的内容服务。尽管我国的计算机科学领域

类期刊已经出现了向学术和技术２个方向分化的趋
势［５］；但由于计算机科学分支很多，这样的分化还不

足以满足该学科领域读者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在学术

和技术２个层次上进行更进一步的学科分类，以期面
向目标读者，办出刊物特色。

如果以该科学领域具有特色的、表现突出的专业

性期刊［５］为基础，办刊人员根据各刊的历史、自身条

件和各主办单位在行业、地区的优势，依托强势学科，

对本刊进行专业细分［６］，则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其办刊

宗旨和目标读者及作者，重新找准自己的定位。通过

建立该细分学科领域内的专家编委会并充分发挥其作

用，鼓励编委成员为自己所任职的期刊撰写高质量的

学术论文，显然可以进一步提高专科学术期刊的质量

和水平。

２３　出版英文版期刊　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随
着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有越来

越多的国际同行希望了解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英文版期刊就是联系中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最佳

平台。

据统计，在我国４７５８种科技期刊［７］中，国内统一

９３２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０卷

连续出版物号（ＣＮ号）里学科分类为ＴＰ的期刊共１３８
种，其中英文版期刊只有２种；据２００７年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统计，我国目前共有英文版期刊１７１种，
ＣＮ号里含ＴＰ的期刊也只有３种，再加上《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Ｆ》，共４种，数量很少。在２００５年ＪＣＲ计
算机科学领域的３５０种期刊中，只有１４种期刊是非英
语期刊，占总数的４％。由此可见，在国际著名的检索
系统中，英语语种的期刊占绝大多数，这也从一个侧面

说明出版英语期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汤姆森科技信

息集团（ＩＳＩ）期刊发展部总监 ＪａｍｅｓＴｅｓｔａ曾表示：“如
果期刊是全英文的，那么它被 ＳＣＩ收录的机会要大一
些。”［８］。因此，加速发展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高水平

的英文版期刊，是推动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科技论文

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２４　继续保持出版刊期的领先优势　出版刊期是衡
量科技期刊报道学术研究时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计

算机科学是一门发展迅速、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的学科，

因此，及时报道该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是该领域期刊

的重要使命。如上所述的１３８种期刊中，周刊、旬刊、
半月刊及月刊共９９种，占总数的７１．７％；在被 ＳＣＩ收
录的计算机科学领域３５０种期刊中，尽管这些期刊的
刊期与我国有所不同，但年出版１２期以上的期刊仅占
１７．４％。这个数据也说明，我国在该领域内的期刊出
版周期要远远快于国际期刊，因此，我们要继续保持该

领域期刊出版周期的优势。

２５　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　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高
低，与期刊编辑人员自身的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支高素质的既懂编辑又懂学科专业和管理的编辑队

伍是期刊发展的前提。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可通过

培训、学习、出国考察等形式来提升编辑人员的素质，

也可聘请一些国外编辑同行现场讲学和指导，甚至可

以直接引进国际知名同行编辑和经营管理人才，通过

他们进行指导和带动，以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和水平，

进而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

２６　加强与国际同行和著名检索系统的交流　国际
著名检索系统考察刊源的条件是严格的，他们对所收

录期刊的覆盖范围、语种、办刊宗旨、学术水平、知名

度、出版周期、引文频次及影响因子等等均有一定的要

求，对期刊编排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也有一定的要

求［４］；因此，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期刊，一定要努力

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比如可以通过期刊编委会的成员向国际同行和著名检

索系统推荐，可以通过编委会成员组约国内外知名专

家的特稿，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活动，组织承办国际性

的会议等措施提高知名度和期刊的文献计量指标，加

强与国外同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沟通，以引起国际

同行和著名检索系统的关注，为进入著名检索系统创

造条件。

３　结论

　　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发表国际
论文的期刊分布来看，我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国际

论文的发文能力已经覆盖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绝大多

数期刊。虽然在该学科内我国的国际论文数量呈指数

增长，但发表在高影响因子和高被引频次期刊上，影响

力较大的论文数量太少，论文的影响力有待提高。我

国大陆地区在该领域被ＳＣＩ收录的期刊无论是数量还
是质量均非位居前列。我国有８９．２％的国际论文发
表在国外期刊上，其中发表我国在该领域国际论文最

多的是英国期刊。由此可见，为抑制高水平论文外流，

为使我国学者能最方便地利用我国的科技成果，为使

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能展示在国际

舞台上，我们必须全面提升我国该领域期刊的学术质

量和各项文献计量学指标，增加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

收录的期刊数量。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我国高水平的

论文发表在我国的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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