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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万方数据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１９８９—
２００８年的论文引文数据作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
《编辑学报》自创刊以来２０年间的载文、作者、引文、被引等４
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该刊的编辑出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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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报》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科学

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主办的有关科技编辑学、科技期刊

学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自１９８９年创刊以来，为科技编
辑学尤其是科技期刊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１］。它一直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
期刊，而且从２０００年起一直名列新闻与传播学学科学
术影响力第一，是我国科技编辑领域的权威性学术

期刊。

本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以万方数据“中国核

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为基础，对该刊创刊２０年间所发
表的论文（除“标准选登”“有问必答”“谬误辨析”“名

刊风采”“消息”等外的所有论文）作为数据来源，从载

文、作者、引文、被引等４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旨在对其
文献计量指标进行测度，揭示其论文的引用以及被引

情况，力求准确客观地反映该刊的发展状况［２］，了解

其学术影响力，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１　载文分析

１１　载文量分析　载文量是衡量一种学术期刊吸收
和传递情报能力的主要指标［３］，载文量大，说明期刊

信息量大。笔者统计出《编辑学报》各年的载文量，然

后分别统计出每篇文章的页数，从而算出各年的篇均

页数［４］，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载文量及篇均页数

年份 载文量 篇均页数

１９８９ ６２ ３．７９
１９９０ ６７ ３．５２
１９９１ ７２ ３．３２
１９９２ ８０ ３．０６
１９９３ ７３ ３．２９
１９９４ ７８ ３．１７
１９９５ ８６ ２．９３
１９９６ ７８ ２．９６
１９９７ ９３ ２．６７
１９９８ １０４ ２．４２
１９９９ １０９ ２．３５
２０００ ９３ ２．４３
２００１ １６５ ２．２２
２００２ １９９ ２．３０
２００３ ２１５ ２．２０
２００４ ２２７ ２．０８
２００５ ２１６ ２．２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７ ２．４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１ ２．４９
２００８ ２１６ ２．５５

由表１可见，《编辑学报》创刊以来载文量相对比
较稳定；自从２００１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以后，载文量
有了显著提高，增长率保持在１０％左右。创刊之初，
由于载文量不高，所以当时的篇均页数为３．７９页／篇。
随着该刊的不断发展，篇均页数逐渐降低，２０００年为
２．４３页／篇。２００１年之后，总页数虽然随着载文量的
增加而增加，但是篇均页数始终保持在２．４０页／篇左
右，说明该刊所刊登的文章的深度保持在一个稳定的

水平上。

１２　基金论文分布　科技部对学术类科技期刊的质
量要求及其评估标准中曾指出：在科学技术期刊的质量

评比中，已将刊出基金资助课题的数量作为评价期刊学

术水平的指标之一。由于数据库的选取原因，截选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编辑学报》的基金论文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基金资助论文统计

年份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

２００１ １４ ０．１０
２００２ １７ ０．０９
２００３ ２４ ０．１２
２００４ ２８ ０．１４
２００５ ２８ ０．１６
２００６ ４１ ０．２１
２００７ ２７ ０．１４
２００８ ３３ ０．１５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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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２可见，有基金资助的论文数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４
篇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３篇，增长了１倍多，其中２００６年更
是到了４０篇，基金论文比也达到２１％，在同类型期刊
的横向对比中，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说明该刊选取

的论文都是一些高质量的文章。根据调查还发现，在

这８年间，所刊登的２０５篇基金论文中，有７篇获得了
３项基金资助，有２４篇获得了２项基金资助，≥２项基
金资助的文章占据了所有基金论文的１４．６％，说明基
金的来源渠道多，争取到的基金充沛，科技人员便有充

足的科研经费来从事研究。

２　作者分析

２１　作者合作度和论文合作率的分析　科研合作表
现在科学论文上，就是共同署名。研究科学论文署名

作者的数量，不但可以说明完成一篇论文需要占用的

人力资源的多少，而且还可以间接判断论文的研究深

度和广度［５］。研究的项目难度越大，作者合作度也就

越高。从表３可以看出，２０年间《编辑学报》的作者合
作度从创刊年的１．２７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２．２１，增幅为
７５％；合著的论文从 １５篇增加到 １２９篇，增幅为
７６０％；合著论文比从２４．１９％提高到５３．５３％，增幅为
１２０．３４％。这些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不是像以
前那样独自一人孤军奋战，而是更倾向于由２位以上
作者组成的团队来完成文章，这体现了科研协作的趋势

和综合实力的逐步加强。从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版《中国期
刊引证报告（扩刊版）》中的数据可以得出，２００６年新闻
出版类期刊的平均作者合作度为１．９８，２００７年的为
１２９。《编辑学报》远远的高于同类型期刊的平均值。

表３　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作者合作度和合著论文比

年份 作者数
作者

合作度

合著

论文数

合著

论文比／％
１９８９ ７９ １．２７ １５ ２４．１９
１９９０ ７９ １．１８ ９ １３．４３
１９９１ ８３ １．１５ １２ １６．６７
１９９２ １１８ １．４８ ２８ ３５．００
１９９３ ９５ １．３０ １５ ２０．５５
１９９４ １１９ １．５３ ２８ ３５．９０
１９９５ １２３ １．４３ ２６ ３０．２３
１９９６ １１４ １．４６ ２７ ３４．６２
１９９７ １３７ １．４７ ３１ ３３．３３
１９９８ １７５ １．６８ ４９ ４７．１２
１９９９ １４９ １．３７ ２８ ２５．６９
２０００ １５４ １．６６ ３６ ３８．７１
２００１ ２８４ １．７２ ７５ ４５．４５
２００２ ３８３ １．９２ １０９ ５４．７７
２００３ ４３５ ２．０２ １１０ ５１．１６
２００４ ４４０ １．９４ １１１ ４８．９０
２００５ ３７８ １．７５ １０３ ４７．６９
２００６ ４３２ ２．０９ １１１ ５３．６２
２００７ ４５４ ２．２６ １１０ ５４．７３
２００８ ５３２ ２．２１ １２９ ５３．５３

２２　核心作者群分析　根据普赖斯计算公式 Ｍ＝
０７４９Ｎ１／２ｍａｘ，计算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量，式中Ｍ为发
表论文篇数，Ｎｍａｘ为所统计的２０年中发文量最高的作者
的论文数。发表论文数在 Ｍ篇以上者，列为核心作者
的候选人［６］。以２０年中的第一作者为依据，发文最多
的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游苏宁，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共

发表２７篇文章，求得Ｍ＝３．８９，将其四舍五入后，可得
以第一作者发文≥４篇的就可以称之为核心作者。统
计显示，发文量≥４篇的共有９８位作者，在他们所发表
的文章中，只有３位的文章没有被引，有６９位的被引次
数在１０次以上，这说明核心作者发表的文章很有质量，
在科技期刊界处于领先位置。对于核心作者群的分析，

目的是为了找出哪些作者更具有代表性，所以，按照平

均被引数排列，将平均被引数＞６次的作者列于表４。

表４　核心作者的发文数以及被引数

核心作者 被引次数 发文数 平均被引数

肖　宏 １２４ ７ １７．７１
任胜利 １２１ ８ １５．１３
张玉华 ７７ ６ １２．８３
蔡玉麟 ５１ ４ １２．７５
黄劲松 ６１ ５ １２．２０
陈灿华 ７２ ６ １２．００
张行勇 ４６ ４ １１．５０
司有和 ５２ ５ １０．４０
游苏宁 ２７１ ２７ １０．０４
王淑华 ４６ ５ ９．２０
丁　春 ４５ ５ ９．００
江　星 ３５ ４ ８．７５
赵大良 ６７ ８ ８．３８
周志新 ３２ ４ ８．００
王　青 ４６ ６ ７．６７
谭长贵 ３８ ５ ７．６０
颜志森 ３７ ５ ７．４０
沈志宏 ３７ ５ ７．４０
曾建勋 ４２ ６ ７．００
李若溪 ４０ ６ ６．６７
薛　镭 ２６ ４ ６．５０
赵军平 ２６ ４ ６．５０
张　莉 ２６ ４ ６．５０
陈浩元 ５０ ８ ６．２５
曹作华 ３１ ５ ６．２０
陈冠初 ４９ ８ ６．１３

３　引文分析

　　因数据库中引文数据所限，本文只分析了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的文章引用文献的发展与变化。由表５可见，
《编辑学报》平均引文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４８篇上升到
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３９篇，增幅达１倍多，说明其作者对国内
外的科研动态比较关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吸收和总

结能力正在不断提高。而２００６年新闻出版类的所有期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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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平均引文量仅为３．４７，２００７年为３．９４，《编辑学报》
是平均值的近３倍，这证明了其在同类期刊中的地位比
较靠前。

表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引文情况

年份 引文量 平均引文量

２０００ ４１７ ４．４８
２００１ ６２６ ３．７９
２００２ ８７７ ４．４１
２００３ １０７０ ４．９８
２００４ １１５３ ５．０８
２００５ １３５３ ６．２６
２００６ １５８７ ７．６７
２００７ １８５４ ９．２２
２００８ ２２４４ １０．３９

４　被引分析

４．１　总被引频次　由表６可见，《编辑学报》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的总被引次数持续提高，特别是２００３年，总被引
次数从２００２年的８０１次增长了３２６％，达到１０６２次，
有了一个数量上的飞跃。２００８年为１９９７次，是２００１年

的近３倍。这充分体现了《编辑学报》在业界影响力正
在不断提升。

表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总被引次数

年份 总被引次数

２００１ ６７１
２００２ ８０１
２００３ １０６２
２００４ １３４３

年份 总被引次数

２００５ １４２９
２００６ １７９０
２００７ １８６７
２００８ １９９７

４．２　被引篇数分布　一般来讲，学术论文水平的高低，
往往表现在其被引用次数的多少［４］。论文发表后，总有

部分论文受到同行的关注并被引用，有的甚至被持续多

次引用。本文将被引频次≥３０次的论文称为高被引论
文。《编辑学报》共有高被引论文２２篇，具体情况见表
７。被引频次最高的为５７次，是游苏宁在２００５年第２
期发表的《“双效”“双爱”期刊：办刊人的最高追求》。

在这些高频被引论文中，大部分作者都是该刊的核心作

者。从表７还能看到，一篇文章在发表后２年左右，其
被引次数达到一个最大的峰值。

表７　《编辑学报》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最高被引文章的情况

论文名称
总被引

次数

论文

第一作者

论文发

表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０８２００７２００６２００５２００４２００３２００２２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９９９

“双效”“双爱”期刊：办刊人的最高追求 ５７ 游苏宁 ２００５（２） ４ １９ ２２ ８ ４
数字时代期刊媒体的整合趋势 ５１ 丁乃刚 ２００２（１） ４ ３ １０ ８ １０ １４ ２
科技期刊国际化漫议 ４６ 蔡玉麟 ２００２（１） ２ ３ ７ ７ ６ １５ ６
参考文献的主要作用与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评审 ４５ 朱大明 ２００４（２） １ ９ １８ ８ ７ ２
科技期刊产业化初探 ４３ 柳建乔 ２０００（１） ５ ８ ８ ６ ８ ６ ２
网络与现时编辑 ４３ 肖　宏 １９９９（１） ２ ２ ３ ２ ４ ８ ９ ７ ６
我国科技期刊基本状况统计与分析 ４１ 郭　玉 ２００６（１） ３ １５ １８ ５
引文分析方法在科技期刊评价工作中的应用 ４１ 孟连生 １９９９（４） ５ ３ ５ ４ ５ １１ ３ ２ ３
影响因子在我国科技期刊评价中的作用分析 ４０ 张凌之 ２００３（２） ２ １１ ５ ６ ８ 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科技期刊的形势与对策 ４０ 司有和 ２０００（４） ３ １ ３ ３ ５ １２ ７ ６
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内涵与实现 ４０ 刘建超 ２００１（４） ４ １ ６ ４ ４ １１ ８ ２
高校学报编辑的素质及优化途径 ３８ 韩云涛 ２００２（１） ３ ３ ９ １３ ６ ４
高校学报改革的一些思路 ３６ 朱德培 ２００１（２） １ １ １ ４ ７ ７ １１ ４
谈如何加快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３６ 任胜利 １９９８（３） ４ １ ３ ３ １ １１ ３ ７ ２ １
面向国际的学术期刊发展措施 ３６ 肖　宏 ２００１（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２ １１ ８
中国科技期刊上网的形势与思考 ３５ 王利群 １９９９（２） ２ １ ４ ３ １ ４ ６ ６ ８
科技期刊基金资助指数的作用及其意义 ３５ 肖　宏 １９９４（２） １０ ７ ４ ３ ５ ４ １ １
著录文后参考文献的规则及注意事项 ３３ 陈浩元 ２００５（６） １ １９ ９ ４
缩短发表时滞，提商论文的时效性 ３３ 张　莉 ２００３（５） ２ １４ ６ ６ ４ １
参考文献的评价功能及其对我国学术期刊评价的影响 ３２ 马永军 ２００３（１） １ ９ ６ ４ ９ ２ １
我国部分科技期刊参考文献和被引用情况统计分析 ３０ 任胜利 ２００１（５） ４ ２ ３ ３ １０ ６ １ １
有关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的思考 ３０ 任胜利 ２００５（６） ４ １９ ７

４．３　即年指标、５年影响因子与ｈ指数　期刊论文被
用户利用的速度或时差是评价期刊的一个重要指

标［７］。质量上乘的期刊及其优秀的论文总是被读者

争相阅读，尽快吸收利用。即年指标就反映了用户这

方面的使用趋势，它是一个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

指标，主要描述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

情况。由表８看出，《编辑学报》在近几年的即年指标
都保持在０．３０左右，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新闻出版类期刊
的平均即年指标分别为０．０７、０．０９，《编辑学报》是平
均值的３倍多。这表明我国科技编辑学研究者在从事
科研活动中注重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积极利用

最新文献，能够快速获取和吸收最新信息，以保证学术

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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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表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即年指标、５年影响因子与ｈ指数

年份 载文量
当年发文

被引次数

前５年论文
被引次数

即年

指标

５年影响
因子

ｈ
指数

累计ｈ
指数

２０００ ９３ １７ ２７３ ０．１８ ０．５９１ ５ １９
２００１ １６５ ７１ ５０４ ０．４３ １．０６６ ６ ２３
２００２ １９９ ５３ ６３５ ０．２７ １．１７８ ７ ２４
２００３ ２１５ ５１ ５５１ ０．２４ １．５１ ８ ２６
２００４ ２２７ ７０ ６９０ ０．３１ １．６７ ８ ２７
２００５ ２１６ ５３ ６５２ ０．２５ １．４８ ８ ２８
２００６ ２０７ ６５ ６６６ ０．３１ １．５０ ８ ２８
２００７ ２０１ ４７ ７５６ ０．２３ １．７９ ９ ２８
２００８ ２１６ ６５ ６９７ ０．３０ １．７１ １０ ２８

影响因子是评价期刊的又一个重要指标，是对期

刊重要性的客观度量［８］。５年影响因子是某刊前５年
里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前５年的
载文量之比。由于５年影响因子反映的是近５年内的
载文量与被引次数，时间跨度比较长，降低了某一年份

载文量或被引次数的突变给影响因子带来的影响，所

以比２年影响因子更能反映期刊在该领域内的影响的
长期趋势。由表８可见，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编辑学报》５
年影响因子一直在稳步上升。尤其是 ２００１年，比
２０００年增长了８０％，说明它改版后的影响力更大了。
新闻出版类期刊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平均５年影响因子分
别为０．２８３、０．２７０，都远远低于《编辑学报》。该刊近
几年影响因子都较高，首先反映出它发文时滞明显较

短，信息反馈迅速；其次科技编辑学研究特点是相对推

崇超前的探索，文献更迭快，决定了影响因子的持续升

高；另外编辑学专业文献半衰期较短，研究热点容易集

中，研究主题密切结合国内学术大气候，灵活变化，也

会直接影响到影响因子的增长。

美国物理学家Ｈｉｒｓｃｈ于２００５年提出一种新的评
价个人学术成就的计量指标———ｈ指数，Ｂｒａｕｎ等人将
其扩展并应用于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中，创立了期

刊ｈ指数。期刊ｈ指数是指某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用
的论文中，至少有ｈ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不小于ｈ次；期
刊累计ｈ指数是指某期刊在一定时间内发表的论文至
少有ｈ篇累积的被引次数不小于 ｈ次，其余论文累积
的被引次数不大于ｈ次。期刊 ｈ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在某数据库中，将某刊发表的论文按被引次数依次由

高到低排列，直到某篇论文的序号大于该论文被引次

数时，用这个序号减１就是某刊的 ｈ指数［９］。例如：

２００８年某刊ｈ指数为１０次，说明该刊２００８年发表的
文章中至少有１０篇的被引次数不小于１０次；而２００８
年某刊累计ｈ指数为２８，说明截止到２００８年该刊发
表的文章至少有 ２８篇累积的被引次数（本文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被引用的次数）不低于 ２８次。期刊 ｈ

指数是一个兼顾了载文和引文的复合指标，其大小主

要取决于期刊论文发表后是否有更多的论文被高频次

引用。而论文能否被高频引用，与论文的种类、引文动

机以及学科引证习惯等有密切关系。由表 ８可见，
《编辑学报》２０００年的累计 ｈ指数为１９，２００８年上升
到了２８。这一方面说明在过去几年内，该刊发表了一
些比较经典的文章，影响力度依然强劲；另一方面说明

这些文章在这段时间内还属于科技编辑学的研究热

点，代表了这段时间的研究趋势。目前国内外很多学

者都认为，在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大小时，期刊ｈ指
数与累计ｈ指数的排序结果比２年影响因子排序更客
观、更合理。

从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一种学术期刊，当年发表最

前沿的文章，让更多人了解研究趋势并引用，即年指标

就较高；当其所有文章篇均即时影响力较大时，影响因

子就较高；当其影响力分布在较集中的若干文章中时，

期刊ｈ指数就较高。只有当期刊多刊登一些高水平的
文章，同时注重文章的质量和数量，紧紧抓住学科前沿

动态，才能在３个指标上都具有良好的表现。

５　结束语

　　《编辑学报》作为新闻出版类核心期刊，其学术水
平、学术声誉正在逐年提高，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

格。她所刊载的论文具有较高的新颖度，文献涉猎范

围广，被引文献的时效性较强，体现了我国现阶段科技

编辑学、科技期刊学研究的新水平，在传播和交流最新

研究成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凭着“加强理论，

注重实用”的办刊思想，赢得了越来越多读者、作者的

喜爱。

笔者诚挚地期望她进一步拓宽办刊思路，扩大稿

件容量，缩短出版周期，广泛吸收更多优秀稿件，在已

有的基础上越办越好！

党亚茹老师对本文给予了指导，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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