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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ＪＣＲ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数据为基础，将我国与日本、
韩国、印度的各项指标作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内地被 ＳＣＩ收录
的期刊与论文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呈快速增长态势，虽与欧美

有较大差距，但在亚洲明显超过印度，部分指标超过了我国台

湾与韩国，仅次于日本。这启示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认为我国

期刊质量都不如国外；当然，也要看到差距，努力争取更大的国

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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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的政策导向、科研管理部门、学术界

都非常重视 ＳＣＩ收录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我国科技期
刊界也以被ＳＣＩ或ＳＣＩＥ收录为荣。究其原因，自然少
不了科技期刊界自身存在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不如人

意的因素，以及有关管理部门对 ＳＣＩ的误解与政策偏
向等原因。为了证明自身的办刊质量，也为了在这种

倾向性的政策导向下收揽更优秀的稿件而办出更好的

期刊，国内科技期刊界都在想方设法进入 ＳＣＩ。据报
道，２００８年我国（含港台）被 ＳＣＩＥ收录的期刊达１３８
种，其中大陆有１１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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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少数社会和人文科学期刊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８Ａ０６０２０３００７；２００８Ａ０６０２０３００２）

编辑参加专业学术会议除能获得上文所述的益处，还

有助于选题、组稿，有助于发现作者和审稿人，有助于

提高对文稿的鉴别力，有助于锻炼公关能力，亦有助于

扩大期刊影响［６］。同时，编辑部要求老编审不仅在编

辑业务上对新编辑传帮带，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亦

积极帮助新编辑安排好日常工作，提高新编辑对参加

学术会议重要性的认识，并在会议期间带领新编辑广

泛接触专家，充分利用会议的休息时间、乘车外出和吃

饭等空隙时间与专家交谈，利用一切机会提高新编辑

的业务能力。

６　结束语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编辑部通过系统、有针对性
地对青年编辑进行培养，让新编辑边干边学，边学理论

边实践，培养成为政治素质好，了解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熟悉工作流程、规范标准和编辑加工尺度与规律的

编辑人员。经过定期、强化、系统的培训和有针对性的

培养，６名新编辑在半年内就能配合老编辑完成一期
稿件的加工整理和发稿任务，１年后已能独立担任责

任编辑。截至２００８年底，编辑部统一进行目标培养的
６名新编辑中，已有２人分别走上《中国实用口腔科杂
志》编辑部主任和《中国实用儿科杂志》编辑部主任岗

位，其余４名青年编辑也成为编辑部的骨干编辑。我
们将不断总结青年编辑的培养模式和机制，为青年编

辑的进一步成才再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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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收录进 ＳＳＣＩ和 Ａ＆ＨＣＩ［１］。刘霞等
人［２３］通过对国内期刊的聚类和评价，认为我国学术

期刊整体质量较低，中档及以上的期刊仅占所有期刊

的１６％，而２００４年ＳＣＩ收录的我国内地刊物７０种中
则有１８种（约为２６％）为中高档期刊。

然而，ＳＣＩ收录的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在国际比
较的背景下究竟如何呢？我们以 ＪＣＲ２００９年６月提
供的各期刊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引文相关数据为基础，分
析中国（含港台）、日本、韩国和印度４个亚洲非英语
国家的 ＳＣＩ收录期刊的引文情况，为正确评价国内期
刊在国际上的影响提供数据。

１　近３年ＪＣＲ收录４国期刊数与论文数

　　虽然ＳＣＩＥ收录的刊物数量不少，但是新收录的期
刊在３年内是不被ＪＣＲ统计的；因为没法计算影响因
子等引文数据，所以，２００８年 ＪＣＲ统计的引文期刊数
量少于ＳＣＩＥ收录的，共有６５９８种。近３年ＪＣＲ统计
的４国收录期刊数与论文数如表１所示，其中中国内
地与台湾分别计算。可见，中国内地、韩国与日本的收

录期刊数都略有上升，而中国台湾与印度则有升有降。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内地为 ＪＣＲ收录的期刊其收录的
平均论文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表１　ＪＣＲ近３年收录中日韩印４国的期刊数与论文数

国家或
地区

２００６年
期刊数平均论文数

２００７年
期刊数平均论文数

２００８年
期刊数平均论文数

中国内地 ７５ ２２２±２０６ ７６ ２４０±２３５ ８３ ２２９±２４０
中国台湾 １７ ７５±４２ １８ ８２±４８ １７ ９２±４５
印度 ４５ １１７±１２３ ４７ １３２±１５４ ４５ １４１±１５９
韩国 ３７ １３４±１６４ ３８ １４５±１４８ ４０ １０９±９５
日本 １６３ １２５±２０９ １７０ １２４±１９０ １７４ １２５±１８４

２　近３年ＪＣＲ收录４国期刊的引文指标

　　ＪＣＲ２００６年提供的引文指标包括引文总频次、影
响因子、即年指数和引用半衰期，２００７年起又新增了５
年影响因子。我们将近３年或近２年的数据合并在一
起计算，由于有部分指标 ＪＣＲ并未提供数据，因此，每
一种指标的样本有所不同，但一般为近３年期刊数合
计（５年影响因子为近２年合计），结果如表２。

表２　３年合计中日韩印４国引文指标比较

国家或地区
引文总频

珋ｘ±ｓ 范围

影响因子

珋ｘ±ｓ 范围

即年指数

珋ｘ±ｓ 范围

引用半衰期／年
珋ｘ±ｓ 范围

５年影响因子
珋ｘ±ｓ 范围

中国内地 ９２１±１２１３ ４～１０８２２ ０．７２±０．６３ ０．１１～４．５４ ０．１２±０．１９ ０～２．２４ ４．４０±１．６５ ０．５～＞１０ ０．７３±０．５９ ０～４．０９
中国台湾 ５０３±４３０ ３７～１４５２ ０．６６±０．４０ ０．１６～２．０２ ０．１９±０．４２ ０．０１～２．７４ ５．２８±１．４０ ２～８．４ ０．７８±０．４５ ０．２２～２．０７
印度 ７２９±８８４ ６～５６１１ ０．４３±０．３６ ０～１．８８ ０．０８±０．１２ ０～０．６０ ７．５２±２．３２ １．８～＞１０ ０．４９±０．３７ ０．０３～１．７７
韩国 ６３６±７５０ １～３８６３ ０．９１±０．５６ ０．１７～２．３８ ０．１２±０．０９ ０～０．４６ ３．８２±０．９４ ２～６．１ ０．９０±０．５１ ０．２２～２．３５
日本 １５７６±３１５１ ６～３０７０４ ０．９３±０．８０ ０．０１～７．３２ ０．１７±０．２０ ０～２．４９ ６．９０±２．３５ ０．５～＞１０ ０．９９±０．８３ ０．０４～８．９４

　　由表２可见，中国内地科技期刊平均引文总频次
仅次于日本，影响因子则次于日本和韩国，即年指数次

于日本和中国台湾而与韩国相当，５年影响因子则靠
后，除引用半衰期外，其他指标明显强于印度。从影响

因子与５年影响因子的标准差看，各个国家和地区期
刊的引文指标其标准差都接近均数，说明它们都呈偏

态分布，即大部分期刊引用较少，而少数期刊引用较

多。这说明，财富“二八”分配的原则在期刊引用界也

是基本适用的，多数期刊引用较少不止是中国内地的

独有现象。

３　近２年ＪＣＲ收录４国期刊的影响力指标

　　从２００７年起，ＪＣＲ为收录期刊新增加了２个特征
因子的测度指标：特征因子分和论文影响分。特征因

子测度参考网络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的方法，以链接（引证）的
关系网（遍历引证树）为基础计算各链接（引证）的重

要性，其引证重要性测度遍历了库中所有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期刊、新闻、学位论文和时尚杂志等，引证数

以近５年为基础计算，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不同学科
间的引用数量的区别。特征因子分为近５年引证次数
（结合重要性）与论文总数的比值，且扣除了期刊自

引。论文影响分则以每篇论文来测度期刊的重要性，

标准化后以１．０作为平均水平，分值大于１则说明该
刊每篇论文影响大于平均水平。４国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
合计的这２种指标得分如表３所示。可见：仍然是日
本的特征因子分和论文影响分最高，中国内地特征因

子分仅次于日本，但论文影响力靠后，仅高于印度；而

中国台湾的论文影响力较高，位列第２名。从论文影
响力的最大值看，中国内地也有些好文章，其论文影响

力达１．６４３，高于中国台湾的最大值１．３３，不过仍然落
后于日本；然而，各国的论文影响分都远小于１，说明
这几个亚洲国家期刊的论文影响都远小于平均水平，

只有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的少数期刊论文影响

分大于１，而大于平均分者应是欧美国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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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日韩印４国特征因子得分比较

国家或地区
特征因子得分／１０－３

ｎ 珋ｘ±ｓ 最小值 最大值

论文影响得分

ｎ 珋ｘ±ｓ 最小值 最大值

中国内地 １５９ ３．２４±４．８０ ０ ５０．０６ １４８ ０．２００±０．２３０ ０．０２６ １．６４３
中国台湾 ３５ ２．２５±２．４０ ０．０５ １０．３９ ３４ ０．２８６±０．２９２ ０．０４４ １．３３
印度 ９２ １．８０±２．４２ ０．０１ １６．１７ ８４ ０．１４１±０．１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５５４
韩国 ７８ ２．５１±２．４２ ０．００ １０．１６ ６２ ０．２５４±０．１５３ ０．０３９ ０．６５２
日本 ３４４ ４．９４±９．８３ ０．００ １０４．９７ ３１１ ０．３４０±０．２９６ ０ ２．９９７

４　ＳＣＩＥ收录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分析

　　依照 ＪＣＲ的帮助文件，语言、刊物历史、出版周
期，特别是主题等都影响引用率，因此，非英语国家期

刊的引用率低并不代表这些期刊的学术质量较差。正

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选择了亚洲的几个具有代表性

的国家的期刊进行对比，为正确评价ＳＣＩＥ收录的中国
内地期刊提供合适的国际比较对象。日本、韩国和中

国台湾经济发展较早，中国内地和印度则是近些年才

有较多经济总量的积累和国际影响，而且中国内地与

印度都是人口大国，在科技期刊数量与质量的比较上

应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按于澄洁［１］的报道，２００８年 ＳＣＩＥ收录中国内地
的期刊有１１０种，而 ＪＣＲ２００８年统计了８３种，预计３
年后ＪＣＲ将新增我国内地２７种期刊的引文报告，平
均每年９种———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表１所列其他各
国和地区每年新增刊物的数量。

王学勤等［４］依据 ＪＣＲ２００３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
内地与部分国家的收录情况和引文数据，认为：ＳＣＩ收
录我国期刊总数与英美国家差距较大，但年增长数仅

位列英美之后；ＳＣＩ收录我国内地期刊的被引频次和
影响因子总体上处于世界下游水平，但每年平均增幅

较大。说明我国科研实力在逐步增强，科技水平和国

际影响正在提高，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他还发现，不同

学科被收录和被引用的情况不同，而且英文版期刊占

６７％。刘?贞等［５］与周文等［６］统计了 ＪＣＲ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得出类似结论，认为我国期刊的各项
引用指标都在上升，但我国生物医学类期刊发展较慢，

我国期刊自引率过高，平均为 ３０％左右，甚至达到
８０％，明显有人为操纵。秦莽等［７］以相对排名代替影

响因子的方法统计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中印期刊的有关
数据，认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总体水平高于印度，而个

别领域需要大力发展，如农学期刊收录数为 ０，在工
程、医药和交叉学科方面也落后于印度。

我们采用最新３年的数据，并与亚洲几个具有代
表性的国家进行比较，发现了如下情况：

１）近几年我国大陆被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仍然呈快速
增长态势，平均每种期刊收录论文数量较多，超出亚洲

其他国家，也超过中国台湾；

２）在引用方面，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呈偏态分布，
高引用和高影响的期刊都较少，日本各项指标都居前，

中国各指标排名不一，但在引用半衰期之外的指标都

高于印度；

３）在总体影响方面，亚洲几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尽
如人意，即使是日本，其特征因子分和论文影响分都排

在了第一，但论文影响分远小于１，说明亚洲国家期刊
的国际影响都远小于欧美。

５　结束语

　　总之，我国大陆被 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与论文数量和
质量都呈快速增长态势，虽与欧美有较大差距，但在亚

洲明显超过印度，部分指标超过中国台湾与韩国，仅次

于日本；因此，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认为我国期刊质量

都不如国外。当然，我们还应看到我国大陆期刊与日

本及欧美之间的差距，减少人为操纵，扎实做好内部工

作和对外宣传发行工作，尽量多出英文版期刊，从而更

好地加入到世界科学研究的大舞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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