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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期刊编委遴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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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科技期刊编委会成员产生方式主观性较强、编委

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期刊编委

遴选方法.从专家学术影响力、学术活跃度和编委贡献度３个

维度选取 H 指数、前３年年均发表文章数、本刊投稿数、审稿

数等４个指标进行统计分析,以«中国舰船研究»编委会换届为

例给出了计量结果.结果表明,该方法可遴选出学术影响力较

高、符合期刊发展预期的编委,尤其是遴选出处于学术研究上

升期的中青年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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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委会是落实专家办刊的一种组织形

式,对提高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编

委一般经由单位推荐、个人自荐或者专家推荐等方式

遴选.由于编委绝大部分为兼职,这些遴选方式带有

较强的主观性,容易导致编委会流于形式、编委作用发

挥不充分等问题.林松清等[１]提出了“精简编委、编委

干实事”的遴选原则,但并未就如何量化编委的作用进

行深入探讨.为了将编委的作用落到实处,本文拟提

出一种基于大数据[２]和文献计量学的编委遴选方法,
以“中国知网”和作者所在期刊的远程采编审稿系统为

统计数据源,从编委对期刊的贡献度、专家学术影响力

和学术活跃度等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和遴选.

１　编委贡献度计量

　　编委并非荣誉职位,编委本身应是科技期刊办刊

团队的重要成员.丁佐奇等[３]认为,编委的贡献体现

为撰稿并组稿、审稿并推荐审稿人、宣传等方面.姜敏

等[４]、王敏等[５]、韩丽等[６]和李晶等[７]提出了“编委初

审”“编委送审”“编委组稿”的工作模式,而钱伟长院士

主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则采用了编委推荐制,其具

体实施方法为:优先发表编委本人的投稿;编委主动推

荐认为质量优秀的稿件,并附上推荐的理由;作者的自

由投稿,经初审送相关编委评审后推荐或由同行专家

评审并经编委复审后推荐[８９].张凤新[１０]、林松清

等[１１]、王亚秋等[１２]、刘岗等[１３]和乔虹[１４]就建立核心

编委队伍、强化编委作用、促进期刊可持续发展进行了

探讨.笔者于２０１１年在«中国舰船研究»第２届编委

会会议上,对编委工作提出了“三个一”(即投稿１篇、
荐稿１篇、审稿１篇)的要求,表１所示为在该刊发表

论文排名前１０位的第２届编委会编委(Top１０编委)
发表论文篇数及这些论文的累计被引次数,表２示出

编委审稿的情况.由表１可知,Top１０编委为该刊贡

献了大量高被引论文,为该刊在创办１０年时间内发展

成为“中文核心”“中国科技核心”“中国学术核心”和
CSCD来源期刊做出了重要贡献.由表２可知,Top１０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中国舰船研究»Top１０编委
在该刊发表的论文数及论文被引次数

序号 出生年
发表论文篇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合计

累计被引
次数

编委１ １９６３ ３１ １０ ４１ ２２５
编委２ １９８１ ２２ ３ ２５ １５０
编委３ １９６５ ９ １３ ２２ １２０
编委４ １９６９ １１ ８ １９ ４１
编委５ １９６１ ５ １３ １８ ３９
编委６ １９６４ ６ ８ １４ ７３
编委７ １９６９ ６ ７ １３ ５５
编委８ １９６３ ８ ４ １２ ４４
编委９ １９６２ ２ ９ １１ ３２
编委１０ １９５７ ３ ８ １１ ３９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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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中国舰船研究»Top１０编委审稿情况

序号 出生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审稿篇数

编委１ １９５９ ２５
编委２ １９６２ １７
编委３ １９６８ １６
编委４ １９６８ １５
编委５ １９７２ １４

序号 出生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审稿篇数

编委６ １９６１ １３
编委７ １９６２ １３
编委８ １９６２ １１
编委９ １９８１ １０
编委１０ １９６９ ９

编委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为该刊承担了一定的审稿工作,
但由于该刊拥有４００余名审稿专家,编委承担的审稿

量并不算多.
综上所述,编委对期刊的贡献主要为投稿、荐稿、

审稿和宣传等.当然,编委对期刊的贡献也不一定要

面面俱到[１５],有的编委可能侧重于投稿和组(荐)稿,
有的编委乐于审稿,有的编委在制定政策或者在落实

办刊经费方面可发挥优势,有的编委在宣传、推广期刊

方面有长处;因此,编委的贡献度要视期刊发展状况和

期刊发展对编委的期待和要求而定.

２　编委遴选指标体系

　　在遴选编委时,不仅要看其对期刊的既有贡献,如
投稿、组(荐)稿和审稿的数量,还要看其本人的学术影

响力和学术活跃度.一般而言,高影响力作者未来发表

的论文被引用的概率比普通作者高,在学术研究上当前

比较活跃的作者,在未来数年也有望继续保持较高的论

文产出率,当前活跃的审稿人在未来继续活跃的概率也

比较高;因此,理想的编委应该是学术影响力和论文产

出率高且乐于向期刊投稿和为期刊审稿的专家.

２１　学术影响力指标———H 指数　H 指数是由美国

统计物理学家JorgeHirseh教授于２００５年提出的,其
含义是指一个人至多有 H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至少H
次.由于 H 指数能够综合反映作者的发文和被引信

息,一经提出即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普遍认为 H
指数能够较好地评价优秀学者的终身成就.一般而

言,在一个领域内有较高影响力的作者的 H 指数明显

高于普通作者[１６],因此,H 指数可以较好地衡量论文

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２２　学术活跃度指标———前３年年均发表论文数　
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之一.科研成果丰硕

的专家,其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也较多,但是,一位专

家在各个年度发表的论文数量并不是一样的.表３示

出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船舶工程领域发文数量排前３名的

专家的年度发表论文数和前３年年均发表论文数.可

以看出,同一专家在不同年度发表论文数量差别相当

大,并且这些专家一般都有若干年的丰产期;因此,仅
用某一年度的数值不能很好地衡量或预测其未来年度

的论文产出水平.相比而言,前３年年均发表论文数曲

线更平滑,能更好地反映其后续年度发表论文数量的趋

势;所以,可用前３年年均发表论文数作为衡量一位学

者近期或未来若干年学术活跃度的指标.这也意味着,
一种期刊如果拥有众多高影响力、高论文产出率的编

委,就会有更大的概率吸纳到更多高影响力的论文.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船舶工程领域高发文作者的

年发文量和前３年年均发文量

年份

专家１
年发
文量

前３年年均
发文量

专家２
年发
文量

前３年年均
发文量

专家３
年发
文量

前３年年均
发文量

２００６ ２６ １１ ２
２００７ ３１ ３ ２
２００８ ３７ １７ ４
２００９ ３７ ３１ ２０ １０ ４ ３
２０１０ ４０ ３５ ３２ １３ ６ ３
２０１１ ２３ ３８ ２１ ２３ ４ ５
２０１２ ２３ ３３ ３０ ２４ １６ ５
２０１３ １７ ２９ １７ ２８ １８ ９
２０１４ １８ ２１ ２２ ２３ １５ １３
２０１５ １４ １９ ９ ２３ ２１ １６
２０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８

２３　贡献度指标　如前所述,可根据期刊自身状况选

取投稿数、组(荐)稿数、审稿数等作为衡量编委贡献度

的指标.

３　遴选实例及结果分析

　　下面以«中国舰船研究»第３届编委会换届为例介

绍基于上述遴选指标体系的遴选方法.

３１　指标选取　根据«中国舰船研究»第２届编委的

实际贡献情况,从编委学术影响力、学术活跃度和贡献

度３个维度选取 H 指数、前３年年均发表论文数、投
稿数、审稿数等 ４ 个指标.其中,投稿数又细分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投稿数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投稿数,并对

其赋予不同权重.

３２　权重设置　考虑到既有现任编委的连任,又有非

现任编委的遴选,对不同身份的专家采取不同的权重

设置方法.对现任编委,贡献度指标占更大权重,目的

是要留任那些对期刊实际贡献大的编委,而淘汰“挂
名”编委;对非现任编委,学术影响力和学术活跃度指

标占更大权重,目的是要补充学术影响力大并且近期

研究成果较多的专家.具体权重设置如表４所示.

表４　权重设置方法

专家身份
本刊投稿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审稿数 H 指数

前３年年均
发表论文数

现任编委 ０．１４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２ ０．１
非现任编委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４ ０．３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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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遴选结果及分析　根据３．１节的指标,以“中国

知网”和«中国舰船研究»远程采编和审稿系统统计数

据为数据源,对数百名相关专家进行了计量分析.需

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知网”并未直接给出专家的“H
指数”,但是通过检索专家发表论文的数据,并选择按

“被引频次”排序,即可快速得出专家的“H 指数”.因

为“中国知网”的“被引频次”数据是持续更新的,所以,
专家的“H 指数”也是不断变化的.表５和表６所示

为得分靠前的１０名现任编委和１０名非现任编委的相

关数据,其中 H 指数取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份.

表５　得分靠前的１０名现任编委

专家身份 出生年
本刊投稿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审稿数 H 指数

前３年年均
发表论文数

得分

编委１ １９６３ ３１ １０ ４ ２１ １５ １４．１
编委２ １９６１ ５ １３ １３ ２３ １２ １３．９
编委３ １９８１ ２２ ３ １０ １５ １１ １０．５
编委４ １９６９ １１ ８ ９ １４ ９ １０．０
编委５ １９６２ ２ ９ １７ １３ ５ １０．５
编委６ １９６９ ０ １３ ７ １１ ９ ８．９
编委７ １９６８ ２ ３ １５ １４ ９ ８．７
编委８ １９５９ ８ ２ ２５ ８ ３ ９．８
编委９ １９６８ ０ ３ １６ １４ ６ ８．３
编委１０ １９５２ １ ５ ４ １６ ９ ６．８

表６　得分靠前的１０名非现任编委

专家身份 出生年
本刊投稿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审稿数 H 指数

前３年年均
发表论文数

得分

自荐 １９４６ ０ ０ ３ ２５ ２１ １６．７
遴选 １９６５ １ ３ ０ １５ １９ １２．１
遴选 １９５５ ２ ２ ０ １４ １６ １０．８
遴选 １９７０ １ ３ ２ １３ １４ １０．２
遴选 １９６３ ２ ２ ４ １６ ６ ９．０
遴选 １９５８ １ ４ １１ １１ ８ ８．６
遴选 １９７１ ０ １ ６ １４ ７ ８．５
遴选 １９６５ ０ ０ ０ １４ ６ ７．４
自荐 １９７０ ０ ０ １ １６ ３ ７．４
遴选 １９７５ ６ ６ ９ １０ ４ ７．４

　　从遴选结果来看,所选出的专家都是该刊相关专

业领域比较知名的专家,年龄结构也比较合理,除个别

自荐的专家年龄偏大外,所选出的专家绝大部分为中

青年专家.其中:３５~４５岁为２１人,占２８％;４６~５５
岁４６人,占６１．３％;５６~６０岁４人,占５．３％;６１岁以

上４人,占５．３％.
在后期向选出的专家发送编委邀请函时,得到了

专家们的热烈响应.说明采用本文方法遴选出一批热

心学术、有较高影响力且对该刊有较高认同度的编委.

４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期刊编委遴选

方法,以«中国舰船研究»编委会换届为例,从学术影响

力、学术活跃度和贡献度３个维度选取 H 指数、前３
年年均发表论文数、投稿数、审稿数等４个指标进行了

统计分析,遴选出一批热心学术、有较高影响力、符合

期刊发展预期的编委.
本文所述方法不仅可用于遴选期刊编委,也可用

于遴选审稿专家,或者为评选优秀编委和优秀审稿专

家提供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选取的数据源为“中国知网”,

所得出的 H 指数主要反映的是中文学术论文的影响

力,如需考虑英文论文的影响力,则应考虑 Webof
Science等国外的数据源,以便使 H 指数更全面地反

映出专家在国际和国内的学术影响力.

５　参考文献

[１]　林松清,佘诗刚．英文科技期刊编委遴选方法与措施:以
«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学报»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２０１５,２６(３):２５７
[２]　易基圣．基于大数据的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研究[J]．长江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７(８):１５４
[３]　丁佐奇,郑晓南,吴晓明．编委贡献源于编辑部做好编委

服务工作:以«中国天然药物»为例[J]．编辑学报,２０１１,２３
(４):３３９

[４]　姜敏,董悦颖．建立“编委初筛”环节 强化稿件初审工作

[J]．编辑学报,２０１４,２６(１):４９

７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