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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福兮？祸兮？

钱　寿　初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辑部，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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忝为英语医学杂志的编辑，作者常会问：“你们的

杂志影响因子是多少？”回答往往心虚，赶紧补充强调

“中华”“唯一”“老字号”“老牌子”等予以溢美，衮衮

作者无言以对，心照不宣吧。若与他们心目中的数字

相去甚远，比如要去拿个什么大奖，评个某某某院士，

只能爱莫能助了。

影响因子已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神物”或“法

器”，什么人都为之顶礼膜拜。学生、教员、教授、研究

人员、行政管理人员、部门长官，皆趋之若鹜；毕业、提

职、晋升、考核、授（受）奖，言必影响因子。此物盛行

风弥，何异于宗教？夫影响因子，数字之谓也。西方同

行最钟情于数字。影响因子高是刊物之幸，不用为

“无米之炊”发愁。数字用在评价自己的杂志上，好比

上帝赐予的光环，很管用。给成天默默无闻埋首于

“科学论文”堆中灰头土脸的编辑平添了一点亮色，自

以为是褒奖的代名词，用时髦话说，是一种“附加值”。

上世纪８０年代《ＪＡＭＡ》苦于发行量滑坡，Ｌｕｎｄ
ｂｅｒｇ夫子发现老“基因”（ＥｕｇｅｎｅＧａｒｆｉｅｌｄ）发明的影
响因子对杂志非常有用，并表示热切的兴趣。他心领

神会，深知请一些有影响的作者、研究所写文章能提高

杂志的引文率、影响因子的名次和声誉［１］，于是让手

下的编辑照此办理，发表的文章最后成为别人经常引

用的对象，所谓ｓｔａｐ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另外调整栏目，不主
张裁减单篇文章的文后参考文献的数目，效果斐然。

其他一些刊物则不以为然，或视之为异端、野狐禅，或

贬抑之词不绝于篇章之间，或超然于世外。绅士者莫

如《ＢＭＪ》。《ＢＭＪ》的影响因子始终未超过 １０，与
《ＪＡＭＡ》比，相差１倍多；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４比，也
只是翻了 １番，时间相隔已快 ３０年了。用个比喻，
《ＢＭＪ》总有一种吃酸葡萄的感觉在，端是英美人心理
上的差异，未可而知。现今的《ＢＭＪ》换了总编，心态豁
然开朗，说不上根本变化，但着实开始移情于影响因子

了，为２００６年的数字 ９．２４５而欣喜。但诅之咒之依
然，放言：“……（编辑）让这邪恶的数字统治了生物

医学的出版 ……以影响因子为杂志排名，只有傻子才

当真。”［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ａｒｔｙｎ现是《ＢＭＪ》的副总编。
影响因子的魔力有多大，此君何以视之猛兽？

一场数字的竞赛持续已久。此风于今为烈，中外

一辙，并非吾国科研人士之癖好。好之者好之，恶之者

恶之。老“基因”一直奉劝“影响因子只说明杂志和编

辑寻找好稿子的能力”，而 “作评比用，则是危险

的”［３］。许多杂志不惜工本，在影响因子上费尽心机。

此种怪物正悄悄地影响着科技期刊出版的走向。

大凡提高数字，首先改变刊登文章类型比率，如多

登综述、述评、专论、通信、互动类文章，改变网络版页

面，特别是主页，“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比如《Ｌａｎ
ｃｅｔ》《Ｂｒａｉｎ》在主页上显示年度影响因子，数字精确到
小数点后３位。现在是老牌子如《ＮＥＪＭ》影响因子一
路领先，风光依旧，已达５１．２９６，《Ｌａｎｃｅｔ》达２５．８２３，
《ＪＡＭＡ》达２３．１７５，新贵《Ｎａｔｕ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达２８．５８８，
似有超过《ＮＥＪＭ》的势头。同样，后生小子《ＰｌｏＳ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达１３．７５。《ＢＭＪ》的９．２４５，比之历来徘徊在７～
８之间，确是一个不小的提升；编辑能不击节吗？但击
节之余颇有一种“后生可畏”的莫名之感。

时不待人，眼下是２００８年，全世界的医学编辑手
头的工作都着眼于２０１０年的那几位数了。你如何提
高这个数字？既然影响因子是ＳＣＩ数据库中某杂志的
论文被引次数除以前２年发表的论文总数，所以，提高
影响因子，必先提高论文被引次数，此其一；减少发表

论文的总数，此其二。即论文发表少，又要引文次数

多，才是最佳的景象。于是同业者发通知、写文章诱

导、暗示作者引用本刊上的文章。勇者干脆告诉作者

论文可以发表，但前提是文后参考文献中要增加他们刊

物上曾经发表过的相关文章，具体到几条，手段猥琐。

要缩小计算公式中的分母，不能肯定篇篇文章被

引次数都非常高，又不能不刊登稿件，其实是非常矛盾

的。遗憾的是，汤姆逊公司没有公布可引用的论文的

标准，也不清楚有了标准后，如何履行。倘若文章很

短，缺摘要，没有几条文献，这样十之八九不会被视为

可引用的论文的。为什么许多杂志热衷于发表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一类评论文章，原因
主要是名人效应，观点有见地，时效性强，读者反应强

烈、快速，统统在情理之中。在编辑眼里，它们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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