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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影响因子与期刊影响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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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期刊复合影响因子的定义，并从期刊的影响范
围、学位论文质量和被引频次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将学位

论文引入期刊影响因子的统计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

的；复合影响因子可改变低估我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水平的现

象，是值得推广的评价期刊近期办刊质量的定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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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知网发布“期刊影响因
子年报及系列数据库”，同时发布了“复合影响因子”

等期刊影响力评价指标，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现

就“复合影响因子”的定义和量化分析介绍如下。

１　关于复合影响因子

１１　复合影响因子的定义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
子年报〉数据统计规范》将复合影响因子（ＵＪＩＦ）定义
为：以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博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

献、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献、会议论文统计源文献为

复合统计源文献计算，被评价期刊前２年发表的可被
引文献在统计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２年内
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计算公式［１］为

ＵＪＩＦ＝

该期刊前２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源文献引用的总次数
该期刊前２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

１２　复合影响因子与传统影响因子的差异　期刊影
响因子是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ＩＳＩ）所长、《科学引
文索引》的创始人、引文分析专家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于１９７２年
首先创用的。虽然他没有对统计源作出明确的解释，

其实就是“科学引文数据库”。国内外计算影响因子

的评价机构都是采用默认自己的数据库为统计源这一

方式，计算各自的影响因子；因此，出现了不同评价机

构对同一期刊发布不同影响因子的普遍现象。

选择数据库入编期刊和选择评价期刊的来源文

献，还是存在一些细微差别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

要选择质量上乘的论文，选择数据库入编期刊会更多

从读者需要和商业运营的角度出发，而选择评价期刊

的来源文献，则应当从被评价期刊的影响范围出发。

ＳＣＩ自 ２００７年已把会议论文对期刊的引用计
入期刊的影响力；而我国多年来的期刊评价都忽视

或无力做到评估期刊论文在会议论文及硕、博士培养

过程中的作用，而未把这些学术论文对期刊文献的引

用计入期刊的影响力，这显然低估了期刊的实际影

响力。

复合影响因子较传统影响因子最大变化在于，不

仅计算了期刊在一定统计源期刊范围内的被引频次，

而且累加了该期刊在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和会议论文

中的被引频次。

２　复合影响因子的意义

２１　传统影响因子的局限性　传统的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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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指“同时影响因子”［２］，考虑的是期刊在统计年内

被特定期刊源的引用率，最常用的２年影响因子，是指
前２个出版年出版的文献在引用年内的被引率。这里
“同时”是指用来计算影响因子的引文数据是从同一

年的参考文献中得到的。这项指标反映的是期刊平均

的文献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应该是评价编辑部近期办

刊质量的指标。影响因子不可以用来评价期刊中的单

篇文章，也就是不能用来评价科研绩效，评价科研绩效

更合理的指标应该是“历时影响因子”［２］。

不同的统计源期刊统计的被引频次不同，因而影

响因子差别很大［３］；所以，有必要重新思考影响因子

的评价作用，并研究如何合理选取统计源期刊。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ＳＣＩ）、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ＣＳＣ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ＣＳＴ
ＰＣＤ），所选取的期刊均偏重于基础研究类，而忽视了
技术和应用类期刊。在此基础上统计出来的影响因

子，不仅低估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对一些偏重技

术和应用的期刊尤其不公平。

一般观点认为，统计源的质量决定了影响因子的

质量。质量好的论文往往代表了更优秀的作者和严谨

认真的科研态度，因此他们的引用更加客观和真实；质

量差的论文，例如低水平重复研究或者抄袭文献，其作

者的研究水平和写作目的不纯洁，其引用也不应作为

评价他人文献的依据。

此外，由于影响因子已经成为评价期刊的重要指

标，为了提高影响因子，一些期刊编辑部故意提高自引

率，或在几个期刊之间建立互引同盟以提高自身的影

响因子。这一类现象时有发生，操纵指标从实质上讲

也是学术不端行为，应坚决予以抵制。

因此，在合理选择恰当的来源期刊范围的基础上，

增加其他能够反映学术期刊影响力的统计源文献，是

影响因子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根本保证。

２２　期刊论文影响的广泛性　期刊论文一经公开发
表，便在科研工作和教育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为了

全面了解期刊论文的广泛影响，我们采用“历时”被引

频次统计法，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期刊论文自发表以
后到２０１０年５月分别被各类学术文献的引用情况，引
用的分布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０年５月期刊论文引证频次分布统计表

指　　标
论文发表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合　计
期刊论文数 ２５１８９２４ ２８７６１９１ ３１９３４３８ ８５８８５５３
被引频次＞０的论文数 ７６１１９７ ６８４４２３ ４７５０８２ １９２０７０２
被引频次＞０的论文所占比例／％ ３０ ２４ １５ ２２
被学位论文引用频次＞０的论文数 ４７０２３１ ３４９７４１ １７０１２４ ９９００９６
被期刊论文引用频次＞０的论文数 ５８２４０６ ５２６４６９ ３７５８１７ １４８４６９２
同时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引用的论文数 ２９５２９４ １９６０２４ ７５１７０ ５６６４８８
期刊总被引频次 ２６８２３１３ １７４１１１１ ８８０４５９ ５３０３８８３
期刊篇均被引频次 １．０６５ ０．６０５ ０．２７６ ０．６１８
被学位论文引用总频次 １０８５７５１ ６０１５５６ ２２２８７０ １９１０１７７
期刊被学位论文引用篇均频次 ０．４３１ ０．２０９ ０．０７０ ０．２２２
被期刊论文引用总频次 １５４３９９９ １１０６１３３ ６４０４３９ ３２９０５７１
期刊被期刊论文引用篇均频次 ０．６１３ ０．３８５ ０．２０１ ０．３８３

　　通过对上述统计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以２００６年
期刊论文为例，论文发表后有３０％被引用，其中被学
位论文引用的期刊论文为１８．６％，被期刊论文引用的
期刊论文为２３．０％，二者的交集仅为１１５％，说明有
很大一部分期刊论文（２００６年为１８．７％）只被学位论
文或只被期刊论文引用。如果只计算期刊论文的引

用，就不能反映其他７．２％被学位论文引用文献的影
响力。

２００６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
１０６５，其中学位论文引用的贡献为０．４３１，相对于期
刊引用的贡献０６１３来说，只是伯仲之间，可见学术期
刊对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所具有的广泛

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期刊论文对博硕士培养的贡献不仅通过统计数字

证明，而且被情报学者近年的研究所证明。黄晓鹂在

研究了多个期刊被博士论文引用后认为，“博士学位

论文既能反映作者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程度，

又能反映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工作的能力，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各学科各专业

的新见解、新方法、新技术及未来学科的发展趋势，是

一种重要的颇具特色的情报源”，而且其引用的期刊

“被引论文具有鲜明的学科前沿性、理论性、实用性和

综合性”［４］。

曾建勋提出：“应调整文献收录策略，增加外文版

期刊的引文数据，统计我国科技期刊／论文在国际上发
表以及被引用情况和数据，全面考虑文献引用的类型、

３５５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３卷

数量和分布，并考虑收录一些重要会议文献、学位论文

和图书专著，以充实文献源类型。”［５］

２３　学位论文有资格对期刊进行评价　计算期刊影
响因子，在筛选统计源问题上，应当坚持对来源文献的

质量控制原则，统计源文献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影响因子的客观公正性和评价正确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规定

研究生必须通过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

辩，才能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条例》第８条规定：
“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６］

第１３条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

出创造性的成果。”［６］答辩委员会由本专业教授或相

当职称的专家担任，这种机制与学术期刊专家审稿均

属同行评议。这是学位论文质量的有力保证。

中国知网 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自２００５年出版博、硕士
学位论文以来，博硕士学位论文走出了高校图书馆的

高阁，成为我国科研技术发展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我

们通过学位论文的被引频次就可以看到他们对我国学

术研究的巨大影响力。

表２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统计学位论文引证频次分布表

指标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合计

博士论文数 １９４４０ ２１８９７ １９２６８ ６０６０５
被引频次＞０的博士论文数 ９１１３ ８１８３ ２７５３ ２００４９
被引频次＞０的论文所占比例／％ ４７ ３７ １４ ３３
博士论文总被引频次 ３０８７５ １９６６９ ４５５０ ５５０９４
博士论文篇均被引频次 １．５８８ ０．８９８ ０．２３６ ０．９０９
硕士论文数 １３１１８１ １６５２７５ １５９５０２ ４５５９５８
被引频次＞０的硕士论文数 ５５３２４ ４２５４２ １１８５３ １０９７１９
被引频次＞０的论文所占比例／％ ４２ ２６ ７ ２４
硕士论文总被引频次 １１７８５１ ６８７５５ １５４６７ ２０２０７３
硕士论文篇均被引频次 ０．８９８ ０．４１６ ０．０９７ ０．４４３

　　由表２可知，经网络出版后，２００６年的博士论文
有４７％的文章被后来的研究者引用，篇均被引频次是
１５８８，２项指标都高于前面所说的期刊论文，２００６年
出版的期刊论文只有３０％的文章被引用，篇均被引频
次只有１．０６５。２００６年硕士论文有４２％的文章被引
用，也高于期刊论文值。２００６年硕士论文篇均被引频
次为０．８９８，略低于期刊篇均被引频次。

由学位论文的产生过程和发表后的被引频次，我

们可以看出，学位论文总体的学术质量与期刊论文也

是伯仲之间，既然期刊可以作为计算期刊影响因子的

源文献，学位论文也完全有资格对期刊进行评价。

３　复合影响因子发展方向的思考

　　期刊影响因子是反映期刊近期学术影响力的重要
指标，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各类期刊都有特定的读者

群和影响范围，统计源的选取决定了该数据是否能公

正客观地评价期刊。统计源选取如果没有覆盖应有的

研究层次和学科范围，就会出现只适用于部分期刊评

价，而对另一部分期刊的评价是不适合的。

复合影响因子在统计源的选取上，引入了博、硕、

会议论文，其统计数据和计算结果更全面地反应了期

刊在学术研究和高级人才培养方面的影响力，而传统

的基于期刊甚至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则低估了我国学

术期刊的影响力。

复合影响因子还应考虑不同定位期刊的影响范

围，例如技术类文献对专利、科技成果、生产实践的影

响等。在寻找科学可靠统计方法的基础上，给各类期

刊一个真实的影响力指数，这对期刊办刊和期刊管理

都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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