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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客观评价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和科技期刊的学
术影响力，针对目前引文分析法的不足，构建了一种基于文献

词频分析的评价方法———词频评价法。论述词频评价法的构

建目标和指导思想，提出了评价指标的构建思路，分析了指标

设计的客观性，以期为科学研究成果和科技期刊的评价提供一

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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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一直是国际性课题。目前

广泛采用的、建立在引文分析基础上的被引频次、影响

因子等指标，被过度重视以后，已经背离了原来的设计

初衷，诱发并助长了学术界的浮躁风气。过多的主观

因素的参与也严重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有

的科技期刊暗示或强制作者不恰当地引用本刊发表的

论文，或者与其他科技期刊恶意串通相互引用，人为地

通过科技期刊的自引或互引来提高科技期刊的评价指

标———被引频次，从而提高期刊的学科排名［１］。

科研绩效考核中引入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以后，

作者的引文动机和引文习惯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

些作者撰写论文时只标注一些主要文献，或为了突出

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而有意漏引文献甚至是假引［２］。

有些作者为了提高论文的层次过度引用名人、名刊和

外文文献［３］。此外，期刊的类型、载文量、期刊的连续

性、办刊时间的长短、期刊的知名度和出版周期，以及

参考文献著录是否规范等都会影响到期刊论文被引用

的情况［４５］。

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引文数据失真，使基于引文分

析的评价结果失去了公正性和科学性。为此，本文提

出一种基于文献词频分析来对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价

的方法，以期更加客观地反映科学研究成果和科技期

刊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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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科技期刊的成功经营是建立期刊品牌的重要环节
之一。成立科技期刊理事会的目的是吸纳资金，调动

社会力量共同办刊，提高期刊在市场运作中的竞争力，

扩大期刊的影响。尽管目前对组织期刊理事会尚有不

同看法，但作为一种办刊模式的补充，可以进行进一步

的摸索与探讨［９］。我们的体会是：经营模式创新的有

益尝试，是科技期刊适应出版生态环境的必然选择，理

事会、协办模式的利弊值得办刊人思考，并可以采取有

效措施趋利避害，让新生事物在发展中经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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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构建目标和指导思想

　　在对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具体的评价之前，首先应
明确这种评价行为要达到什么目的，欲获取被评价对

象的哪些信息，希望收到何种效果。结合我国科学研

究成果评价研究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建立一套不受

人为因素左右的科技期刊和学术论文的评价指标，使

评价结果相对客观与公正，是我们构建文献词频评价

法的目标。

科学研究成果的核心价值，就是研究的创新性。如

果一篇学术论文首先提出了新颖的学术观点，或揭示了

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那么就会对后续的研究起到引领

或奠基作用，因此也就具备了发现或创新价值。自然科

学史上大量事例也证明，任何科学理论的创立和科学革

命的实现，都首先来自科学思想的突破［６］；但对于这些

早期的研究成果来说，其学术价值在当时却未必能够得

到社会认可，论文也未必会引起同行专家、出版界以及

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和引用，即未必产生一定的学术影

响，特别是那些有创新观点、不同于权威理论甚至与之

相左的研究成果（论文）往往更难被接受，因此，本文提

出的基于文献词频分析的评价方法，重点关注的是研究

成果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贡献大小，以给创新研究和创

新观点提供一个宽阔的生存空间，使科技期刊真正成为

创新性研究成果的重要发布园地，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建

立一套新的文献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２　词频评价的思路

　　任何科学研究的灵魂与最高价值都是创新，这是
毋庸置疑的，所以必须给予科研论文的创新性最大的

权重。其权重比例应该使论文的其他任何外在因素不

能与创新性相提并论［７］。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的文档

集（科技期刊论文、会议录、博硕士论文等）能集中反

映该领域的发展状况，而其中任何一篇有价值的文档

（论文）都有一些比较规范的关键词来反映文档的主

题内容。虽然关键词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所占的篇幅很

小，往往只有三五个，但却是论文内容的核心与精髓，

是作者学术思想及学术观点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因此，

对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表

明研究成果产生得越多，而这些频次高的关键词即可

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

词频分析法是一种文献计量方法，它利用能够揭

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

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发展动

向［８］。目前，该方法已运用到了许多学科：加拿大蒙

特利尔大学 Ｒｏｂｅｒｔ教授与他的研究组完成的关于世

界纳米科技研究状况的计量分析报告，就是以加拿大

国家研究理事会（ＮＲＣ）确定的７９个纳米科技关键
词为依据的。我国谢彩霞等［９］也借助报告提供的７９
个纳米科技关键词，采用词频分析法作了一项关于中

国纳米科技发展状况的补充性研究；贡金涛等［１０］运用

词频分析法分析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国内竞争情报学科
研究的热点和动向；任延刚等［１１］运用词频分析方法，

研究了科技期刊多元化发展的研究热点问题。

本文基于词频分析法，试图从文献关键词的角度

来对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具体思路如下。

１）基于词频分析法，统计分析某个学科在某个时
间段（如可以确定为１年）某些关键词的使用频次，筛
选出能反映该学科研究热点的关键词。

２）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对筛选出的关键词进行
排序，然后选取使用频次比较高（或按关键词总数百

分比来选取）的关键词作为热点词，选取使用频次比

较低（亦可按百分比选取）的关键词作为冷点词。

３）对统计当年的热点词与统计年以前的冷点词
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如果前几年的冷点词出现在

统计年的热点词之中，那么就可以认为涉及这些关键

词的作者或科技期刊为后续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引领或

奠基作用，即研究具有较高的发现和创新价值；因为在

人们并不关注的情况下而率先发表了后来成为研究热

点的成果，就是有效的创新和探索。这种冷点词我们

暂且命名为创新词。

４）设想，我们是否可以以创新词距统计年的时间
和创新词在出现年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创

新价值。一般地说，创新词出现的年份距离统计年的

时间越长，则表明创新性越强，研究成果的发现或创新

价值就越大；当年相关主题研究的数量越少，说明独创

性越强，研究成果的发现或创新价值也越大：因此，可

以设计２个相应的评价指标，根据距离统计年时间的
长短和相关研究数量的多少计算出指标的权重，从而

对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和科技期刊的作用进行评定。

３　词频评价的客观性

　　引文分析法的基础是科技文献对参考文献引用与否
或者引用什么文献，这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作者和出版

者的主观意愿，因此提供分析的基础数据缺少应有的客

观性。词频分析法的基础是科技文献的主题词或关键词

（主题词和自由词统称为关键词）。主题词又称叙词，在

标引和检索中用以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规范化词或词

组。以科研论文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关键词选取，

一般反映的是研究成果的核心内容，具有相当的客观性。

１）科技论文主题词的选取有严格的规则，一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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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按主题词表选取，即使是扩大到关键词，也要求反

映的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不能超出论文所涉及的范围。

２）词频评价法是考察研究的创新性，评价研究成
果对后续研究的引领和奠基作用，即使在主题词选取

中掺杂有主观性也决定不了所选主题词是否能够被认

可：选择了当前的热点词，反映不出研究的创新；选择

了冷点词，不仅影响研究成果的检准率，也存在热不起

来的风险。

３）词频评价法关注的是研究成果的主题在后续
研究中所表现的热点程度，是基于某一主题研究的持

续性和研究的蜂拥性。数据的采集是依据既往冷点主

题和统计年热点主题，与具体的研究个体没有必然的

联系或者联系并不紧密，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很少。

４）随着信息挖掘和语义分析技术的发展，针对文
本数据实行自动提取论文的主题词汇已经成为可能，

这不仅为文献词频分析提供了可能，而且可以做到主

题词的选取和确定不依赖于作者或出版者的标引，进

一步保证了数据的客观性。

５）主题的热点程度是检验既往主题的价值，既往
主题被发现得越晚（提出得越早），体现研究的前瞻性

越强，附和者越少，贡献则越大，鼓励的是创新和探索，

体现的是独到和水平。

４　结束语

　　发现或创新是科学研究成果的基本价值，是否具
有发现或创新价值是划分科学研究成果与非科学研究

成果的界线。如果一项研究成果不具有发现或创新价

值，那么就不能将其称为科研成果［１２］。以此为指导思

想，本文提出了构建基于科技文献词频分析的评价方

法；但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现有的评价方法，因为研究成

果的评价体系应是多角度、多方位的。我们提出的通

过热点词和冷点词的统计，不仅可以避免或减少人为

因素的干扰，而且可以引导科技期刊和科研工作者将

精力集中在前沿探索和原始创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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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引”现象的思考［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４）：３０８３１０

［３］　郭玲，陈燕．参考文献著录中的学术道德缺失现象及其防
范［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１）：８１０

［４］　秦江敏，王荣．正确认识影响因子 科学评价科技期刊

［Ｊ］．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５（４）：３５３８
［５］　王东方，陈智，赵惠祥．辩证看待影响因子［Ｊ］．学报编辑

论丛，２００５（１３）：１４０１４２
［６］　邓晓群，沈志超．关于学术类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的构建思

路［Ｊ］．编辑之友，２００１（３）：２２２５
［７］　彭博文，吕春，何涛．学术论文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其应用

［Ｊ］．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２０１０（６）：３６３７
［８］　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２８６２９１
［９］　谢彩霞，梁立明，王文辉．我国纳米科技论文关键词共现

分析［Ｊ］．情报杂志，２００５（３）：６９７３
［１０］贡金涛，应贤军．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国内竞争情报学科研究

热点：基于关键词的统计分析［Ｊ］．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２０１１，２３（５）：６８７０

［１１］任延刚，刘盛博，高森，等．科技期刊多元化发展的研究热
点问题分析［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０，２２（３）：１１１３

［１２］苗兴状．科研成果的价值构成及评估［Ｊ］．科学技术与辩
证法，１９９３，１０（６）：５７６０

（２０１１０９０９收稿；２０１１１０２４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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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编辑学报》作者书

　　１）《编辑学报》的发文范围为有关科技期刊的编
辑、出版、经营、改革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论文及经

验交流文章，不发表与科技期刊无密切关联的普通编辑

学论文，也不发表指导科技写作及有关科研管理的文章。

２）在您确定选题时，务请充分检索相关文献，以
避免文章内容与已发表的文献过度重复。撰稿前务必

认真阅读《〈编辑学报〉征稿简则》，严格按要求的项目

和格式撰写。本刊欢迎选题新颖、内容实用、论题集

中、观点鲜明、论证严密、文字精炼的文章，不欢迎面面

俱到、空泛议论的“大”文章。

３）请高度重视文后参考文献的引用和著录：引用
亲自阅读过的文献，确保引文信息准确无误；自引要科

学合理，避免超过５０％的文献引自本刊；论文的引文
数量一般不少于１５条／篇；严格按ＧＢ／Ｔ７７１４著录。
４）务请像校对您的期刊一样认真细致地校对您

的文章清样：不漏掉必须校改的各种差错；可改可不改

的文字、标点符号等，不改；如无原则性差错，切忌大删

大改；正确使用ＧＢ／Ｔ１４７０６ 《校对符号及其用法》。
５）本刊尊重作者的署名权。为杜绝不正之风，反

对在校样上添加新的作者、通信作者或改动署名顺序。

６）本刊不赞成一稿多投，反对一稿多发。投稿
６０天后未接到录用通知的可自行处理或另投他刊。
作者对退稿意见的申辩信函，本刊会认真阅处，但出于

人手所限，一般不对申辩内容作具体答复，敬希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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