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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广东省师范院校理科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期间共计１　９１３篇论

文为研究对象，对载文作者的合作度、合著率，第一作者的年龄结构、职称和学历结构等进行了统

计分析．结果表明：５种学报第一作者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都相对稳定；论文合著率、论
文合作度有待提高；除了技术师院学报外稿所占比例较大外，其他４种学报作者队伍的主力军仍是

校内作者；中青年作者已成为５种学报的主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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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科技、教育是实现经济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而师范院校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教师队伍的

培养，从而影响着教育的质量．作为反映各高校学术水平的窗口之一的高校学报，师范院校学报也在不断进

步．为了及时总结办刊经验，更好地为学校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服务，进一步提高广东省师范院校理科学报的

质量，我们特对近５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广东省师范院校理科学报的作者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以期总结经

验，找到不足之处，为师范院校理科学报的科学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本文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下简称“华南师大学报”）、《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技术师院学报”）、《湛江师范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湛江师院学报”）、《韩山师范学院

学报》（以下简称“韩山师院学报”）和《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原名《广东教育学院学报》，以下简称“广东

二师学报”）合计６６期（不包括增刊）共１　９１３篇论文（本刊简讯、启事、编后、大事记等不包含在内）为资料

源，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逐期统计分析各年度作者的相关指标：载文作者的合作度、合著率，第一作者职称

情况、第一作者年龄结构等．这里 需 特 别 说 明 的 是，除 了 华 南 师 大 学 报 是 自 然 科 学 综 合 性 学 术 刊 物（季 刊）
外，其他４所师范院校学报均是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其中，技术师院学报原为双月刊（每年有２期为自然科

学版），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改为月刊（每年有４期为自然科学版）；另外３所师范院校学报均为双月刊（每年各有

２期为自然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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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作者情况统计分析

２．１　载文量

载文量是衡量学术期刊吸收和传递情报能力的主要指标．为便于统计分析，在此，表１给出了５所师范院

校理科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间的载文量的详细情况．从表中数据可看出，５种学报每年的载文量基本保持稳定．
表１　５所师范院校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载文量统计 篇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合计 平均期载文量

华南师大学报 ９９　 ９７　 ９６　 ９９　 １１０　 ５０１　 ２５．０５
技术师院学报 ６７　 １００　 １４１　 １３５　 １２１　 ５６４　 ３５．２５
广东二师学报 ５９　 ５４　 ５５　 ５５　 ４５　 ２６８　 ２６．８
湛江师院学报 ７３　 ７２　 ７２　 ６９　 ６９　 ３５５　 ３５．５
韩山师院学报 ５０　 ４４　 ４３　 ４６　 ４２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　作者合著率与合作度统计分析

论文合著是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科学研究论文署名作者的数量，不仅可以说明完成一篇论文需要占用

的人力资源的多少，而且还可以间接地判断科研论文的深度和广度．作者合著率是指论文作者在２名以上（含２
名）的篇数占载文总篇数的百分比；作者合作度是指期刊在一定时域内载文的作者总数除以载文的总篇数．

表２给出了５种学报合著率和合作度的统计，表３给出了不同单位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在此，如遇到

作者署有多个单位时，统计时原 则 上 认 第 一 单 位，但 如 遇 本 校 教 师 所 署 第 一 单 位 为 在 职 进 修（含 在 职 研 究

生）的单位，则统计时仍认定为校内单位；如遇校内ｎ（ｎ∈Ｎ＋）个单位作者与校外ｍ（ｍ∈Ｎ＋）个单位作者合

作时，确认为校内与校外不同单位作者合作产文）．
从表２可看出，５种学报的合著率和合作度在５年间都保持相对稳定，其中，华南师大学报的５年平均

合著率（８４．２３％）和合作度（２．８８人／篇）最高，高于文献［１］的５年平均合著率（７１．７３％）和文献［２］的合作

度（２．７０人／篇），但与文献［３］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技术师院学报和广东二师学报的独著率较高、合著

率较低，与这２种学报数学论文和教学论文较多的情况是相符合的．从表３可看出，５种学报的合作产文的

作者多数是同一单位的．这与师范院校基础学科多、应用学科少的情况是吻合的．

表２　５所师范院校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论文作者合作情况统计（Ⅰ）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合计或平均

华南师大 独著／篇 ２１　 １６　 １３　 １５　 １４　 ７９（１５．７７）
学报 ２人合著／篇 ４６　 ３６　 ４０　 ４３　 ４１　 ２０６（４１．１２）

３人以上合著／篇 ３２　 ４５　 ４３　 ４１　 ５５　 ２１６（４３．１１）
作者总人数／人 ２５３　 ３１３　 ２７０　 ２７４　 ３３１　 １　４４１
合著率／％ ７８．７９　 ８３．５１　 ８６．４６　 ８４．８５　 ８７．２７　 ８４．２３
合作度／（人·篇－１） ２．５６　 ３．２３　 ２．８１　 ２．７７　 ３．０１　 ２．８８

技术师院 独著／篇 ３９　 ７３　 ９８　 ９０　 ８４　 ３８４（６８．０９）
学报 ２人合著／篇 ２０　 １９　 ３０　 ２８　 ２１　 １１８（２０．９２）

３人以上合著／篇 ８　 ８　 １３　 １７　 １６　 ６２（１０．９９）
作者总人数／人 １０６　 １３９　 １９８　 ２０３　 １７７　 ８２３
合著率／％ ４１．７９　 ２７．００　 ３０．５０　 ３３．３３　 ３０．５８　 ３１．９１
合作度／（人·篇－１） １．５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５０　 １．４６　 １．４６

广东二师 独著／篇 ４３　 ３６　 ３６　 ３７　 ３６　 １８８（７０．１５）
学报 ２人合著／篇 １０　 １２　 １２　 １２　 ９　 ５５（２０．５２）

３人以上合著／篇 ６　 ６　 ７　 ６　 ０　 ２５（９．３３）
作者总人数／人 ８４　 ８６　 ８５　 ８４　 ５４　 ３９３
合著率／％ ２７．１２　 ３３．３３　 ３４．５５　 ３２．７３　 ２０．００　 ２９．８５
合作度／（人·篇－１） １．４２　 １．５９　 １．５５　 １．５３　 １．２０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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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合计或平均

湛江师院 独著／篇 ３２　 ２９　 ２３　 ２８　 ２７　 １３９（３９．１５）
学报 ２人合著／篇 ２４　 １６　 ２５　 ２３　 ２３　 １１１（３１．２７）

３人以上合著／篇 １７　 ２７　 ２４　 １８　 １９　 １０５（２９．５８）
作者总人数／人 １４０　 １６４　 １５６　 １３３　 １４３　 ７３６
合著率／％ ５６．１６　 ５９．７２　 ６８．０６　 ５９．４２　 ６０．８７　 ６０．８５
合作度／（人·篇－１） １．９２　 ２．２８　 ２．１７　 １．９３　 ２．０７　 ２．０７

韩山师院 独著／篇 ２５　 ２７　 ２２　 １６　 ２０　 １１０（４８．８９）
学报 ２人合著／篇 １２　 ９　 １１　 １７　 １４　 ６３（２８．００）

３人以上合著／篇 １３　 ８　 １０　 １３　 ８　 ５２（２３．１１）
作者总人数／人 １００　 ８５　 ７９　 ９８　 ７７　 ４３９
合著率／％ ５０．００　 ３８．６４　 ４８．８４　 ６５．２２　 ５２．３８　 ５１．１１
合作度／（人·篇－１） ２．００　 １．９３　 １．８４　 ２．１３　 １．８３　 １．９５

注：括号内数字均为所占百分比．

表３　５所师范院校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论文作者合作情况统计（Ⅱ） 篇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合计 比例／％

华南师大学报 校内与校外单位合作产文 １５　 ２０　 ２３　 １４　 ２１　 ９３　 ２２．０４
校外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８　 ３　 ２　 ２　 ８　 ２３　 ５．４５
校内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５　 ３　 ４　 ７　 ２　 ２１　 ４．９８

技术师院学报 校内与校外单位合作产文 ５　 ４　 ７　 ８　 ６　 ３０　 １６．６７
校外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９　 ６　 ６　 ４　 ２　 ２７　 １５．００
校内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１　 ３　 ２　 ２　 ０　 ８　 ４．４４

广东二师学报 校内与校外单位合作产文 ７　 ３　 ４　 ３　 ３　 ２０　 ２５．００
校外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２　 ２　 ３　 １　 ０　 ８　 １０．００
校内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１　 ２　 ０　 ０　 ０　 ３　 ３．７５

湛江师院学报 校内与校外单位合作产文 ８　 １３　 ９　 １１　 ６　 ４７　 ２１．７６
校外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４　 ５　 ２　 ３　 ２　 １６　 ７．４１
校内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２　 ４　 ０　 ３　 ３　 １２　 ５．５６

韩山师院学报 校内与校外单位合作产文 ９　 ２　 ４　 ８　 ７　 ３０　 ２６．０９
校外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０　 ０　 ０　 １　 ２　 ３　 ２．６１
校内不同单位合作产文 ４　 ４　 ２　 １　 ２　 １３　 １１．３０

２．３　第一作者职称和学位（学历）结构分布统计

从表４可看出，５种学报 具 有 高 级、中 级、初 级 职 称 的 作 者 所 占 比 例 在２７．３５％～４５．５２％、１９．５６％～
３９．１８％、１．３３％～１９．４４％之间；具有博（硕）士学位的作者所占比例在１５．６７％～２９．８６％之间；作者为研究

生（学生）所占比例在４．８５％～５４．０９％之间．其中，广东二师学报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所占比例最高，湛江

师院学报具有博（硕）士学位的作者所占比例最高，华南师大学报的作者为研究生的比例最高．由此，我们可

看出，学报对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来说，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特别是广东二师学报在这方面做得最好．而

作为５种学报中层次最高的华南师大学报，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所占比例仅为２７．３５％，与学校的科研政策

导向有较大的关系（由于学校奖励ＳＣＩ收录等高水平论文导致大部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外流）；另外，华南

师大学报研究生所占比例最高（５４．０９％），与华南师范大学办学层次的提升和研究生招生数量的增加相吻

合（研究生导师多为论文的通讯作者），可看到研究生队伍已成为华南师大学报的又一支重要的队伍．从“博

士／硕士”一栏的数据的稳步增长也可看到学报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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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表４中还有“其他”一项，是包含了在作者简介一栏中没有明确职称（如教师、工作人员、助理教

练、网络管理员、图书馆职员等）的作者人数，另外，需说明的是：华南师大学报在作者学位的介绍中，仅选择

了博士学位进行统计；湛江师范学院在２００５年的２期期刊中，共有１０个作者无简介．

表４　５所师范院校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论文第一作者职称与学历统计 人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合计 比例／％

华南师大学报 高级职称 ２６　 ３０　 ３０　 ２５　 ２６　 １３７　 ２７．３５
中级职称 ２４　 １２　 １３　 ２５　 ２４　 ９８　 １９．５６
初级职称 ６　 ３　 ９　 ３　 ２　 ２３　 ４．５９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博士／硕士 １２　 １４　 １５　 ２０　 ２１　 ８２　 １６．３７
研究生／学生 ５０　 ５６　 ５０　 ５２　 ６３　 ２７１　 ５４．０９

技术师院学报 高级职称 １６　 ２１　 ４７　 ４０　 ４２　 １６６　 ２９．４３
中级职称 ２０　 ４６　 ５３　 ５１　 ５１　 ２２１　 ３９．１８
初级职称 ５　 ７　 １１　 ２０　 １３　 ５６　 ９．９３
其他 １８　 １５　 １６　 １０　 ６　 ６５　 １１．５２
博士／硕士 １３　 １６　 ４１　 １５　 １９　 １０７　 １８．９７
研究生／学生 １５　 １４　 １４　 １９　 １６　 ７８　 １３．８３

广东二师学报 高级职称 ３０　 ２７　 ２６　 ２１　 １８　 １２２　 ４５．５２
中级职称 １７　 １７　 ９　 ２１　 １６　 ８０　 ２９．８５
初级职称 １０　 ６　 １３　 ７　 ６　 ４２　 １５．６７
其他 １　 ３　 ３　 ３　 ３　 １３　 ４．８５
博士／硕士 ６　 １１　 ６　 １０　 ９　 ４２　 １５．６７
研究生／学生 ４　 ２　 ３　 １　 ３　 １３　 ４．８５

湛江师院学报 高级职称 １６　 ２７　 ２６　 ２４　 １９　 １１２　 ３１．５５
中级职称 ２３　 ２２　 １３　 １６　 １９　 ９３　 ２６．２０
初级职称 ８　 ７　 １９　 １９　 １６　 ６９　 １９．４４
其他 ５　 ４　 ０　 ２　 １　 １２　 ３．３８
博士／硕士 ５　 ２８　 ２３　 ２４　 ２６　 １０６　 ２９．８６
研究生／学生 １２　 ９　 １２　 １０　 １２　 ５５　 １５．４９

韩山师院学报 高级职称 ２２　 １９　 １４　 １７　 １４　 ８６　 ３８．２２
中级职称 １８　 ７　 １２　 １４　 １１　 ６２　 ２７．５６
初级职称 １　 １　 ０　 １　 ０　 ３　 １．３３
其他 ７　 １５　 １２　 ９　 １３　 ５６　 ２４．８９
博士／硕士 ９　 ４　 ９　 １６　 １０　 ４８　 ２１．３３
研究生／学生 ４　 ２　 ６　 ４　 ６　 ２２　 ９．７８

２．４　第一作者年龄结构统计分析

由于广东二师学报从２００８年第５期开始，所有作者简介中都没有标注作者的出生时间，所以，这里的年

龄结构统计只考虑其余４种学报．从表５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与表４的数据所呈现的情况是吻合的．华南

师大学报的年龄段在３０岁以下的作者已占了半壁江山（５１．３０％），而另外３种学报的作者也平均分布在“３０
岁以下”、“３１～４０岁”、“４１～５０岁”这３个时间段里，５种学报的作者在５０岁以上的比例都很小，这也体现

出中青年作者已成为学校科研、教学的主力，仍是学报的主力队伍，与现在学者年轻化的情况也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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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５所师范院校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论文第一作者年龄情况统计 人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合计 比例／％

华南师大学报 ３０岁以下 ４６　 ５６　 ５１　 ４７　 ５７　 ２５７　 ５１．３０
３１～４０岁 ３０　 １８　 ２２　 ３１　 ３７　 １３８　 ２７．５４
４１～５０岁 １９　 １５　 １８　 １４　 １２　 ７８　 １５．５７
５１～６０岁 ２　 ４　 ５　 ３　 ３　 １７　 ３．３９
６０岁以上 ２　 ４　 ０　 ４　 １　 １１　 ２．２０

技术师院学报 ３０岁以下 ２９　 ２５　 ３８　 ３７　 ２６　 １５５　 ２７．４８
３１～４０岁 １５　 ４８　 ４４　 ４５　 ４６　 １９９　 ３５．２８
４１～５０岁 １７　 ２１　 ４５　 ３９　 ３８　 １６０　 ２８．３７
５１～６０岁 ３　 ５　 １１　 ９　 １０　 ３８　 ６．７４
６０岁以上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１７

广东二师学报 ３０岁以下 １１　 ４　 １０　 ２５
３１～４０岁 １８　 １７　 １４　 ４９
４１～５０岁 １９　 ２６　 ２３　 ６８
５１～６０岁 １０　 ７　 ８　 ２５
６０岁以上 １　 ０　 ０　 １

湛江师院学报 ３０岁以下 １７　 １９　 ２６　 ２５　 ２６　 １１３　 ３１．８３
３１～４０岁 ２５　 ２４　 １６　 ２０　 ２０　 １０５　 ２９．５８
４１～５０岁 １４　 ２３　 １９　 １０　 １５　 ８１　 ２２．８２
５１～６０岁 ７　 ６　 １１　 １４　 ７　 ４５　 １２．６８
６０岁以上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２８

韩山师院学报 ３０岁以下 １０　 １１　 １８　 １３　 １７　 ６９　 ３０．６７
３１～４０岁 ２２　 １６　 １２　 １８　 １２　 ８０　 ３５．５６
４１～５０岁 １１　 １４　 １０　 １０　 ９　 ５４　 ２４．００
５１～６０岁 ７　 ３　 ３　 ５　 ４　 ２２　 ９．７８
６０岁以上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注：技术师院学报作者简介中没有注明出生时间的：２００５年２人，２００６年１人，２００７年３人，２００８年５人；湛江师院学报２００５
年有１０个作者无简介；广东二师学报从２００８年第５期开始，作者简介中不标注作者出生时间．

２．５　内稿与外稿比

内稿和外稿的判断取决于 第 一 作 者 所 署 的 第 一 个 单 位，但 如 遇 本 校 教 师 所 署 的 第 一 单 位 为 在 职 进 修

（含在职研究生）的单位，则统计时仍认定为校内稿．除了技术师院学报外稿率较高（４０．９６％）外，其他４种学

报的作者群还是以校内为主，这与高校学报为各高校主办的刊物，校内作者仍占各学报作者主体的原因成

正相关．从表６数据也可看到，５种学报吸收一定的外稿，这有利于促进本校学术发展，形成良性竞争，也有

利于学报学术水平的提高．
表６　５所师范院校学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论文外稿情况统计 篇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合计 比例／％

华南师大学报 ２５　 １４　 ２０　 １５　 １７　 ９１　 １８．１６
技术师院学报 ２４　 ５７　 ５５　 ５０　 ４５　 ２３１　 ４０．９６
广东二师学报 １１　 １６　 １９　 １７　 １１　 ７４　 ２７．６１
湛江师院学报 ２５　 ２３　 １２　 １９　 １７　 ９６　 ２７．０４
韩山师院学报 ５　 ４　 ７　 ４　 １１　 ３１　 １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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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通过对广东省５种师范院校学报的作者群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５种学报第一作者的职称结构、学历结

构、年龄结构都相对稳定；论文合著率、论文合作度有待提高；除了技术师院学报外稿所占比例较大外，其他

４种学报作者队伍的主力军仍是校内作者；中青年作者已成为５种学报的主力队伍．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期刊而言，稳定的作者群是期刊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强后盾．综合

上述分析，这５种师范院校学报是可持续发展的，也有它们各自的发展空间，从现今的高校科研环境来看，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以进一步提高学报整体办刊质量：
１）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将成为学报的一支重要的作者队伍．毕竟，研究生的论文是

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也能体现导师的学术水平，所以，吸引优秀的研究生论文是提高学报学术水平的一个

有效措施，同时也是对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支持．
２）在目前各高校科研政策的制约下，校内教师的大量优秀稿件外流，要确保学报稳定的作者队伍，除了

吸引广大研究生稿源外，努力提高学校年青教师向学报投稿的积极性是上述期刊以后要努力的方向．每年

都有一定比例的年青新教师入校，并多为硕士和博士，他们都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也有发表论文的压力

和需求，为此，应努力创建更好的平台，提高刊物的吸引力．如缩短学报论文的发表周期、争取学校对学报地

位的承认（如在科研奖励政策、科研积分等相应问题上适当地优先考虑学报）．
３）要充分发挥学报编委的作用，编辑人员要多与相关学科的编委沟通，可直接向编委约稿，或请他们推

荐优秀稿件．
４）基于师范院校基础学 科 多、应 用 学 科 少 的 情 况，可 适 当 引 入 校 外 优 秀 论 文，这 不 仅 能 充 实 学 报 的 栏

目，也能形成良性竞争，有利于学报整体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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