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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教育部公布的 2009 年 1 月前进入“211 工程”大学的 100 种自然科学类学报为研究对象，统计了各学报的载

文量和基金论文比，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并参考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00 种 “211 工程”大学自然科学类

学报的刊均载文量为 218.95 篇，刊均基金论文比为 70.8%。不同学科和地域的学报载文量和基金论文比差别均较大，

且不同学科的载文量与其基金论文比基本相反，即载文量越大基金论文比越低。从基金论文比来看, “211 工程”大

学学报的学术质量可以称得上是我国高校学报学术质量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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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报主要刊载本校的重要科研成果及校外单位

的高水平学术论文，是促进学术交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

重要载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的学术水平。“211

工程”是我国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 21

世纪，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

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力

争在 21 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

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1]。“211 工程”建设实

施以来，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推动了部门与地

方的共建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

办学积极性。研究“211 工程”大学学报的载文变化，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些高校的学术水平，间接检验

“211 工程”实施 15 年来取得的成效。 

截止 2009 年 1 月我国已有 112 所“211 工程”大学

[2]，其中 12 所大学没有自然科学类学报。本文统计分析

了 100 所大学自然科学类学报的载文量和基金论文比，

并分不同学科和地域分类统计分析，以间接评价“211

工程”大学学报的学术质量，为编辑工作者和相关管理

者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 100 种“211 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类)[3]为研

究对象，参照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及相关机构的分类体

系，将 100 种学报分为综合类、工业技术类、农业科学

类、医药卫生类、教科文艺类五大类。各学报的名称、

学科及地域情况见表 1。本文统计了 2007 年各学报的载

文量和基金论文比，采用文献计量学、文献调查及数据

统计等方法，分析其载文指标的个性和共性的相关问题。

其中部分大学主办了不同版的自然科学类期刊，如自然

科学版、理学版、工学版、医学版、地球科学版、英文

版等。本文因篇幅有限，主要取自然科学版或理学版为

统计对象。100 种学报中共有中文核心期刊 88 种，占

88%，仅有 12 种学报未进入核心期刊。

 

表 1  100 种学报的名称、学科及地域表 

序号 大学名 分类 区域 序号 大学名 分类 区域 

1 安徽大学学报 综合 安徽 51 内蒙古大学学报 综合 江西 

2 北京大学学报 综合 北京 52 南昌大学学报(理学版) 综合 内蒙古 

3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工学 北京 53 南京大学学报 综合 江苏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工学 北京 5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工学 江苏 

5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工学 北京 55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综合 江苏 

6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工学 北京 56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农学 江苏 

7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工学 北京 57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师范 江苏 

8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综合 北京 58 南开大学学报 综合 天津 

9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农学 北京 59 宁夏大学学报 综合 宁夏 

10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师范 北京 60 青海大学学报 综合 青海 

11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工学 北京 61 清华大学学报 综合 北京 

12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医学 北京 62 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 综合 山东 

13 长安大学学报 综合 陕西 63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师范 陕西 

14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工学 辽宁 64 上海大学学报 综合 上海 

15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综合 辽宁 65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工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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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二军医大学 学报 医学 上海 66 石河子大学学报 综合 新疆 

17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医学 陕西 67 四川大学学报 综合 四川 

18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工学 四川 68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农学 四川 

19 东北大学学报 综合 辽宁 69 苏州大学学报 综合 江苏 

20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农学 黑龙江 70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综合 山西 

21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农学 黑龙江 71 天津大学学报 综合 天津 

22 东北师大学报 师范 吉林 72 天津医科大学学报 医学 天津 

23 东华大学学报 综合 上海 73 同济大学学报 综合 上海 

24 东南大学学报 综合 江苏 74 武汉大学学报 综合 湖北 

25 福州大学学报 综合 福建 75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综合 湖北 

26 复旦大学学报 综合 上海 7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工学 陕西 

27 广西大学学报 综合 广西 77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工学 陕西 

28 贵州大学学报 综合 贵州 78 西北大学学报 综合 陕西 

29 国防科技大学学报 工学 黑龙江 79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工学 陕西 

30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 工学 黑龙江 8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农学 陕西 

31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工学 黑龙江 81 西藏大学学报 综合 西藏 

32 海南大学学报 综合 海南 82 西南大学学报 综合 重庆 

33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工学 安徽 83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工学 四川 

34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工学 河北 84 厦门大学学报 综合 福建 

35 河海大学学报 综合 江苏 85 新疆大学学报 综合 新疆 

36 湖南大学学报 综合 湖南 86 延边大学学报 综合 吉林 

37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师范 湖南 87 云南大学学报 综合 云南 

38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工学 北京 88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综合 浙江 

39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综合 上海 89 郑州大学学报(理学版) 综合 河南 

40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师范 上海 90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工学 北京 

41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综合 广东 91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 综合 北京 

42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师范 湖北 92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综合 山东 

43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工学 湖北 9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工学 安徽 

44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农学 湖北 94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综合 江苏 

45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师范 湖北 95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农学 北京 

46 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 综合 吉林 96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工学 北京 

47 暨南大学学报 综合 广东 97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医学 江苏 

48 江南大学学报 综合 干肃 98 中南大学学报 综合 湖南 

49 兰州大学学报 综合 江苏 99 中山大学学报 综合 广东 

50 辽宁大学学报 综合 辽宁 100 重庆大学学报 综合 重庆 

 
2  载文量 

载文量常被用作衡量学术期刊吸收和传递信息能力

的主要指标，也是各机构遴选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

一.100 种学报的平均载文量为 218.95 篇。最高为 1 110

篇，最低为 64 篇，前者是后者的 17.34 倍。与最近的相

关文献相比，100 种学报的刊均载文量比文献[4]中报道

2007 年广东省 69 种高校学报多 67.35 篇，说明 211 工程

大学学报在吸收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上较好；与文献[5]中

报道 2008 年 68 种期刊的平均载文量相比则少近 150 篇，

其原因主要是文献[5]所统计 68 种期刊中有一半以上是

非学报类的科技期刊，这些专业科技期刊的载文量远远

大于学报类期刊的载文量。 

100 种学报载文量的学科分布统计如表 2所示。由表

2 可知，刊载文量最高的是医学类学报（423.60 篇）。医

学类学报的刊均载文量比 100 种学报的总平均值（218.95

篇）高出近一倍；载文量最低的是师范类学报（122.63

篇），平均载文量只略多于总平均值的一半；医学类载文

量是师范类的 3.45 倍。 

 

表 2  100 种学报分学科载文量和基金论文比统计表 

学科（学报数） 载文量/篇 基金论文比/%

综合类（55） 200.07 71 

工业技术类（24） 246.96 66 

农业科学类（8） 233.1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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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卫生类（5） 423.60 44 

师范类（8） 122.63 88 

100 种学报平均 218.95 71 

从国家行政区域大区的划分来看，各地区的学报数

量和载文量相差较大，见表 3。学报数量最多的是华东地

区共 28 种，刊均载文量为 199.80 篇；最少的是华南地区

只有 5 种，刊均载文量为 141.67 篇；刊均载文量最高的

是东北地区，为 218.23 篇，最少的仍是华南地区，为

141.67 篇。各省市中，学报数量最多的是北京共 17 种， 

最少的只有一种（14 个省）；刊均载文量最高重庆，为

412 篇；最低的是西藏，为 91 篇。可见，无论在地区范

围，还是在省市范围，学报的数量和载文量均相差悬殊。 

表 3  100 种学报分地区载文量和基金论文比统计表 

地区 省份 载文量 学报数 基金论文比 地区 省份 载文量 学报数 基金论文比 

黑龙江 299.2 5 0.70  山东 226 2 0.78  

吉林 140 3 0.65  安徽 280.33 3 0.66  

辽宁 215.5 4 0.69  江苏 145.46 11 0.78  
东北 

平均 218.23 4.00  0.68  江西 138 1 0.74  

北京 204.71 17 0.73  上海 254 8 0.60  

河北 141 1 0.35  浙江 155 1 0.63  

内蒙古 163 1 0.80  福建 193.5 2 0.76  

山西 160 1 0.61  

华东

平均 199.80 4.33  0.70  

天津 206 3 0.57  广东 226 3 0.83  

华北 

平均 174.94 4.60  0.61  广西 100 1 0.94  

甘肃 204 1 0.61  海南 99 1 0.47  

宁夏 104 1 0.79  

华南

平均 141.67 1.67  0.75  

青海 177 1 0.15  贵州 160 1 0.43  

陕西 361.38 8 0.78  四川 208 4 0.68  

新疆 151 2 0.51  西藏 91 1 0.24  

西北 

平均 199.48 2.60  0.57  云南 126 1 0.98  

河南 156 1 0.71  重庆 412 2 0.82  

湖北 269.33 6 0.84  

西南

平均 199.40 1.80 0.63 

湖南 196 3 0.95       
华中 

平均 207.11 3.33  0.83       

3  基金论文比 
基金论文比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

因为基金项目通常要经过比较严格的评审，选题的科学

性和创新性、研究背景和技术手段，以及研究团队的人

员构成和研究能力等方面，往往较有保障。目前，我国

期刊评价中，基金论文比已经是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

而文献[7]中更是认为，基金论文比在期刊评价工作中还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见，基金资助论文比例的高低，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刊物的学术质量。 

100种学报2007年的基金论文比平均为70.8%，比文

献[6]中代表全国高校学报办刊最高水平的23种学报的

平均基金论文比(66.4%)高4.4%,是文献[4]中广东省69

种学报的基金论文比(28%)的2.53倍。其中，小于28%的

仅有5种，大于66.4%的多达65种。说明211工程大学学报

在吸收基金资助论文方面远高于其他期刊。 

从学科分类上看，100种学报各学科的基金论文比见

表2。由表2可知，师范类学报的基金论文比最高，为88%，

医学类学报最低，为44%，两者相差一倍。结合不同学科

的载文量分析可知，不同学科的载文量与其基金论文比

基本相反，即载文量越大基金论文比越低。这种现象一

方面说明，基金机构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投资力度差别较

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部分学科的学报在发展过程

中，偏重于载文数量的发展，而忽略了期刊学术质量的

提高。学术质量是期刊的生命线，期刊社在办刊时必须

严把学术质量关，不能因为作者群的需求量大或较高的

经济效益而降低门槛，过多发表学术质量不高的论文；

而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也要考虑适当增加容量，

更好地为作者、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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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学报的基金论文比见表 3。由表 3 可知，不

同地区的学报刊均基金论文比，最高是华中地区，最少

的西北地区。与各地区的载文量对照，没有出现载文量

和基金论文比相反的现象。说明在大的区域范围来说，

各期刊的载文数量和质量发展较平衡。在省市范围内，

各省市学报的刊均基金论文比相关较大，最高的达 98%，

最低的只有 15%。这主要是受取样数量不均及区域经济发

展的影响。 

对基金论文比最低和最高的10种学报进行分析,见

表4。由表4可知，基金论文比最低的10学报中,非核心期

刊有6种,说明在遴选核心期刊时,基金论文比是一个重

要的指标；从所在地域和学科来分析,所在区域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或者发表论文的学科范围相对较小是基金论文

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基金论文比最高的10种学报中，全

部为核心期刊。其中，师范类学报有3种，是各学科中比

例最高的，说明师范类学报更加重视所发表的论文是否

有基金资助。从全部100种学报的平均水平来说，“211

工程”大学学报的基金资助论文的比例相对较高，单从

这一方面来看，“211工程”大学学报的学术质量可以称

得上是我国高校学报学术质量的最高水平，也充分说明

我国实施“211工程”15年来的各高校的学术水平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

 

表4  100种学报中基金论文比最低10种和最高10种的统计表 

大学名 是否核心 基金论文比/% 大学名 是否核心 基金论文比/%

中山大学学报 是 100 石河子大学学报 否 39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是 100 东华大学学报 是 36 

东北大学学报 是 100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是 35 

东北师大学报 是 100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是 35 

武汉大学学报 是 99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是 31 

云南大学学报 是 98 西藏大学学报 否 24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是 98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否 23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是 97 天津医科大学学报 否 19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是 97 延边大学学报 否 17 

西北大学学报 是 96 青海大学学报 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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