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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JCR 2006—2008年的数据为基础 ,将我国与日本、

韩国、印度的各项指标作比较 ,结果表明我国内地被 SC I收录

的期刊与论文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呈快速增长态势 ,虽与欧美

有较大差距 ,但在亚洲明显超过印度 ,部分指标超过了我国台

湾与韩国 ,仅次于日本。这启示我们 :不必妄自菲薄 ,认为我国

期刊质量都不如国外 ;当然 ,也要看到差距 ,努力争取更大的国

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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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journals included in SC I; journal citation index;

citation index;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F irst2authorπs address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Sun Yat2sen

University, 510080, Guangzhou, China

近些年 ,我国的政策导向、科研管理部门、学术界

都非常重视 SC I收录论文的数量和质量 ,我国科技期

刊界也以被 SC I或 SC IE收录为荣。究其原因 ,自然少

不了科技期刊界自身存在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不如人

意的因素 ,以及有关管理部门对 SC I的误解与政策偏

向等原因。为了证明自身的办刊质量 ,也为了在这种

倾向性的政策导向下收揽更优秀的稿件而办出更好的

期刊 ,国内科技期刊界都在想方设法进入 SC I。据报

道 , 2008年我国 (含港台 )被 SC IE收录的期刊达 138

种 ,其中大陆有 110种 ,还有少数社会和人文科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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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参加专业学术会议除能获得上文所述的益处 ,还

有助于选题、组稿 ,有助于发现作者和审稿人 ,有助于

提高对文稿的鉴别力 ,有助于锻炼公关能力 ,亦有助于

扩大期刊影响 [ 6 ]。同时 ,编辑部要求老编审不仅在编

辑业务上对新编辑传帮带 ,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 ,亦

积极帮助新编辑安排好日常工作 ,提高新编辑对参加

学术会议重要性的认识 ,并在会议期间带领新编辑广

泛接触专家 ,充分利用会议的休息时间、乘车外出和吃

饭等空隙时间与专家交谈 ,利用一切机会提高新编辑

的业务能力。

6　结束语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编辑部通过系统、有针对性

地对青年编辑进行培养 ,让新编辑边干边学 ,边学理论

边实践 ,培养成为政治素质好 ,了解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 ,熟悉工作流程、规范标准和编辑加工尺度与规律的

编辑人员。经过定期、强化、系统的培训和有针对性的

培养 , 6名新编辑在半年内就能配合老编辑完成一期

稿件的加工整理和发稿任务 , 1年后已能独立担任责

任编辑。截至 2008年底 ,编辑部统一进行目标培养的

6名新编辑中 ,已有 2人分别走上《中国实用口腔科杂

志 》编辑部主任和《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编辑部主任岗

位 ,其余 4名青年编辑也成为编辑部的骨干编辑。我

们将不断总结青年编辑的培养模式和机制 ,为青年编

辑的进一步成才再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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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Thom son Reuter收录进 SSC I和 A&HC I[ 1 ]。刘霞等

人 [ 223 ]通过对国内期刊的聚类和评价 ,认为我国学术期

刊整体质量较低 ,中档及以上的期刊仅占所有期刊的

16% ,而 2004年 SC I收录的我国内地刊物 70种中则

有 18种 (约为 26% )为中高档期刊。

然而 , SC I收录的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在国际比

较的背景下究竟如何呢 ? 我们以 JCR 2009年 6月提

供的各期刊 2006—2008年的引文相关数据为基础 ,分

析中国 (含港台 )、日本、韩国和印度 4个亚洲非英语

国家的 SC I收录期刊的引文情况 ,为正确评价国内期

刊在国际上的影响提供数据。

1　近 3年 JCR收录 4国期刊数与论文数

　　虽然 SC IE收录的刊物数量不少 ,但是新收录的期

刊在 3年内是不被 JCR统计的 ;因为没法计算影响因

子等引文数据 ,所以 , 2008年 JCR统计的引文期刊数

量少于 SC IE收录的 ,共有 6 598种。近 3年 JCR统计

的 4国收录期刊数与论文数如表 1所示 ,其中中国内

地与台湾分别计算。可见 ,中国内地、韩国与日本的收

录期刊数都略有上升 ,而中国台湾与印度则有升有降。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内地为 JCR收录的期刊其收录的

平均论文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表 1　JCR近 3年收录中日韩印 4国的期刊数与论文数

国家或
地区

2006年

期刊数平均论文数

2007年

期刊数平均论文数

2008年

期刊数平均论文数

中国内地 75 222 ±206 76 240 ±235 83 229 ±240

中国台湾 17 75 ±42 18 82 ±48 17 92 ±45

印度 45 117 ±123 47 132 ±154 45 141 ±159

韩国 37 134 ±164 38 145 ±148 40 109 ±95

日本 163 125 ±209 170 124 ±190 174 125 ±184

2　近 3年 JCR收录 4国期刊的引文指标

　　JCR 2006年提供的引文指标包括引文总频次、影

响因子、即年指数和引用半衰期 , 2007年起又新增了 5

年影响因子。我们将近 3年或近 2年的数据合并在一

起计算 ,由于有部分指标 JCR并未提供数据 ,因此 ,每

一种指标的样本有所不同 ,但一般为近 3年期刊数合

计 (5年影响因子为近 2年合计 ) ,结果如表 2。

表 2　3年合计中日韩印 4国引文指标比较

国家或地区
引文总频

�x ±s 范围

影响因子

�x ±s 范围

即年指数

�x ±s 范围

引用半衰期 /年

�x ±s 范围

5年影响因子

�x ±s 范围

中国内地 921 ±1 213 4～10 822 0. 72 ±0. 63 0. 11～4. 54 0. 12 ±0. 19 0～2. 24 4. 40 ±1. 65 0. 5～ >10 0. 73 ±0. 59 0～4. 09

中国台湾 503 ±430 37～1 452 0. 66 ±0. 40 0. 16～2. 02 0. 19 ±0. 42 0. 01～2. 74 5. 28 ±1. 40 2～8. 4 0. 78 ±0. 45 0. 22～2. 07

印度 729 ±884 6～5 611 0. 43 ±0. 36 0～1. 88 0. 08 ±0. 12 0～0. 60 7. 52 ±2. 32 1. 8～ >10 0. 49 ±0. 37 0. 03～1. 77

韩国 636 ±750 1～3 863 0. 91 ±0. 56 0. 17～2. 38 0. 12 ±0. 09 0～0. 46 3. 82 ±0. 94 2～6. 1 0. 90 ±0. 51 0. 22～2. 35

日本 1 576 ±3 151 6～30 704 0. 93 ±0. 80 0. 01～7. 32 0. 17 ±0. 20 0～2. 49 6. 90 ±2. 35 0. 5～ >10 0. 99 ±0. 83 0. 04～8. 94

　　由表 2可见 ,中国内地科技期刊平均引文总频次

仅次于日本 ,影响因子则次于日本和韩国 ,即年指数次

于日本和中国台湾而与韩国相当 , 5年影响因子则靠

后 ,除引用半衰期外 ,其他指标明显强于印度。从影响

因子与 5年影响因子的标准差看 ,各个国家和地区期

刊的引文指标其标准差都接近均数 ,说明它们都呈偏

态分布 ,即大部分期刊引用较少 ,而少数期刊引用较

多。这说明 ,财富“二八 ”分配的原则在期刊引用界也

是基本适用的 ,多数期刊引用较少不止是中国内地的

独有现象。

3　近 2年 JCR收录 4国期刊的影响力指标

　　从 2007年起 , JCR为收录期刊新增加了 2个特征

因子的测度指标 :特征因子分和论文影响分。特征因

子测度参考网络 PageRank的方法 ,以链接 (引证 )的

关系网 (遍历引证树 )为基础计算各链接 (引证 )的重

要性 ,其引证重要性测度遍历了库中所有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期刊、新闻、学位论文和时尚杂志等 ,引证数

以近 5年为基础计算 ,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不同学科

间的引用数量的区别。特征因子分为近 5年引证次数

(结合重要性 )与论文总数的比值 ,且扣除了期刊自

引。论文影响分则以每篇论文来测度期刊的重要性 ,

标准化后以 1. 0作为平均水平 ,分值大于 1则说明该

刊每篇论文影响大于平均水平。4国 2007和 2008年

合计的这 2种指标得分如表 3所示。可见 :仍然是日

本的特征因子分和论文影响分最高 ,中国内地特征因

子分仅次于日本 ,但论文影响力靠后 ,仅高于印度 ;而

中国台湾的论文影响力较高 ,位列第 2名。从论文影

响力的最大值看 ,中国内地也有些好文章 ,其论文影响

力达 1. 643,高于中国台湾的最大值 1. 33,不过仍然落

后于日本 ;然而 ,各国的论文影响分都远小于 1,说明

这几个亚洲国家期刊的论文影响都远小于平均水平 ,

只有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的少数期刊论文影响

分大于 1,而大于平均分者应是欧美国家期刊。

38



编 　辑 　学 　报 第 22卷

表 3　中日韩印 4国特征因子得分比较

国家或地区
特征因子得分 /10 - 3

n �x ±s 最小值 最大值

论文影响得分

n �x ±s 最小值 最大值

中国内地 159 3. 24 ±4. 80 0 50. 06 148 0. 200 ±0. 230 0. 026 1. 643

中国台湾 35 2. 25 ±2. 40 0. 05 10. 39 34 0. 286 ±0. 292 0. 044 1. 33

印度 92 1. 80 ±2. 42 0. 01 16. 17 84 0. 141 ±0. 121 0. 006 0. 554

韩国 78 2. 51 ±2. 42 0. 00 10. 16 62 0. 254 ±0. 153 0. 039 0. 652

日本 344 4. 94 ±9. 83 0. 00 104. 97 311 0. 340 ±0. 296 0 2. 997

4　SC IE收录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分析

　　依照 JCR的帮助文件 ,语言、刊物历史、出版周

期 ,特别是主题等都影响引用率 ,因此 ,非英语国家期

刊的引用率低并不代表这些期刊的学术质量较差。正

是基于这个原因 ,我们选择了亚洲的几个具有代表性

的国家的期刊进行对比 ,为正确评价 SC IE收录的中国

内地期刊提供合适的国际比较对象。日本、韩国和中

国台湾经济发展较早 ,中国内地和印度则是近些年才

有较多经济总量的积累和国际影响 ,而且中国内地与

印度都是人口大国 ,在科技期刊数量与质量的比较上

应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按于澄洁 [ 1 ]的报道 , 2008年 SC IE收录中国内地

的期刊有 110种 ,而 JCR 2008年统计了 83种 ,预计 3

年后 JCR将新增我国内地 27种期刊的引文报告 ,平

均每年 9种 ———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表 1所列其他各

国和地区每年新增刊物的数量。

王学勤等 [ 4 ]依据 JCR 2003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

内地与部分国家的收录情况和引文数据 ,认为 : SC I收

录我国期刊总数与英美国家差距较大 ,但年增长数仅

位列英美之后 ; SC I收录我国内地期刊的被引频次和

影响因子总体上处于世界下游水平 ,但每年平均增幅

较大。说明我国科研实力在逐步增强 ,科技水平和国

际影响正在提高 ,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他还发现 ,不同

学科被收录和被引用的情况不同 ,而且英文版期刊占

67%。刘烜贞等 [ 5 ] 与周文等 [ 6 ] 统计了 JCR 2001—

2005年的数据 ,得出类似结论 ,认为我国期刊的各项

引用指标都在上升 ,但我国生物医学类期刊发展较慢 ,

我国期刊自引率过高 ,平均为 30%左右 ,甚至达到

80% ,明显有人为操纵。秦莽等 [ 7 ]以相对排名代替影

响因子的方法统计了 2000—2006年中印期刊的有关

数据 ,认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总体水平高于印度 ,而个

别领域需要大力发展 ,如农学期刊收录数为 0,在工

程、医药和交叉学科方面也落后于印度。

我们采用最新 3年的数据 ,并与亚洲几个具有代

表性的国家进行比较 ,发现了如下情况 :

1)近几年我国大陆被 SC I收录的期刊仍然呈快速

增长态势 ,平均每种期刊收录论文数量较多 ,超出亚洲

其他国家 ,也超过中国台湾 ;

2)在引用方面 ,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呈偏态分布 ,

高引用和高影响的期刊都较少 ,日本各项指标都居前 ,

中国各指标排名不一 ,但在引用半衰期之外的指标都

高于印度 ;

3)在总体影响方面 ,亚洲几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尽

如人意 ,即使是日本 ,其特征因子分和论文影响分都排

在了第一 ,但论文影响分远小于 1,说明亚洲国家期刊

的国际影响都远小于欧美。

5　结束语

　　总之 ,我国大陆被 SC I收录的期刊与论文数量和

质量都呈快速增长态势 ,虽与欧美有较大差距 ,但在亚

洲明显超过印度 ,部分指标超过中国台湾与韩国 ,仅次

于日本 ;因此 ,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认为我国期刊质量

都不如国外。当然 ,我们还应看到我国大陆期刊与日

本及欧美之间的差距 ,减少人为操纵 ,扎实做好内部工

作和对外宣传发行工作 ,尽量多出英文版期刊 ,从而更

好地加入到世界科学研究的大舞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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