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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获奖情况和入选“中文核心期刊”情况，采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年期刊影响因子等主要评价指标，对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学术影响力进行综合研究与分析。结果表明，近５年，
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学术影响力显著增强，已经达到全国同类自然科学学报的平均水平，并且培育出现了一批学术影

响力较大的学报，但发展的不平衡仍比较突出。

关键词　　广东省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　学术影响力

　　广东省现有高校自然科学学报２２种，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的学报有１３种［１－５］。本文

选取这１３种学报为研究对象，通过它们在三届国家期刊奖
评奖中的获奖情况、入选“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情况、入

选“中文核心期刊”情况、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影响因子研究分析，
综合评价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１　三届“国家期刊奖”中获奖的学报

“国家期刊奖”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备受瞩目的期刊界

最高奖，也是我国期刊界唯一的政府奖，它在鼓励先进、引导

期刊出版工作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奖项自

１９９９年设立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在三届国家期刊奖
中，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累计３５种获奖，广东省有２种高校学
报在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中获奖，位居全国第７位［６］。

２　入选“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状况

“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基于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ＣＳＴＰＣＤ）”的数据，以期
刊的学术影响力的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总

引比等为依据，结合专家评审确定入选期刊。从２００２年开
始，“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每年评选一届，至今已经评选

了六届。在六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评选中，全国高校

自然科学学报有１７种入选，广东省的《中山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入选其中四届［７－１２］。

３　入选“中文核心期刊”情况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０４
年版）》［１３］，通过文献计量统计、定量评价和定性评审相结合

的方式筛选出“中文核心期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期刊的学

术水平和影响力。全国共有１８２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入选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０４年版）》［１４］，广东省高校自然

科学学报入选中文核心期刊的有７种，占全国高校自然科学
学报入选总数的 ３．８５％，排名第１０位［１４］。

４　影响因子分析和比较

４．１　近５年影响因子分析

根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ＣＪＣＲ），表１列出了广东省１３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近５年
影响因子的变化。

表１数据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的５年期间，广东省高校
自然科学学报的影响因子的平均值与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

报影响因子的平均值大致接近，２００４年超过了全国高校自然
科学学报影响因子的平均值。说明，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

报的整体学术影响力接近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平均水

平。其中表现最好的是：《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版）》、《南方医科大学学报》和《华南农

业大学学报》４种，５年间影响因子的平均值均超过同期全国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均值。

对表１数据进一步分析，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的５年期间，１３种
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影响因子大于同期全国高校学报均

值的分别占３８．４６％、３８．４６％、４６．１５％、３８．４６％和４６．１５％，说明
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广东省有３８％～４６％的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
学术影响力超过了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平均水平。

表１统计的１３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中，《华南理工大学
学报》的影响因子５年内从学科的第２７名上升到第４名；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５年内基本处于学科的前
１６～２７名；《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版）》从２００３年起影响因子
一直稳居学科的前８名，２００６年又跃居到学科的第２名；《华
南农业大学学报》５年内影响因子始终处于学科的前１０名。
以上数据说明，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中已经培育出一批

学术影响力较大的期刊，它们是广东省自然科学学报的优秀

代表，引领着高校学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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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广东省１３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的影响因子（ＩＦ）及其排序

序　号 刊　名
ＩＦ（排序／学科刊数）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５年均值

１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０．１２９（３４／７９） ０．０８２（６７／８０） ０．１１４（６７／８０） ０．１２１（６７／８３） ０．１３０（６９／８６） ０．１１５

２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０．１５３（２７／７９） ０．１８９（３５／８０） ０．２４４（３５／８０） ０．３８２（１１／８３） ０．５３８（４／８６） ０．３０１

３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０．１１０（５３／８４） ０．１３６（５５／８２） ０．１９８（４２／８４） ０．２１３（４７／８７） ０．１９０（６５／８５） ０．１６９

４ 暨南大学学报 ０．０８８（６３／８４） ０．１４４（５２／８２） ０．１８２（４５／８４） ０．２１４（４６／８７） ０．２３９（５０／８５） ０．１７３

５ 深圳大学学报 ０．０５９（６５／７９） ０．２３１（２３／８０） ０．１６５（２３／８０） ０．１７０（５１／８３） ０．２１５（４９／８６） ０．１６８

６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０．２４８（２０／８４） ０．２３１（２７／８２） ０．２７５（２６／８４） ０．４３５（１６／８７） ０．４２８（２０／８５） ０．３２３

７ 湛江海洋大学学报 ０．０９９（６／９） ０．１１３（６／８） ０．１９３（６／８） ０．１７４（７／７） ０．２２２（８／９） ０．１６０

８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原第一军医大学学报）
０．１７３（５８／１０７） ０．４８４（２／４１） ０．８６９（１／４１） ０．５１１（３／４２） ０．４１７（８／４４） ０．４９１

９ 广州医学院学报 ０．０４９（１０２／１０７）０．０７７（３０／４１） ０．１２２（３２／４１） ０．０７０（４２／４２） ０．１６１（３３／４４） ０．０９６

１０
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

（原中山医科大学学报）
０．３８５（２２／１０７） ０．４２０（４／４１） ０．４０４（６／４１） ０．３９５（８／４２） ０．５６８（２／４４） ０．４３４

１１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０．２０７（１１／２７） ０．０４７（１３／２８） ０．２７７（１２／２９） ０．２３６（１６／３４） ０．３４１（１６／３８） ０．２２２
１２ 广东药学院学报 ０．０６５（２９／３２） ０．０７７（３１／３４） ０．１６０（２９／３５） ０．１２６（４２／４２） ０．１３７（３５／３６） ０．１１３
１３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０．１９８（４９／９８） ０．２７５（８／２７） ０．４１０（５／２６） ０．３７５（１０／２６） ０．４２０（１２／２６） ０．３３６
　１３种高校学报ＩＦ均值 ０．１５１ ０．２０５ ０．２７８ ０．２６３ ０．３０８ ０．２３９
　全国高校学报ＩＦ均值 ０．１５４ ０．２０５ ０．２４２ ０．２７３ ０．３３４ ０．２４１

　　同时，我们也看到，广东省不同类别的高校自然科学学
报学术影响力差异显著（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广东省主要三类高校学报与
全国同类学报ＩＦ均值比较

学报类别 广东高校学报ＩＦ 全国高校学报ＩＦ

工业大学学报 ０．１８４ ０．２０８
医科大学学报 ０．３４０ ０．２１６
综合性大学学报 ０．２２２ ０．２４７

表２数据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广东省工科大学学报和
综合性大学学报的 ＩＦ的均值低于全国同类学报，而医科大
学学报的ＩＦ高于全国同类学报ＩＦ的均值。
４．２　广东与全国部分省份的高校自然科学学报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年ＩＦ均值的比较

　　我们从ＣＪＣＲ中选取了１０个与广东省可比性较强的省
份，以相同时段的影响因子为统计对象，考察广东省高校自

然科学学报的学术水平及其影响力（见表３）。

表３　全国１１个省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ＩＦ均值

省份 ５年ＩＦ均值 省份 ５年ＩＦ均值

吉林 ０．３９１ 陕西 ０．２３１
福建 ０．２６０ 江苏 ０．２０１
湖北 ０．２５２ 四川 ０．１９７
湖南 ０．２４４ 河北 ０．１８２
广东 ０．２３９ 山东 ０．１３９
浙江 ０．２３６

　　注：表中数据是从ＣＪＣＲ提取后计算所得。

表３数据显示，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影响因子的均值在所统计的１１个省份中位于第５位，说
明其学术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

５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整体学术质量稳步提升，
学术影响力逐渐增强，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培育出一批

学术水平与影响力较大的学报。

（２）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
衡性。

首先，各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之间的学术影响力差异显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影响因子年平均值最高者为０．４９１，最低者为
０．０９６，最高值为最低值的５．１倍；１３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影
响因子的５年平均值为０．２３９，其中３８．４６％学报的影响因子
高于平均值，６１．５４％的学报的影响因子低于平均值。

其次，不同类别的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学术水平与影响

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医科大学学报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相

对较高，而综合性大学和工科大学学报的学术影响力相对较

弱。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中出现

了黑马现象，一些办刊历史短，基础较弱的学报，影响因子增

长迅速，５年内增长了３．６倍。
（３）与国内其他省份比较，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

学术水平与影响力接近浙江省、湖南省、陕西省，处于中等水

平；但是与吉林、福建这些先进省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６７２— ｈｔｔｐ：／／ｚｇｋｊｑｋｙ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ｎｅｔ．ｃｎ／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２）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６年，广东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有了长
足发展，成就卓著，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广

东省高校学报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经济、科学技术发展为

依托，锐意改革，立足创新，为实现科技强省、教育大省的战

略目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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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与简讯·

新闻出版总署表彰在改革开放中为出版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的从业人员

中国科学院系统冯有为　向安全两人获此殊荣

为了表彰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为我国出版事业改革发展繁荣无私奉献、作出历史贡献的从业人员，激

励广大出版工作者更加自觉地弘扬“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新闻出版

总署于今年１月６日作出决定，授予巢峰等１００名同志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和荣誉证书，以资纪念和鼓

励。其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６８名，中央各部门和其他单位３２名。中国科学院系统获此殊荣的是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编审冯有为和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向安全两位同志。

这次评选表彰工作是出版系统为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重要表彰活动，是

出版行业的一件大事。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份评选表彰通知发出后，先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及

有关单位的出版系统按照规定，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从事出版工作３０年及以上，为出版行业改革开

放、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并在业内享有良好声誉的老同志中认真实行差额推荐，经严格审核、报送。

推荐工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被推荐人员中，除编辑人员外，出版、印刷、发行及新媒体领域人

选均有一定比例。新闻出版总署为此成立了评选工作领导小组，最终确定１００名表彰人选。

新闻出版总署在表彰决定中指出，这次受表彰人员，坚守出版阵地勤奋工作３０年，他们勇于解放思

想、不断改革创新、恪守职业道德、奉献时代精品，作出了积极贡献，奉献了精彩的人生，赢得了行业的尊

敬。希望新闻出版行业的全体干部职工，以获得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的人物为榜样，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为推动新闻出版事业大发展大繁荣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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