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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统地对比分析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出版的 2002 年度“ 期刊引证报告”（ JCR）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2003 年度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CJCR）中期刊自引率，结果表明：①中国科技期刊的期刊自引率总体上明显高于国外

期刊；②JCR 和 CJCR 中各学科的平均期刊自引率与学科大小相关性均较差，各学科内部期刊的自引率变化范围普遍较大；

③在JCR 中，影响因子的计算中如果排除期刊自引，对学科内部期刊按影响因子排位的序次影响通常并不大；但对于 CJCR 来

说，如果排除期刊自引来重新计算影响因子，则大多数期刊的影响因子排位均会发生显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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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期刊评比和研究成果评价中对影响因子的高度关

注，少数科技期刊自引率过高的问题已日益引起科学计量学

界和编辑界的关注［1 ～ 6］。例如：张玉华等［1］系统地比较了不

同影响力、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科技期刊的自引情况，探讨

了如何科学地对待期刊自引问题；孙亦樑［2］通过典型案例分

析了我国某些期刊和作者的不正常自引情况；游苏宁［3］认为

我国个别期刊的不正常自引现象可能源于科研管理部门对

评价指标的片面使用；梅平等［4］根据 1999 年和 2000 年出版

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较全面地计算了中国医学期刊

的他引影响因子，并认为该指标因为排除了自引文献量对影

响因子的不正当影响，因而可以更为客观地评价医学期刊的

质量；Moed［5］统计分析了 1990 ～ 1999 年 SCI 光盘版检索的

我国 16 种科技期刊，发现中国 SCI 期刊的平均他引率很低

（中文版期刊为 0. 14，英文版为 0. 24），并进而认为中国的科

技期刊尽管被 SCI 检索，但实际上仍只能划归为地区性期

刊；任胜利等［6］通过对我国部分中文版科技期刊的参考文献

及被引用情况进行抽样统计分析，同样发现在中文科技期刊

检索系统中，作者自引和期刊自引对期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

因子贡献偏高。

由于某些期刊的自引问题十分突出，并且其中可能存在

着编辑人员的人为操纵，而且这种人为操纵有可能影响到期

刊影响因子的客观真实性，因此检索机构也十分注意期刊的

自引问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在其每年出版的“ 期刊引

证报告”（CJCR）中将“他引总引比”作为期刊被引用的重要

指标之一予以公布［7］，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于 2004 年

8 月也首次系统地统计分析并公布了 2002 年度 JCR 中所有

5876 种期刊的自引情况［8］。

本文通过收集和整理文献［8］中所统计分析的 2002 年度

JCR 中所有期刊的期刊自引数据，并对比分析文献［7］中 2003
年度 CJCR 所收录的全部期刊的期刊自引数据，探讨和分析国

内外科技期刊的期刊自引特点。需要说明的是，2002 年度

CJCR 所收录全部期刊的期刊自引情况在文献［1］中已有详细

分析，并且所揭示的特点与本次所分析的 2003 年度 CJCR 中

全部期刊的期刊自引特点十分近似。考虑到数据的新颖性，

本文所采用的中外期刊自引数据在中、外数据库中的时间跨

度并不是同一年份，但对所比较分析的结果基本没有影响。

1 国内外科技期刊的期刊自引率比较

2003 年度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统计的 1576 种期刊、

2002 年度 JCR 中所有 5876 种期刊及其中 60 种中国科技期

刊的期刊自引率分布区间见表 1。

表 1 国内、国际科技期刊的期刊自引率的分布区间

自引率（% ）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40 ～ 50 ≥50

JCR1） 54. 5 28. 1 10. 0 3. 4 1. 7 2. 3
JCR-C 11. 7 28. 3 18. 4 20. 0 8. 3 13. 3
CJCR 19. 0 32. 7 22. 4 11. 4 6. 8 7. 7

1）JCR-2002 年度 JCR 中所有 5876 种期刊［8］；JCR-C-2002 年度 JCR

中 60 种中国科技期刊的自引情况［8］；CJCR-2003 年度中国科技信息

研究所统计的 1576 种期刊的自引情况［7］

表 1 中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科技期刊的自引率普遍偏

高：JCR 所收录的 5876 种科技期刊中有 82. 6% 的期刊自引

率低于 20% ；JCR 所收录的 60 种中国科技期刊中，只有 40%
的期刊自引率低于 20% ；在 CJCR 所收录的 1576 种期刊中

（中文版期刊 1548 种，英文版期刊 28 种），期刊自引率低于

20% 的期刊占 52% 。JCR 的全部期刊中只有 2. 3% 的期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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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率大于或等于 50% ，而中国期刊在 JCR 和 CJCR 中自引率

大于或等于 50% 的期刊则分别高达 7. 7% 和 13. 3% 。

2 JCR 中高自引率期刊的特点及学科分布

为了解不同学科期刊自引率的分布，系统地分析期刊自

引率与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的关系，ISI 全面地统计并分析

了 2002 年度 JCR 中所有 5876 种期刊的自引情况［8］。

系统的比较分析表明［8］，JCR 中所有期刊的自引率与影

响因子（ IF）的相关性极弱（ 相关系数 r = 0. 0368）。并且，

高 IF（ > 5. 0）的期刊通常具较低的自引率，0. 5 < IF < 5. 0 的

期刊的 IF 与自引率的相关性更差。

在 ISI 的期刊自引分析报告中［8］，自引率大于 20% 的

1060 种期刊被称作“高自引率期刊”，这些期刊的 IF 通常低

于 0. 5。在 JCR 的 170 个学科中，高自引率期刊几乎分布于

所有学科，并且每个学科中期刊自引率的变化范围均很大。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8］，JCR 中各学科的平均期刊自引率

与学科大小（ 期刊数目）呈微弱相关（ r = 0. 1），JCR 的 170
个学科中有 164 个学科的平均自引率介于 5% 至 25%（各学

科内期刊数目介于 4 至 200）。平均自引率小于 5% 的学科

为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所包括的期刊数目最多，

共有 266 种期刊（其中有 16 种期刊的自引率大于 20% ），3
个小的、学科面较窄的学科（ Materials Science，Textiles，17 种

期 刊；Engineering，Marine，4 种 期 刊；Education，Scientific
Disciplines，16 种期刊）具最高的平均自引率（ 尽管这 3 个学

科中每个学科中都有低自引率的期刊，但总体的自引率较

高，平均自引率约为 40% ）。

此外，新创办的或高度专业化的期刊通常很可能具较高

的期刊自引率，例如：期刊“ Lab on a Chip”的主题集中于技

术科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创刊于 2001 年，该刊的影响因子在

JCR 的 119 种化学类期刊中位列第 12 位，该刊的 131 次引用

中有 39 次为自引（期刊自引率为 29. 8% ）［8］。

对 JCR 中部分学科期刊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8］，影响因

子的计算中如果排除期刊自引，对期刊按影响因子排位的序

次影响不大。例如，Cell Biology 领域中排名前 10 位期刊的

IF 和 AIF（ Adjusted Impact Factor，删除期刊自引的 IF）相对

排位表明，其中只有第 9 位和第 10 位期刊的 AIF 排位发生

改变。在该领域的 153 种期刊中，只有少数期刊的 AIF 排位

发生改变（有 22 种期刊的位次变化超过 5，其中 9 种期刊相

对排位上升，13 种下降）。

3 我国科技期刊的自引特点

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3 年度）所统计的 1576
种期刊中，自引率大于或等于 20% 的期刊有 759 种，约占总

期刊数的 48% 。这些“ 高自引率期刊”同样分布于 CJCR 所

列的 55 个学科。表 2 列举了平均影响因子最低和最高、平

均被引频次最低和最高的 4 个学科中期刊的平均期刊自引

率和自引率变化范围。由表 2 可见，尽管这些学科的被引指

标相差很大，但它们的自引率变化范围十分相似，平均自引

率比较接近，各学科的平均期刊自引率与学科大小相关性较

差，这与 JCR 中高自引率期刊的学科分布规律较为一致［8］。

表 2 CJCR 中平均影响因子和平均被引频次最高和最低的 4 个学科中期刊的自引率变化范围

学 科 期刊数 平均影响因子 平均被引频次 自引率变化范围 平均自引率

交通运输 32 0. 159（最低） 108. 6   0. 06 ～ 0. 78 0. 288

地理科学 11 1. 012（最高） 515. 1 0. 08 ～ 0. 52 0. 301

天 文 学 5 0. 243 59. 6（最低） 0. 02 ～ 0. 70 0. 358

护 理 学 9 0. 654 845. 3（最高） 0. 08 ～ 0. 77 0. 349

  与 JCR 相似，CJCR 中期刊自引率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

也很低（ r = 0. 11，图 1）。由于 CJCR 中高自引率期刊的数

量相对较多，并且各学科中不同期刊的自引率变化范围较大

（表 2），因此，如果排除期刊自引来重新计算影响因子，则大

多数学科中大多数期刊的影响因子排位均会发生改变。

文献［7］中的统计数据表明，CJCR 中影响因子居前 10
位的期刊自引率大多较高（ 期刊自引率大于 50% 的有 5 种，

最高达 98% ），如果排除期刊自引来重新计算这些期刊的影

响因子，并将这些期刊重新排位，则只有极少数期刊能保留

在前 10 位，其他期刊的位次均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可见

期刊自引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 2002 年 度 JCR 所 收 录 的 60 种 中 国 科 技 期 刊 中

（表 1），期刊自引率大于 20% 和 50% 的期刊分别占总数的
图 1 CJCR 中 1576 种科技期刊的期刊自引率与影响因子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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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6 种）和 13%（8 种），均显著高于 JCR 中所有期刊的

相应比率。在这 60 种期刊的影响因子的计算中，期刊自引

的贡献更为突出，即：影响因子中期刊自引贡献率大于 20%
和 50% 的期刊分别占 77%（46 种）和 23%（14 种）。

如果排除期刊自引来计算影响因子，则 JCR 中大部分中

国期刊的影响因子排位会发生变化，例如，影响因子居前 20
位的期刊中，有 19 种期刊的 AIF 排位会发生改变（12 种位次

上升，7 种下降），其中位次变化 5 或 5 以上的期刊有 7 种。

4 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 JCR 和 CJCR 中期刊自引率的统计分析，可得出

如下三点基本结论：

（1）国内科技期刊的期刊自引率普遍较高，2002 年度

JCR 中所有 5876 种期刊的平均自引率为 12. 41% ，其中 60
种中国期刊的平均自引率为 29. 24% ；2003 年度 CJCR 中所

有 1576 种中国科技期刊的平均自引率为 22. 9% ，同样显示

出国内科技期刊的期刊自引率在总体上明显高于国际性

期刊。

（2）无论是 SCI 还是 CSCI 检索系统，各学科的平均期刊

自引率与学科大小相关性较差，自引率大于 20% 的“ 高自引

率期刊”几乎分布于所有学科，并且每个学科内部期刊自引

率的变化范围通常很大。

（3）在 SCI 检索系统中，由于高自引率期刊的影响因子

通常较低，因此影响因子的计算中如果排除期刊自引，对学

科内部期刊按影响因子排位的序次影响并不大；但对于 CSCI
来说，由于高自引率期刊的数量相对较多，如果排除期刊自

引来重新计算影响因子，则大多数学科中大多数期刊的影响

因子排位均会发生显著改变。

为进一步定量地比较中外期刊的自引状况，表 3 列举了

2003 年度 JCR 中各主要学科具代表性期刊的引文指标及自

引情况。由表 3 可见，这些国际性知名期刊的自引率普遍较

低，在总被引频次中期刊自引率的平均值为 5. 0% ，在影响因

子中期刊自引率的平均值为 7. 5% ，与 2003 年度 CJCR［7］中

影响因子位列前 5 位期刊的平均自引率 51. 6% 形成十分明

显的反差。

表 3 2003 年度 JCR 中各主要学科具代表性期刊的引文指标及期刊自引率

学科 期 刊 名
影 响 因 子 被 引 频 次

IF 自引率（% ） AIF1） 总引 自引 自引率（% ）

物理学 Phys Rev Lett 7. 035 10. 32 6. 31 206131 15388 7. 47

化 学 J Am Chem Soc 6. 516 14. 52 5. 57 212930 20469 9. 61

生物化学 J Bio Chem 6. 482 17. 79 5. 33 384393 49870 12. 97

医学 New Engl J Med 34. 833 2. 15 34. 08 152715 2248 1. 47

地球科学 Geology 3. 065 7. 30 2. 84 14029 539 3. 84

综 合 Nature 30. 979 2. 04 30. 35 343528 3977 1. 16

综 合 Science 29. 162 2. 12 28. 54 311593 3397 1. 09

综 合 P Natl Acad Sci USA 10. 272 4. 07 9. 85 326389 8535 2. 61

  1）AIF-排除期刊自引后计算的影响因子值

  实际上，国内部分期刊编辑部已意识到期刊自引率偏高

的问题，并采取相关措施控制不正常的期刊自引现象。从整

体上看，期刊被引用应该与其所发表研究成果的新颖性和研

究主题密切相关，但中外科技期刊的自引率相差如此之大，是

作者自然引用的结果（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普遍较低且封

闭性较强？），还是某些期刊编辑的人为操作，抑或是某些作者

的引证行为的失妥？其中原因很值得进一步调研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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