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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 SCI的创建及发展;综述了 SCI在国家间的科研能力比较评价、期刊订购与剔旧、期刊评估及热点研究追

踪等方面的实际应用;认为 SCI在科研成果评价中的使用应适度、慎重;并认为高学术水平稿源的缺乏、国际化程度低及作者

引证行为中的"马太效应"是我国科技期刊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 SCI 功能 科研成果评价 引证行为

最近,在《科学时报》等报刊上开展的"谁来决定中国基

础 研 究 方 向"的 专 题 讨 论 中,SCI问 题 成 为 我 国 科 技 界 极 具

争议的话题。一些学者就 SCI能否用于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

发表了不同的看法[1～4],就目前我国科研管理部门对 SCI的

应用提出较多的质疑,这对于国内科研成果评价中愈演愈烈

的 SCI风无疑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作为一名科技期刊的编

辑,本 人 想 着 重 谈 一 下 自 己 对 SCI主 要 功 能 的 认 识,并 就

SCI和 国 内 的 科 技 期 刊 在 我 国 的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中 应 起 的 作

用发表一些看法。

1 SCI的由来

SCI(ScienceCitationIndex,即科学引文索引)旨在通过

论文间的相互引用关系来描述期刊信息的传输网络[5]。

1955年,美 国 科 学 信 息 研 究 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所长 Garfield博士首次提出建立科学引文

数据库的构想[6];1958年,Garfield博士创建了 化 学、医 药 和

生物学的现刊目次(CurrentContents,CC),共收录有 200种

期刊;1961年,ISI创建了综合性的科学引文索引 数 据 库,计

收 录 有 613种 期 刊 和 140万 条 引 文;1978年,被 ISI检 索 收

录 的 科 技 期 刊 达 5200种,并 创 建 了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SSCI);1998年,被 ISI检索收

录 的 科 技 期 刊 约 为 5700种(不 同 产 品 所 覆 盖 的 期 刊 数 目 有

较 大 差 异,如 1998年 SCI光 盘 版 收 录 的 科 技 期 刊 数 目 为

3540种)[5,7]。
目前,SCI的全球用户有 400多万,分布于 180余个国家

和地区。除美国费城的ISI总部外,另在 7个国家设立有分支

机构。

1972年,Garfield博 士 在 其 具 有 里 程 碑 性 的 论 文"引 证

分析作为期刊评价的工具"中系统分析了 SCI所收录的 2200
余种期刊的约 1000万篇出版物和 2700余万条被引文献,指

出 期 刊 可 按 其 被 引 证 的 频 次 和 影 响 来 划 分 等 级[8];自 1975
年 开始,ISI在《科 学 引 文 索 引》的 基 础 上 每 年 发 行 上 一 年 度

世 界 范 围 的《期 刊 引 证 报 告》(JournalCitationReports,

JCR)[9],从此,作为 SCI附属产品的 JCR逐渐成为期刊定量

评价的重要工具。

2 SCI的功能

由于 SCI收录并统计了期刊和论文的被引证资料,因而

其在具备其他专业性检索系统所具有的文献检索功能以外,
还绝无仅有地具备期刊和论文的影响力评估、科研绩效评价

等功能。下面试结合一些实例综述 SCI的实际应用。

2.1 用于比较不同国家的科研能力及全面评价某个国家的

科研状况

由于 ISI建立的数据库具有学科全 面、学 术 影 响 大、覆

盖的国家广泛等特点,因而被其收录检索的期刊和论文常被

称 作 国 际 主 流 期 刊 (Mainstreamjournals)和 国 际 主 流 科 学

(Mainstreamscience)[10]。国际上的科学计量机构及国际组

织(如联合国教科文 组 织 及 世 界 银 行 等)在 对 国 家 或 科 研 机

构的科研能力及绩效评估工作中,常用 ISI的数据库作为统

计源。
例如,May[11]曾系统地分析了 1981～1994年 ISI收录的

4000多种科技期刊中 840多万篇论文和 7200多万条引证条

目,比较 分 析 了 世 界 各 主 要 国 家 的 科 学 产 出 能 力、科 学 的 国

际影响力及科研绩效状况。统计表明,中国的 SCI论文份额

为 0.9%,位 居 世 界 第 13位,但 论 文 被 引 次 数 的 份 额 只 有

0.3%,所 计 算 的 相 对 引 证 影 响(relativecitationimpact,

RCI)为 0.27,在所有参与统计的 79个国家中居第 65位。而

位 居 世 界 第 一 的 美 国,SCI论 文 份 额 为 34.6%,被 引 次 数 份

额为 49.0%,RCI为 1.42。我国 SCI论文的 RCI低,在一定

程度上也反映出 目 前 我 国 科 研 评 价 中 过 于 追 求 论 文 数 量 而

忽视质量的错误导向。
又 如,为 定 量 地 衡 量 各 研 究 领 域 的 投 入、产 出 及 科 研 能

力,全面 评 价 各 基 础 研 究 领 域 的 研 究 状 况,澳 大 利 亚 政 府 工

业 与科学技术部 工 业 经 济 局(BIE)在 1995～1996年 通 过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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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该 国 1981～1994年 180133篇 SCI论 文 及 这 些 论 文 的

1484804次被引证情况,系统计算了该国各领域 的 世 界 论 文

份额和世界引文份额,从文献计量学角度较详细地分析了该

国各研究领域的科研能力、产出及管理绩效[12]。

2.2 作为图书馆管理员进行期刊订购和剔旧的参考

大量的文献计量学研究结果表明,相对较小量的期刊发

表了大 量 的 科 学 研 究 成 果,对 于 所 有 学 科 来 说,全 部 的 核 心

期刊皆存在于约 2000种期刊中[6]。这种统计结果在 ISI每年

发布的 JCR中也都能得到较充分的反映。例如,1998年 JCR
收 录 的 5467种 科 技 期 刊 中,发 表 论 文 数 处 前 10%的 期 刊

(547种)占总发表论文数的 45%,被引频次处前 10%的期刊

占总被引频次的 70%[7]。

ISI每年发布的 JCR将其收录的所有期刊分为约 160个

研究领 域,并 将 每 个 领 域 的 期 刊 按 影 响 因 子 的 大 小 排 序,从

而使得不同学科 的 图 书 馆 可 以 很 方 便 地 利 用 有 限 的 资 金 征

订相对重要的刊物。Garfield博士[6]甚至推算,大约 500种期

刊即可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性图书馆的基本需要。

2.3 帮助科研人员选择阅读和投稿的相关专业性期刊

由 于 期 刊 的 影 响 因 子 和 被 引 频 次 的 大 小 最 直 接 地 表 征

了 期刊的被 利 用 程 度(影 响 力)、显 示 度 及 潜 在 的 读 者 数,因

此,科研人员可根据这些引证指标来有效地选择自己用来收

藏和经常阅读的期刊,以确保及时地了解所从事领域的主要

研究进展。此外,作者也可根据自己的稿件内容和期刊的引

证指标来权衡投稿方向,使自己的稿件在最合适的期刊上得

到发表,并在同行中得到有效地交流。
需 要 提 及 的 是,随 着 网 络 应 用 的 普 及,世 界 各 地 的 科 学

家可以很方便地在网上检索和阅读相关的期刊和论文,因此

期刊的显示度已 不 单 纯 由 影 响 因 子 和 被 引 频 次 来 引 导 图 书

馆的订购来决定。作为作者来说,如何准确地选择论文的关

键词,从而使论文被同行快捷地检出乃至引用已变得十分重

要,例如应尽量 避 免 使 用"药 学"、"胃 肠 病 学"等 含 义 宽 泛 的

名 词,代 之 以"螺 杆 菌 感 染"、"α-干 扰 素"等 含 义 明 确 的 关 键

词。

2.4 用于定量地分析特定期刊的读者群分布及与其他期刊

间的关系

通过期刊的各项引证指标及期刊的自引、他引情况,期

刊的编辑和编委可分析特定期刊的学术地位、读者群的学科

分布、与其他同类期刊间的关系,等等。
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

差 别很大,这一 方 面 与 不 同 学 科 的 引 证 行 为(如 论 文 中 参 考

文献数目、论文被引半衰期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不同领域

研究群体和相关期刊数目的大小密切相关。
为消除不同学科间影响因子的差异,Huth[13]曾提出"学

科 调 整 影 响 因 子"(scope-adjustedimpactfactor,S-AIF)的

概 念。例 如,1998年 Nature和 JournaloftheAmerican

CollegeofCardiology的 影 响 因 子 分 别 为 28.833和 7.282,

1998年 曾 引 用 这 二 种 期 刊 的 其 他 相 关 期 刊 的 数 目 分 别 为

4848和 987,因而所计算的 Nature和 JACC的 S-AIF分 别

为 5.95(=28.833(100/4848)和 7.38(=7.282(100/987),
调整前后的影响因子差别非常显著。

2.5 用 于 分 析、追 踪 热 点 研 究 领 域、判 断 科 学 发 展 的 宏 观

态势

由于 SCI不仅检索、收录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论文,同时

也详尽 地 检 索、统 计 了 这 些 论 文 的 被 引 用 情 况,这 就 使 得 科

研人员、政 府 的 科 技 决 策 部 门 和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部 门,可 以 较

方便地通过论文 的 产 出 及 引 证 状 况 来 追 踪 特 定 研 究 领 域 的

国际研究热点,并进而由论文的产出及引证的演变来预测相

关学科的发展趋势[14,15]。
例如,杨卫平等人统计发现[16],尽管 SCI源 期 刊 的 总 数

在 1984年 至 1997年 间 基 本 恒 定,但 与 生 物 学 相 关 的 22个

研 究 领 域 的 SCI源 期 刊 由 1984年 的 809种 增 加 到 1997年

的 1537种,增幅达 90%;同期生物学期刊的影响因子总值由

1188增至 3030,增幅达 155%,其 中 尤 以 生 物 化 学 与 分 子 生

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的影响

因 子 总 值 的 增 加 最 为 明 显,分 别 净 增 加 了 442.9,320.8,

173.8和 142.9。这充分反映出目前尖端生命科学领域中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飞速发展的局面。
为 扩 大 影 响 和 促 进 交 流,ISI在 其 系 列 出 版 物《科 学 观

察》(ScienceWatch)上也不定期地介绍热点研究领域并对相

关论文的作者就该领域的发展趋向进行访谈。

3 SCI与科研成果评价

将 SCI的 引 证 指 标 延 伸 到 评 价 科 研 成 果,国 外 在 20世

纪 80年代初就有所尝试。通常,文献计量方法用于宏观层次

(如国家或研究机构)的整体科研评价是有统计意义的,但在

微观层次(如研究人员)个体的研究评价中,由于科研产出的

周期性和主要引证指标的不确定性,文献计量方法的使用应

特别谨慎[17]。
近年来,随着每年年底科技部直属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对我国高校和研究所 SCI论文排名的新闻发布,各相关单位

为争取名列前茅,纷纷"定标赶超"。部分单位为"合理"地评

价作者的科学贡献,甚至将期刊的影响因子或论文的被引频

次作为评价论文学术质量的指数,并据此制定奖励标准。
实际上,把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与论文的学术质量直接

定量联系,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这是因为论文的引证中存在

有 大量的作 者 自 引、反 引(批 评 式 引 用)、合 作 者 和 小 团 体 间

的"友情互引",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罗列式引用",因此,期刊

的 影 响 因 子 和 论 文 的 被 引 次 数 并 不 能 与 其 科 学 价 值 成 正

比[18～23]。
影响 因 子 和 被 引 频 次 作 为 SCI中 两 个 最 重 要 的 引 证 指

标,其影响因素主要有[19～24]:

(1)论文因素:如论文的出版时滞、论文的长度、类型、合

作者数等。

(2)期刊因素:如期刊大小(所发表的论文数)、类型等。

-6- http://chinainfo.gov.cn/periodical/zgkjqky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2,13(1)



(3)学 科 因 素:如 不 同 学 科 的 期 刊 数 目、平 均 参 考 文 献

数、引证半衰期等。

(4)检索系统:如参与统计的期刊来源、引文条目的统计

范围等。
当然,引证分析中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其在科研成果评

价中不具任何借鉴意义。总体说来,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是

通过同行评议来实现的正相关关系[25],亦即高影响因子的期

刊通常 具 相 对 高 的"显 示 度(visibility)"或"影 响(impact)",
因此吸引相关学科中优秀论文的能力更强,因而导致对所录

用论文的筛选更为严格(即稿件通常要经过更为严格的同行

评议)。
就大样本的统计结果看,论文的被引频次与作者的科学

影响力也基本呈正相关,如统计发现[26],诺贝尔获 奖 者 的 平

均被 引 频 次 是 总 平 均 被 引 频 次 的 30倍,个 人 被 引 频 次 处 前

1000位的有 50%以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对于基础性研究来说,由于研究人员的科学贡献和学术

影响主 要 是 通 过 论 文 的 交 流 来 实 现 的,因 此,完 善 的 同 行 评

议过程可以体现出文献计量分析中积极的方面。目前,我国

的科研评价中如何完善同行评议机制、如何体现科学研究的

国家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科研管理部门急需解决

的课题。

4 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评价中对 SCI统计数据不加区分地

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我国科技工作者把自己的相对高水

平科研成果投向为数不多的高影响因子国外刊物。这一方面

使得中国科学家 的 绝 大 多 数 优 秀 科 研 成 果 很 可 能 不 能 为 中

国的同行首先获悉,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内的科技期刊在提高

学术水平和国际化方面面临极大的困境。
实际上,如果我国的科技期刊不能早日在国际期刊界占

有一席之地,对于扩大我国科研成果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

是有很大影响的。Gibbs在其题为"消失的第三世界科学"一

文 中 分 析 道[27],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科 学 家 占 世 界 科 学 家 总 数 的

24.1%,科研经费投入占 5.3%,但对世界科学的贡献却微乎

其微,其原因大致有:

(1)引证歧视:第 三 世 界 的 期 刊 由 于 国 际 影 响 力 普 遍 较

低,因而很难被国际同行引证。例如,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化

学领 域 的 学 者 在 欧 美 期 刊 上 发 表 的 487篇 论 文 平 均 被 引 次

数为 7.2,但在巴西 3种 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平均被引次

数仅为 0.8。

(2)录用论文 歧 视:发 达 国 家 的 期 刊 对 第 三 世 界 的 来 稿

在录用上存在明显歧视。例如,1991年Science对美国来稿的

录 用 率 为 21%,第 三 世 界 国 家 仅 为 1.4%;又 如,New

EnglandJournalofMedicine前主编Kassirer博士认为,发展

中国家应该更多地去关注营养和免疫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如

何 去 做 高 质 量 的 研 究,1994年 NEJM 对 100余 个 发 展 中 国

家来稿的录用率仅为 2%。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其他国际知名

期刊中(如 Cell等)表现的也十分突出。

(3)第三世界的拉美国家有 70%以上的科技期刊不能被

任 何检索系 统 收 录,它 们 实 际 上 像"幽 灵"一 样 存 在,这 些 期

刊正处于因为水平低而不能被检索系统收录,因为不能被检

索系统收录而得不到优秀稿源的恶性循环之中。
国 际 知 名 科 学 计 量 学 家 Moed博 士 对 中 国 的 SCI期 刊

进行过专门的统计分析[28]。结果表明,1990～ 1999年间我

国有 16种科技 期 刊(中、英 文 版 各 8种)先 后 被 SCI光 盘 版

收录,这些期刊中绝大多数论文(多在 98%以上)均来源于中

国的研 究 机 构;中、英 文 版 期 刊 中 所 发 表 论 文 的 平 均 他 引 次

数分别为 0.14和 0.24,所发表论文的未被引率分别为 90%
和 86%;同期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中国 SCI论文的平均他引

次数为 1.30,未被引率为 58%。如果按学科的期刊平均被引

率计算期刊的影响力,8种中文版期刊和 8种英文版期刊的

平均影响力分别为 0.05和 0.03,发表中国 SCI论文的国外

期刊为 0.86。
上 述 被 引 用 状 况 是 我 国 科 技 期 刊 的 整 体 水 平 和 国 际 影

响力普遍不高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的科技期刊

在被引用中存在有明显的"马太效应"(即作者倾向于引用知

名 期刊和知名作者的论文)。统计发现[29],1997年我国影响

因 子 最 高 的 期 刊《ScienceinChina-SeriesB》在 1998年 和

1999年 总 共 被 引 56次,其 中 作 者 自 引 48次(占 总 数 的

86%),被他人引用仅有 8次,且全部为外国同行所引用。又

如,1998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统计表明,该年 度

入 选"中 国 科 技 论 文 与 引 文 数 据 库"的 1286种 期 刊 中,中 文

期刊被引用的平均次数只有 1.63。中国期刊的被引率如此之

低,作者 的 自 引 率 又 如 此 之 高,显 然 不 能 只 是 简 单 地 完 全 归

因于中国的科技期刊质不如人。
目前国际上的科学计量研究主要应用的是 SCI数据库,

客 观 上 也 要 求 我 们 需 要 适 度 地 鼓 励 中 国 的 科 学 家 在 被 SCI
检索的期刊上多发表论文,这不仅是为了适应和利用这种国

际"游戏规则",同时也可以提高中国科研成果的国际显示度

和影响。不过,这种鼓励应建立在切实提高论文质量(充分的

科学咨询、严谨的同行评议)的基础上。此外,也必须要意识

到 SCI源期 刊 库 自 身 的 特 点,如,要 求 被 收 录 的 期 刊 必 须 要

具备完全的英文(或拼音)文献信息(论文标题、作者名址、摘

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收录的期刊多来源于英语国家(尤

以美国为甚),且多偏重于基础性研究领域;为体现期刊的国

际 化程度(如作者来 源 和 编 委 会 组 成 的 地 区 分 布 等)或 其 他

原 因(如出版公司与 ISI的协作关系等),部分质量较高的期

刊并不能被 ISI所收录;为寻求期刊覆盖地域的平衡,有些被

收录的期刊为质量很一般的地区性期刊,等等。
总 之,在 利 用 文 献 计 量 方 法 评 价 我 国 的 科 研 成 果 时,要

充分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处理好 SCI与国内主要科技期刊

检索系 统 的 关 系,以 有 效 地 促 进 我 国 科 技 期 刊 的 发 展,进 一

步繁荣我国的科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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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与简讯·

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入选"中国期刊方阵"情况

为了落实新闻出版总署《建设"中国期刊方阵"工作方案》精神,做好中国科学院参加"中国期刊方阵"的遴选推荐工作,中

国 科学院出版委办公室在收集整理院属各编辑部反馈的《中国科学院参加"中国期刊方阵"遴选推荐表》基础上,组织有关专

家认真评议,依据各期刊国内外主要检索系统收录情况、获历届国家级期刊奖和 2000年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奖情况、获国家

基金委、中国科协和中国科学院择优择重资助情况、发表基金资助项目论文比等指标,向新闻出版总署和科技部推荐了中国

科学院入选"中国期刊方阵"115种科技期刊。

2001年 9月,科技部(国科发财字[2001]340号文件"关于公布科技期刊方阵名单的通知")公布了入选"中国期刊方阵"的

716种科技期刊名单,其中,中国科学院有 109种期刊进入了中国期刊方阵,所占比例为 15.22%。其中"双高"期刊(即高知名

度、高学术水平)12种,"双奖"期刊(即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提名奖)12种,"双百"期刊(即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百种重点科

技期刊)27种,"双效"期刊(即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好)58种。因此,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构成上看,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在全

国科技期刊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科学院出版委办公室 金建辉 200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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