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ＳＣＩ收录的高影响因子期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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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ＳＣＩ的《期刊引证报告》（ＪＣＲ），总结了２００８年度影响因子大于２０的３３种国际期刊的概况，认为这些期刊的
总体特点为：充分利用主办机构的品牌效应扩大期刊影响、明确的定位及严格的选题组稿和审稿程序、通过多种形式推广介

绍重要论文、网站内容和服务功能齐全；并建议我国科技期刊应切实有效地履行选题组稿工作，致力提高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进而在稿件来源方面达到良性循环。

关键词　　影响因子　运作模式　科技期刊　ＪＣＲ

　　期刊的影响因子不仅是期刊影响力和有用性的重要

指标，而且也是作者选择拟投稿期刊时所关注的重要因素

之一［１］。近２０年来，随着科技期刊和论文数量的快速增加、

网络出版与传播的迅速扩张，期刊论文被“埋没”的可能性日

益加大，客观上要求期刊的主办者在提高论文学术质量的同

时，还要做好学术内容的“推介”工作。

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浏览期刊及其主办机构的网

站［２～１３］，结合文献调研［１４～２３］，分析并总结２００８年度 ＪＣＲ中

高影响因子期刊的特点及运作模式，以期为我国科技期刊运

营提供借鉴。

１　２００８年度ＳＣＩ收录高影响因子期刊的
概况

　　在２００８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ＪＣＲ）所统计的６５９８

种期刊中［２４］，影响因子大于２０的期刊有３３种（表１），这些

期刊的特点概括如下。

１．１　综述类期刊具有明显优势

在３３种高影响因子期刊中，综述类期刊有１８种（占总

数的５５％）。在 ＪＣＲ收录的 ６５９８种期刊中，刊名中含有

Ｒｅｖｉｅｗ，Ｔｒｅｎｄ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等字样的综述类期刊约为 ３５０种

（仅占总数的５．３％），这有力地诠释了综述性期刊更容易获

得高影响因子的论断。

１．２　生物医学类期刊的数量占绝对多数

３３种高影响因子期刊中，物理学与天文学领域有３种

（Ｎａｔ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ＲｅｖＭｏｄＰｈｙｓ，ＡｎｎｕＲｅｖＡｓｔｒｏｎＡｓｔｒ），材料

科学２种（ＮａｔＭａｔｅｒ，Ｎａｔ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综合性期刊 ２种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化学１种（ＣｈｅｍＲｅｖ），其余２５种均为生

物医学类期刊（占总数的７６％）。

１．３　主办机构多样

３３种期刊分属１２个机构，其中，Ｎａｔｕｒｅ出版集团（ＮＰＧ）

拥有１４种［９］（占总数的４２％，表１中所有以 Ｎａｔ开头的期

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出版社和Ｃｅｌｌ出版社分别占有７种（表１

中所有以 ＡｎｎｕＲｅｖ开头的期刊）［４］和 ３种（Ｃｅｌｌ，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６］，其他９种中除 Ｌａｎｃｅｔ由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社

主办以外［８］，其余均由美国各专业性学会主办（美国癌症学

会［５］：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美国麻省医学会［９］：ＮｅｗＥｎｇｌＪ

Ｍｅｄ；美国生理学会［１２］：ＰｈｙｓｉｏｌＲｅｖ；美国医学会［７］：ＪＡＭＡ

－ＪＡｍＭｅｄＡｓｓｏｃ；美国药理学和实验治疗学学会［１１］：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Ｒｅｖ；美国物理学会［３］：ＲｅｖＭｏｄＰｈｙｓ；美国化学

会［２］：ＣｈｅｍＲｅｖ；美国科学促进会［１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４　规模不一

在３３种高影响因子期刊中，综述类期刊虽然数量较多

（１８种），但规模通常较小，年发表论文只有几十篇甚至十几

篇，且大多采取组、约稿件的运作模式，期刊的总被引次数通

常不足１万。相反，１５种非综述类期刊大多年刊载数百篇论

文，总被引次数通常是数万次甚至数十万次以上，其中声名

显赫的期刊有：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Ｌａｎｃｅｔ，

Ｃｅｌｌ，ＪＡ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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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种综述类期刊的平均总被引次数和刊载论文数分别

为１６３５２和５０；１５种非综述期刊为１１２６４６和２７３；ＪＣＲ中

所有期刊（６５９８种）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４４６８和１４３。

１．５　创刊年代和出版周期变化较大

３３种期刊中有 ５种创刊于 １９００年以前，且均为周刊

（ＮＥＪＭ，１８１２；Ｌａｎｃｅｔ，１８２３；Ｎａｔｕｒｅ，１８６９；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８８０；

ＪＡＭＡ，１８８３）；１７种创刊于１９２０至１９９５年（年刊７种，季刊

３种，月刊５种，双月刊和双周刊各１种）；１１种创刊于２０００

至２００６年（均为月刊，除 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由 Ｃｅｌｌ出版社创办外，

其他１０种均由Ｎａｔｕｒｅ出版集团主办）。

表１　２００８年度ＪＣＲ中影响因子大于２０的３３种期刊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总被引 论文数 创刊年 刊 期

１ 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 ７４．５７５ ７５２２ １９ １９５０ 双月刊

２ ＮｅｗＥｎｇｌＪＭｅｄ ５０．０１７ ２０５７５０ ３５６ １８１２ 周刊

３ ＡｎｎｕＲｅｖＩｍｍｕｎｏｌ ４１．０５９ １５５１９ ２４ １９８３ 年刊

４ ＮａｔＲｅｖＭ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 ３５．４２３ １９６２８ ８４ ２０００ 月刊

５ ＰｈｙｓｉｏｌＲｅｖ ３５．０００ １７８６５ ４０ １９２０ 季刊

６ ＲｅｖＭｏｄＰｈｙｓ ３３．９８５ ２４５７７ ３６ １９２９ 季刊

７ ＪＡＭＡ－ＪＡｍＭｅｄＡｓｓｏｃ ３１．７１８ １１４２５０ ２２５ １８８３ 周刊

８ Ｎａｔｕｒｅ ３１．４３４ ４４３９６７ ８９９ １８６９ 周刊

９ Ｃｅｌｌ ３１．２５３ １４２０６４ ３４８ １９７４ 双周刊

１０ ＮａｔＲｅｖＣａｎｃｅｒ ３０．７６２ １８９０８ ８０ ２００１ 月刊

１１ ＮａｔＧｅｎｅｔ ３０．２５９ ６１８１２ ２１５ １９９２ 月刊

１２ ＡｎｎｕＲｅｖＢｉｏｃｈｅｍ ３０．０１６ １６８８９ ３１ １９３２ 年刊

１３ ＮａｔＲｅｖＩｍｍｕｎｏｌ ３０．００６ １５７７５ ８３ ２００１ 月刊

１４ ＮａｔＲｅｖ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 ２８．６９０ １００６２ ６２ ２００２ 月刊

１５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８．４０９ １４８１０６ ２８９ １８２３ 周刊

１６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８．１０３ ４０９２９０ ８６２ １８８０ 周刊

１７ ＮａｔＭｅｄ ２７．５５３ ４８６３２ １４１ １９９５ 月刊

１８ ＡｎｎｕＲｅｖ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６．４０５ １０１３２ ２３ １９７８ 年刊

１９ ＮａｔＲｅｖ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５．９４０ １５６４２ ７１ ２０００ 月刊

２０ ＡｎｎｕＲｅｖＡｓｔｒｏｎＡｓｔｒ ２５．８２６ ６２８０ １３ １９６３ 年刊

２１ Ｎａｔ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５．１１３ ２５２４５ １３３ ２０００ 月刊

２２ Ｎａｔ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２４．９８２ １７４５ ７４ ２００６ 月刊

２３ 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 ２４．９６２ １２９８５ ７８ ２００２ 月刊

２４ ＮａｔＲｅｖＧｅｎｅｔ ２４．１８５ １２７３２ ７７ ２０００ 月刊

２５ ＣｈｅｍＲｅｖ ２３．５９２ ６９５６０ １５９ １９２４ 月刊

２６ ＮａｔＭａｔｅｒ ２３．１３２ １８９０２ １２９ ２００２ 月刊

２７ ＡｎｎｕＲｅｖＣｅｌｌＤｅｖＢｉ ２２．７３１ ８０６３ ２４ １９８５ 年刊

２８ Ｎａｔ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２．２９７ ２８１８８ １００ １９８３ 月刊

２９ ＡｎｎｕＲｅｖ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ｌ ２２．１９２ ９４８７ ３０ １９５０ 年刊

３０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Ｒｅｖ ２１．９３６ ９１８４ １８ １９４９ 季刊

３１ ＡｎｎｕＲｅｖ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１．５６１ ６５１０ ２３ １９６１ 年刊

３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５７９ ２５８２４ １４７ １９９４ 月刊

３３ Ｎａｔ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５７１ ２９２７ ９３ ２００６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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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运作模式

通过对３３种高影响因子期刊的网站浏览和相关文献调

研，不难发现这些期刊在运作模式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在品牌

营销、选题组稿、推广介绍、网站服务等方面有很相似的做法。

２．１　充分利用主办机构的品牌效应扩大期刊影响

３３种高影响力期刊无一不是利用其主办机构的优秀品

牌扩大影响。这些主办机构既有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出

版商，也有定位为非营利性质的学协会，但共同的特点是办

刊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经验丰富。

例如，Ｎａｔｕｒｅ出版集团利用其旗舰期刊 Ｎａｔｕｒｅ的品牌和

资源优势，１９８３年开始创办系列的研究类期刊，２０００年开始

创办系列的评述性期刊，精心的策划和良好的运作保证了所

有新创建期刊的高度成功［１０］；同样，Ｃｅｌｌ出版社也是依托其

品牌期刊 Ｃｅｌｌ创办了一系列具广泛影响力的期刊［６，１５］。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则在综述性期刊运作方面极具成功经验，自

１９３２年以来多次推出新的综述性期刊，目前拥有的３７种综

述类期刊涵盖了生物医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社会科学

等领域［４］。学协会主办的期刊则在选题组稿和推广发行等

方面与学协会的科学资源和学术活动密切结合，使刊物在明

确的读者群和作者群中广泛地发挥作用［２，３，５，１１～１３，１７，２３］。

２．２　明确的定位及严格的选题组稿和审稿程序

为保证学术质量和影响力，所有高影响因子期刊在选题

组稿和审稿方面均有严格的程序。

综述类期刊大多采取组、约稿件的运作模式，以确保稿

件的高质量，即：编委会或编辑经过讨论确定选题和作者，

组约成功的稿件再提交同行评议。例如，影响因子最高的期

刊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７４．５７５）所发表文章的选题和作者都是

精挑细选的。该刊的主打栏目为 Ｒｅｖｉｅ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ｓ，每期只发

表２～５篇综述性论文，２００８年共出版６期，发表的论文总数

只有１９篇［５］。再如，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系列期刊只发表编委会

组约的综述性论文，每刊每年只出版１卷（期），刊载综述性

论文１３～３４篇［４］。又如，ＰｈｙｓｉｏｌＲｅｖ的论文主要由编委邀

请各领域的带头人撰稿，稿件的选题和撰写人遴选需要经过

编委会的讨论方可决定，并履行同行评议程序，只有在极特

殊的 情 况 下 才 接 受 自 由 投 稿 （Ｏｎｌｙｉｎｖｅ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ｗｉｌｌａｎｏｎｓｏｌｉｃｉｔ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ｅ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１２］．

以发表原始性研究成果为主的期刊除了严格的稿件评

审程序外，也极其重视组稿工作。Ｃｅｌｌ，ＮＥＪＭ，Ｌａｎｃｅｔ等知

名期刊的主编和责任编辑每年奔波于世界各地的重要研究

机构和重要学术会议，在期刊宣传、选题组稿、与作者和读者

联系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加强竞争力，高影响因子期刊在稿件评审过程中力求

快捷、有效。例如，ＮＥＪＭ每年收到的稿件近４０００篇，稿件

的处理流程通常为１０～１２周，副主编初审和统计学审查的

退稿率各为２０％左右，通过初审的稿件通常送２～３位同行

专家进行评议［９］。再如，ＪＡＭＡ每年收到的稿件近６０００篇，

录用率约为８％，自作者投稿至论文发表的平均时滞为１１３

天（稿件录用发表的时滞为３７天）［７］。再如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审稿

编委会由１００多位世界级的科学家组成，主要是负责检查来

稿是否具有科学意义和可信性。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投稿进

入同行评议过程。２００６年度有近 １２０００篇研究论文投到

Ｓｃｉｅｎｃｅ编辑部，大约７％被录用［１３，２０］。

２．３　通过多种形式推广介绍重要论文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不过由于信息“爆炸”而导

致论文数量日益激增、传播媒介花样迭出，“酒好”恐怕还得

要“吆喝好”。通过对３３种高影响因子期刊的浏览，不难发

现这些期刊的主办者很会“吆喝”。为推介重要论文或综述，

除了丰富的网站信息和新闻发布会宣传，期刊的栏目设置也

是五花八门：Ｃｏｍ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ｉｎｉ

ｒｅｖｉ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ｅｖｉｅｗ，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这些短评性文章

常常与相应的主打文章配套，在同种期刊同期发表，或稍滞

后在姊妹／兄弟／同盟期刊发表，推介与引用并行，一举多得。

为充分扩大影响，各刊还利用自身特色或主办机构的资

源提高期刊的显示度和有用性。例如，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除

了充分依托美国癌症学会主办的优势进行组稿、约稿外，还

刊登医学继续教育方面的信息，其发行量达８８０００册，号称

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肿瘤学期刊［５］。再如，ＮＥＪＭ的订户分

布于１７７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本土的发行量约为２０万份。

该刊也吸引了在数量上居全美第一的医师招聘广告，２００４年

公布的数据显示，该杂志每年刊登医师招聘广告２．４万多

条［９］。又如，ＲｅｖＭｏｄＰｈｙｓ的主办机构美国物理学会，是世

界上最具声望的物理学专业学会之一，在全球拥有４万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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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每年组织召开２０余次学术会议，期刊与学会活动互

动，成效卓著［３］。

２．４　网站内容和服务功能齐全

为适应科研人员文献检索和获取的习惯，所有高影响因

子期刊的主办者都十分重视期刊的网站建设，在线信息除了

包含全部纸版期刊的内容外，还增加了文献检索、链接、导读

等功能，有些期刊还开辟扩展信息、评论、播客（ｐｏｄｃａｓｔ）、多

媒体、在线预先发表（ｏｎｌｉｎｅｆｉｒｓｔ）等栏目，对于纸版期刊内容

的使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例如，Ｓｃｉｅｎｃｅ周刊自１９９５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在线科学

出版的潮流，其网站除了提供纸版期刊刊登的科学新闻、研

究论 文、以 及 各 类 评 论 外，还 有 相 关 的 附 加 信 息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播客、多媒体、科研工具、职业信息，等

等［１３］。再如，美国物理学会（ＡＰＳ）于１９９３年开始建立物理

评论在线资料库，并于 １９９８年成功推出 ＰＲＯＬ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ｌｉｎｅ）平台，所有期刊的全文数字化均回溯至创刊

号。由于它与Ａｐｅｘ的合作，所有的文章都可以进行文字识

别，因此也就支持了对其文献的全文检索。为彰显其系列期

刊所发表的重要研究成果，２００８年 ＡＰＳ推出免费的在线版

Ｐｈｙｓｉｃｓ，其中汇集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系列期刊中的重要论文，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插图阐

述这些研究成果，并对某一个物理学领域新的发展趋势进行

探讨研究［３］。又如，ＪＡＭＡ，Ｌａｎｃｅｔ，ＮＥＪＭ等除了将创刊以

来的所有论文按主题分类外，每期还增加约２０分钟的音频

介绍或评论当期的主题［７～９］。

３　讨论与建议

２００８年度ＪＣＲ中３３种高影响因子期刊的类型及学科分

布表明，综述类期刊或生物医学类期刊更容易获得高引用

（占总数的５５％或７６％），这与 ＳＣＩ中所有期刊的影响因子

分布特点是相一致的。通过对期刊主办机构的调查发现，具

丰富办刊经验的国际知名出版商和学协会是办好高影响力

科技期刊的首要保证。在选题组稿方面，高影响因子期刊无

一不体现出精益求精、质重于量的理念。

就影响因子数值而言，生物医学类期刊和综述类期刊有

可能更容易取得突破性进展，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有一些

ＳＣＩ收录的生物医学类期刊表现出很好的发展潜力，但目前

我国高水平的综述性期刊还几近空白，仍有待打造和发展。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影响力普遍不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

优秀稿源，客观上既有研究评价导向的因素，也与我国科技

期刊影响因子普遍较低的现实有关。我国科技期刊如何切

实有效地履行选题组稿工作，控制规模，提高质量，进而在稿

件来源方面达到良性循环，应当是期刊的主办单位、编委和

编辑部需要认真考虑和统筹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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