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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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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影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定量指标, 根据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获得性

等原则选取了 20个指标,分析了其作用大小赋予每个指标相应的权重,由此而构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

体系。本文还根据引文索引的特征,针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文时滞和引用论文的时间高峰的前移, 对有关

期刊评价指标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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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03年 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 5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6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 ) ) ) 期刊, 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

视, 并逐渐走向规范。然而,我们如何评价期刊的学术质量, 如何看待期刊的学术影响, 这是学界十分关

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数据采集的困难,学界对期刊的评价选用指标较少
¹ - ½

, 近几年来,各期刊评价机构评价

期刊的指标虽然有所增加,但都是每个指标单独分析与排序,很难分析每一种期刊在学术方面的综合影响

力。因此,迫切需要学界能够构建综合反映期刊学术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正是在学术界这样一种需要下,

根据我们对引文索引十年来的研究与制作经验,反复分析影响期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的多个方面,并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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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个方面的数据进行了反复推敲斟酌, 构建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体系,以希望能够对我国人文社会

科学期刊的学术影响进行全面评价。

我们进行这项研究与实践的初衷有四: 其一, 通过构建期刊评价体系来完善和规范我国的人文社会

科学期刊的评价; 其二,根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和特点, 分析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文状况, 修

正尚不完全适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但长期以来又应用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部分指

标; 其三, 借助从多方位考察期刊的质量和学术影响的指标, 促进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质量的提高, 加

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期刊的规范;其四, 针对长期以来核心期刊和引文索引中来源期刊数量的有

限, 又由于无其他期刊评价体系对期刊进行综合评估 (许多机构仅依靠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进行学术考

察 ) ,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带来一定负面效果。因为这种政策和导向将会使得许多

期刊面临生存的问题, 可以想象如果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只剩下数百种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 那

么一个繁荣的社会科学研究环境如何构建? 因此, 本文希望通过构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 综合

地考察每一种期刊, 将每一种期刊按学术质量和影响给予一个综合值, 使每一种期刊能够客观地了解自

己, 并在不同的学术层面和范围中发挥作用。

当然,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应当来自于两个方面:定性评价 (学科专家评价 )和定量评价 (来自于一些客

观数据的分析 ), 本文主要从定量角度出发来构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体系, 并希望借助于各学科专家

的定性评价以进一步完善这一评价体系。期刊定量评价涉及到评价指标的选择、指标数据的作用分析、指标

的合理化、体系中指标权重的分配以及评价实现过程使用的方法和操作手段。

二、期刊评价定量指标分析

以量化指标来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社会影响以及期刊的学术规范和质量, 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反映:

期刊载文中的学术含量指标 (例如,引文数量、基金论文、作者广度等 ) ;学术成果的引用指标 (期刊所刊载论

文被其他学术成果的引用情况 ) ;重要的二次文献全文转载的数量 (如我国的 5新华文摘6、5社会科学文摘 6、

5人大报刊复印资料6等 );网络期刊文献的即年下载率。

1.期刊学术含量的定量指标

期刊学术含量指标可以通过期刊所载论文质量、学术规范和作者的涉及地区等反映出来。如何从

量的角度出发分析这些指标, 这是一个新课题。通过对引文索引细致的分析考察, 我们发现, 可以用来

评价期刊学术含量的定量指标有: 期刊论文的篇均引用文献数、与期刊学科相关的本学科论文占有比

例、期刊主办机构发表本机构作者论文的比例、期刊作者地区分布、基金论文占有比例以及论文的机构

标注比率等。

期刊篇均引用文献数 指期刊的论文平均引用文献数量, 即期刊所有论文的引用文献数量之和除以该刊

所刊载的论文数量。一般说来,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不是空中楼阁, 需要建筑在前人或他人研究的基础之

上,对其他成果的借鉴需要在文中体现出来,这主要反映在引用文献或参考文献上。可以说参考文献和引用

文献是科学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出对他人成果的尊重,也反映了学者的学术规范和论文的学术

深度。因此,考察整个期刊论文的篇均引用文献数,可以分析一份期刊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深度。如果我们再

将其扩展到一个学科的期刊论文平均引用文献量, 可以得知整个学科的学术深度、学者的研究习惯以及学科

之间的差异。

本学科论文比例 指某期刊在一个时间范围内 (通常为一年 )发表某一学科论文数占所有论文数的比

例。期刊刊载的内容通常是围绕着某个学科 (除综合类期刊外 ) , 不同学科的期刊很难评价它们之间学

术影响的大小, 因此,对期刊的评价一般是分学科进行的。既然对期刊的评价是分学科进行的, 那么每

一种期刊的论文也应该是与本学科相关的。因此,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指标了解期刊对本学科的贡献。

一般来说, 期刊发表本学科论文的比例越高, 说明该刊在这一学科中的专业化程度也就越高, 与该学科

研究现状的关系也就愈加紧密。对于综合性和跨学科期刊, 可以分析它们所刊发的论文在各学科论文

36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中的占有比例, 以此可以了解这些期刊的侧重点和涵盖的主要学科范围
( Ñ )
。

  ( Ñ )  对于跨学科论文, 我们将其分属在不同学科重复计算。

本机构论文比例 指期刊主办机构内部人员所发表的文章占全部文章之比。一般说来, 学术期刊是

面向全社会的, 它的读者和作者群也应该是全社会这个大范围。因此, 这个比例越大, 说明该刊对作者

的发散程度不够, 对作者产生的影响范围较小, 同时也可能该刊在选稿方面受本位思想影响较大。总

之, 期刊主办机构内部作者在发文上占有一定的先机, 其发文量占有适当的比例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但比例过高将会影响期刊的发展和全面性。这一指标我们主要用来评估高等学校学报论文的本机构作

者比例之用。

期刊作者地区分布 指期刊所载论文作者的地区分布。一般来说, 期刊论文作者地区分布越广,该刊越

能较全面地反映该学科领域研究状况。虽然一些期刊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但也应考虑其研究的地域广泛

性,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期刊的影响和全面反映研究概貌。所以,我们将期刊作者的地区分布数量也作为我们

评价期刊的指标之一,以此来判断期刊作者的区域覆盖面。

基金论文刊载比例 指期刊所刊载的论文中, 含有基金资助论文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基金资助项目多

为学界所关注的学科热点和前沿研究课题, 或者是国家、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因此, 得到基

金资助的论文较非基金资助论文从整体上来说应该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前者不论是在质量上

还是学术影响方面都可能高于后者。所以,期刊刊载基金论文的比例越高, 应该说该期刊的整体质量也相对

较高和影响相对较大。

有机构论文比例 指期刊中标注有作者机构的论文占该刊全部论文的比例。学术期刊,具有学术交流的

性质,学者需要通过作者的个人信息 (包括机构信息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另外通过对作者机构的统计分析,

也能够了解各机构的学术状况。因此,与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等原创作品不同,作者机构是学术论文中不可

缺少的部分,这一指标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学术期刊的规范程度。

2.期刊被引定量指标

期刊被引是指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被引用的数量或比例的统计,不同的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期刊对

学术研究的影响,期刊被引指标主要包括:被引次数、即年指数、影响因子、被引广度等。

期刊被引次数 指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被统计源中来源期刊论文引用的次数。被引次数反映了期刊自创

刊以来的长期学术影响,它是指期刊论文获得的客观响应,它可以被用来计算期刊在一个学科领域的长期

的、实际的学术影响。本指标将再分成三个下级指标:被引总次数、学科被引次数和他刊引用次数。被引总

次数的解释与期刊被引次数的解释相同; 学科被引次数是指期刊被统计源中指定学科论文所引用的次数, 这

个指标主要用于反映该期刊在指定学科的学术影响; 他刊引用次数指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被统计源中其他期

刊引用的次数 (排除了期刊的自引 ), 这一指标主要为了杜绝一些期刊通过盲目自引来扩大本刊的数据, 同时

也为非统计源期刊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竞争的环境。

期刊影响因子 指期刊在一定的来源期刊范围内及在指定年份中, 该期刊前两年论文在这一范围内被引

用的数量与该期刊前两年刊载论文数量之比。期刊影响因子也可以理解为指定期刊前两年所发表论文在统

计年的篇均被引率。期刊影响因子最早是由 E#加菲尔德在 1955年提出的
¾
, 它是指期刊论文获得的客观

响应,反映期刊重要性的宏观测度,它可以被用来计算期刊在一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期刊影响因子的计

算公式如下:

影响因子 =
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该刊在统计年的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
( 1)

一般情况下,影响因子越大, 可以认为该期刊在科学发展和文献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相对越

大。当然, 影响因子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例如对于小篇幅期刊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 它与期刊

总被引等指标是一个很好的互补。和被引次数一样, 该指标也细分成了三个下级指标: 一般影响因子、

学科影响因子、它引影响因子。后两者的计算只是将公式的分子分别改换为 /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

计当年被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 0和 /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其他期刊论文引用的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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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0。

即年指数 指期刊所载论文发表的当年被引数量与发文数量之比, 即指定期刊所发表的论文在当年的篇

均被引率
¿
。即年指数体现了一种期刊被引用的速度,可以衡量该期刊对本学科热点问题的关注程度, 是否

处于学术前沿,是否被学界和读者及时关注。它的公式如下:

即年指数 =
该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该刊统计当年发表论文总数
( 2)

根据期刊即年指数的定义和公式表达可以看出, 如果一个学科大多数期刊都具有较高即年指数的

话, 那么这个学科一定是一个发展迅速且学术活跃的学科, 该学科的学者对热点问题具有较高的关注

度。期刊即年指数与上两个指标一样,也划分成一般即年指数、学科即年指数、它引即年指数三个下级

指标。

被引广度 指期刊在统计年度被多少种期刊中的论文引用过, 其引用该刊的期刊数量即为该刊的被引广

度。被引广度说明了期刊所刊载的论文对其他期刊的影响程度,一般说来, 一种期刊被不同的期刊引用得越

多,其影响度就越广。如果在一个年度内,某期刊被他刊引用 1- 2次,这种引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不应与

引用 10数次的期刊相同计算。所以,为了使期刊被引广度的计算更加科学合理, 我们将期刊被引广度按被

各期刊引用数量进行了分值分配,其分配数据参见表 1。

表 1 期刊被引广度计算表

某期刊引用该刊次数 1 2 3 4 5次以上

广度分值 0. 2 0. 4 0. 6 0. 8 1

作为评价期刊的一种指标, 被引广度从范围角度反映了期刊的学术影响, 一般来说, 在一个学科内, 学科

综合类期刊与较专的期刊相比, 前者具有更大的被引广度。对不同的学科而言, 参与统计的期刊多的学科,

该学科期刊的被引广度也相对会多。因此,在对某学科内期刊被引广度比较分析时,应当更注重期刊对其他

学科期刊的影响。

3.二次文献转载指标

二次文献转载指标是指我国几种重要的二次文献对各期刊中论文全文转载的数量统计, 本评价体系采

用四种二次文献数据:人民出版社主办的 5新华文摘 6、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5中国社会科学文摘6、中国人

民大学主办的5报刊复印资料6, 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 5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6, 最后一种仅适用于对

高校综合性学报。

上述四种文摘刊物是受到学界公认的综合性文摘刊物,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它们主要以转载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反映各学科领域学术动态和学术走向。应该说,这些文摘刊物中对期刊全文转

载数量的统计,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各期刊对学科热点的跟踪和对学术走向的关注程度。因此,这些文摘刊物

转载各期刊的数量可以设立为对期刊影响度考察的指标,可以说, 这一指标是对其他指标的一个补充。另一

方面, 也可以说明设立这一指标的必要性,许多作者在阅读了二次文献转载的全文后,当他们在论文写作过

程中引用了这些论文时,往往标注的是二次文献的出处, 而非原刊出处。所以, 采用这一指标也从一个方面

弥补了原刊由于作者引用二次文献带来的被引数据损失。

4. W eb即年下载率

W eb即年下载率是指期刊在某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当年出版并上网的论文在当年被全文下载的次数与

该期刊当年出版并上网论文总数之比。计算公式如下
À
:

W eb即年下载率 =
该期刊当年出版并上网的论文在当年被下载的次数

该期刊当年出版并上网的论文总数
( 3)

W eb即年下载率相对其他指标,更具合理性, 因为读者不是根据自己掌握和了解的有限期刊去找文章,

而是从主题去查文章,避免读者对期刊的可获取性和主观认识存在的偏差, 保证了每一份期刊相对读者而

言,获取机会都是相等的。所以, W eb即年下载率在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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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指标的修正

随着科学的发展,产生于 20世纪 70年代前后的期刊指标体系已显得陈旧,不能适应当今科学研究的发

展,尤其是出自于自然科学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更是不能满足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要求。为了确保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实现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更科学合理的评判,需要对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评价的一些指标进行修正。

1.指标修正依据

修正指标的目的是希望新的指标能够更加明晰地体现出期刊的特点和学术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影

响到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指标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作一定的分析, 才能对原有指标作科学的修正。修正依据

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自中共中央发出了5关于进一步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6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更加活跃。但随着研究机构的增多和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 各学科研究领域的论文激增, 期刊稿源的增加,

造成期刊论文发表滞后,再加上各期刊论文审稿制度日趋规范,论文从撰写到发表多数都将经过一年左右的

时间,有的甚至更长, 这样当年发表的论文很难在当年被引用, 这势必影响期刊即年指数这一指标。我们根

据对人文社会科学近几年的期刊即年指数分析,具有即年指数的期刊不到 50%, 其中大多数的数值都很小,

造成即年指数这一指标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很难分辨各期刊对热点跟踪和学术反应速度上存在的差距。因

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几乎很少见到用即年指数来实际评价期刊的研究成果。所以,对即年指数的改造势

在必行。

其二,过去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完全照搬自然科学的评价指标, 而人文科学相对自然科学而言,

发展相对缓慢,其引用文献 (包括期刊论文 )也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引用成果较集中于前两年,再加上近年来

我国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形势,使得文章发表的时滞,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时间高峰的前推, 这

直接影响到影响因子的计算。因此,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计算公式应当根据被引用期刊论文的时

间峰值作必要调整。

针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可对即年指数和影响因子这两项指标进行修正, 其修正思路为:

( 1)由于即年指数对于多数期刊难以获得,这一指数可以取消,但为了体现各期刊对作者的快速影响, 可

改为期刊被引速率,扩大被引的时间计算范围;

( 2 )影响因子的修正需根据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的被引用 (年 )峰值调整计算年代, 移动计算年

度。

2.指标的修正方法

如上所述,由于文章从撰写到发表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年指数作为评价指标已经不能体现它的

原有含义, 为了能够反映期刊对学科领域的快速反应和对热点的跟踪状况, 本体系将即年指数的计算在

时间上进行了拓展, 即用当年文献和前一年文献的篇均被引来体现这一指标。由于计算时间的变化, 即

年指数这个概念与实际的数据计算不再相符,我们将其定名为 /期刊被引速率 0。计算期刊被引速率的

公式如下:

被引速率 =
该刊当年论文和前一年论文在当年被引用总次数
该刊统计当年发表的和前一年发表的论文总数

( 4)

同样,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被引用的峰值主要是在论文发表后的第二年,我们还对具体期刊的被引用

峰值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我们发现学界公认的影响大的绝大多数期刊, 其被引用峰值基本都在期刊出版后的

三年中 (最多为发表后的第二年。其次为第一年,再次为第三年
Á
), 由于我们对期刊即年指数修订后已将前

一年的数据用于被引速率, 因此我们认为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在时间上也作相应前推,从前两年推至到前第

2、3年, 确保能有 70%以上期刊的引用峰值在被引速率和影响因子计算的年度内。修正后的影响因子的计

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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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 =
该刊前第 2、3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该刊前第 2、3年发表论文总数
( 5)

这些修正后的指标对学科影响因子、它引影响因子、学科引用速率、它刊引用速率的解释同理。

四、指标体系构建与操作

作为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从综合的角度选择指标, 根据作用的大小分配权重, 采用科学的方法

进行计算, 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 以保证评价体系能够科学、合理、方便地得到

实现。

1.评价指标的选定

针对上述对影响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的讨论, 从科学、公正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出发, 目前用于本期刊评

价体系的指标有:

反映期刊本身学术含量的指标: 篇均引用文献数、基金论文比例、论文地区分布、作者机构标注比率、本

机构论文比率 (仅用于对高等学校学报的评估 ) ;

反映学术影响的被引用指标:期刊被引次数、期刊被引速率、期刊影响因子、期刊被引广度;

重要二次文摘刊物转载指标: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

学报文摘 (仅用于对高等学校学报的评估 ) ;

反映网络文献全文阅读率的指标: W eb即年下载率。

2.指标权重的分配

在指标权重分配方面,我们把期刊的学术影响放在最主要的地位, 即被引用情况。对于这一指标, 我们

分配了比较高的权重,其权重占整个评价体系的 60% ,这也可以保证本体系和过去评价体系与采用指标实现

平滑过渡;其次是期刊学术含量指标和W eb即年下载率指标, 考虑到这两个指标在反映期刊学术质量和利

用率方面的贡献,均给予次高的权重,其权重分别为 15%; 对于二次文献转载指数, 本体系给予了 10%的权

重。具体分配如表 2。

表 2 期刊评价体系一级指标权重分配

指标名称 被引次数 被引速率 影响因子 被引广度
期刊学术

含量指标

W eb即年

下载率

二次文

献转载
E

权重 0. 10 0. 10 0. 30 0. 10 0. 15 0. 15 0. 10 1

各指标项下属指标的分配:

期刊学术含量指标的每个下级指标平均分配总指标比率,即四个指标各占 25% ;

被引次数、被引速率、影响因子中的三个下级指标的权重分配为:它引指标占各自指数的 50% ,其他两个

各占 25% ;

二次文献转载指数的权重分配主要按照期刊论文被这几个二次文献转载的难易程度进行了分配, 其占

比例分别为:新华文摘 ( 45%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 35%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 20% )。

非综合性期刊各指标权重的详细分配参见表 3,高校综合性学报和社会科学综合性期刊的权重分配参见

表 4。

3.指标的归一化处理与指标计算

如此众多的指标如何放在一个体系中操作,这是一个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体系中有

的指标数据可达数百甚至上千 (如被引数量等 ) ,有的指标数据多数在 1以下 (如影响因子、被引速率等 ) ; 即

使是同一个指标,在不同的学科中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如将经济学和宗教学期刊进行对比, 无论比较哪一个

指标,其数据的差异都非常之大。因此,评价体系需要把这些数据统一在同一数量级的数据平台上, 这就是

本体系将要采取的归一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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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指标体系权重分配框架

  表 4 综合性期刊指标体系权重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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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一化的原则是让所有的指标值统一在 ( 0, 1)之间的数据级上, 其操作方法为, 用各指标的最大数值去

除每一期刊的该指标数值,即这个最大的指标数值作分母, 每一个期刊的相应指标数值作分子,得到的数就

是每个期刊这一指标的归一化数值。用数学公式表达如下:

U i=
N i

M ax{N i, | i= 1, 2,, }
( 6)

其中: U i为第 i本期刊针对所计算的指标的归一化值, N i为第 i本期刊针对所计算的指标的实际数值,

M ax{ N i, | i= 1, 2, ,, }是指这一指标中最大的一个指标数值。

当然,这样的归一由于统计源中各学科收录期刊的数量不同, 对于不同学科的期刊指标值可能存在很大

差异,如经济学中最好的期刊影响因子高达 3. 0以上,被引次数超过 100,而宗教学最好的期刊影响因子只有

0. 3左右, 被引次数仅仅在 10次左右。所以为了实现不同学科间期刊可以横向比较,我们对归一化处理是以

学科为单元进行的,即 Max{ N i, | i= 1, 2, ,, }是各学科中某一指标的最大数值。

经过归一化处理以后,可以给出每一种期刊的综合值,其每种期刊的综合值可以表达式如下:

V j= E U
n

i= 1
ij @W i ( j= 1, 2, ,, ) ( 7)

其中, V j是第 j本期刊的归一化以后的综合值, U ij是第 j本期刊第 i个指标的归一化数值, W i是本体系中

第 i个指标的权重。

例如某一期刊的综合评价数值计算公式
( Ñ )

:

  ( Ñ )  公式中各指标都是已经归一化以后的数值, 得到的数值就是所计算期刊的综合评价数值。

期刊综合评估值 =被引次数
*
0. 1+被引速率

*
0. 1+影响因子

*
0. 3+被引广度

*
0. 1

+学术含量
*
0. 15+下载率

*
0. 15+全文转载

*
0. 1 ( 8)

通过这样的算式就可以计算出每一种期刊的综合影响值, 根据这个综合值我们能够给期刊以影响度定

位,按照一定的数值为期刊划分学术影响区域,如确定 /顶级期刊 0、/核心期刊 0、/核心扩展期刊 0、/一般学

术期刊 0,以保证每一种期刊在不同的学术层次发挥作用。

五、结束语

以上我们给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体系,当然这一体系还需要通过实践的验证,我们已经利用这

一指标体系对近几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了分析,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我们将在本栏目中陆续发表

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有关专家学者 (不仅仅是期刊评价专家,更需要学科专家 )提出意见,特别是针对

我们利用这一体系对各学科期刊的评价产生的结果进行分析, 比较评价结果与学术界对本学科期刊学术影

响的共识是否存在大的偏移,以促进我们完善本体系,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研究的健康发展而共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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