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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论文比作为科技期刊评价指标的合理性

+++基于 H\N数据库中眼科学期刊的实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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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国内关于基金论文比作为科技期刊评价指标一直存在极大争议" 为了客观评价基金论文比在科技期刊评价

中的作用!选取 "##; 年 H\N数据库收录眼科学期刊和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基金论文与非基金论文的被引率和篇均被引频次(

期刊基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和零被引论文率的关系做了统计分析" 向全球 <("( 个眼科医生发放+%

,-./问卷调查表!对每个 H\N眼科学期刊打分(排序!并与期刊基金论文比排序进行相关分析" 按照被引频次高低!将所有论

文分为 * 组!被引频次
%

$# 的论文为
+

组!( E; 者为
)

组!$ E* 者为
,

组!零被引论文为
-

组!计算 * 组论文的基金论文比!

并进行统
!

" 检验" 结果显示!"##; 年 *( 种眼科期刊共发表论文 '&$; 篇!被引用 )"<# 篇!零引用 $#&; 篇!被引频次 *'&&&!论

文被引率为 <(F<#V!篇均被引 )F*)' 次" 各种基金资助论文 &$$# 篇$*"F*;V%!被引用 "<;; 篇!被引频次 "(*#*!论文被引率

;&F"$V!篇均被引 <F$)< 次,无基金资助论文 *"#; 篇!占总论文的 ('F(#V!论文被引率为 <#F&&V!篇均被引 (F"$ 次" 经

H4I-@,-:相关检验!基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F)$;(#F("& 和 #F)"*!与问卷调查的

相关系数为 #F*)""

+

(

)

(

,

(

-

组基金论文比分别为 ('F$(V(($F($V(&'F";V和 "#F&$V!

+

与
)

(

)

与
,

(

,

与
-

组相比!

!

" 值分别为 $#F(*"(;#F*#;和 $##F)&#$均为.m#F##$%" 因此认为!无论是论文被引率还是篇均被引频次!基金论文均明显

高于非基金论文,期刊基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及读者调查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高被引频次组的论

文其基金论文比明显高于低被引频次组论文" 显然!基金论文比作为科技期刊评价指标是科学合理的"

关键词!!科技期刊!基金论文比!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H\N数据库

!!基金论文比指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

的比例# 近年来"各级期刊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团体的学术

期刊质量评价体系中"都把基金论文比作为衡量期刊学术水

平的重要指标# "##< 年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首

次把基金论文比引入核心期刊评价"并占 (V的权重/$ W"0

#

因此许多期刊纷纷开辟所谓的'绿色通道("优先发表基金项

目论文"以此吸引基金论文投稿# 一般来说"基金项目都是

经过研究者申报$专家评审及基金主管部门审批而最终确定

的"从过程来看是规范$认真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指标

在没有被重视的时候都很真实"一旦被作为评价指标"就会

存在被人为操纵的情况# 国内关于基金论文比作为期刊评

价指标一直存在极大争议"魏强/&0

$龚赛群/*0

$夏朝晖/(0等

认为"基金论文往往代表了该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和制高点"

大多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甚至认为基金论文比较'影响

因子(更能反映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 而严燕/)0

$刘雪

立/'0

$俞立平/<0等认为"由于近年期刊对基金论文放宽录用

标准"基金论文比与科技期刊实际影响力无直接关系# "##<

年 ' 月"H\N数据库开始标注论文基金项目"这为我们利用

H\N数据库探讨基金论文比与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关系提

供了更有效的平台# 本文以 H\N数据库收录的眼科学期刊

及论文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系统评价基金论文比在科技

期刊评价中的作用#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的选择

论文在发表的第 & 年被引达到一个高峰/; W$#0

"因此我们

选取 H\N数据库 "##; 年收录眼科期刊进行分析# 考虑到过

度自引对期刊影响因子有明显影响/$$ W$*0

"参考 [.0 等/$(0提

出的中国医学期刊过度自引的标准"去除自引率
%

&#V的 *

种期刊以及没有对基金论文进行标注的 * 种期刊"最终确定

%"'*%

9==4#>>612=47.1?0@:-/276:!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

!!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Ze]##*.

通讯作者"/.0ID.=?@3$)&76?,"刘雪立-$;)( W."男"河南省科技期刊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ht
tp

://
cj

st
p.

ijo
ur

na
ls.

cn

*(种眼科学期刊为研究对象"对其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进行统计分析#

!"$#论文检索与分组

登陆NHNUI5 ?Bf:?A/IDCI官方网站"点选'其他资源(进

入'M?0@:-/\.=-=.?: XI4?@=2("在'M\XID.=.?: -:D PI-@(选项下

选择'M\XH6.I:6I+D.=.?: "##;("在' HI/I6=-: ?4=.?: (选项下

选择'j.IA-C@?04 ?B1?0@:-/25PH051I6=\-=IC?@P(# 在学科分

类中选择'J49=9-/,?/?CP(-眼科学."然后提交# 系统给出被

H\N数据库收录的眼科学领域期刊的序列号$刊名缩写$影响

因子$(年影响因子$NHHT号$载文量$引用半衰期等多项指

标# 然后以各期刊 NHHT号编写高级检索式"一次性检索 *(

种期刊 "##;年发表的所有文献# 对检索结果进行精炼"只保

留G@=.6/I-论文.类型的文献条目# 按照论文被引频次降序排

列并分组"被引频次
%

$#的论文为
+

组"( E; 者为
)

组"$ E* 者

为
,

组"零被引论文为
-

组"计算 *组论文的基金论文比#

!"%#问卷调查

向全球 <("( 个眼科医生发放 +%,-./问卷调查表"去除

'<&份邮件地址错误等无效邮件"成功发送 ''*" 封邮件"其

中有效回复为 "&< 份"有效回复率为 &F#'V# 符合 H9-?

/$)0

等研究的邮件有效回复率为 &V E(V# 对每个 H\N眼科学

期刊打分-满分 $# 分"取各专家打分的平均分为该期刊最终

得分# 专家未打分者以 # 分计算.$排序"并与期刊基金论文

比排序进行相关分析#

!"&#评价指标

本研究涉及的期刊评价指标包括!基金论文比$影响因

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以及问卷调查结果# 考虑到

"##; 年论文被引频次参与了 "#$# 年与 "#$$ 年影响因子及

特征因子的计算"采用 "#$# 年与 "#$$ 年影响因子和特征因

子均值进行统计分析#

!"'#期刊基金论文比的计算

首先把检索到的 H\N数据库收录的眼科学论文按期刊

分类"用该刊基金论文数除以该刊全部论文数"分别求得 *(

种期刊基金论文比#

!"1#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 HKHH $<F#"对基金论文比与总被引频次$影响因

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及读者问卷调查结果的相关性

采用 H4I-@,-:双变量相关检验# * 组论文的基金论文比采

用
!

" 检验进行比较# 绘图使用+_6I/"##&#

"!结果与分析

$"!#基金论文与非基金论文被引率和篇均被引频次

"##; 年 *( 种眼科学 H\N来源期刊共发表论文 '&$; 篇"

其中各种基金资助论文 &$$# 篇"占论文总数的 *"F*;V"无

基金资助论文 *"#; 篇"占 ('F($V# 基金论文被引率为

;&F"$V"论文篇均被引 <F$) 次&非基金资助论文被引率为

<#F&&V"篇均被引 (F"$ 次#

$"$#期刊基金论文比及其他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

*( 种眼科学 H\N来源期刊基金论文比及其他主要文献

计量学指标见表 $#

表 !#&' 种眼科学(3+来源期刊基金论文比及其他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

期刊名缩写 基金论文比-V. 影响因子 ( 年影响因子 特征因子 问卷调查-分.

D9=" 2<?=?"5;0506)9" &"F(& "F'" "F($ "F)" (F$*

D;H2<?=?"5;05 *;F*$ *F") &F*' &F<) 'F&;

D#9? 2<?=?"5;05N:?)9 ;$F<' &F)$ &F*" &F(" 'F$)

D#P&#"(2C="5;05 "F(; #F&) #F$< "F;&

&#)=H2<?=?"5;05 *'F;' "F;" "F;* "F;& )F;)

:"* H2<?=?"5;05 "<F#* $F&< $F&$ $F&( *F&#

:5)* 4E<2<?=?"5;05 ""F"" $F<' $F)# $F'& *F;"

:5)* 4E<2<=0; $'F;$ $F$# #F(( &F((

:0#*+" "*F<$ $F'( "F#$ $F<< (F&(

:'##47+,+( (*F&& $F&" $F)* $F*< (F&#

:'##2<)* 2<?=?"5;05 "<F&' "F(* $F"' (F""

:'="* 29'5@0E)905 &<F*) #F;# #F<< #F<; "F;<

A092<?=?"5;05 *;F#$ "F$( $F'& $F;* *F#$

4'#H2<?=?"5;05 "#F($ #F;' #F;< #F;< *F$*

4E<47+,+( <$F(( &F#* &F#* &F#* (F;<

47+ "*F&) $F<) $F;" $F<; (F'"

47+:0*="9=/+*( &#F') $F$* #F(' &F&*

>#"+CD#9? :5)* 4E< &"F$" "F$) $F;' "F#' (F(;

F*%)"* H2<?=?"5;05 )F*( #F;" #F*) &F*"

F*$+(=2<?=? G)(19) <)F#< &F(& &F;& &F'& <F$$

HDD.21 ""F#( $F#( $F$# $F#'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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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期刊名缩写 基金论文比-Q. 影响因子 ( 年影响因子 特征因子 问卷调查-分.

H:"="#"9=,+C#1'#6 $&F)& "F)# "F;( "F'< (F;*

H>5"'90;" &;F)) $F)( $F<( $F'( *F;)

H3+'#0N0<?=?"5;05 "'F)( $F"( $F"( $F"( *F&)

H29'5.?"#;"905@?+# *"F(# $F() $F(< $F(' *F&(

H.+%)"=2<?=? 1=#"B 'F); #F(* #F)) #F)# *F*(

H,+C#"9=1'#6 &#F') "F(" "F&& "F*& *F*<

HG)()0* <(F)' &F#; &F"" &F$) (F#&

H<* H2<?=?"5;05 $(F)" #F;; $F"$ $F$# &F;"

R5)* 80*"=(B5D'6+*? "F"# #F*) #F*) #F*) &F'(

805G)( ;&F)$ "F&) "F'# "F(& (F)(

3+'#0N2<?=?"5;05067 "'F)( #F"< #F"" #F"( &F;;

29'5F;;'*05F*C5";; "(F## $F$# $F#" $F#) &F';

29'51'#C (#F## &F(" &F<) &F); *F"$

2<?=?"54<)%+;)05 '"F'" $F*$ $F'( $F(< &F<&

2<?=?"5.?7(52<= *<F)* $F*" $F&; $F*$ &F'(

2<?=?"5.5"(=,+90*( $(F"* #F)' #F'' #F'" *F#'

2<?=?"5;)9,+( *&F"< $F"# #F** #F<" *F";

2<?=?"5;0506)9" "(F## $F&) $F") $F&$ *F$;

2<?=?"5;05067 ("F") (F"* (F#) (F$( <F#<

2<=0;+=#7G)()0* 19) **F(" $F<' $F'( $F<$ *F*;

,+=)*"NH,+=G)=A)( &$F*< "F'; "F;# "F<( )F'&

1'#$2<?=?"5;05 ""F#( &F$) &F'; &F*< "F''

G)()0* ,+( &#F## "F&' "F&< "F&' (F*$

G)('"53+'#0(9) ;&F#" $F;) $F'* $F<( *F*)

$"%#论文基金项目数分布

'&$; 篇论中"*"#; 篇论文无基金资助"其余 &$$# 篇论

文分别获得 $ E$; 项基金项目资助# '&$; 篇论文标注的基

金项目总数为 '#"$"篇均基金项目数为 #F;(;# 论文基金项

目数分布及其篇均被引频次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论文

基金项目数与篇均被引频次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 论文基

金资助项目越多"论文研究经费相对充足"产出论文的质量

和影响力相对较高"被引频次也较高#

表 $#$//0 年(3+收录眼科论文基金项目数及篇均被引频次

获得资金

资助的项目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合计

篇均

被引频次

%

( 项 "'* " ;'* $#F<(

& E* 项 '$$ ) "(' <F<#

" 项 <"$ ) )#& <F#*

$ 项 $ &#* ; ((" 'F&"

# 项 * "#; "$ ;"; (F"$

$"&#期刊基金论文比与其他指标的关系

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及特征因子是公认的期刊评价

指标# 探讨基金论文比同这 & 个期刊评价指标在期刊评价

中的相关关系"可以间接说明基金论文比用于期刊评价的合

理性# 而问卷调查更能准确反映期刊在读者心目中的真实

影响力"可以作为期刊影响力评价的金标准# *( 种期刊的基

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及问卷调查

得分关系的散点图见图 $# H4I-@,-:双变量相关检验结果见

表 &# 由图 $ 和表 & 可以看出"基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 年

影响因子$特征因子及问卷调查得分均程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为 #F)$;$#F("&$#F)"*和 #F*)"-均为.

&

#F##$.#

表 %#$//0 年(3+眼科期刊基金论文比与其他文献

计量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影响

因子

( 年影响

因子

特征

因子

问卷调

查得分

基金论文比
#F)$;

!

#F("&

!

#F)"*

!

#F*)"

!

影响因子
#F;))

!

#F;)$

!

#F'#*

!

( 年影响因子
#F;<;

!

#F)'*

!

特征因子
#F'""

!

!!

!

在置信度-双测.为 #F#$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不同被引频次论文的基金论文比

不同被引频次论文的基金论文比见表 *#

+

$

)

$

,

$

-

组基金论文比分别为 ('F$(V$($F($V$&'F";V和 "#F"'V"

+

与
)

相比"

!

"

$̀#F(*""

)

与
,

"

,

与
-

组相比"

!

" 值分别

为 ;#F*#; 和 $##F)&#-均为 .m#F##$.# 因此认为"无论是

论文被引率还是篇均被引频次"基金论文均明显高于非基金

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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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及问卷调查得分的相关性

!!零被引论文 -Nj组.被称为无被引论文或未被引论

文/$' W$;0

# 英国学者 UI-/I等/$'0进行了相关的文献计量学

研究"发现零被引论文的百分率与期刊影响因子呈负相关关

系# 刘雪立等/'0 也证实了此观点"并把零被引论文率

-XT\G.定义为科技期刊反向评价指标# "##; 年 *( 种眼科

学 H\N来源期刊共收录论文 '&$; 篇"其中零被引论文 $#&;

篇"零被引论文率为 $*F"#V# 零被引论文中 ""$ 篇论文有

基金项目资助"占零被引论文 "$F"'V"<$< 篇论文无资金项

目资助"占零被引论文的 '<F'"V"能够明显看出有基金资助

论文比无基金资助论文质量高$受科研工作人员关注程度

也高#

表 &#不同被引频次论文的基金论文比

分组 被引频次 论文数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V.

N

%

$# $('& <;; ('F$(

NN ( E; $'"" <<' ($F($

NNN $ E* ";<( $$$& &'F";

Nj # $#&; ""$ "$F"'

&!讨论

%"!#基于(3+数据库研究基金论文比的优势

H\N数据库是全球公认的权威性引文分析和科学评价数

据库# 相比国内的数据库"H\N具有如下优势!

-$.该数据库收录期刊质量一流"覆盖范围广"几乎涵盖

了世界各国家和地区有代表性的期刊# 因而"数据具有充分

的代表性#

-".基于 H\N数据库的+期刊引证报告,-M\X.提供了全

面的期刊评价指标"包括 "##; 年后增加的 ( 年影响因子和

特征因子"每篇论文的被引频次也较易获取"基金资助信息

标注详细#

-&.H\N数据库中论文的基金资助信息较为客观$真实#

在我国"由于基金论文比过早地成为科技期刊评价指标"绝

大多数期刊对基金资助论文开辟所谓的'绿色通道("使基金

论文获得优先和提前发表的特权# 期刊编辑为了使期刊获

得更高的基金论文比"对作者标注的基金资助信息疏于审

查$核实"作者为追求优先和提前发表"往往把毫不相干的课

题资助信息或根本没有获得基金资助的论文也标注为基金

资助项目# 所以"国内前期研究多数显示"基金论文比作为

期刊评价指标具有合理性/& W(""#0

"而后期的研究多数认为基

金论文比已经失去了期刊评价的意义/) W<""$0

# 我们认为"国

内关于基金论文比作为期刊评价指标合理性的争论"主要是

由于从事研究的时间$数据来源等的不同引起的#

%"$#基金论文比作为期刊评价指标是合理的

从理论上讲"基金资助项目"尤其是高水平基金资助项

目都是经过严格的评审程序脱颖而出的"其科学性$创新性$

实用性$可行性有较为可靠的保证"加之有相对充足的经费

支持"因此"基金资助项目产出的论文其质量相对较高"发表

基金论文较多的期刊其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必然较高#

本文选择 H\N数据库收录的眼科学期刊从多个方面证

实了这一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金论文的被引率和篇均被引频次均明显高于非基

金论文# 况且"随着基金项目数的增加"论文篇均被引频次

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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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基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特征因

子及读者调查得分均呈明显正相关#

-&.高被引频次组论文其基金论文比同步增高"低被引

频次组论文其基金论文比同步下降"零被引论文的基金论文

比最低"仅为 "$F"'V# 因此认为"基金论文比作为科技期刊

评价指标是科学合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基金论文比与问卷调查结果的相关系数

小于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和特征因子"表明基金论文比

用于期刊评价其效能还不如上述传统指标# 因此"既要认识

到基金论文比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又不能夸大其期刊评价

效能#

%"%#对国内科技期刊标注基金项目的思考和建议

影响因子作为最重要的期刊评价指标一直备受世人诟

病# a-/-C-2等/""0列举了人为操纵影响因子的十大行为# 英

国睡眠研究杂志主编[-Y.I

/"&0把目前各杂志人为操纵影响因

子的行为称为影响因子竞赛"巴西科学家 KnC?%aI@:-:DI

等/"*0 感叹!影响因子是维生素还是毒药) 法国科学家

e.==

/"(0甚至提出疑问"影响因子是天使) 魔鬼) 还是替罪的

羔羊) 基金论文比也是一样"在它还没有成为期刊评价指标

时"各期刊标注的基金论文是真实可信的"但一旦它成为期

刊评价指标"尤其是 "##< 年成为中文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之

一"国内期刊标注基金论文不可避免出现人为操纵的可能#

建议国内广大科研工作者和期刊从业人员"恪守科研道德"

抵制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正确对待基金论文比"实事求是

地标注基金资助信息"使基金论文比真正成为一个科学$可

靠的期刊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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