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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 "##> Y"##) 年 ^[R数据库收录中"日"印"韩四国期刊自引情况的统计分析!了解我国 ^[R数据库收录期刊

的自引现状及与日"印"韩 & 国的差别# 本研究结果显示$四国 ^[R数据库收录期刊自引率以韩国最高!日本最低'与 "##> 年

相比!"##* 年四国自引率总体水平均有下降!而 "##) 年除中国外!其余 & 国期刊自引率均比 "##* 年有所提高# 结果提示!中"

日"印"韩四国过度自引期刊和零自引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都低于 "##) 年 ^[R数据库收录的全部科技期刊的水平!

期刊自引率过高或过低的期刊!其学术影响力都较低#

关键词!!科技期刊!自引率!^[R数据库!期刊引证报告

!!期刊的影响因子作为揭示期刊引证和被引证关系的重要

文献计量学指标之一"自 $)'' 年,:U.MK/I0J

%$&博士提出以来"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用其直接或间接评价期刊的影响力和

学术水平越来越普遍"同时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也成为各个

期刊主办者和编辑者的努力方向$ 影响因子的大小受很多因

素的影响"其中期刊自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期刊的影响

因子"提高期刊的自引频次可以短期内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

近年来"有关国内期刊的自引和过度自引情况已有一些研究

报道%""&&

"但关于国内与国外期刊的对比研究却相当少见$ 本

研究选取 "##> Y"##) 年 ^[R数据库收录的中#日#印#韩四国

期刊"对其自引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为准确评价我国 ^[R数据

库收录期刊的自引情况提供必要的数据资料$

$!数据来源

登陆 R̂R]I1 <KC9<A0IJVI

^d官方网站"点选 -其他资

源."进入-g<LM9.0[/?.?/<9 fI4<M?8

/

."在-^I0I;?.g[fIJ/?/<9

.9J 5I.M.项下分别依次选择 -g[f^;/I9;I,J/?/<9 "##> Y

"##)'在-^I0I;?.9 <4?/<9.项下选择-P/IA.VM<L4 <K2<LM9.08

15[<L9?M5@_IMM/?<M5." 点击提交' 进入 - [<L9?M5@_IMM/?<M5

^I0I;?/<9."在-^I0I;?<9I<M-<MI;<L9?M/I8@?IMM/?<M/I8KM<-?6I

0/8??<K/0?IM2<LM9.08.项下分别选择 -\,G\H,̂ f[eRba.#

-ga\ab.# -RbQRa.#-CGf,a."点击提交'然后系统分别自

动给出了 "##> Y"##) 年 ^[R数据库收录四国期刊的概况

*包括期刊序号#期刊缩写名#R̂̂ b号#影响因子#总被引频

次等+"根据各期刊的自引量计算其自引率$ 采用 ^\̂^$>E#

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四国科技期刊自引率的比较

采用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CML83.0%].00/8e检验+"

任意两个国家自引率比较采用 bI-I95/秩和检验$ 检验水

准!

!

S#E#'$

"!结果

$"!#四国科技期刊自引率总体水平

"##> Y"##) 年 ^[R数据库收录四国科技期刊自引率的

总体水平见表 $$

表 !#$007 8$009 年4(5数据库收录四国期刊自引率总体水平

国家
"##> 年

期刊数 自引率

"##* 年

期刊数 自引率

"##) 年

期刊数 自引率

日本 $># #E$$> l#E$$' $>' #E#)( l#E#*( "## #E$#) l#E$#+

中国 )( #E"$+ l#E$'' )* #E$*" l#E$(& $&) #E$+) l#E$()

印度 (> #E$(( l#E$&+ (' #E$"( l#E$$" +* #E$>+ l#E"$'

韩国 &* #E"+# l#E$)) (# #E"&+ l#E"$( +( #E">" l#E""(

由表 $ 可以看出"四国 "##> Y"##) 年 ^[R数据库收录期

刊自引率的总体水平均为韩国最高"日本最低'与 "##> 年相

比""##* 年四国自引率总体水平均有下降"而 "##) 年除中国

外"其他 & 国自引率比 "##* 年均有提高$ 对四国 "##> Y

"##) 年 ^[R数据库收录期刊自引率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见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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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07 8$009 年四国期刊自引率多重比较 *)值+

国家
日本

"##> "##* "##)

印度

"##> "##* "##)

韩国

"##> "##* "##)

中国 #E## #E## #E## #E#" #E$" #E>' #E)* #E*) #E$#

日本 #E>( #E'' #E&# #E## #E## #E##

印度 #E#& #E#+ #E#"

$"$#四国 $009 年过度自引期刊

选取 "##) 年 ^[R数据库收录的 >&(> 种期刊的自引率进

行检验"数据呈非正态分布$ 因此"采用百分位数法确定期

刊自引率的高限$ 根据统计学原理"结合国内外期刊自引的

总体情况"确定 )# 百分位数单侧正常值高限为 #E"'#$ 自引

率超过 #E"'# 者被确定为过度自引$ 以此为标准""##) 年四

国 ^[R数据库收录的过度自引期刊见表 &$

表 %#$009 年四国过度自引的期刊数及其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国家 期刊数*c+ 自引率 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中国 &&*"&E>+ #E&*) l#E$"& )+* l$"(+ #E>$" l#E+&>

日本 "#*$#E#+ #E&'( l#E$$# >$> l$("$ #E)$> l$E">(

印度 $&*$)E$+ #E'(" l#E"(# ">" l&)" #E"$( l#:"$(

韩国 ")*('E&+ #E(>$ l#E$>& ">+ l&+( #E>+" l#E>($

从表 & 我们可以看到""##) 年四国过度自引期刊占各

国 ^[R数据库收录期刊的比例以日本最低"其次是印度#中

国#韩国'自引率总体水平以印度最高"其次是韩国#中国和

日本'被引频次总体水平以中国最高#其次是日本#韩国#印

度'影响因子总体水平以日本最高"其次是韩国#中国和

印度$

$"%#$007 8$009 年 ^[R数据库收录四国零自引期刊

中#日#印#韩四国 "##> 年零自引期刊分别有 $ 种#$#

种#" 种## 种'"##* 年分别有 ( 种#* 种#" 种#$ 种'"##) 年分

别有 $& 种#) 种#& 种#( 种$ "##> Y"##) 年零自引期刊的总

被引频次平均值分别为 &'+#'+(#&+#"影响因子平均值分别

为 #E&&+##E&)+##E'+$$ "##) 年中#日#印#韩四国零自引期

刊的各项指标见表 ($

&!分析与讨论

%"!#关于期刊的自引率

随着影响因子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很多期刊为了提

高期刊的影响因子而片面提高期刊自引率$ 刘雪立等%"&曾

对我国医学期刊的自引率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医学

表 &#$009 年中%日%印%韩四国零自引期刊各项指标比较

期刊名
出版

时间
国家

影响

因子

总被引

频次

特征

因子

a;?.\65?<?.W<9 ^/9 "##) 中国 #E&&& ("> #E###*

,4/8<JI8 "##) 中国 "E$"" $$&( #E##&&&

R9?gd/9 dI?d.?IM "##) 中国 # $ #

g[6/9.j9/OUI<8;/ "##) 中国 #E"$ $>& #E###'*

gj9/Ô ;/_I;69<0D "##) 中国 #E($+ ('& #E##$">

bL-IMd.?6 =_6I<M5dI "##) 中国 #E+)+ "( #E###$*

[6/9.\.M? "##) 中国 $E$#" $*& #E###>>

[6/9I8Iga8?M<9 a8? "##) 中国 #E*** '(& #E##&+*

[6/9I8I\658 "##) 中国 $E&(& "*(+ #E##>&&

fI8a8?M<9 a8?M<4658 "##) 中国 # && #

e/V6 ,9IMV\658bL; "##) 中国 #E"&& &(& #E##$$*

g[6/9 R98?[6I-,9V "##) 中国 $E($" (") #E##$"(

g_./A.9 R98?[6I-, "##) 中国 # $' #

gg49 ^<;_M/1<0<V/8 "##) 日本 #E#(* )& #E###&+

g49 gd.?6 "##) 日本 $E#>$ "'' #E##$&

CmL86L gd.?6 "##) 日本 #E(+& )' #E##$$*

bIAQ/.- M̀<9?[_IM "##) 日本 #E>&) $(# #E###'&

G4?/-dI?6<J ^<K?A "##) 日本 #E*++ +*" #E##&(

,0I;?M<9 [<--g49 $ "##) 日本 #E$** +& #E###(>

,0I;?M<9 [<--g49 " "##) 日本 #E$* $$+ #E###'+

,0I;?M<9 [<--g49 & "##) 日本 #E$($ *( #E###$*

gg49 ^<;̀ <<J ^;/ "##) 日本 #E$'& ")( #E###''

ĝ 4.;I;M_I;69<0 "##) 印度 #E#&( + #

GM/I9?R98I;?8 "##) 印度 #E"& $(# #E###"*

Da8?M<9 ^<;R9J/. "##) 印度 #E&$ $(# #E###+&

gC<MI.9 dI?I<M̂<; "##) 韩国 #E'' *' #E###(

C<MI.9 gUI9I?/; "##) 韩国 #E&$ *" #E###"*

gD/<;6I-d<0D/<0 "##) 韩国 "E#" $&)( #E##'('

g[<--L9 bI?A=̂ C<M "##) 韩国 #E"" $>$ #E###*"

合计*&)+ #E'+$ l#E'*" &+# l'>* #E##$& l#E##$>

期刊自引率存在较大差异$ 同时相关研究显示""##' Y"##>

年平均自引率明显高于国外医学期刊%& ='&

$ 而我国 ^[R数

据库收录期刊的自引率的水平是否也比较高呢/ 因此"我

们对亚洲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中#日#印#韩+的期刊自

引率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可以正确评价我国 ^[R数据库收

录期刊的自引率总体水平$

在亚洲"日本#韩国经济比较发达"而中国和印度则近

几年发展较快$ 将我国 ^[R数据库收录期刊的自引率与日

本#韩国#印度进行比较"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 ^[R数据库

收录期刊与其他亚洲国家期刊的差异"另一方面可以给国

内期刊提供一定的有用信息"采取适当措施提高期刊的学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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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以争取更多的期刊能够被国际权威数据库和检索机

构收录$

从本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Y"##) 年 ^[R数据库

收录四国期刊的自引率以日本最低"其余依次为印度#中国

和韩国$ 期刊自引率的高低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

是期刊的影响力$ 四国中日本期刊自引率较低"一方面与日

本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科研水平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

^[R数据库收录期刊的数量较多"同一国家期刊之间容易出

现互引有关"而同为发达国家的韩国由于 ^[R数据库收录期

刊较少"自引率的总体水平与日本相比较高$ 而我国 "##> Y

"##)入选 ^[R数据库期刊数量逐年大幅增加"期刊自引率总

体水平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 "##) 年我国入选 ^[R数据

库期刊自引率高限仅高于日本"显著低于印度和韩国"这也

说明了我国科研人员的科研实力在逐步增强"科技水平和国

家影响力也在逐步提高"在亚洲是仅次于日本"与刘清海等

研究结论一致%+&

$

%"$#期刊的过度自引

期刊的过度自引对期刊影响因子有明显影响"它使得期

刊的影响因子不能准确反映期刊的影响力$ 国际上很多知

名期刊的自引率大多在 #E$' 以下"R̂R在其-期刊自引分析

报告.中将期刊自引率大于 #E"# 的期刊划为 -高自引期

刊.

%>&

$ 本研究中"我们只分析最新*"##) 年+四国 ^[R数据

库收录期刊中的过度自引期刊*期刊自引率大于 #E"'#+$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四国 ^[R数据库收录期刊中韩国过度

自引期刊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中国#印度和日本$ 我国过

度自引期刊所占比例较大"说明目前我国 ^[R数据库收录期

刊在国际上的影响仍然有限"被其他 ^[R数据库收录期刊引

用较少$ 但是我国过度自引期刊的自引率总体水平和影响

因子只低于日本"平均被引频次位居第一"说明我国 ^[R数

据库收录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 而四国过度自引期

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与 "##) 年 ^[R数据库全部期刊相

比明显低%*&

"这也表明高水平科技期刊不会有较高的自

引率$

%"%#零自引期刊的思考

零自引期刊是期刊文后所列文献中没有一条是引用本

刊以前发表的论文$ 四国 "##> Y"##) 年 ^[R数据库收录期

刊中零自引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平均值均较低"远

低于 "##) 年 ^[R数据库全部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

子%*&

"而特征因子也明显偏低"很多为零$ 这说明"零自引期

刊的他引也不足$ 这些零自引期刊均不是国际上顶尖期刊"

而顶尖期刊如 ='+&($和 7%3$*%$均有一定的自引率"适当的

自引对高影响力期刊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必须的$ 而我国

^[R数据库收录零自引期刊 "##> Y"##) 年逐年增多"这与我

国科技期刊界对自引进行了有效控制有关$ 但是"零自引从

另一方面来说可以反映该期刊的作者人群的稳定性不足"零

自引期刊应适当鼓励作者在引用相关其他专业期刊的同时"

也要适量引用本刊已发表的相关文献"提高期刊影响力$ 因

此"零自引期刊的出现也是不合理的"期刊应维持一定量的

自引$

本研究通过对 "##> Y"##) 年中#日#印#韩四国 ^[R数

据库收录期刊自引情况的分析结果显示"中#日#印#韩四国

过度自引期刊和零自引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都低

于 "##) 年 ^[R数据库收录的全部科技期刊的水平"期刊自

引率过高或过低的期刊"其学术影响力都较低$ 而针对我

国 ^[R数据库期刊的过度自引及零自引总数相对都较高的

现状"国内期刊管理部门需要正确引导"争取使我国 ^[R数

据库收录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早日赶上世界先进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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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U.MK/I0J ,:[/?.?/<9 /9JIWI8?<8;/I9;I8!.9IAJ/-I98/<9 /9 J<;L-I9?.?/<9

?6M<LV6 .88<;/.?/<9 <K/JI.8:7%3$*%$/"$)''"$""*&$')+!$#* =$$$

"!刘雪立"周志新"方红玲"盛丽娜"秦小川:"##' Y"##> 年我国医

学期刊自引率与过度自引的界定: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李建辉"王志魁"徐 宏等:自引对科技期刊影响因子作用的量化

研究:编辑学报""##>"$)*"+!$'( =$'>

(!张玉华"潘云涛"马 峥:科技期刊自引情况的国际对比研究:编辑

学报""##'"$>*$+!>( =>*

'!D/V0L de:_6I/9K0LI9;I<KMIKIMI9;I84IM4.4IM/9 ?6Î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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