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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引用率影响因素———中外生态学期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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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择 ’ 种有代表性中外生态学期刊，对其一定发表周期内的论文引用率进行分

析，探讨生态学论文引用率的影响因素及中外生态学期刊的差异* 结果表明：+ 种英文期刊的

年均被引次数均远大于 + 种中文期刊；英文期刊 " 位作者的论文数量百分比相对较高；所有

期刊的合著论文比例均较高，体现了合作性在现代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论文作者数量与

引用率之间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英文期刊论文的长度显著高于中文论文；随着论

文长度的增加，年均被引次数增多* 对中外期刊论文的引用率变化动态进行分析表明，英文期

刊中总被引次数高的论文其增长速率也较快，表明其持续影响力强于中文生态学论文* 我们

希望这些结果会对生态学者以及相关期刊工作者有所裨益*
关键词! 引用率! 生态学! 作者数量! 论文长度! 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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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学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物化形式之一，也

是衡量大到国家、小到个人的科技水平、学术水平和

科研能力的重要评价参照物［"］* 随着我国生态学研

究的蓬勃发展，论文产出量不断上升，我国生态学期

刊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与国外优秀生态学期刊相

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本文选取有代表性中外生态学

期刊，对它们进行比较，旨在挖掘差距的产生原因，

期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促进我国生态学研究

及生态学期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学术论文与专著是国内外通用的一种体现基础

研究成果的形式* 由于基础研究成果无法像应用研

究成果那样进行直观的评价，所以人们基本上以围

绕该基础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这些论文被同行

引用的数量来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 一位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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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或论文被他人引用，也会使他们对自己工作的

意义更加充满信心，并有助于提高其所在大学及院

系的影响和声誉［!］" 因此，如何发表高被引论文，是

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关心的问题" #$$% 年 &$ 月 &’ 日

在由中国科协和新闻出版总署主办、中国科技期刊

编辑学会承办的第四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提出，应以单篇论文的具体

引用次数来评价论文质量，以促进我国科技期刊的

发展［(］" 而英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 /01234
5*67 8170*7+ 96172*: ;6. /7+:370，)/89/）出台的一

项提案：到 #$$< 年，将一套新的评估尺度系统全面

应用于英国大学的科研经费资助上来，取代之前的

科研评估系统 =>/（=-?-3.2, >??-??@-75 /A-.2*?-），

新系统将主要依据科研成果的引用程度，而非复杂

的同行评审过程［B］" 这项提案显然起到了为引用率

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献的引证关系能客观地反映科学文献之间的

内在联系，通过对期刊、论文和作者等进行统计分

析，可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 通常，综述及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性论文具有较高的引用

率" C-*@1 等［’ D E］研究发现，论文引用率会随着论文

长度、作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作者的知名度也会对

引用率产生影响，当作者少于 ( 人时，以“ 大人物”

（知名学者）为共同作者的论文可以更多地被引用；

引用率通常与期刊的影响因子有关；那些与某假说

验证有关的研究结果引用率通常较高；以英语为母

语的作者的论文在引用率方面通常具有一定优势；

来自顶级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作者通常比排名较低大

学或研究机构的作者更容易获得高的引用" F-G4
@37［%］发现，在新领域先发表的论文获引用次数比

后进者多，说得极端一些，科学家若希望名声大噪，

针对来年热门领域发表质量平庸的论文，效果可能

比在今年热门领域发表卓越论文更好" 而 H12,5I
等［<］研究证明，几乎在所有领域，科学家团队在知

识产出方面都比独自工作的科学家更具优势，他们

的论文通常具有更高的被引次数，且这种优势会与

时俱 增" 最 近，美 国 俄 亥 俄 州 立 大 学 的 天 文 学 家

J537-K［&$］也发现，随着论文长度的增长，平均被引用

次数增加" 当这一结果作为“ 新闻”在《F351.-》上发

布时，引起了较大反响，人们发现这或许意味着，研

究人员可以简单地通过拉长论文篇幅来获得更高的

引用率" 然而，天文学领域的这一发现是否具有普遍

意义，生态学论文的具体情况如何，是否存在类似规

律，影响论文引用率的因素到底有哪些？本文将基

于这些疑问进行有关探讨"

!" 所选期刊与数据来源

所选中文生态学期刊包括《 植物生态学报》、

《生态学报》、《应用生态学报》和《生物多样性》，英

文生态 学 期 刊 包 括《 /26:6+I》、《 /26:6+I C-55-.?》、

《/26?I?5-@?》和《C370?23L- /26:6+I》" 由于期刊论文

的引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故本文以 #$$! 和

#$$( 年数据为核心，并将年载文量较少的期刊的检

索年限相应延长，数据采集最早上推至 #$$$ 年" 调

查发现，#$$’ 和 #$$E 年论文的引用量一般尚较低，

故数据采集最晚截止至 #$$B 年" 于 #$$% 年 &$ 月 B
日从 MJM H-N 6; O76G:-0+-（ ,55L：P P L2?" *?*K76G:4
-0+-" 26@ P ）下载相关英文期刊数据，中文期刊则从

各期刊网站下载目录，采用 Q66+:- 学术搜索（ ,54
5L：P P ?2,6:3." +66+:-" 26@ P ）检索其刊载论文的被引

情况，抽样调查发现，采用 Q66+:- 学术搜索检索得

到的论文引用次数通常较 9FOM（ 中国知识资源总

库）的检索结果偏低，有些甚至存在较大差异，这可

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但限于

检索条件的限制，本文仍采用这一检索方式" 检索工

作在 &$—&& 月间完成，所有期刊论文均不包括纪

要、消息、文摘、书评等非研究性论文，各期刊的基本

情况见表 &" 为减小数据的分散程度，引用率采用年

均引用次数表达，即以引用次数除以距 #$$% 年的年

限作为年均引用次数［’］，数据采用 R*2.6?6;5 /A2-:
及 JSJJ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回归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 各期刊论文引用率情况比较

从表 # 可以看出，( 种英文期刊的年均被引次

数均值及中位数均远大于 ( 种中文期刊，差距约在

# T ( 倍" 各期刊年均被引次数的最大值与均值和中

位数均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U $V $&），即单篇具有

较高引用率的论文往往可以提高整个期刊的引用

率" 另一方面，所调查 % 种期刊年均被引次数的最小

值均为 $，说明任何期刊都存在低引用或无引用的

论文" 这表明虽然多数期刊经过十几年甚至近百年

的发展，其在读者心目中具有一定的经典地位及较

高的影响因子，但同一期刊的不同论文学术价值或

者潜在影响的差异非常悬殊" 而期刊在某年的影响

因子，指的是该刊前两年所发表论文在该年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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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统计源期刊基本情况

#$%& !" ’$()* (+$+,( -. +/0 1-,23$4( $( (+$+)(+)*$4 (-,2*0

项 目
!"#$

%&’(’)* %&’(’)*
+#""#,-

%&’-*-"#$- +./0-&.1#
%&’(’)*

植物生
态学报

生态学报 应用生
态学报

生物多
样性

语种
+./)2.)#

英3 文
%/)(4-5

英3 文
%/)(4-5

英3 文
%/)(4-5

英3 文
%/)(4-5

中3 文
654/#-#

中3 文
654/#-#

中3 文
654/#-#

中3 文
654/#-#

现任主编
62,,#/" #04"’,74/7&54#8

%((4-’/ 9: ;’(*’.< : =2,/#, :>；
6.,1#/"#, ?@

邬建国 董3 鸣 冯宗炜 沈善敏 汪小全

ABBC 年影响因子
!$1.&" 8.&"’, 4/ ABBC

DE FAA FE ABD AE GFD AE BGH HE GDD HE FIC HE DJF HE DID

数据覆盖年度
K#.,- "5." 0.". &’L#,#0

ABBI—ABBD ABBH—ABBD ABBB—ABBM ABBB—ABBM ABBB—ABBD ABBI—ABBD ABBI—ABBD ABBB—ABBM

观测数
9$’2/" ’8 ’N-#,L#0 1.1#,-

GGC DFG ICM IMF GBJ CDH HBBJ IJG

表 5" 各统计源期刊论文年均被引次数描述

#$%& 5" 633,$4 $702$80 *)+$+)-3 +)90( -. +/0 1-,23$4( $( (+$+)(+)*$4 (-,2*0

项 目
!"#$

%&’(’)* %&’(’)*
+#""#,-

%&’-*-"#$- +./0-&.1#
%&’(’)*

植物生
态学报

生态学报 应用生
态学报

生物多
样性

均值 :#./ ME HI GE BC IE CJ AE FJ HE MG HE CH HE IF HE IJ

中位数 :#04./ IE FB DE BB IE BB AE II HE HC HE AB HE BB HE BB

最小值 :4/4$2$ B B B B B B B B

最大值 :.O4$2$ CGE BB JFE BB AGE BB HJE AM HAE AB HME FB AGE DB HIE GC

的总次数与前 A 年该刊所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P 从

影响因子的定义来看，它是评价期刊质量的重要指

标，而不是评价期刊中某一具体论文水平的指标P 在

论文总量相同的情况下，某一期刊只有高质量的论

文多，被引用次数才多，影响因子才可能高P 从这个

意义上讲，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总

体质量 要 高 于 在 影 响 因 子 低 的 期 刊 上 发 表 的 论

文［HA］P 但在期刊论文的引用方面存在“ 二八效应”，

即 FBQ 的引用率来自 ABQ 的论文，期刊总引用中的

大部分是由少数论文贡献的，这种长尾现象表明我

国现阶段通常采用的以刊发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来

对作者进行评价难免失之偏颇P
5: 5" 作者数量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

5: 5: ! 各期刊论文作者数量情况3 对比中英文期刊

可以发现（表 I），D 种英文期刊 H 位作者的论文数

量百分比相对较高，《%&’(’)*》、《%&’(’)* +#""#,-》、

《 %&’-*-"#$- 》和《 +./0-&.1# %&’(’)* 》分 别 为

HCE GJQ 、HHE CIQ 、HBE DBQ 和 HBE GHQ ，而 D 种中文

期刊 H 位作者的论文数量百分比则相对较低，《 植

物生态学报》、《生态学报》、《应用生态学报》和《 生

物 多 样 性 》分 别 为 GE MCQ 、DE BMQ 、AE GFQ 和

FE BFQ P 这可能是因为，唯一作者通常意味着作者需

要在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后，独自完成一项研究的

试验设计、试验过程、数据处理及论文写作，抑或是

对一种新方法的探索或新理论的阐述及某研究领域

研究论题的总结与展望，这些均需要作者具有丰厚

的知识积累、高度的概括总结及系统性综合推理能

力，以及前瞻性的视野和敏锐的判断力P 近年来，虽

然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科学研究也通常处

于对国际前沿的跟进状态，在提出新问题、新方法以

及创建新理论方面的能力尚有所欠缺，体现在论文

上就表现为唯一作者的论文相对较少P 另一方面，与

人文社会科学不同，自然科学通常具有群体合作的

特点，且生态学研究通常涉及比较大的尺度，分支学

科间的交叉渗透日趋加剧，因此合著论文的比例日

益增加P 从表 I 可以看到，各刊合著论文的比例在

FAE IHQ RJCE IAQ P 从合著形式来看，D 种英文期刊

的合著者以 A R D 人为主（ 百分比超过 HBQ ），累计

百分比在 GHE GQ R CME JFQ ，以 A 人合著为最主要

的形式，表明在相当一部分领域中小规模（A 人）的

智力因素在研究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P D 种中

文期刊的合著者以 A R M S G 人为主，累计百分比在

CJE CJQ R JIE HHQ ，以 I R D 人合作为最主要的形

式P 即中文生态学论文通常由更多作者来完成，这一

方面说明中国学者更偏好合作，另一方面也可能与

存在挂名作者现象有关P
5: 5: 5 作者数量与论文引用率的关系 3 研究表明，

因为合著论文可能具有的“学者网络效应”，即多位

作者提高了论文在同行中被认知的可能性，故合作

MMAHM 期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肖3 红等：论文引用率影响因素———中外生态学期刊比较3 3 3 3 3



表 !" 各统计源期刊论文作者数量描述

#$%& !" ’()*+,-.,/0 /1 $2.3/+ $4/20. 1/+ .3( 5/2+0$6) $) ).$.,).,*$6 )/2+*(

作者数
!"#$%&
’(%")#

*+%,%-.
数 量

/"’)#0#.
百分比
12&+2)#

*+%,%-. 32##2&4
数 量

/"’)#0#.
百分比
12&+2)#

*+%4.4#2(4
数 量

/"’)#0#.
百分比
12&+2)#

3’)54+’62 *+%,%-.
数 量

/"’)#0#.
百分比
12&+2)#

植物生态学报

数 量
/"’)#0#.

百分比
12&+2)#

生态学报

数 量
/"’)#0#.

百分比
12&+2)#

应用生态学报

数 量
/"’)#0#.

百分比
12&+2)#

生物多样性

数 量
/"’)#0#.

百分比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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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B%#’, ;;9 7?? @8; 7?? >9= 7?? >=8 7?? ;?< 7?? 9@7 7?? 7??< 7?? ><; 7??
作者数均值
!C2&’-2 ’"#$%&
’(%")#

A: 89 >: 7< >: <= >: 7A >: @9 >: 99 >: <; >: =7

发表研究结果通常可获较多的引用次数［>］D 而一篇

论文有多个作者参与，可以在知识结构、学科交叉等

方面相互取长补短，发挥群体智力和优势，有助于提

高研究水平D 将表 > 中的作者数量百分比例较小的

合并入就近组别，对作者数量和年均引用次数进行

分析，结果见图 7D 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期刊的作者

数 量 与 年 均 引 用 次 数 间 呈 现 不 同 的 变 化 趋 势，

《*+%,%-.》和《应用生态学报》的作者数量与年均引

用次数间 存 在 一 定 的 正 相 关 趋 势；《 植 物 生 态 学

报》、《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学报》则呈现一定的波

动，即一定数量的合著作者（分别为 @、A、A）拥有最

大的年均引用次数，而过少或过多则相反；《*+%,%-.
32##2&4》作者数与年均引用次数的关系较为特别，即

年均引用次数在作者数少于 = 的情况下趋于下降；

《*+%4.4#2(4》在作者数为 @ 时出现一个引用的峰

值；《3’)54+’62 *+%,%-.》则出现了 7 位作者年均引

用次数最高的情况，针对这种特殊情况的进一步探

索发 现，这 是 因 为：E" FG 的“*HH2+#4 %H +$’)-0)-
4+’,2 %) ,’)54+’62 6’##2&) ’)’,.404：4+’,0)- &2,’#0%)4”

累计被引 9; 次，年均引用次数为 7<；B04+$2)5%&H 3
的“I’) ,’)54+’62 0)50+24 6&250+# 2+%,%-0+’, 6&%+24424

+%)404#2)#,.？”累 计 被 引 8A 次，年 均 引 用 次 数 为

77: 97；F’2-2& F!G 的“ 3’)54+’62 50C040%)，46,0##0)-
0)52J，’)5 2HH2+#0C2 (24$ 40K2：)2L (2’4"&24 %H ,’)5M
4+’62 H&’-(2)#’#0%)”累计被引 87 次，年均引用次数

为 7?: 7>，这些具有“ 超高”引用率的论文将 7 位作

者论 文 的 年 均 引 用 次 数 平 均 值 从 A: ;< 拉 升 至

>: @@，导致了图 7 中的结果，其他期刊也会存在类似

现象D 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所有期刊最多作者数（ 各

小图中最后一个柱图）均具有较高的年均引用次

数，暗合了其他研究结果中所表述的作者数增多可

提高引用率的结论，但实际上并不存在作者数多引

用率必然高的普遍规律D
78 !" 论文长度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

78 !8 9 各期刊 论 文 长 度 情 况 N 从 表 @ 可 以 看 出，

《*+%,%-.》、《*+%4.4#2(4》和《 3’)54+’62 *+%,%-.》的

平均论文长度接近国内 @ 种期刊长度平均值的 A
倍，《*+%,%-. 32##2&4》因其将期刊定位于快报，且论

文内容限定于：7）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内激动人心

的新发现；A）具有新意的述评；>）热门领域重点论

题的综述，故其论文长度相对短小，但也较 @ 种中文

期刊稍长D 在中文期刊中，《 应用生态学报》的论文

;=A7 应N 用N 生N 态N 学N 报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A? 卷



图 !" 作者数量与年均引用次数的关系

#$%& !" !"#$%&’()*&+ ,"%-""( $.%*’/ $0’.(% $(1 $((.$# $2"/$3" 4&%$%&’( %&0")5

篇幅最短，这是因为 6778 年以前该刊研究论文的摘

要、综述及研究简报均采用小 9 号字排版，而参考文

献更是采用 8 号字，单版（ 页）信息量相对大一些，

而平均页码偏低5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汉字的信息量

相对较大，但粗略估计，: 篇英文期刊论文的信息量

仍大约相当于中文论文 6 篇左右的信息量，这说明

国内论文的信息量偏少5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国内的

考核指标倾向于考察研究人员产出论文的数量，故

一定程度上存在“ 文短篇多”策略；此外，研究项目

必须发表论文，评定职称、评定成果，以及研究生需

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才能取得学位等，导致作者追

求论文数量，如发表不成熟的研究结果，或者将 : 篇

论文拆成几篇发表5 而一篇信息量不大的论文不容

易引起读者的兴趣，自然被引用的机会就低，而如果

论文的核心内容信息量偏少，则是致命的，会严重影

响论文的质量5 只有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才会赢得

更多的引用率，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与论述问题的

新颖性、解答方法的先进性和结论的实用性直接相

关，扩大论文的信息量是提高其质量乃至引用率的

重要一环5
’( )( ’ 论文长度与引用率的关系 ; 从图 6 可以看

出，与 作 者 数 量 对 年 均 引 用 次 数 的 影 响 不 同，除

《<$(1)4$+" =4’#’3>》外，各期刊的论文长度与年均

被引次数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论文

长度的增加，年均被引次数增多，这与 ?%$("@［:7］在

天文学领域的研究结果一致5 从表面上看，论文的长

度与质量并没有必然联系，即并非长的论文一定优

于短的论文，而一些重大发现也是以较短小的论文

加以阐述的，如 ABC 的双螺旋结构等5 如前所述，评

价一篇科技论文质量高低主要是以该论文所论述问

题的新颖性、解答方法的先进性和结论的实用性作

为标准5 实际上，科技论文中的立题完全创新的不占

多数，而从不同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最新（ 不一定是

完全创新）问题的科技论文却占大多数，这类论文

的质量主要是看解答方法的先进性和结论的实用

性5 这方面，论文的质量与论文的信息量和解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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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统计源期刊论文长度描述

#$%& !" ’()*+,-.,/0 /1 -$-(+ 2(03.4 1/+ .4( 5/6+0$2) $) ).$.,).,*$2 )/6+*(

论文长度
!"#$% &$’()*

（#"($）

+,-&-(.
数 量

/0"’)1).
百分比
!$%,$’)

+,-&-(. 2$))$%3
数 量

/0"’)1).
百分比
!$%,$’)

+,-3.3)$43
数 量

/0"’)1).
百分比
!$%,$’)

2"’53,"#$ +,-&-(.
数 量

/0"’)1).
百分比
!$%,$’)

植物生态学报

数 量
/0"’)1).

百分比
!$%,$’)

生态学报

数 量
/0"’)1).

百分比
!$%,$’)

应用生态学报

数 量
/0"’)1).

百分比
!$%,$’)

生物多样性

数 量
/0"’)1).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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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深度是有联系的，而论文的长度与这两者就有

很大关系［6］D 一篇较长的论文通常会包含较详尽的

背景资料、研究方法、逻辑紧密完整的研究内容以及

深入透彻的讨论等，正因为可资借鉴的内容较多，故

可以获得较多的引用D 类似的有趣现象在互联网的

链接也存在，即网络中较长的文章更容易吸引链接，

其原因也在于长的文章通常就某个话题进行深入分

析，具有权威性，其他网站会容易发现这种文章的价

值，把它当作资源进行引用D 尽管如此，论文的写作

仍应建立在完整、独立和自足的原则上，即有话则

长，无话则短，无谓地拉长篇幅并不是一件容易并真

正会带来“效益”的事情D
78 !" 期刊影响因子与论文引用率的关系

采用各期刊统计年的平均影响因子和篇均年均

引用次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图 ;），二者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发表在影响因子较高期刊的论

文引用率更高D 这与 2$140 等［<］及江济化等［7;］的结

论一致D 这一方面因为正是个别论文引用率的组合

构成了期刊的影响因子，二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

定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期

刊的影响因子越大，读者群就越大，其影响力及说服

力也越大，这些均会对其论文的被引用起到促进作

用D 恐怕这也是人们通常尽力将论文投向一流期刊

的原因吧D
为了解中外期刊论文引用率的变化动态，于

688= 年 7 月 6= 日对 ? 种期刊的年均被引次数前 78
名的论文进行再次检索发现：7）@ 种英文期刊优秀

论文的总被引次数均具有较快的增长速率，期间

（688? 年 77 月至 688= 年 7 月 6= 日）最高增长率为

7@9 ?E ，说明其影响的持续年限及影响力均较强，而

中文生态学论文的总被引次数增长较慢，相比之下

确存在一定的差距；6）与 FGF 数据库相比，H--(&$ 学

术搜索引擎的检索范围更大，这是因为 H--(&$ 学术

搜 索引擎是建立在H--(&$技术基础上的直接面向

?:67 应I 用I 生I 态I 学I 报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68 卷



图 !" 论文长度与年均引用次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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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论文引用率与期刊影响因子的关系

#$%& ’" !"#$%&’()*&+ ,"%-""( 3&%$%&’( %&4") ’6 +$+". $(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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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需要的学术资源网络检索工具，它在数以亿计

的面向互联网的开放网页中自动提取学术内容，并

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学术资源，因为包括了 898 所不

涵盖的非期刊文献［:;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基于

898 数据库的统计结果起到补充作用5

’" 讨" " 论

’( )" 构建客观的科技论文质量及作者评价体系

论文评价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5 现阶段，国内

不少机构在评价科技论文的价值时，往往看它发表

在哪个期刊，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多少5 国家有关机构

每年公布各个高校、科研院所被 9>8 收录的论文数，

以及收录论文被引频次的排行榜，以此反映各个单

位的科研水平5 许多单位也专门订出条例，对论文被

纳入 9>8 的本单位人员进行表扬并给予物质奖励5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国多数学者，更关心本人有几

篇文章被收录，从而作为晋升职称或领取奖金的凭

证5 不可否认，期刊的影响因子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

论文的份量及影响力，因为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

发表的论文的总体质量要高于在影响因子低的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5 正因为如此，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已被立法作为

国家评估研究者科研能力系统的一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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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期刊影响因子本身体现的是期刊的总

体水平! 一篇论文被某刊收录，只能说明它通过了在

该刊上发表论文的审核标准，但发表在同一期刊的

论文有的被引频次特别高，而有的特别低，甚至没有

被引用，说明论文间的差距实际上可能很大! 即某刊

影响因子高，只能说明该刊的学术水平和在该领域

内的地位和声望较高，影响面较大，发表的论文整体

水平较高，但不能说明所刊发的每篇论文均具有较

高价值［"#］! 一定程度上，期刊的影响因子反映了论

文的形式价值，而论文的被引频次即引用率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其学术价值，因为论文被引用，说明

论文受到了同行关注和某种程度上的检验和认可，

可以反映学术界同行对有关学者学术成果的关注与

重视!
当然，将引用率直接与学术水平画等号也不尽

合理，因为这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且引用率与学科性

质、某一学科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的多寡、期刊发表

论文的偏好等各种因素均相关! 此外，引用行为动机

的复杂性、漏引现象的存在、引用率在不同学科之间

存在不可比性［"$］等也会妨碍引用率的客观性!
%&&’ 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学家

()*+,-［%&］提出一种定量评价科研人员学术成就的新

方法———( 指数! ( 指数是指一位科研人员至多有

-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 次! 虽然 ( 指数已经

被公认为一种定量评价科研人员学术成就的指标!
但 ( 指数也有其局限，如不适合用于评价年轻科学

家及历史上科学大师的成就! 而由科学家和医生组

成的 非 营 利 机 构 ./01（ .234), /)3*5*6 07 1,)89,8
:;<），近期宣布将推出一种新的论文评价标准：单

篇论文影响力! 即给 ./01 数千篇的论文标记上“ 标

签”，这个标签包括使用数据、页面浏览量、从 1,0=
>2+ 和 ?*0++@87 获得的引用次数、社会网络链接（ +0=
,)54 98AB0*C)9D 4)9C+）、媒体报道、评论以及读者等级

（2+8* *5A)9D+）等［%"］! 正确把握科研评价的角度，确

保评价的公正性，对促进我国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最近

已提出，科研人员评价体系将淡化论文与奖励数量，

这表明我国的科研管理者已注意到当前科研评价体

系存在的问题! 而我国最终应该建立起专家评审和

科学引文计量相结合的制度，尤其是以同行专家评

审为主，以科学引文计量、( 指数及论文影响力等为

辅的制度，并应提倡科学论文内在价值的判断! 专家

评审制度的缺点是容易使评审结果受到人为因素的

干扰，特别是在不能超越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时，专

家评审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将受到严重威胁，而专家

评审与量化指标相结合，可以取长补短，从而更有利

于公正地评审科研成果［"$］! 此外，需要改进对专家

评审行为的监督和举报制度，使科研评价系统日益

完善和客观! 在项目评价体系中，一些创新性强的项

目常常很难得到共识! 因为一条新路可能会失败，在

投票的时候就可能不被赞成，这是同行评议的保守

性所决定的，所以要不断完善评价体系，使得最有创

造性的想法能够得到及时的支持!
如何准确有效地对学术质量进行评价乃至找到

一个行之有效的研究基金分配方式已成为全世界科

学界关注的焦点! %&&# 年，英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

会（(<E?<）的评价成本为 "%&& 万欧元，是 %&&" 年

的 % 倍［%%］! 正因为专家评价体系存在运行成本高、

管理机构负担沉重等问题，(<E?< 考虑采用基于各

种指标体系的“ 研究优异性评价框架”来取代现有

的评价系统! 然而，近期《;5A2*8》连续就此发表评论

认为，基于引用率等指标的研究评价体系的有效性

值得怀疑，可能难以有效代替专家评审 F 同行评议!
仅就引用率而言，就有如下反例，《;5A2*8》%&&G 年发

表的论文中引用率排在第三位的是一篇有关人类基

因组功能片断筛选方法的论文，基于其在方法及技

术层面的重要性，截止到 %&&$ 年 " 月，其被引次数

已达到 %G% 次! 相比之下，该刊同年发表的一篇探讨

质子泵在细胞膜间对质子进行运输的工作原理的论

文，只被引用了 "& 次! 即一些新的突破性技术会因

大量研究人员的使用而被反复引用；而一些意义深

远的研究结果可能因为其影响范围的大或小而得到

多或少的引用；更有一些“慢热者”的影响需要一个

缓慢的释放过程，在一段时间后才会“ 暴发”! 而一

个基于引用次数、共引情况（ 如果 H 和 I 均被 ? 引

用，说明两者间具有某种联系；如果它们被多篇论文

同时引用，说明其高度相关）、下载量、标签（基于自

由分类）、增长和衰减系数等多指标的评价体系的

有效性仍需在不同学科中进行广泛的验证! 因此，截

止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专家评审 F 同行评议虽然远

不 是 没 有 瑕 疵 的 评 价 方 式，但 它 仍 然 不 可 或

缺［%J K %L］!
!" #$ 引用率最大化下作者论文写作与投稿决策

科技论文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一直备受科研管理人员的重视，而对论文的关注，正

在逐渐从关注发表论文的篇数，转向更加注重论文

的质量和论文的影响力! 被引次数可以一定程度上

测度论文的学术价值及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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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位，且论文的引用等级确实会影响科学工作者

的职业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论文在写作之初就应

将引用率最大化作为一个目标! 那么如何实现引用

率最大化呢？以下方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找准

适合自己的期刊发表论文，会更加有利于提高引用

率! 论文发表在不同期刊上的效果会不同! 顶级期刊

的论文虽然更能打动资金评审人员，但其编辑审核

及同行评议均较苛刻，所以要想在顶级期刊上发文

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如果选择花费一年时间在顶

级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不如在次级期刊上多发表

几篇文章［#$］，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确有那么多

论文可发! #）论文内容尽量充实、完整，即注重论文

的质量! 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包括：!具有一定的原创

性；"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和

借鉴意义；#对其他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具有一定

的吸引力；$支持结论的方法要严谨、论据要充分!
虽然正如李淼［#%］在其博客中所说：“每个人一生避

免不了会写几篇垃圾文章，如同大文豪一生避免不

了写几篇味同嚼蜡的文章，大诗人避免不了写几首

没有人读的诗一样! ”尤其在以量论英雄的时代，存

在为写而写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但随着科技评价

体系的日益健全，很多人可以不再为写而写，可以

“欲说还休”!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对论文进行

精雕细琢，做到逻辑严密、结构紧凑、分析深入、语言

精炼，达到以质取胜的效果! &）选择合适的合作对

象，并在合作过程中寻求共识、避免争端! 研究发现，

与同等级或更高等级机构的人员合作，研究成果获

引用次数较高［#’］! (）争取首发权! 由于在引用上存

在“先驱者优势”效应，即在新领域先发表的论文获

引用次数比后进者多［)］! 故对未来热门领域的预见

能力可以帮助研究者成为先驱，并因此在引用次数

上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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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生态学论文引用率的影响因素入手，对

中外 ) 种生态学期刊的论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虽然随着作者数量的增加，论文被引频次趋于增

加，但这一规律有例外；论文长度与引用率间存在着

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会对

论文的引用率有促进作用! 虽然本文的初衷在于发

现和寻找这些规律并为生态学论文的写作提供一些

有效的借鉴，但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本文调查时间及

样本量上的局限性，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具有一定的

统计学意义，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科学像任何其他活动

一样充满生机，正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

的活动之一，它充满着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
一个良好的科研体制，应该引导科研人员关注科学

研究本身，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真正有

意义的研究! 中国科技界、学术界，要产生有影响力

的成果，应该更关注学术研究本身，按照学术研究规

律引导研究人员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 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进一步改善学术研究

氛围，从而提高学术研究的整体质量!

致* 谢*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曾德慧研究员在

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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