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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2009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板) 中包括的广东省所主办的期刊统计数据，从相对被引频次、相
对影响因子、离均差率、扩散指标、基金论文比和地区分布情况等 6 个期刊评价的相对指标，对广东省科技期刊的引证情况、期
刊影响力进行了统计分析与评价，运用综合评价总分对各期刊所处的学科位置进行了概述。广东省科技期刊的影响力较大，

大部分期刊在全国都处在较为领先的位置; 已经有一些知名度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名刊、大刊; 广东

省科技期刊存在个体差异，学科发展稍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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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是一个经济大省，现在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

文化最开放的省份之一。在科技发展方面，根据广东省的

“十一五”计划，广州和深圳两市将成为国家自主创新试点城

市和全省自主创新基地及创新型城市，进一步辐射带动全

省; 珠江三角洲地区将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主; 东西两翼

产业将优化升级，加大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力

度［1］。衡量科技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就是专利的产出

以及科技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根据 2008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

统计数据，广东省在 2008 年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为 7604

件，居全国第一。

广东省国际国内论文总数为 41054 篇，位于全国第四

位。广东 省 2006 年、2007 年 的 研 发 ( R＆D ) 经 费 总 和 为

717. 3 亿元，在全国居第三位。广东省的 2008 年国内发明专

利授权数与 2006 ～ 2007 两年 R＆D 经费总和的比率为 10. 6

( 件 /亿元) ，在两年 R＆D 经费总和超过 500 亿的 6 个省市中

是最高的［2］。

相对于广东省的科技产出与科研经费的投入，那么广东

省科技期刊的发展状况又如何呢? 本文从《2009 年版中国

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版) 1868 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

提取出广东省主办的期刊，对其总被引频次( TC) 、他引率

( OC) 、影响因子( IF) 、基金论文比( RF) 、扩散指标( DD) 、综

合评价总分( TS) 等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对广东省的科技期

刊的发展可能窥见一斑，也为广东省科技期刊未来方向、学

科领域的建设以及科技发展制定规划提供参考。

1 广东省主办期刊在全国的概况

《2009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板) 共包括

1868 种中英 文 科 技 期 刊，以 中 国 科 技 论 文 与 引 文 数 据 库

( CSTPCD) 为基础，58 个分学科的重要科技期刊作为来源期

刊。在 1868 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北京主办期刊占最大

比例，达 30%以上，在其他省市中大于 3% 的有 7 个，分别是

上海、江苏、湖北、四川、陕西、辽宁、天津、广东，而低于 1% 的

有 13 个省，广东省机构主办的期刊共有 59 种( 3. 1% ) 入选

了《2009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板) ，共涉及 29

个分学科，各期刊及所属学科领域以及各个评价指标如下表

1。在这 59 种期刊中，汕头市、湛江市和深圳市各有 1 种期

刊，其余的 56 种均在广州市。

2 从广东省科技期刊被引指标看其在科技交流中

的地位

2. 1 从总被引频次来看科技期刊的受重视程度

指标总被引频次( TC) 可以反映该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

的程度，在学科领域的地位。但是，它也受一些因素的影响，

比如不同学科的期刊其被引频次就存在很大差别，而且即使

同一学科的期刊，创刊年不同，发文量不同都会影响总被引

频次的大小。所以我们选用相对被引频次( 各期刊被引频次

与其所属学科平均被引频次的比值) 来进行比较，这个比值

是一个相对值，即反映该期刊在该学科的大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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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有 20 种期刊( 占广东省科技核心期

刊总数的 33. 9% ) 的总被引频次大于它所属学科的平均被

引频次，在这 20 种期刊中，学报类 5 种，医药、卫生类 10 种。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的被引频次是基础医学类平均被引频

次的 4 倍多，这可能是由于它的创刊年比较早，而且发文数

也比较多。另外，《机床与液压》的被引频次与均值的比值也

很高，它是 1973 年创刊，而且发文篇数达到 1000 篇以上。

从表中还可以看出，有 20 种期刊总被引频次不到学科平均

被引频次的一半( ＜ 0. 5) ，其中有 6 种期刊是在 1995 年以后

创刊的，所以被引次数较平均值低一些。而《热带医学杂志》

是 2001 年创刊的，发文量中等，但是它的总被引频次与该学

科的平均值相差不大，在全国范围的总被引频次较其他新创

刊的期刊来说相对较高。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总被引频次受

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单纯地将其进行简单数值的比较，我

们应该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对期刊进行分析。

2. 2 各种科技期刊的他引率

在表 1 中，约 2 /3 的期刊的他引率( OC) 超过全国核心

期刊他引率的平均值，说明这些期刊在其他期刊中的影响力

还是比较高的。其中，《中药材》的总被引频次最高，他引率

也较高，为 92%。可以看出，总被引频次高于全国平均值的

期刊中约有 3 /5 是医药、卫生类期刊，这说明广东的医药学

科发展较为突出。《热带医学杂志》的他引率较低，因为它是

学科范围比较狭窄的期刊，而且同类型期刊又极少，所以自

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从总体上来看，广东省的 59 种期刊的刊均被引频次为 795，

其中≥1000 次的有 19 种，比例为 32. 2%。全国 1868 种期刊的

刊均被引频次为 804，其中≥1000 次 /刊的有 447 种，比例为

23. 9%。将这些数据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广东期刊的刊均被引

频次略低于全国的平均值，但被引频次大于 1000 次的期刊比例

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说明广东期刊的个体差异较大。

2. 3 从影响因子看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影响因子( IF) 是一个相对的统计量，排除了不同载文量

的干扰。通常来说，期刊的影响因子越大，他的学术影响力

和作用也就越大。不同学科领域的影响因子差异较大，所以

我们选用相对影响因子( 各期刊影响因子与其各自所在学科

平均影响因子的比值) 作为比较指标，如果比值大于 1，说明

该刊的影响因子大于各自学科的平均影响因子。

从表 1 可以看出: 有 26 种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于各自学

科的平均水平，其中有 4 种超过本学科平均水平的 2 倍，以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表现最为突出; 有 33 种期刊的影响因

子低于各自学科的平均水平，其中有 8 种未达到本学科平均

值的一半。

在这 59 种期刊中，个体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影响因子最

高的是《大地构造与成矿学》，为 1. 548。广东省 59 种期刊的

影响因子平均值为 0. 461，略高于全国均值( 0. 445 ) ，这说明

广东省科技期刊总体的影响力在全国来说比较靠前的，59

种期刊中有 27 种( 占 45. 8% ) 的影响因子超过全国核心期

刊影响因子的平均值，这样才能带动广东省整体平均影响因

子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上分析说明，广东省科技期刊在全国的优势还是存在

的，医药学类的发展尤为突出。鉴于广东省的地理位置，关

于热带环境的一些期刊影响较大。这表明广东省已经有一

些知名度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名刊、

大刊。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科分布不均衡，工科的期

刊较少，而且有的子学科基本没有核心期刊。

2. 4 从离均差率看期刊所处的相对位置

离均差率是指期刊的某项指标与其所在学科期刊的平

均值之间的差距与平均值的比例，等于( 被评期刊指标值 －

学科指标均值) /学科指标均值。这项指标可以反映期刊的

单项指标在学科中的相对位置。广东省 59 种科技期刊总被

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的离均差率散点图如图 1。如图所示，有

31 种期刊( 占到广东省期刊总数的 52. 5% ) 是处在第三象限

的位置，表示这些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均低于各自

学科平均水平; 第一象限的点较为分散，说明这些期刊个体

差异较大，有 17 种期刊( 占 28. 8% ) 的点落在第一象限，其

中《中国病理生理杂志》的散点较为特殊，它的横坐标在最右

端，是因为它的总被引频次是所在学科平均值的 4 倍多;《大

地构造与成矿学》的散点位于第二象限，它的影响因子高于

所在学科平均值，说明前两年发表的论文质量都很高。《机

床与液压》处在第四象限，与第二象限的点正好相反，影响因

子低于所在学科平均值，但总被引频次高于平均值，说明该

刊可能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次数不是很高，也可能

是近些年发表的论文数较多而导致影响因子低于平均值。

2. 5 从学科扩散指标看期刊的影响范围

表 1 中的学科扩散因子( DD) 大于 1，说明引用该刊的期

刊数量大于其所在学科领域全部期刊数量，而 DD ＜ 1，引用

他的期刊也可能有其他领域的期刊。广东省 59 种科技期刊

的 DD 如表 1，可见，《控制理论与应用》的学科扩散指标较

高，说明它被其他很多学科领域的期刊引用，它的扩散范围

很大。平均而言，学科扩散指标高的期刊，其所在学科领域

的期刊数量较少。

3 广东省科技期刊来源指标

3. 1 作者地区分布

广东省 59 种科技期刊论文第一作者的地区分布如表 2。

表中数据显示的是某种期刊中来自某一个省份论文第一作

者数量。纵向来看，这些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来源最多的是

广东本省，其次是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省市。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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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东省各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的离均差率散点图

向看，可以显示出各种期刊论文第一作者地区分布，有一些

期刊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论文第一作者来源，但是有些期

刊论文第一作者基本来源于广东省，这样也侧面反映了期刊

在全国的影响力。如《中药材》，在全国 31 个省( 市、自治

区) 都有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这说明它的影响力很

大，国内很多学者会给该期刊投稿。但是像《广东林业科

技》，论文基本来自本省，对于这种期刊，要先提高它在国内

的影响力，吸引其他省市优秀的作者投稿，这样才能提高期

刊的地区辐射影响力。

3. 2 从基金论文比看期刊论文学术质量

基金论文比( RF) 指标可以衡量期刊论文的学术质量。

广东省科技期刊的基金论文比数据如表 1。可以看出，全国

1868 种核心期刊的基金论文比平均值为 0. 46，据文献［4］大

于等于 0. 80 的期刊有 287 种，所占比例是 15. 4%，而广东省

59 种核心期刊中，基金论文比的平均值为 0. 45，大于等于

0. 80 的期刊有 11 种，所占比例是 18. 6%。这说明广东期刊

的基金论文比与全国水平相当，而基金论文比高的期刊数所

占比例要略大于全国的比例。

基金论文比 跟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有 重 要 的 联 系。根 据

《2007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在所有省份的科学基

金与资助产出的论文数中，广东省排名第 2 位。地区科学基

金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丰富了中国基金

资助的体系［2］。

在广东省期刊基金论文比率由高到低排名靠前的期刊

所属的学科是高校学报类、地学、水产学、农学，而相对靠后

的便是临床医学。根据《2007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

结果显示，我国科学基金资助的学科有明显侧重，物理、化

学、地学、生物学的基金论文比很高，这是我国长期重视基础

科学的结果; 水产学、林学、农学等农林牧渔业的基金论文比

较高，这是中国长期侧重农业发展研究方针的结果; 工业技

术类中的环境科学的基金论文比也很高，说明我国在经济发

展中密切关注环境; 而医学领域特别是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

与卫生学的基金论文比最小，原因有可能是医学领域发表的

论文总数相对较多，所以基金论文比偏低。这个规律符合广

东省期刊的基金论文比状况［3］。

4 广东省期刊在各学科领域中的全国排名情况

4. 1 各期刊的综合评价总分排名

综合评价总分( TS) 是《2009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

告》中新增加的一个评价指标，该指标是根据科学计量学的

原理，系统性地综合考虑被评价期刊的各影响力指标( 总被

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基金论文比、引文率等) 在其所在

学科中的相对位置，并按照一定的权重系数将这些指标进行

综合集成［4］。从表 1TS 一列可以看出，综合评价总分最高的

期刊为《癌症》，分数为 74. 8，在所有的 1868 种期刊中排名第

78 位;《移动通信》是得分最低的，仅为 2. 7 并且在 1868 种期

刊中排最后一位。相比之下，广东省有 27%的期刊在全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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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 1 /4，有 15%的期刊是处在全国后 1 /4 的位置。说明广

东期刊的综合评分处在中间位置的期刊较多，有很大的可发

展空间。

4. 2 广东省各期刊在该学科领域的排名位置

从表 1 最后两列中可以看出，按综合评价总分每种期刊

在其所属学科领域的排名情况，该期刊相对位置的百分率表

示在该期刊前有百分之多少的期刊，如《中山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在综合类排名第 7，而综合类总共有 83 种期刊，说明

有 7. 2%的期刊的排名在《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前。

这个百分率可以显示出该期刊在所在学科领域的相对位置。

还可以看出，在医药、卫生类的各分支学科领域中，至少

会有一种期刊在前 25% 之内; 在外科学类，《中华显微外科

杂志》的排名第 7，百分率为 11. 8% ; 在内科学类，《中华肾脏

病杂志》排名第 6，百分率为 12. 2% ; 在中医学与中药学类中，

三种期刊的排名均在前 25%以内，说明广东省该学科的期刊

都较为优秀。

因此，从以上两个角度来看，广东省的科技期刊在全国

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分散，有优势期刊，也有发展相对较慢的

期刊，同种学科中还存在着一些竞争，各刊要发挥优势，弥补

劣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5． 广东省的期刊所属学科发展现状

由上可知，广东省科技期刊的学科发展不太均衡，有一些

学科的发展领先，有些学科则基本没有核心期刊。表 3 是

2007 年度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的学科、地区分布，选择了北京

进行比较，因为北京的科技论文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和北京市在各个学科的论文数所占

整个学科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广东省该领域的期刊数。

表 3 2007 年北京和广东发表的科技论文占全国相应学科论文的比例及其期刊数

学科
北京

比例 刊数

广东

比例 刊数
学科

北京

比例 刊数

广东

比例 刊数

数学 0. 08 11 0. 05 0 工程与技术基础学科 0. 13 10 0. 04 4
力学 0. 17 5 0. 03 0 矿山工程技术 0. 14 8 0. 02 0
信息、系统科学 0. 13 6 0. 02 1 能源科学技术 0. 22 13 0. 03 0
物理学 0. 17 15 0. 03 0 冶金、金属学 0. 13 12 0. 04 0
化学 0. 11 13 0. 06 1 机械、仪表 0. 09 23 0. 04 2
天文学 0. 25 2 0. 03 0 动力与电气 0. 14 8 0. 04 0
地学 0. 27 57 0. 05 6 核科学技术 0. 29 5 0. 01 0
生物学 0. 11 30 0. 07 0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 0. 14 24 0. 04 2
预防医学与卫生 0. 13 9 0. 09 3 计算技术 0. 15 16 0. 04 0
基础医学 0. 11 29 0. 11 7 化工 0. 11 18 0. 07 1
药学 0. 12 11 0. 07 1 轻工、纺织 0. 06 14 0. 08 0
临床医学 0. 11 67 0. 09 17 食品 0. 06 0 0. 13 1
中医学 0. 12 13 0. 1 3 土木建筑 0. 13 17 0. 06 0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0. 17 8 0. 07 0 水利 0. 13 6 0. 03 0
农学 0. 09 23 0. 05 2 交通运输 0. 14 7 0. 04 0
林学 0. 16 7 0. 06 1 航空航天 0. 27 15 0. 01 0
畜牧、兽医 0. 11 4 0. 04 0 安全科学技术 0. 22 0 0. 01 0
水产学 0. 02 1 0. 13 2 环境 0. 17 13 0. 07 1
测绘科学技术 0. 19 0 0. 03 0 管理 0. 2 9 0. 05 0
材料科学 0. 14 11 0. 04 1 其他 0. 14 0 0. 05 0

注:《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暨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医学版》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属于综合类期刊，没有列入表中

统计)

广东省数学类的论文有 368 篇，占全国数学类论文的

5%，但是广东省没有数学类的核心期刊，很多优秀的论文投

到其他省市的期刊中，这也表明广东省数学方面具有很强的

竞争力。
在医学领域的六个子学科中，广东省的实力都是比较强

的，广东省的论文数占其所在学科的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在全

国范围内都是比较大的，基本都在 10%左右。在基础医学类

比较突出，广东论文数与北京的论文数持平，而且有 7 种核

心期刊。
水产学方面，广东的论文数占到了全国的 13%。广东濒

临南海，有优秀的水产研究所，核心期刊有两种，占水产学核

心期刊总数的 20%。
地学领域包含了地球科学、地质科学、地理科学、大气科

学、海洋科学这五个学科。目前海洋的开发已经成为了国家

的发展战略，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国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的

提高，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广东省濒临南海，拥有很长的海岸

线，岛屿众多，海洋空间资源、生物资源、油气资源、海洋能资

源以及海洋化工资源等十分丰富。广东省在 1999 年提出了

“广东 1999 －2010 年的科技兴海计划”，详细提出了针对海洋

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规划，创建了许多海洋技术开发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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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目前这一计划已经接近尾声，在科技研发的过程中，应该

利用其研发结果创办期刊，为其他沿海城市树立榜样。
在广东省“十一五”计划中，有几个重点领域和优先主

题，但相关期刊的发展不理想，如信息与通信、新能源开发与

利用等。事实上深圳市的信息与通信领域在全国都是十分

靠前的，国内很多重要的信息通信企业都在深圳市，这说明

这些企业应用其研发结果创办期刊的意识还不够强。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十二五”规划期间，科技

部将高度重视和发展低碳技术，把低碳技术作为重点内容纳

入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与相关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针对这一点，广东省科技期刊可以在能源和环境方面多发论

文，为开发新的能源以及保护环境作出重要贡献。

6 结论

广东省 59 种科技核心期刊的平均被引频次跟全国的平

均值基本相当，总被引频次大于 1000 的期刊比例要高于全

国的平均水平; 平均他引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影响因子

平均值略高于全国核心期刊均值，这说明广东省科技期刊在

全国的影响力较大。
论文的学术质量是影响期刊影响因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刊载大量原创性论文、基金课题论文、信息量丰富的综

述性论文，能够提升期刊的影响因子。同时，还要注意各学

科期刊的特色，走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创建特色品牌的期刊，

努力使刊载的文章成为学科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例如，广

东的中医药学发展较为突出，可创建中医药学名刊; 其热带

地理环境决定可以创办热带地理相关名刊。
广东省期刊基金论文比与全国的平均值相当，而基金论

文比高的期刊数所占比例要高于全国。广东省的经济发达，

这也为其基金来源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众多高校和优势学

科的重点发展，为其吸引外界的基金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有

余力，广东省应在不放松重点学科基金供求的前提下，为相

对较弱的学科进行资金扶植。
广东省的部分期刊在全国处在较为领先的位置，而且许

多学科领域有较为优秀的期刊，这就为学术成果的发表、学
者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广东省的学科发展稍不平均，对于一些重点学科如医药

领域发展是比较迅速的，而有些学科领域的论文产出量较

大，但却在其他省市的期刊上发表。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这

些学科要首先发展省内的一些期刊，吸引本省的论文，提高

其影响力，使其早日成为该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广东的学

科发展还应该紧跟国家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关注

国家近期的发展重点，为科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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