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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知网的＂学科评估论文查询系统＂为工具，从外
稿发稿比、他引频次、外稿贡献比、外稿贡献偏差入手，对高校自

然科学学报（以下简称高校学报）的内向性进行了统计分析。发

现：高校学报与专业期刊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而且学校

的层次越高，内向性越强；无论外稿发稿比的大小，高校学报的

外稿贡献偏差均为负值，即外稿的贡献比均小于外稿的发稿比。

我们提出的贡献偏差的概念，有助于高校学报寻找进一步提升

学术影响力的方向———寻找内外稿件的平衡点和突破平衡的方

向，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高校学报的学术传播作用和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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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以下简称高校

学报）的内向性一直受到人们的诟病，很多文献对高

校学报的内向性以及给学报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

进行了阐述［１３］。坦率地说，其中的有些责难缺乏认

真思考，有失偏颇。教育部的有关文件就曾指出：“高

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

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的重要园地”［４］，学报“是展示高校学术水平的重要

窗口，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发现培养

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是塑造学校形象、创造学校品牌

的重要途径”［５］。也有一些文献从高校学报的属性和

定位等特殊性出发，对高校学报的“内向性”等做过比

较客观、公正的评论［６７］。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对高

校学报学术信息传播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文

献。为此，我们试图从论文的发稿量、发表论文的被引

频次和内外稿在被引频次的贡献等方面入手进行探

讨，为高校学报的“内向性”做一点辨析，以便进一步

揭示高校学报的办刊规律。

１　方案设计和研究方法

　　以中国知网的学科评估论文查询系统为基础，对
高校学报的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由于篇幅的限

制，不可能全面地对国内所有的高校学报进行统计，我

们仅从不同类型的学报中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学报作

为研究样本，揭示高校学报出版传播过程中具有普遍

性的规律，以期为高校学报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１１　数据库选择　“学位中心学科评估论文查询系
统”是中国知网受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学位中心）委托，专门为“第三轮学科评估”开发的论

文查询系统。该系统收录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的学位中
心确认的１９１１种（７８９７９本）期刊发表的文献，计算
了这些期刊的总引频次、他引频次，并提供了知网节、

评价节等信息。该论文查询系统在内容上涉及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

１２　样本期刊的选择　以１．１节介绍的论文查询系
统提供的高校学报为对象，按高校层次分为“９８５”高
校、“２１１”高校和普通本科高校３组。在同一层次中，
按影响因子排序，在高、中、低３个区域各选择２种高
校学报进行统计，共计１８种。为了参照，另外选取了
６种中国科学院系统的专业科技学术期刊（以下简称
专业期刊）进行统计。

１３　检索方法　从期刊（高校学报和专业期刊）名称
入手，在论文查询系统中对所选期刊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５
年的发稿量，内、外稿发稿量，他引频次进行了检索。

在统计期刊５年的发稿量时，由于该系统将科技简讯、
校内要闻、投稿指南、总目次、征稿简则（征文通知）、

新书推介等也统计在内，所以在统计时进行了手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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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和剔除，以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例如《华中科

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系统统计该刊５年的论
文总数为２６５１篇，其中科技简讯、校内要闻等有２７５
篇，人工剔除后，实际为２３７６篇。
１４　指标设计　首先对内稿和外稿的含义进行了界
定。所谓的内稿，是指第一作者的第一标注单位在期

刊主办单位范围内，如《清华大学学报》的发稿中，第

一作者标注的第一单位中包含有“清华大学”，则认定

为内稿，否则计算为外稿。同理，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专

业期刊的第一作者标注的第一单位中包含有“中国科

学院”的，则认定为内稿，否则计算为外稿。在统计样

本期刊的发稿量，内、外稿发稿量和内、外稿他引总被

引频次的基础上，为了评价期刊的内向性，我们设计了

如下几个指标。

１）发稿比：统计年中外稿的发稿量除以期刊的总发稿
量即为外稿发稿比；“１－外稿发稿比”即为内稿发稿比。
２）贡献比：统计年中外稿的他引总被引频次除以

期刊的他引总被引频次即为外稿贡献比；“１－外稿贡
献比”即为内稿贡献比。

３）贡献偏差：期刊的外（内）稿贡献比减去期刊的
外（内）稿的发稿比，即为该期刊的外（内）稿贡献偏差。

２　统计结果分析

　　针对以上指标进行数据统计，通过计算获得了所选
期刊５年的内（外）稿发稿比、内（外）稿贡献比和内（外）
稿贡献偏差。由于内、外稿得的比例之和等于１，为了节
省篇幅，我们仅列出了外稿的比例。各类统计数据见表

１～４（各表中学报名称包含的“自然科学版”均省略）。
表１　“９８５”高校学报统计数据

刊　名 影响因子
外稿发稿

比／％
外稿贡献

比／％
外稿贡献

偏差

清华大学学报 １．１３８ １６．３０ １３．７０ －０．０２６
北京大学学报 １．１３１ ２０．６０ １９．６０ －０．０１０
重庆大学学报 ０．７３７ ２０．１０ １０．８０ －０．０９３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０．７５２ ５４．９０ ４８．３０ －０．０６６
西北工业大学报 ０．４５７ ０．５０ ０ －０．００５
南开大学学报 ０．３６８ ３３．８０ ２５．７０ －０．０８１
　　平均值 ０．７６４ ２４．３７ １９．６８ －０．０４７

表２　“２１１”高校学报统计数据

刊　名 影响因子
外稿发稿

比／％
外稿贡献

比／％
外稿贡献

偏差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１．３０４ ２９．７０ ２８．８０ －０．００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１．０８４ ２１．１０ １５．４０ －０．０５６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０．７６９ ２５．９０ ２３．８０ －０．０２１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０．７２ ４５．９０ ３２．１０ －０．１３８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０．４１９ ３２．４０ ２９．６０ －０．０２９
福州大学学报 ０．４４１ ２５．１０ １６．５０ －０．０８６
　　平均值 ０．７９０ ３０．０２ ２４．３７ －０．０５７

表３　普通本科高校学报统计数据

刊　名 影响因子
外稿发稿

比／％
外稿贡献

比／％
外稿贡献

偏差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１．１６４ ３３．２０ ２３．６０ －０．０９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１．０５４ ４７．１０ ４４．８０ －０．０２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０．７２６ ６８．１０ ５７．００ －０．１１１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０．７８７ ４８．７０ ４８．００ －０．００７
河南大学学报 ０．４７５ ４７．９０ ３９．８０ －０．０８１
山西大学学报 ０．４１５ ５２．４０ ４４．１０ －０．０８３
　　平均值 ０．７７０ ４９．５７ ４２．８８ －０．０６７

表４　中国科学院系统期刊统计数据

刊　名 影响因子
外稿发稿

比／％
外稿贡献

比／％
外稿贡献

偏差

软件学报 ３．６２７ ８３．１０ ８５．８０ ０．０２７
电子与信息学报 １．０５５ ８８．２０ ８８．３０ ０．００１
环境工程学报 １．１４６ ９５．３０ ９２．４０ －０．０２９
生物工程学报 １．１４５ ９２．７０ ９５．００ ０．０２３
电工电能新技术 １．０２９ ９１．１０ ８９．９０ －０．０１２
工程热物理学报 ０．５１９ ８６．５０ ８６．９０ ０．００４
　　平均值 １．４２０ ８９．４８ ８９．７２ ０．００２

通过对表１～４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现象。
１）随着学校层次的降低，高校学报的外稿发稿比

明显增大，而外稿发稿比的大小，与高校学报的影响因

子没有明显的关联。根据３个层次的１８种高校学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 ５年的数据统计可知，“９８５”高校、
“２１１”高校和普通本科高校的平均外稿发稿比依次为
２４．３７％、３０．０２％、４９．５７％，随着高校层次的降低，学
报的外稿发稿比呈现明显的增大趋势，而３个层次的
高校学报的影响因子没有明显的变化。

由此可见：ａ）由于高校学报的刊名和定位的限
制，其发稿的内向性是客观存在的；ｂ）为了提升高校
学报的学术影响（这里仅以影响因子为评价指标），必

然要求扩大外稿的比例，从而实现影响因子的基本稳

定；ｃ）随着外稿发稿比的增大，高校学报的影响因子
也有增加的趋势，但并不一定是正相关关系，依次为

“２１１”高校学报、普通本科院校和“９８５”高校学报。
２）无论外稿发稿比的大小如何，高校学报的外稿

贡献偏差均为负值。在统计的２４种期刊中，外稿贡献
偏差为负值的有２０种，占所统计期刊的８３．３３％。其
中，３个层次的高校学报外稿贡献偏差皆为负值，即所
统计高校学报的外稿贡献比均小于外稿发稿比。随学

校层次的降低，外稿贡献偏差有所增大但差距并不十

分明显，分别为０．０４７、０．０５７和０．０６７。也就是讲，高校
学报的外稿发稿比与外稿贡献比的平均偏差在０．０７以
内，最高的为０．１３８。６种专业期刊的外稿贡献偏差为
负值的有２种，占３３．３３％，并且偏差值在０．０３以内。

由此可见：在提高高校学报学术影响力的同时，外

稿的发稿比也有一个合理的界限。为了追求效率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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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应该使外稿发稿比与外稿贡献比之间的偏差最

小，即外稿贡献偏差趋于０。
３）专业期刊的外稿发稿比均超过８３％，平均值为

８９．４８％，明显高于 ３个层次高校学报（分别为
２４３７％、３００２％、４９．５７％）。专业期刊的外稿贡献比
也多高于内稿贡献比，均在８５％以上，仅有２种期刊
的外稿贡献偏差为负值。在３个层次的高校学报中，
普通本科高校学报的外稿发稿比最高，但还是比专业

期刊的低了许多。由表３和４也可以看出，６种专业
期刊的外稿发稿比全部都在８３％以上，而普通本科高
校学报中外稿比最大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也只有６８．１０％。该刊以６８．１０％外稿发稿比
居１８种高校学报之首的同时，也以 －０．１１１的外稿贡
献偏差位居高校学报的第二，即６８．１０％的外稿发稿
比给学报的他引频次贡献却仅为５７．００％。

由此可见：学术期刊发稿的内向性不仅存在于高校

学报，也同样存在于专业期刊之中，只是内向的程度不同

而已。以发表稿件对期刊学术影响的贡献为指标来评

价，外稿的发稿比并不是越大越好，或者说高校学报与专

业期刊相比，内向性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外稿发稿比的

不适当增加，并不能为高校学报的学术影响贡献更多。

４）专业期刊《电子与信息学报》的外稿发稿比为
８８．２０％，外稿贡献比为 ８８．３０％，外稿贡献偏差为
０００１，接近于０。因此，针对《电子与信息学报》来讲，
１１．８０％和８８．２０％的内、外稿发稿比例是比较合适的。

在高校学报中，《云南农业大学学报》以 －０．００７
的外稿贡献偏差而确立５２．００％和４８．００％的内、外稿
发稿比例，应该也是比较合适的。但是，《陕西师范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尽管是外稿发稿比并不太高

（４５．９０％），但以－０．１３８的外稿贡献偏差位居高校学
报之首，在外稿组稿力度一定的情况下，无疑应该适当

降低外稿的发稿比。

由此可见：在组稿力度等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不同

的科技学术期刊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内、外稿发稿比例。

外稿贡献偏差为０时的内、外稿发稿比例，即外稿贡献
比等于外稿发稿比时，期刊的内、外稿都能保持比较高

的学术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在与科技学术期刊的品

牌相适应的水平上，达到内、外稿数量和质量的平衡。

３　结束语

　　高校学报作为一类特殊的学术期刊，除了在高校
教学科研中发挥着明显的育人功能［６，８］以外，广大高

校学报工作者也在不断地提升高校学报的学术影响力

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同层次的高校学报在开门

办刊，平衡校内、外稿件的比例方面所做的工作，就是

其中措施之一。在持续提升高校学报学术影响力和充

分发挥高校学报的育人功能方面寻找合适的平衡点，

探寻高校学报发稿的内、外稿比例或者说高校学报的

开放程度，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内容。我们的统计分

析结果，也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校学报的稿源开放

程度方面的规律，应该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１）高校学报的性质决定了高校学报发稿的内向
性。这种内向性不仅体现了高校学报的育人功能，也

体现了高校学报作为高校的窗口作用。而且学校层次

越高，内向性越强。根据高校层次的不同，吸收不同比

例的校外稿件，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高校学报的学术

影响力，更好地发挥窗口作用。

２）高校学报的层次和内向性，决定了高校学报的
内、外稿比例。但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校学报的学术

影响力，就有必要不断地打破这种内、外稿之间的比例

平衡，通过内、外稿贡献偏差的概念，来寻找期刊进一

步提升的方向。当外稿贡献偏差为负值时，说明高校

学报在校外的影响力不足，在面向校外组稿方面需要

加大力度；在校内稿件的贡献偏差为负值时（目前主

要存在于专业期刊中），说明期刊在系统内部被认可

的程度偏低，应该加大内部的宣传力度；如果是内、外

稿件的比例基本平衡，即贡献偏差为０时，办刊者应该
根据自己在内、外稿组织方面的投入，加大内稿或外稿

方面的组稿力度，寻找新的突破。

３）本文揭示的高校学报的内向性特点，特别是提
出的贡献偏差的概念，可以为高校学报寻找进一步提

升学术影响力的方向提供参考。但是，由于统计样本

的有限性和影响因子反映的真实性等因素的限制，这

种参考只能是一种方向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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