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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用于中文学术期刊评价的引文分析指标，尝试通过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来探寻这些指标之间的定量

关系。通过对《２０１０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中的 引 文 分 析 指 标 数 据 进 行 实 证 分 析 发 现，这 些 引 文 指 标 之 间 存

在重叠，但又不可完全替代，同时也揭示出不同学科领域的各个引文分析指标的确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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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出 版 物 是 衡 量 公 共 研 究 和 开 发 投 入 的 产 出

的指标［１］。中国 当 前 对 于 学 术 出 版 物 的 评 价 多 是 依

赖一些大 型 综 合 科 技 文 献 数 据 库，尤 其 是 对ＳＣＩ和

ＳＳＣＩ的依赖，而且往往是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将这些指

标数据统计计量得出最终结果，但文献计量方法目前

还不能独自 承 担 科 研 评 价 的 重 任［２］。人 们 对 评 价 要

求的提高以及评价科学自身的发展，使得评价指标体

系日益庞大。科 学 评 价 指 标 是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的 基 本

构成元素，指标的科学合理性对评价的科学性具有直

接作用。新的 评 价 指 标 的 出 现 能 弥 补 原 先 评 价 过 程

中的信息 缺 失，但 同 时 需 要 分 析 新 旧 指 标 之 间 的 关

系，从而使评价指标体系的内部指标更加科学。国外

已有不少文 献 计 量 专 家 对 不 同 的 指 标 体 系 间 指 标 间

关系进行了不同方面的分析，但国外专家的分析都是

针对外文文献例 如 美 国 科 学 情 报 研 究 所（ＩＳＩ）的 引 文

索引数 据 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和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所 收 录 的 文 献 记 录，或 者 是 Ｓｃｏｐｕｓ
（ＳＪＲ）、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等引文数据库进行 分 析。但 这

几个引文数据库收录中文期刊很少，尽管中国常用的

引文分析指标与这几个引文数据库有很多相似之处，

需要我们针 对 国 内 常 用 的 引 文 分 析 数 据 库 的 引 文 分

析指标进行专门的研究，从而更好的优化常用的以中

文文献为主的引文分析指标数。

１　中国当前科研产出现状及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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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中国当前科研产出的数量现状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日，汤 森 路 透 集 团 发 布 报 告———

《全球科研报告：中国》（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ｉ－

ｎａ）称，中国的科研产出量在２００８年接近１１．２万篇论

文，自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８年间美国的论文产出量增加了约

为３０％，而中国增 加 了 四 倍，在２００６年 超 越 了 日 本、

英国和德国，目前仅次于美国，且有望在未来１０年赶

上美国。但如 果 简 单 地 使 用ＳＣＩ作 为 科 研 评 价 的 主

要指标将有碍于科学研究的正常发展［３］，目前以引 文

分析为代表 的 期 刊 评 价 已 经 带 来 了 很 多 问 题。为 了

避免高产量、低 质 量 情 况 的 出 现，越 来 越 多 的 评 价 机

构同时转向类似ＳＣＩ和ＳＳＣＩ的引文分析指标。研究

文献计量方 面 的 专 家 尝 试 通 过 对 引 文 分 析 为 基 本 要

素的一系列评价指标，建立能更好的同时衡量科研产

出和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

１．２　中国当前科研产出的评价问题

早期的计量 学 数 量 化 指 标 主 要 是 为 了 科 学 决 策

而开展的科学 质 量 和 科 学 发 展 趋 势 的 研 究。大 约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 后 期 和９０年 代 初 开 始 科 学 计 量 学 指

标应用到科学家个人研究成就的评估过程中，但西方

国家 将 科 学 计 量 用 于 评 价 要 比 东 方 国 家 谨 慎［４］。

２００８年三大国际数学机构联合发布《引文统计》报告，

严重警告：科学评价不能过度依赖引文数据，指出“研

究太重要，不 能 只 用 一 种 粗 糙 的 工 具 来 衡 量 它 的 价

值。”中国科 学 院 的 杨 乐 院 士 撰 文《要 十 分 谨 慎 对 待

“影响因子”》，指 出 用 影 响 因 子 来 评 价 学 术 论 文 至 少

是经过了四次近似，每次近似都存在很大的误差。以

引文统计为基础且存在很大漏洞，但它又是当今科学

评价的不可 或 缺 的 手 段。因 此 需 要 在 重 塑 科 学 评 价

体系，改革评 价 方 法 的 同 时，从 引 文 分 析 评 价 体 系 内

部挖掘自身的缺陷，以便于更好的服务与科学评价。

西方学术界 近 几 年 关 于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内 部 指 标

关系的研究 也 相 对 增 多，并 且 取 得 了 进 展［５］［６］。但 以

ＪＣ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评 价 期 刊 的 指 标 体 系

与中文期刊存在诸多差异，且由于ＪＣＲ所评价的中文

期刊数量少，因此需要针对中文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指标间 关 系 研 究。本 文 将 针 对 中 文 期 刊 评 价 从

评价 指 标 的 角 度 切 入 分 析 ＣＳＪＣ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指标间 的 关 系，通 过 定 量 实

证分析的方 法 探 寻 指 标 间 的 相 关 关 系。使 我 们 更 好

的理解引文分析指标用于科学评价的优势及不足，同

时对照国外 文 献 计 量 学 者 对 相 同 分 析 对 象 的 分 析 结

果，更全面的认识引文指标之间关系。

２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中国期刊引证报告

《中国 期 刊 引 证 报 告（扩 刊 版）》（ＣＳＪＣＲ）是 依 托

中国科学技 术 信 息 研 究 所 国 家 工 程 技 术 数 字 图 书 馆

“知识服务”系统，在“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基础

上，结合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ＣＳＴＰＣＤ），以我

国正式出版的各学科６０６３种中英文期刊（其中，社会

科学 类 期 刊２００９种，自 然 科 学 类 期 刊４０５４种；英 文

版期刊１５７种）为 统 计 源 期 刊，《中 国 期 刊 引 证 报 告

（扩刊版）》分为３部分，其中，期刊被引用计量指标和

来源指标是本报告的主体部分。

期刊被引指 标（按 类 刊 名 字 顺 索 引 表）是 一 个 主

表，包含６０６３种期刊的各项引用数据。指标包括：总

被引频次、影响 因 子、引 用 期 刊 数、学 科 扩 散 指 标、学

科影响指标、即年指标、他引率和被引半衰期、Ｈ指数，

这些期刊引 证 评 价 指 标 的 理 论 意 义 和 具 体 算 法 可 参

考文献［７］。为保证数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期 刊 引 文

数据仅取文献类型为期刊的引文条目进行统计，剔出

与刊名相同 或 部 分 相 同 的 非 期 刊 引 文 条 目。不 包 括

内部期刊发表论文的引文，更不包括在境外出版的中

文期刊或其 它 非 正 式 出 版 期 刊 发 表 论 文 的 引 文。因

此，《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的期刊被引指标数

据可以提供 论 文 分 析 所 需 要 的 较 为 合 理 和 全 面 的 数

据源。

３　期刊引文指标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３．１　期刊引文指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统计

由于期刊被 引 指 标 表 中 的 各 指 标 都 是 基 于 期 刊

引文数量，因 此 首 先 对 指 标 间 的 相 关 性 关 系 进 行 分

析。本文利用ｓｐｓｓ软 件 对《２０１０年 版 中 国 期 刊 引 证

报告（扩刊 版）》的 期 刊 被 引 指 标 数 据 做 相 关 性 分 析。

选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 性 算 法 对９个 指 标 的 数 据 进 行 计

量，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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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期刊引文指标的相关性矩阵

指标名称
相关性

方法
总被引

频次
影响
因子

即年
指标

他引率
引用
刊数

学科影响
指标

学科扩散
指标

被引半
衰期 Ｈ指数

总被引频次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０．３７４＊ ０．２５５　 ０．０５２　 ０．９４０＊＊ ０．４２５＊＊ ０．９４０＊＊ －０．１９８　０．６０９＊＊

显著性（双） ０．０１９　 ０．１１８　 ０．７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７　 ０．０００

影响因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３７４＊ １　 ０．８３３＊＊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５　 ０．５２７＊＊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６　 ０．８７９＊＊

显著性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０　 ０．３７８　 ０．００１　 ０．３７８　 ０．６９１　 ０．０００

即年指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２５５　 ０．８３３＊＊ １　 ０．２２９　 ０．０９８　 ０．３５１＊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１　 ０．６６１＊＊

显著性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１　 ０．５５３　 ０．０２８　 ０．５５３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０

他引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５２　 ０．１４５　 ０．２２９　 １　 ０．０４９ －．０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８　 ０．１５６
显著性 ０．７５２　 ０．３８０　 ０．１６１　 ０．７６９　 ０．９４８　 ０．７６９　 ０．７２７　 ０．３４２

引用刊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９４０＊＊ ０．１４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９　 １　 ０．３３６＊ １．０００＊＊ －．２５２　 ０．３８４＊

显著性 ０．０００　 ０．３７８　 ０．５５３　 ０．７６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６

学科影响指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４２５＊＊ ０．５２７＊＊ ０．３５１＊ －．０１１　 ０．３３６＊ １　 ０．３３６＊ －．４４３＊＊ ０．５６４＊＊

显著性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９４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学科扩散指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９４０＊＊ ０．１４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９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６＊ １ －．２５２　 ０．３８４＊

显著性 ０．０００　 ０．３７８　 ０．５５３　 ０．７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６

被引半衰期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１９８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１　 ０．０５８ －０．２５２ －０．４４３＊＊ －０．２５２　 １ －０．０４５
显著性 ０．２２７　 ０．６９１　 ０．４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１　 ０．７８７

Ｈ指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６０９＊＊ ０．８７９＊＊ ０．６６１＊＊ ０．１５６　 ０．３８４＊ ０．５６４＊＊ ０．３８４＊ －０．０４５　 １
显著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７８７

３．２　引文指标变量相关性统计结果的总体分析

从表１可以看 出，９个 指 标 所 构 成 的 相 关 系 数 阵

中共有３６个 相 关 系 数 数 值，其 中 有 些 相 关 系 数 值 达

到０．９以上的极度相关，而存在弱相关和不相关关系

的仅有９个 相 关 系 数 值。因 此 可 以 推 测 某 些 期 刊 被

引指标表中的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性关系。

引文计量新指标的特征因子（Ｅｉｇｅｎｆａｃｔｏｒ）的发明者—

Ｊ．Ｄ．Ｗｅｓｔ等人，曾 经 撰 文 分 析 不 能 单 一 依 靠 相 关 系

数决定变 量 的 轻 重［８－９］。高 度 相 关 并 不 是 可 以 替 代，

甚至是相关 系 数 很 高 的 两 个 变 量 看 上 去 似 乎 可 替 代

性很大，但是相关系数仅仅是从数据统计分析的角度

分析两个变量的数量关系，对于变量所实际蕴含的实

际意义是否表达出来，需要进一步挖掘数字背后隐含

的内容。

３．３　引文指标变量间相关关系隐含意义分析

由表１可知 引 用 刊 数 与 学 科 扩 散 指 标 的 相 关 系

数为１，这是因为根据两个引文指标变量的计算公式，

在统计源期刊数目确定的情况下，引用刊数即决定了

学科扩散指标。

总被引频次 与 学 科 影 响 指 标 以 及 学 科 扩 散 指 标

的相关系数均为０．９４０＊＊，说 明 被 评 价 期 刊 的 被 引 频

次越高，则其 学 科 影 响 指 标 和 学 科 扩 散 指 标 就 高，但

同时学科影 响 指 标 和 学 科 扩 散 指 标 的 相 关 系 数 仅 为

０．３３６＊，说明被引 期 刊 的 跨 学 科 程 度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被引期刊对 学 科 内 期 刊 的 影 响 力 与 对 所 有 学 科 的 影

响力存在较大差异。

影响因子和他 引 率 的 相 关 系 数 仅 为０．１４５，可 见

对于大规模中文期刊总体来说，他引并不能对影响因

子形成巨大 影 响。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说 明 中 文 期 刊 影

响因子的影 响 来 源 比 较 复 杂。国 外 文 献 计 量 学 者 对

ＪＣＲ、ＳＪＲ等引文 分 析 报 告 对 期 刊 影 响 因 子 与 期 刊 自

引的关系的相关研究，指出对于ＳＣＩ来源期刊的大部

分期刊的影响因子与期刊自引关系较小［１０－１１］，除非 个

别的非正常的自引导致 他 引 率 过 低。但ＣＳＪＣＲ中 没

有自引率这一指标，因此我们需要针对中文期刊进一

步研究影响因子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影响因子和即 年 指 标 的 相 关 系 数 为０．８３３＊＊，国

外文献计量学者对这一对指标也做过相关性分析，结

果也显示有很 高 的 相 关 性［１２］。这 是 因 为 两 个 指 标 同

是指近期 的 科 研 引 用 数 量 被 其 引 用 刊 物 的 标 准 化。

目前ＣＳＪＣＲ中还没有ＪＣＲ等外文期刊引证报告中的

常用的５年 影 响 因 子。如 果 即 年 指 标 可 以 看 作 是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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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年的影 响 因 子，那 么 可 以 推 测 统 计 期 限 为 两 年、

三年或者期限更长的影响因子，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更

小，这需要进一步验证。考虑不同学科期刊的被引速

度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影响因子用作期刊评价时应该

因学科而异选择不同的年限。

４　期刊引文指标变量的因子分析

引文分析指 标 的 因 子 分 析 也 是 国 外 学 者 对 不 同

引文数据库进行分析的常用方法，在相关性分析的基

础上对ＣＳＪＣＲ期刊引文分析指标做主成分分析，可以

了解哪 些 引 文 分 析 指 标 较 好 的 表 示 了 期 刊 的 规 模

（ｓｉｚ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哪 些 指 标 较 好 地 表 示 了 期 刊 的 质 量

（ｉｍｐａｃｔ／ｑｕａｌｉｔｙ）。在 此 基 础 上 对 评 价 指 标 做 出 分

组［１３］，以便于更好的设计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

４．１　所有学科的引文指标变量的因子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件将数据导入，选择输出因

子分析的碎石图、总方差解释矩阵、因子载荷矩阵、因

子得分系数矩阵等统计指标项，对期刊引文指标的所

有数据进行统计。

图１　因子碎石图

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的碎石图可以看出，特征值＞１

的因子只有两个。因子１和因子２的差别很 大，但 之

后的因子之间差别较小，因此尝试取两个因 子。但 实

验结果表明因子１和因子２的累积方 差 和＜８０％，在

这里本文要探讨的是期刊引文指标之间的关系，因而

将保证信息的完整性作为首位。通过验证取４个因子

可使其方差累积达到８０％以上（８０．５８２％）见表２。

表２　期刊引文指标总方差解释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１　 ４．２１６　 ４６．８４７　４６．８４７　 ４．２１６　 ４６．８４７　４６．８４７
２　 １．２９５　 １４．３８８　６１．２３４　 １．２９５　 １４．３８８　６１．２３４
３　 ０．９２６　 １０．２９４　７１．５２９　 ０．９２６　 １０．２９４　７１．５２９
４　 ０．８１５　 ９．０５３　 ８０．５８２　 ０．８１５　 ９．０５３　 ８０．５８２
５　 ０．６７２　 ７．４６３　 ８８．０４５
６　 ０．４８８　 ５．４２４　 ９３．４６８
７　 ０．２７８　 ３．０８９　 ９６．５５７
８　 ０．２０７　 ２．３０３　 ９８．８６０
９　 ０．１０３　 １．１４０　１００．０００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期刊引文指标的第一个因子

的解释能力约达到了４６．８％，第二个因子的解释能力

约达到了１４．３％，从第３个因子开始每个因子的解释

能力都较低 并 且 缓 慢 下 降。这 样 的 结 果 再 次 验 证 了

用于评价的引文指标之间存在共性也存在着差异性。

在表２的基础上分析所提取的４个主要因子，结果见

表３。

表３　期刊引文指标因子载荷矩阵

引文指标
成份

１　 ２　 ３　 ４
总被引频次 ０．８５４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８３

影响因子 ０．８３４ －０．３２８ －０．０５５　 ０．２２８
即年指标 ０．６０２ －０．５０８　 ０．０７７　 ０．４１３

他引率 －０．１１３　 ０．６９０　 ０．５０５　 ０．４７３
引用刊数 ０．８０８　 ０．２２４　 ０．２６７ －０．１０９

学科影响指标 ０．６８９　 ０．２３８ －０．１５８ －０．３２５
学科扩散指标 ０．６０４　 ０．３０７　 ０．０６８ －０．３４０

被引半衰期 ０．２５５　 ０．５０２ －０．７４２　 ０．３３６
Ｈ指数 ０．９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１２７

　　从表３可以 看 出 因 子１对 除 了 他 引 率 和 被 引 半

衰期外都有 很 强 的 说 明 率。因 此 该 分 析 可 以 验 证 他

引率、被引半衰期指标与其他７个指标的线性关系较

小，也可以验证论文影响因子和他引率之间并非简单

的线性关系。关 于 影 响 因 子 与 他 引 率 的 非 线 性 关 系

早就被其他实证方法验证［１４］。同时可以看出因子２、

因子３以及因子４的差别性不太明显，这点之前就从

碎石图期刊引文指标总方差中看出。４个因子的不同

信息说服力 也 表 明 期 刊 引 文 指 标 变 量 间 既 有 简 单 的

线性关系也有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４７



因此在保证不丢失过多信息，又使因子命名较强

而取４个因子的情况下，第一个因子主要是与期刊的

总引用相 关，第 二 个 因 子 与 期 刊 被 其 他 期 刊 引 用 有

关，第三个因子最能代表的是与期刊的利用时间有关

的信息，第四 个 因 子 的 说 明 性 较 差，但 可 作 为 因 子２
和因子３的 信 息 补 充 而 不 可 缺 失。在 此 基 础 上 进 一

步通过不同 学 科 间 的 引 文 指 标 标 量 说 明 引 文 指 标 间

的复杂性。

对比国外文 献 计 量 专 家 对 引 文 因 子 的 主 成 分 分

析结果，发 现 中 文 期 刊 主 成 分 分 析 的 因 子 说 明 性 较

差，而外文文献的引文指标能更好地分布在规模和质

量两个维度 上。这 也 说 明 中 文 期 刊 引 文 分 析 指 标 体

系所包含的维度更广泛，但同时也增加了分析的复杂

性。

４．２　不同学科引文指标变量的因子分析

由于表３是基于所有学科的因子分析，前人的众

多研究也表明不同学科的各个指标存在很多差异［１５］。

因此本文选 取 在 各 个 且 指 标 上 相 差 较 大 的 生 物 学 和

数学两门学 科 作 为 进 一 步 分 析 的 对 象。将 生 物 学 与

数学的９个引文指标数据分别导入ｓｐｓｓ软件，选择所

要统计项，得到两个领域的对比结果，如图２、图３，以

及表４、表５所示。

图２　生物学引文指标因子碎石图

　　从图２和图３的碎石图中可直观看出相同之处：

两个学科领域中前两个因子之间的差距最大，之后的

因子间差距减少，不同的是生物学的因子间差距减少

图３　数学引文指标因子碎石图

表４　生物学引文指标因子总方差解释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１　 ４．８８６　 ５４．２８６　５４．２８６　 ４．８８６　 ５４．２８６　５４．２８６
２　 １．８５１　 ２０．５６８　７４．８５４　 １．８５１　 ２０．５６８　７４．８５４
３　 ０．８５１　 ９．４５１　 ８４．３０５　 ０．８５１　 ９．４５１　 ８４．３０５
４　 ０．６４０　 ７．１０９　 ９１．４１４
５　 ０．４２６　 ４．７３５　 ９６．１４９
６　 ０．１７６　 １．９５７　 ９８．１０６
７　 ０．１０８　 １．２０３　 ９９．３１０
８　 ０．０６２ ．６９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９　 １．７８３Ｅ－１２　１．９８２Ｅ－１１　１００．０００

表５　数学引文指标因子总方差解释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１　 ４．３３１　 ４８．１１８　４８．１１８　 ４．３３１　 ４８．１１８　４８．１１８
２　 １．７９６　 １９．９５７　６８．０７４　 １．７９６　 １９．９５７　６８．０７４
３　 １．１０２　 １２．２４５　８０．３１９　 １．１０２　 １２．２４５　８０．３１９
４　 ０．７４２　 ８．２４７　 ８８．５６７
５　 ０．４６６　 ５．１７８　 ９３．７４４
６　 ０．３１２　 ３．４７１　 ９７．２１５
７　 ０．２１１　 ２．３４７　 ９９．５６３
８　 ０．０３９　 ０．４３７　１００．０００
９　 ４．５９７Ｅ－１３　５．１０７Ｅ－１２　１００．０００

更快。同样在使 得 信 息 存 有 量 达 到８０％以 上 而 取３
个因子之时，数学 引 文 指 标 因 子 碎 石 中 特 征 值＞１的

因子有３个，而生物学中只有２个。从表４和表５可

以看出两门 学 科 领 域 引 文 指 标 因 子 分 析 计 量 的 较 为

精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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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中可 以 看 出 生 物 学 引 文 指 标 第 一 个 因 子

的方差解释约 达 到５４．３％而 数 学 的 引 文 指 标 第 一 个

因子的方差解 释 约 为４８．１％。并 且 生 物 学 中 特 征 值

＞１的因子方差解释为７４．８％，而数学领域的特征值

＞１的因子方差解释为８０．３％，在此基础上分析两个

领域的引文指标因子载荷矩阵做进一步异同性分析。

分析发现，引文指标变量对于不同学科来说代表的意

义有较大的差别，这也就表明我们在用引文指标进行

期刊评价时对待不同学科不能采用同一标准。

从表６中可 以 看 出 生 物 学 引 文 指 标 因 子 的 第 一

个因子很好的 解 释 了 总 被 引 频 次、影 响 因 子、引 用 刊

数、学 科 影 响 指 标、学 科 扩 散 指 标 以 及Ｈ指 数。第 二

个因子很好的解释了即年指标和他引率，而第三个指

标较好地解释了被引半衰期。从表７可以看出，数学

领域期刊引 文 指 标 因 子 的 第 一 个 因 子 很 好 的 解 释 了

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引 用 刊 数、学 科 扩 散 指 标 和Ｈ
因子。第二个因子很好的揭示了他引率、学科影响指

标和被引半衰期，而第三个指标较好的解释了即年指

标。

表６　生物学引文指标因子载荷矩阵

引文指标
成份

１　 ２　 ３
总被引频次 ０．８７６ －０．２４６ －０．１１７

影响因子 ０．８１９ －０．３６５　 ０．２０２
即年指标 ０．２６９ －０．６８５　 ０．４７１

他引率 ０．２５１　 ０．８１７　 ０．０６０
引用刊数 ０．９２９　 ０．１１８ －０．２６３

学科影响指标 ０．７９６　 ０．３６３　 ０．０５４
学科扩散指标 ０．９２９　 ０．１１８ －０．２６３

被引半衰期 ０．３１３　 ０．５６５　 ０．６５４
Ｈ指数 ０．９２５ －０．２０６　 ０．０４１

表７　数学引文指标因子载荷矩阵

引文指标
成份

１　 ２　 ３
总被引频次 ０．９７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８

影响因子 ０．７７３ －０．２４５　 ０．４２３
即年指标 ０．４８２ －０．１７３　 ０．７９８

他引率 ０．１７６　 ０．８０５　 ０．１７３
引用刊数 ０．９２２　 ０．１１９ －０．３０６

学科影响指标 ０．０９７　 ０．６７２ －０．０１２
学科扩散指标 ０．９２２　 ０．１１９ －０．３０６

被引半衰期 －０．２９９　 ０．７５７　 ０．２４８
Ｈ指数 ０．８５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７

　　通 过 表６和 表７的 引 文 指 标 因 子 载 荷 矩 阵 对 比

分析，可以知道生物学和数学领域的引文指标在信息

承载内容上是不同的。但回顾表３内容，无论是所有

学科的引文指标分析因子还是生物学和数学，第一因

子都包含了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引用刊数、学科扩

散指标、Ｈ指数。第一因子 主 要 包 含 了 一 定 时 期 内 期

刊的引文 量（包 括 引 用 和 被 引 用）。他 引 率 和 被 引 半

衰期都不能 合 并 入 第 一 因 子。这 也 就 说 明 了 他 引 率

这一体现期刊被其他期刊引用状况的指标，以及被引

半衰期这一 表 明 期 刊 的 被 引 用 年 限 的 指 标 都 具 有 与

第一因子不同的信息量。

综上分析可 知，首 先，引 文 指 标 因 子 分 析 再 次 证

明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引文指标具有相异性，因此不能

对待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成果进行相同标准的评价。

其次，由于不同领域的引文分析因子的这种差异也证

明了这９个 引 文 分 析 指 标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不 确 定 的。

再次，学科越 多，这 些 引 文 之 间 的 关 系 越 是 趋 于 不 确

定性，因此在上文对所有学科的引文指标因子分析中

需要４个因子才可说明８０％以上的信息，而同时因子

的命名性也降低了。

５　结语

目前，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众多，体系复杂庞大，了

解不同类似指标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对评价指标体

系的科学性 与 有 效 性 具 有 重 要 的 作 用。本 文 试 图 通

过对引文指 标 变 量 统 计 计 量 的 这 种 定 量 方 法 研 究 期

刊评价指标，从 而 能 对 引 文 评 价 体 系 中 的 每 个 指 标、

指标间关系及其共性及相异性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寻

求更好的驾 驭 评 价 计 量 的 方 法。但 是 科 研 评 价 中 的

引文分析指 标 仍 有 众 多 需 要 分 析 认 识 的 对 象 等 待 去

研究，同时，计 量 指 标 的 评 价 不 能 离 开 同 行 审 议。因

此在寻求更好使用计量方法的同时，需要努力完善当

前的科研评价制度和程序，这也是科研评价中很重要

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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