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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科评价作为科学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科发展评价可为学科建设过

程中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依据。杰出人才的研究水平决定于学科的建设水平,也直接反映了学科的发展状况。

我国化学学科在过去十余年中取得迅猛发展,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攀升。通过选择 1994 2004年间

的化学学科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的论文发表数据为研究样本, 以科学引文索引为数据源,总结并分析了化学学

科中国内杰出人才的论文总数、h指数、论文引用次数等科学计量学指标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杰出青年人

才的计量学指标能够反映学科发展情况,从而为未来构建完善的学科发展评价计量学指标体系提供了有力的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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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学科发展和

评价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科学研究

领域, 人才建设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核心, 也直

接反映了学科的发展水平。高水平人才的培养

有助于优秀科研成果的产生并对学科发展有巨

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先进的学科发展水平也会孕

育优秀的科研人才和研究成果。通过高水平科

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分析可以研究相关学科领域

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水平。目前,科学界普遍认为

科研论文的计量分析是科学、公正评价基础研究

领域科研成果的有效方法。文献计量学因其成

本和效率方面的优越性,在科研评价体系中日益

受到重视
[ 1]
。文献计量学在学科评价中的应

用,不仅有助于推动科学评价理论研究的发展,

为学科评价提供有益的方法支持,也是情报学自

身发展的一种尝试。

国外已有不少实践利用文献计量学指标进

行学科评价。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

事会 ( BBSRC )在对  结构生物学 !的评估中部分

使用了文献计量指标, 对  结构生物学!的产出
作了文献计量分析。比利时根特大学在 1990年

首次全部使用文献计量指标评价学科,并出现了

专用于评价的文献计量指标体系
[ 2 ]
。2009年我

国杨眉等也根据 ES I数据库,通过我国 50个研

究机构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分析了我国化学学科

整体的发展态势, 对认识我国化学学科科研机构

在国际上的真实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

据
[ 3]
。本文通过 1994 2005年间的无机化学学

科中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 (简称杰青 )的文献计

量学指标,分析了我国杰出青年人才研究水平的

发展情况。研究表明, 杰出青年人才的计量学指

标能够反映学科发展情况, 从而为未来构建完善

的学科发展评价计量学指标体系提供了有力的

支撑。

一、研究方法和基本数据

化学学科从近代算起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

史。化学作为核心科学, 是其他学科发展的基



础,为物质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提供了研

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大大促进了其他

学科领域的发展。同时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

知识、新技术和新保障。近年来我国化学学科发

展迅猛,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如何更加客观地评

价分析我国近年化学学科的发展情况,对于管理

决策部门正确地评价科学活动,合理制定相关科

研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一项旨在促进优

秀年轻科技人才成长的专项基金,杰青获得者均

为该领域内年轻的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一般

在科学前沿领域进行创新研究,具有敏锐的观察

力和创新潜力。因此,该领域内杰出青年的研究

水平发展也直接反应了该学科的发展情况,为未

来构建完善的学科发展评价计量学指标体系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本文根据 1994 2004年十年

间的无机化学学科中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 (简

称杰青 )的论文总数、h指数、论文引用次数等科

学计量学指标的变化趋势,分析了我国化学学科

杰出青年人才研究水平的发展情况, 进而反应了

我国化学学科的发展概况。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我国 1994 2004年

间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评选的无机化学学科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994 2004年间, 共

有 31位无机化学方向的学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 由于个别人名字缩写不明确、单位变更频

繁等原因导致数据检索不准确且不易整理,因此

本文中舍弃 5位,选用了其中 26位学者信息进

行分析。

选取数据范围是杰青获得者获得该基金后

三年内和六年内的论文产出数量和截至 2010年

1月份这些产出论文的引用情况。

所有数据信息来源于 W eb of Sc ience网络

数据库。W eb of Science包括 IS I公司的三大引

文数据库,并且可以提供个人的文章产出数量及

引用情况。我们以作者和作者单位为检索项,检

索了以上所指范围内每个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获奖后三年内、六年内论文产出情况,包括论文

发表数量、发表论文截至 2010年 1月份的引用

情况和论文的 h因子 (表 1)。

表 1 无机化学学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获奖三年内论文发表数据样本

序 号 获奖年份
发表论文数量 论文的被引总频次 篇均引用频次 h因子

三年内 六年内 三年内 六年内 三年内 六年内 三年内 六年内

1 1994 23 60 118 418 5. 13 6. 97 6 12

2 1995 8 79 11 1297 1. 38 16. 42 2 21

3 1996 19 52 205 478 10. 79 9. 19 9 12

4 1996 31 115 1077 3643 34. 74 31. 68 15 34

5 1997 21 47 417 904 19. 86 19. 23 12 17

6 1997 46 115 633 2269 13. 76 19. 73 15 28

7 1998 119 174 2930 4540 24. 62 26. 09 28 36

8 1998 42 55 418 547 9. 95 9. 95 12 13

9 1998 44 142 1134 3468 25. 77 24. 42 15 31

10 1999 23 66 324 1113 14. 09 16. 86 9 17

11 1999 16 33 212 621 13. 25 18. 82 6 15

12 2000 21 54 226 243 10. 76 4. 5 9 7

13 2000 76 174 2063 7539 27. 14 43. 33 22 45

14 2000 8 39 65 295 8. 12 7. 56 5 12

15 2001 49 136 841 1663 17. 16 12. 23 16 21

16 2001 53 229 1921 7140 36. 25 31. 18 16 40

17 2001 19 60 238 678 12. 53 11. 3 8 12

18 2001 97 233 3163 6362 32. 61 27. 3 37 45

19 2002 91 152 1952 2994 21. 45 19. 7 25 30

20 2002 40 83 1303 2164 32. 58 26. 07 19 24

21 2003 28 66 516 883 18. 43 13. 38 15 19

22 2003 35 105 1756 2839 50. 17 27. 04 24 29

23 2003 48 108 759 1313 15. 81 12. 16 19 21

24 2004 53 102 741 963 13. 98 9. 44 14 15

25 2004 89 154 762 950 8. 56 6. 17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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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处理和分析

计量方法可以把复杂现象简化为指标及相

关数据, 从而可以对研究活动进行数值上的比

较。对于基础研究而言,文献计量法是评价学术

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方法。国际上包括美国、

英国、日本等很多国家都将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

频次等科学计量学统计结果作为科学决策的重

要参考依据
[ 4]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1- 25号科

研人员不论在论文发表数量和论文引用方面都

体现了高水平研究成果,但是因为每年无机化学

学科的杰青可能由多人获得, 同时获得杰青的科

研人员的计量数据因为具体研究方向的差异会

有较大波动, 而本文主要考虑学科发展的趋势,

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一特征,我们只对不同年份的

平均数据进行分析。经过评价计算后, 各计量指

标的波动减小,能够更好地说明学科整体发展的

水平。

1.不同当选年份当选后 3年内论文发表数

量变化

论文发表数量是衡量基础研究成果数量的

重要计量指标。一般认为科研机构被 SC I收录

和引用的论文总量,反映整个机构的科研、尤其

是基础研究的水平。图 1为无机化学领域杰青

当选三年内发表文章数量趋势图,从图中数据可

以看出, 2000年之前, 除个别年份外 ( 1998年 ),

无机化学杰青三年内发表论文数在 20篇上下波

动,基本处于较低的平衡状态, 2000年以后文章

数量明显较之前升高, 大部分年份维持在 40篇

上下。无机化学杰青当选后六年内发表的论文

呈同样的趋势。从中可以看出经过十年的发展,

图 1 不同年份当选后三年内和六年内发表文章数量变化趋势

我国无机化学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稳步提升,说

明我国该领域科研成果的产出水平稳步提高。

2. 不同当选年份当选后三年内论文引用

情况

科研论文的引用通常是在对被引科研工作

认可的基础上进行的,论文的被引次数直接体现

了研究成果的受肯定程度,从而反映科研人员的

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目前,引用频次是国际通

用的量化研究成果  质量 !重要指标。图 2是不

同年年份当选杰青后三年内和六年内发表的文

章截至 2010年 1月份的总引用次数随着年份变

化而变化的趋势。从图 2中可以看出十年间杰

青发表论文的总引用次数在前五年快速提高,但

在 2002年后开始下降, 整体并没有明显的规律

性。这主要是由于文章的引用次数除了和文章

的被认可程度相关外,还和文章的数量以及文章

发表至今的时间长短有关。图 3为无机化学领

域杰青当选三年和六年内发表文章的篇均引用

次数,扣除了文章发表数量的影响以后, 篇均文

章引用的分布和文章发表量的情况类似, 仍然没

有明显的规律性。

图 2 不同年份当选后三年内和六年内

发表文章总引用次数变化趋势

我们进一步扣除发表至今时间的影响, 修正

年篇均引用次数 (CY- P )的定义为篇均引用次数

(CP )除以论文平均发表年限 ( PY ),即 CY-P。考

虑到我们分析的是杰青获奖后三年内和六年内

的论文,定义论文平均发表年限 P Y = ( 2010-获

得杰青年份 - 0. 5 #统计年限 ),其中杰青获奖后

三年内和六年内的论文统计年限分别为 3和 6。

以 1号科研人员为例,其获得杰青三年内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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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年篇均引用次数为 CY- P = ( 118 /23 ) =

( 2010- 1994- 0. 5 # 3) = 0. 354。

图 3 不同年份当选后三年内和六年内

发表文章篇均引用次数变化趋势

图 4为无机化学领域杰青当选三年和六年

内发表文章的年篇均引用次数, 在同时扣除了时

间和文章数量的影响后, 统计数据呈现了明显的

规律性。我国无机化学杰青发表论文的年篇均

引用次数在 1999年以前稳步提高, 而在 1999年

以后快速提高。整体发展规律和论文发表数量

的规律有些相似,但年篇均引用次数的提高速度

远大于文章发表数量的增幅。引用次数直接说

明了论文被关注程度, 体现了论文的质量, 从而

体现我国无机化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取

得了较快发展。

3.不同年份当选人当选后三年、六年内发表

文章年均 h指数变化趋势

2005年,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学家

Jorge E. H irsch提出用 h指数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

成就和发展潜力
[ 5]
, 如果一个科研人员者发表的

图 4 不同年份当选后三年内和六年内发表文章年篇均引用次数变化趋势

N篇论文中有 h篇论文的被引次数至少为 h, 那

么他的 h指数为 h。h指数不在局限于单项计量

指标的考查而是同时考虑论文的数量和引用情

况,可以较好的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成就。但是

该方法也存在不足:完全忽视最高被引论文和具

体引用次数;允许科学家吃老本, 对刚起步的科

研人员很不利;适用于相关领域优秀的科学家的

比较, 对普通科学家的鉴别力差等等
[ 6]
。但是

我们认为通过优秀科研群体的 h指数评价学科

发展比单纯用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评价学科发

展更加合理。 h指数是由文章数量和文章引用

频次相互制衡的, 而文章数量和从事科研工作的

时间长短十分相关,文章引用频次也与文章年限

密不可分,这对数据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扣除这些影响,我们首先只对获得杰青

三年和六年内的科研论文进行分析, 扣除科研人

员从科研时间长短的影响; 另外修正并定义年均

h指数 hY = h /PY, PY计算方法同上。图 5为无机

化学领域杰青当选三年和六年内发表文章的年

均 h指数。从图中数据可以看出, 从 1994年到

2002年间,杰青获得者的 h指数快速提高, 学术

水平和影响力也大大进步, 这说明杰青获得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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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质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学术影响

力大幅提高, 推动学科的快速发展。而在 2002

年后进入稳定发展期,考虑到我们分析的是杰青

获得年份后三年和六年内的科研工作,说明我国

无机化学学科从 1994年到 2002年间经历了快

速发展,在 2002达到较高的研究水平后进入了

相对稳定发展期。

图 5 不同年份当选后三年内和六年内发表文章年均 h指数变化趋势

4. 从计量学指标看学科发展趋势

从上世纪 90年代至今, 我国的学术论文发

表量突飞猛进,一直保持高速度增长。仅 1997

到 2001年 5年间,中国论文发表数量的年均增

长率就达到 20. 6%, 而同期世界论文的年均增

长率为 2. 21%, 即 2001年的论文数量提高到

1997年论文发表量的 2. 5倍, 而从 1994到 2004

年十年间论文数量增长了 5倍以上。值得注意

的是, 杰青获得者论文发表数量在此期间仅提高

了一倍,似乎落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实际

上,尽管论文发表数量代表了科研成果的数量并

一定程度说明科研实力,但是并不完全代表科研

成果的水平,只有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才

能代表强大的科研实力并体现学科发展程度。

杰青是我国高水平研究群体,关注的是高水平研

究成果的产出,所以论文产生数量的增幅小于总

体产生数量的增长率。从这一角度上讲, 杰青群

体科研成果的综合分析更能体现我国各学科的

发展水平。

近年来我国整体论文数量增加明显, 但是引

用情况总是不容乐观,一直与国家高投入不成比

例。著名的汤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根据各个国

家和地区于 1999年 1月至 2009年 8月 31日在

SC I上发表的论文, 统计分析出前 20名国家和

地区排名,排名参照指标为总引用次数、文章数

和单篇文章引用次数。其中,中国的总引用次数

排名第 9, 文章数列第 5,但是单篇文章引用次数

为 5. 24,远低于美国的 15. 02,仍未进前 20。但

是从杰青这个群体来看, 情况相对乐观, 篇均引

用次数可以达到 20左右, 年篇均论文的引用次

数提高到 10附近,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一群体的

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表明我国在无机化学的研

究水平和影响力的发展迅速,在部分领域甚至达

到先进水平。这一学科发展可以从年均 h因子

的不断攀升得到印证。如上所述, h指数是由文

章数量和文章引用频次相互制衡的, 而我国无机

化学杰青的年均 h指数在十年间提高了 7倍, 更

加表明我国无机化学的发展不只是  量!的进步

更是  质 !的发展。

结束语

我们选择 1994 2004年无机化学领域的杰

青获得者的论文计量统计结果为样本,分析了无

机化学学科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现状, 从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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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杰青获得者的科研论文

发表数量稳步增加,而科研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

提升较快, 体现我国科研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

这些高质量、高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说明了我国无

机化学学科的快速发展,学科研究水平和影响力

不断提高。尽管我们对杰青计量数据与学科发

展关系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但是我们相信随

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科发展和评价

必将在当今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通过

杰青获得者的计量数据来分析学科发展有助于

提高学科评价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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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Sub ject eva luation, as an importan t subse t of the sc ience evalua tion, rece ived increasing a ttention because it

can prov ide gu idelines for dec ision - m ak ing and m anagement during sub ject 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leve l o f the d istin

gu ished young scho lars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spec ific sub ject deve lopm ent and a lso reflec ts deve lopm en t o f the sub ject. The

chem istry subject in China has m ade rapid deve lopm ents dur ing the past decade, w ith dram atical im provem ent of bo th the

qua lity and the influence o f the research ach ievem ent, In th is paper, w e ana lyzed the change in the b ib liom etric ind icato rs o f

the d istingu ished young scho lars ( 1994- 2004) such as the tota l number of the published paper, h index, the c itation of the

published paper and so on. The resu lts dem onstra ted tha t the b ibliom etr ic ind icato rs o f the d istingu ished young scholars can

w e ll reflec t the sub ject developm ent and w ill contr ibute to the establishm ent o f reasonable evalua tion system s in the fu ture.

K ey words: D istinguished young scho lars; Subject Evalua tion; B ib liom etric ind ica to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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