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SSCI与JCR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简称SSCI) 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 创建的文献信息

统计工具 , 它目前收录了1 760余种社会科学刊物 , 其范围

几乎涵盖了人类学、行为科学、商业、地理学、经济学、教育

学、资讯科学、法律、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社

会工作及都市研究等社科领域的所有学科 , 在学术界和信

息情报领域范围内有较大的影响。SSCI同它的姐妹篇SCI

一经出现 , 立即成为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的有力

工具。SSCI依赖独特的引文关系 , 不但可以考察学术论文

的受重视程度和各个学科内在的文献特点, 从前后相继的

引文网络中考察研究者之间彼此的学术联系 , 进而了解某

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情况 , 而且可以评价每个研究者的学

术成就和地位 , 其数据可回溯至1956年。

《期刊引用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简称JCR) , 是

ISI编制出版的评价期刊的重要工具。JCR每年对ISI收录期

刊之间的引用和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并针对每种期

刊定义了“影响因子”、“即时指数”等指标加以全面报道。这

些指标包含了期刊本身的许多重要的量化信息。例如 , 期

刊被引频次———可表述期刊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 期刊的影

响因子———反映近两年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情况 , 期刊

的即时指数———即当年被引, 可告知期刊载文是否为当今

研究的热点问题 , 期刊的被引半衰期———标志期刊生命

力、影响力是否深远的指标。这些内容也正是科研管理者

和信息管理者欲了解的信息。在对大批量的论文进行评价

时, 常常采用这些期刊指标来表述。JCR有自然科学版和

社会科学版两个版本。

SSCI期刊源与JCR社会科学版所评价期刊基本相同 ,

除了SSCI新增与淘汰的期刊与后者有部分出入之外 , 其余

相同。因此 , JCR能较准确地反映SSCI期刊的基本情况。

2 SSCI期刊的文献计量指标分布情况

JCR2003社会科学版( 以下简称JCR2003) 报道了1 714

种社会科学期刊的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这1 714种期

刊2003年度共刊登论文65 410篇, 被引总频次为1 337 344,

影响因子总和为1 541.149, 即时指数总和为309.096。从而

可得到每种期刊平均刊登论文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及

即时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38、780、0.899、0.180。SSCI两期

刊之间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可能相差千倍以上。这至少

说明SSCI期刊的影响力差别太大。表1、表2、表3、表4分别

列出了这4个指标的区间分布情况。

单种期刊刊登论文数(A)的分布区间 期刊数 累积百分比(%)

A≤30 943 55.02

30<A≤50 443 80.86

50<A≤100 235 94.57

100<A≤200 78 99.12

A>200 15 100.00

表 1 单种期刊 2003 年度刊登论文数量的区间分布

从4个区间分布表也可以看出 , 尽管进入SSCI的期刊

都经过严格的筛选 , 但各项期刊指标之间差距很大。进一

步观察可得 , 被引频次居前20%的期刊包含SSCI期刊总被

引频次的71%以上。与文献的20/80分布律有一定差距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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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期刊数
2003 年

论文数

2003 年被

引用次数

影响因子

平均值

即时指数

平均值

JCR2003 总计 1 714 65 410 1 337 344 0.899 0.180

美国 991 37 492 969 206 1.052 0.207

英国 404 16 140 236 975 0.782 0.159

荷兰 100 4 785 74 494 0.833 0.159

德国 54 1 756 10 716 0.540 0.111

加拿大 28 741 8 804 0.539 0.142

瑞士 21 866 11 615 0.736 0.177

法国 17 478 3 193 0.273 0.041

澳大利亚 16 383 3 672 0.502 0.143

日本 8 138 529 0.241 0.015

俄罗斯 7 323 565 0.352 0.070

中国 3 89 89 0.175 0.000

台湾 1 13 91 0.155 0.154

表5 SSCI期刊数居前的12个国家或地区以及我国的期刊指标情况

符合SSCI创始人加菲尔德博士的引文集中律 , 即较少的期

刊包含了大多数的被引频次。从表4还可以看出 , 只有不到

3%的SSCI期刊平均每篇论文当年被引用1次以上。表2 、表

3、表4 分别反映了SSCI期刊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时指

数分布的不均衡现象。

单种期刊被引频次(B)的分布区间 频率 累积百分比( %)

B≤100 299 17.44

100<B≤300 585 51.58

30<B≤1000 531 82.56

1000<B≤3000 211 94.87

B>3000 88 100.00

表2 单种期刊2003年度被引用次数的区间分布

影响因子( C) 的区间分布 期刊数 累积百分比( %)

C≤0.6 825 48.13

0.6<C≤1 389 70.83

1<C≤1.3 168 80.63

1.3<C≤2 189 91.66

C>2 143 100.00

表3 期刊影响因子的区间分布

表4 期刊即时指数的区间分布

即时指数(D)的区间分布 期刊数 累积百分比( %)

D≤0.1 917 53.50

1<D≤0.3 510 83.26

0.3<D≤0.5 141 91.48

0.5<D≤1 106 97.67

D>1 40 100.00

3 SSCI期刊的地域分布

由JCR2003可知 , SSCI的1 714种期刊分别分布在全世

界40个国家或地区 , 美国在SSCI期刊源中居霸主地位 , 期

刊数、论文数接近总期刊数的60%, 有72%以上的被引来自

于美国期刊。表5列出了期刊数居前的12个国家或地区的

期刊指标情况与我国的情况对照。由表5可知 , 期刊数居前

的12个国家或地区的期刊数、刊登论文数、论文被引用次

数就分别占JCR总数的96.03%、96.47%、98.69%。由此可见

SSCI期刊指标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图1展示的是SSCI期

刊的地域分布 , 图2是SSCI论文的地域分布。

另外 , 我国被SSCI收录的4种期刊 , 除了台湾的1种期

刊外 , 其它3种期刊的编辑部均在美国纽约。

图1 SSCI期刊的地域分布

图2 SSCI论文的地域分布

4 利用SSIC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进行评价

的思考

以上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 SSCI期刊的学科地域分布

是极不均衡的 , 而这种不均衡现象使其作为社会科学的

国际可比性指标的公正性大打折扣。对于自然科学来说,

我们强调科学无国界。相对而言 , 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受地

域性因素影响相对较小 , 其期刊的地域分布虽有影响 , 但

不是绝对的。所以 , 不同国家和地区更易于找到学术交流

的平台。然而 ,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来说 , 其研究对象

是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或现象 , 由于不同的国家有着各

自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 , 所以 , 社会科学研究

取向、学术成果交流方式往往受地域性限制较大 , 用自己

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才能更好地阐述和表达社会科学方方

面面的问题。

SSCI期刊的语种及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是世界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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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所形成的一种格局 , 与强国政治与经济的事实是相对

应的[1]。期刊以美英为主的英语国家占有绝对的优势 , 正符

合了世界强国分布的格局。

社会科学研究受政治观点的影响甚大 , 西方强势国家

对一些弱势国家存在着政治偏见 , 往往会对发展中国家社

会科学论文的收录率带来很大的影响。

由于SSCI期刊之间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等指标可

能相差千倍以上。所以不同的SSCI论文用同一标准对待 ,

实在有失公正。又由于SSCI期刊的学科结构不均衡 , 对整

个社会科学科研水平进行评价时 , 会产生很多偏差。在利

用SSCI进行科研评价时一定要坚持同类相比的原则。

鉴于以上分析 , 笔者认为 , 在目前状况下 , 利用SSCI指

标尚无法对我国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状况进行全面、客观

的评价 , 国内个别能被SSCI收入的文献也并不能证明其水

平一定比未收录文献的水平更高。为此 , 如何看待SSCI的

科研评价功能 , 需要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审视。

( 1) 从宏观层面看 , 要承认许多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大部分源于国外期刊( 著作) ,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 , 我国不仅需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

而且也要倡导吸收其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思

想 , 如市场经济理论、公共管理理论等。如果国家社会科学

管理规划部门不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 对我国社会科学事

业的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SSCI作为我们了解国外社会科

学界的一个窗口,不应该仅仅因为语言问题和收录期刊的

倾向性而造成我国社会科学成果走向世界的鸿沟。要鼓励

学者们把研究的视野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学术舞台, 让国际

同行多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同时 , 由于中国学术期刊在

国外市场太小 , 其国际显示度低[2], 政策管理部门应就全面

提高我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办刊水平给予政策

上的引导, 力争创办一批高水平的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英

文期刊 , 以扩大我国社会科学成果传播的广度。

( 2) 从中观层面看 ,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在科研业绩

评价体系的制度设计上 , 要积极引导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扩

大学术研究资料来源的渠道, 鼓励他们敢于将高质量的研

究成果投向SSCI来源期刊 , 并给予适当的奖励 , 增强他们

走向国际的信心。当然 , 我们也应看到 , 国内某些高校和研

究机构过分青睐SSCI论文 , 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 其

主要原因在于赋予SSCI过大的奖励权重。在对SSCI使用过

程中 , 建议指标权重不宜与国内顶尖期刊差距拉得过大 ,

而且要考虑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 [3]。当前 , 使用SSCI指标

时 , 要注意将其与适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特点的论文收录

系统CSSCI的高影响因子期刊进行很好的权重匹配。但从

长远眼光看, 为了让国际同行更多地了解我国社会科学研

究的实力 , 从扩大其学术影响力角度看 , 在各类科研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中 , 引入SSCI论文和引文指标并适当

增大被SSCI收录文献以及被引用次数的权重也是极为必

要的。在此基础上, 建议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依据本单位学

科布局和发展规划 , 在SSCI中按学科选择部分权威期刊 ,

以便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撰写论文和论文投向上起一定

的导向作用。

( 3) 从微观层面看 , 作为每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 应

力争将自身的学术研究放在更广阔的国际学术舞台 , 杜绝

学术研究的平庸化, 不能仅满足于国内同行的认可。要下

大气力提高外语水平 , 提高掌握外文资料和洞悉国外学术

前沿动态的能力。训练自身遵循国际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学

术规范的意识和能力, 增强与国外同行的对话意识和竞争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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