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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中国和浙江大学2002年与国内外合著SCI论文的情况 ，发现了浙江大学绝大部分学科合著论文 

的IMP(~．k因子)平均值高于总论文和非合著论文的IMP平均值。提出了合作研究可以提高高校科学研究水平的观 

点，并从促进论文质量提高、推动学科发展和增强与高水平合作伙伴联系等方面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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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发行的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目 

前世界上极有影响力的、可以定量评价科研 

绩效的工具之一[1I。由于SCI能提供独特的 

文献引证关系，涉及学科范围全面和涵盖国 

家地区广泛，从而改变了过去人们对科研绩 

效评价只能定性粗略估计的状况，因而受到 

了全世界科学家、科研机构和政府行政管理 

部门的普遍重视。 

目前，SCI涵盖自然科学领域内最重要、 

最有影响力的期刊达6 00o多种闭。它收录 

了各学科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代表了各学科 

领域的世界水平。因此，依据 sCI所提供的 

科技论文被收录及引用情况，利用科学计量 

学的方法，可以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或科研人员的国际学术地 

位、研究水平以及学科发展趋势等嘲。本文根 

据SCI论文分析探讨了合作研究对提高高 

校科学研究水平的作用。 

l 中国科技论文的国际合作情况 

根据“中信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SCI 

收录的中国大陆论文中，国际合著的论文比 

例逐年提高。2002年，国际合著的论文达 

7 807篇，已占总收录论文的 19％，其中有 

3 479篇论文是中国作者排名第一，占合著 

论文的44．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国际 

合著论文的中国机构，按高等院校、研究机 

构、医疗机构等5种类型统计，高等院校所占 

论文的比例高达71．59％ ，比排在第二位的研 

究机构(23．17％)高出近5O个百分点H。透过 

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充分利用国外先进 

的科研条件和畅通快捷的信息渠道，发挥我 

们的人才优势，在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前 

提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已得到高等 

院校的高度重视，并付诸实施，成为高等院 

校提高SCI论文数量和质量的新的突破点 

和努力方向。 

2 浙江大学SCI论文的总体分析 

20o2年，浙江大学共发表SCI论文 1 430 

篇，影响因子(IMP)最大值为26．682、平均值 

为 1．142；其中以浙江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 

的论文 1 ll9篇，IMP最大值为9．863、平均 

值为 1．063。可见，以浙江大学为第一单位统 

计数据的IMP最大值和平均值都有所降低。 

现按学科统计，将浙江大学总论文数和浙江 

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的论文数，以及这两类 

论文的IMP最大值和平均值的比较分别用 

图1、图2和图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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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两类论文影响因子最大值的比较图 

从图1、图2和图3可以看出，总论文 

数、第一作者论文数按学科排序均依次为： 

工、化、理、医、农、数、生物、地。但这两类论 

文的IMP最大值和平均值按学科排序却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排序均变为：生物、医、 

理、化、工、农、地、数，而且生物学科总论文 

的 IMP最大值和平均值均显著高于第一作 

者论文，这使我们有兴趣去探求产生这种现 

象的原因。进一步分析有关数据，我们发现， 

这可能与论文的合著情况(包括国际合著和 

国内合著)有很大的关系。 

3 浙江大学 SCI论文的合作情况 

2002年，浙江大学与国内外合著的SCI 

论文共 475篇，占总论文数的33．2％。其中， 

与国外合著的论文数为262篇，占总论文数 

的 18．3％；与国内合著的论文数为213篇 ， 

占总论文数的 14．8％。IMP平均值分别是 

1．664(与国外合著)和 1．279(与国内合著)， 

而非合著论文的IMP平均值为 1．028。可见， 

合著论文的IMP平均值明显高于非合著论 

文，也高于总IMP平均值和以浙江大学为第 

一 单位统计的IMP平均值。以学科与合著论 

文所占的比重、总论文的 IMP平均值、合著 

论文的IMP平均值、非合著论文的IMP平均 

值作图，可以得到图4和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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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和图 5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 

的现象。一是所列各学科总论文的IMP平均 

值高于非合著论文；二是绝大部分学科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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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合作论文的mII’平均值提高强度与学科的关系 

论文的IMP平均值高于总论文和非合著论 

文；三是除个别学科外，与国外合著论文的 

IMP平均值要高于与国内合著论文。因此， 

合作研究对提高论文IMP值所作的贡献是 

显而易见的。再以合作研究使论文的IMP平 

均值提高强度与学科的关系作图，可得到图 

6。 

由图6看出，合作研究对生物领域影响 

最大，即使论文的平均IMP增长最快 ，与国 

内合著的论文，不管是与总论文比还是非合 

著论文比，其 IMP平均值增高比例均列于各 

学科之首，对理化和天、地等领域，合作研究 

也使这些学科论文的IMP平均值有较大的 

提高。 

4 合作研究促进了科学研究水平的 

提高 

通过对浙江大学2002年SCI论文合著 

情况的分析，我们感到合作研究(反映在合 

著发表的论文上)对促进高质量、高水平的 

论文的产生、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整体科 

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等方 

4．1 合作研究促进论文 

整体质量的提高和离层 

次论文的增加 

用 IMP值来衡量论 

文的质量和水平 目前已 

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 

普遍认可。因此，争取在 

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已成为广大 

科研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浙江大学总 SCI论文的 

IMP平均值高于非合著 

论文，其贡献都是由合著 

论文作出的。而与国内外 

合作研究发表的SCI论 

文的IMP平均值都较高。 

尤其与国外(主要是美欧 

等国)合著论文的IMP平 

均值提高更为显著。说明 

合作研究促进了论文整 

体质量的提高。 

能在《科学>和《自 

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并非 

易事，而通过合作研究， 

却能使之成为现实。2002年和20o3年，浙江 

大学在这 2本刊物上发表了3篇文章。浙江 

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等国内外 13家单位合作 

完成的水稻基因测序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国内吉林大学合作的有关艾滋病发 

病新机理的文章发表在《科学》上；浙江大学 

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进行的光电新材料研 

究结果发表在《自然》上。这是合作研究的成 

效。 

4．2 合作研究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浙江大学 SCI论文统计结果可以充分 

说明合作研究可以推动学科的发展。通过合 

作，各学科的论文质量(主要体现在 IMP平 

均值提高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 

是生物领域，合作研究使其 SCI论文的 IMP 

平均值分别提高了 121．4％(与国外合作)和 

108．9％(与国内合作)。合著发表在《科学》上 

有关水稻基因测序的论文在不到 1年的时 

间内被引用了 100多次。如此高的引用频 

率，说明了它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此，通过与国内外高水平的合作伙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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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可以显著地提高学科的科学研究 

水平。而且随着学科研究实力的不断提高， 

学科在争取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引进国 

内外高精尖人才、更多地获得学校的资源等 

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收益，从而直接或间接地 

促进了学科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 

展。 

4．3 合作研究提高了学校科学研究水平在 

国际上的地位 

要使同行认识你、认可你，并确立在国 

际上的学术地位，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 

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是关键。合作研究的学 

术论文，由于综合了各合作单位的学术优 

势，一般质量较高，因而能大大提高被国际 

著名学术刊物的录用率，从而提高了作者单 

位在学术界的知名度。我们选择了几种在国 

际上影响较大，浙江大学教师投稿数较多的 

刊物，分别统计了非合著论文与合著论文的 

引用数，结果列于附表。 

附表 合著论文和非合著论文篇引用数的比较 

刊物名 出版 收录 合著篇 非合著篇 

国家论文数 均被引 均被弓 

从附表均被引数的对比，我们不难看 

出，由于合著论文质量的提高，使文章篇均 

被引数比非合著论文提高了4．1倍。文章被 

引数的数据，直接反映了同行对研究工作和 

所得结果的认可程度，这既说明了作者的研 

究水平，也为确立作者所在单位在国际上的 

学术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 般来说，杂志流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映该刊物在世界上的影响面和知名度，而在 

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可提高国际影响力。进 

一 步分析浙江大学合著论文的杂志流向(以 

杂志的出版国家表示)，我们发现涉及到23 

个国家，其中美国最多，占37-2％，其次是英 

国和荷兰等国。刊登浙江大学论文最多的8 

个国家见图7。从图7看出，2002年浙江大 

学的SCI论文还是以发表在美、英等发达国 

家出版的刊物为主。 

篇 

图7 杂志出版国与论文数 

以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合作研 

究是一种提高高校国际学术地位的有效方 

法。 

4．4 合作研究增强了与高水平合作伙伴的 

学术联系 

在合作中，我们注重寻找高水平的伙 

伴，以此增强自己的研究实力。事实也证明， 

只有多与强者开展合作研究，才能有效地、 

快速地提高学术水平。 

2002年浙江大学与国外合著论文的伙 

伴国约有 15个，其中与美国伙伴合著的论 

文最多，有 105篇，占总合著论文的44．6％。 

合著论文较多的前 6个国家占总论文的 

94．8％(统计结果见图8)。这表明浙江大学 

的合作伙伴是以美、欧等科技强国为主。在 

与国内合作完成的213篇论文中，与中科院 

系统合作的论文有 138篇，占国内合作论文 

的65％，这表明高校与国内科研实力最强的 

中国科学院寻求合作研究，已成为双方的共 

同选择。浙江大学近年来SCI论文的快速增 

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与科技实力雄厚的 

国内外合作伙伴开展合作研究。通过合作研 

究，增强了彼

合作产生的一些重要科学研究结果或重大 

的科学发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更能促 

进合作在双方或各方间的深入开发，由此获 

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使合作纳入高效、良 

性的循环轨道。因此，只有选择科研实力较 

强的合作伙伴，才能在合作研究的同时，有 

效提高单位和个人的研究水平，从而使高校 

的整体研究实力得到更快的提升。 

21％ 

图8 合作国家及论文数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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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ter analyzing 2002’s SCI publications，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IMP of cooperationn paper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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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SCI publications；cooperation research；level of science research 

134 科技进步与对策·2月号·2005 

∞如∞如∞如∞如0 

4 3 3 2 2  l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