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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影响因子与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价 

范 琦 ，马 婕 ，雷 健 
(1．重庆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重庆 400044；2．重庆医科大学 药学院，重庆 400016) 

摘要：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在中国研究生质量评价及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中的积极作 

用。建议将期刊影响因子科学地用于研究生质量评价，且将其用于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以提高研究生质 

量，促进研究生教育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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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生教育从 1978年恢复招生以来 ，已经取得 了显著成绩 。研究生招生规 

模在发展 中不断扩大 。至 1999年 以前 ，研究生招生规模 的扩大速度与研究生教育 的 

发展速度基本上相适应。但从 1999年开始 (除 2005年有所回落外)，中国每年招收 

的研究生人数连续以高于 20％的速度增加，在校的研究生人数也于 1999年突破 20 

7Y(表 1)。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研究生教育的增长速度一般仅超前于其经济 

增 长速度几个百允  。但中国近几 年的增 长指标却高达 十几个百分 点 ，因此造成诸 

多方面的不相适应 J。尤其是连续多年大幅度扩招，使中国研究生教育亟待解决的 

问题 由数量转变为质量 。许 多研究生培养机构对 此进行 了大量思考和研究 【1J，其 中 

运用期刊影响因子进 行研究 生的科研绩效评价就是主要方法之一 。 

一

、 学 术期刊 影 响 因子及 其计量 

期 刊影 响 因子 (Impact Factor，IF)是 一 个 文献 计 量 学概 念 ，由美 国科 学 引 文 

索 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创始 人 、美 国科学 信息 研 究所 (Institute for Sci- 

entific Information，ISI)所 长尤 金 -加 菲 尔 德 (Eugene Garfield)于 1972年 提 出 。 

通过对 期 刊引 文进 行统 计分 析 ，得 出期 刊影 响 因子 的数值 ，将其 作 为衡量 期 刊影 

响力 的一 项指 标 。期刊 的影 响 因子 越 大 ，表 明该 刊物 对其 学 科 领 域越 具 影 响 

力 ，学术水平与整体质量越高 。期刊影响因子 目前通行的计算方法为 ：期刊前两 

年发表 的论 文在 统计 当年被 引用 的总 次数 除 以该期 刊在 前两 年 内发 表论文 的总 

数 ，即 ： 

期 刊 年度 影响 因子 =期 刊前 两年被 引用论 文量／期 刊 前 两_q-载 文量 

由上式可知 ，凡对 以上两个计算变量有作用的因素，都会对期刊影响因子产 

生或大 或小 的影 响 。期刊 影 响因子 的影 响 因素 主要包 括 ：时间 因素 、源期刊 库 的 

缺陷、引文条 目统计的差异 、学科性质的差异及引文行为差异等 。 

二 、研 究生教 育评 价 引入影 响 因子 的纷争 

研究 生 教育 (graduate education)是 高等 教育 的最 高 阶段 ，在 科技 进步 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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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发展 中 占有 十分 重要 的地 位 。研究 生 教 育 以研 究 

生具 有 独 立从 事 科 学 研究 的能 力 为 主要 培 养 目标 。 

研 究 生 的科 学 研 究 能力 主要 包 括 以下 三个 方 面 ：一 

是 发现科 学 问题 的能力 ；二是 科 学实 践 的能力 ，即科 

技 创新 能力 ；三是撰 写科 学论 文 的能力 。 

表 1 中国研究生招生及在校情况 

注：数据来自各年度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世纪 80年 代后期 ，南 京大学 基 于 以下 两个 原 

因将 SCI引入 科研 评价 体 系 ，之 后 对研 究 生 也 作 了 

发 表 SCI论 文 的要求 。原 因之 一 是 国内学 术 界风 气 

不 正 ，缺少客 观 的评价 标准 ；之二 是 某些 专 业 的 国 内 

专 家很 少 ，国 际通 行 的 同行 专 家 评 议难 以 实 施 。 由 

此 ，学 术 期 刊 的影 响 因子 随之 用 于评 价 某 篇学 术 论 

文及作 者 的学 术水平 。南京 大学 希望 通 过 使 用量 化 

的客 观 指标 进 行 科 研 评价 ，以促 使 其 科研 更 好 地 参 

与 国际竞争 。 中国科 学 技术 信息 研究 所 的研究 结 果 

显示 ，1992年 至 1998年 ，南 京 大 学被 SCI收 录 的论 

文 数居 全 国第 一 J̈。此 后 ，许 多研 究 生 培 养 机 构 相 

继 仿 效 南京 大 学 的做 法 ，规定 在 一 定 影 响 因 子 以上 

的期 刊发表研 究论 文是 研究 生获 得 学位 的一个 基 本 

条件 。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期刊影响因子用于研究生教 

育 所产生 的负 面效 应逐 渐 引起 大 家 的重 视 。很 多 

人认为 ，期刊影响因子对研究生培养起 了误导作用 ， 

是造成 研究 生 质量 问题 的 主要 原 因。期 刊影 响 因子 

在研 究生 教育 中 的使 用 因此 受到质 疑 。 

笔者 以为 ，尽管在使用期刊影响 因子 中有许多 

不尽 人 意 之 处 ，但 影 响 因 子 在研 究 生 质 量 评价 和 科 

研 能力 培养 方 面 (发 现科 学问题 的能力 、科 学 实践 的 

能力 和撰 写科学 论文 的能 力 )的积极 作用 不容 低估 。 

三 、影响 因子对 研 究生教 育发展 的积极作 用 

(一 )影响 因子 对研 究生质 量评 价 的积极作 用 

研 究生 的培 养 目标决 定 了其 质量 评 价 的 主要 内 

容 是科 研 能 力 的 评价 。而科 研 论 文 的数 量 与 质 量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研能力和科研活动对现有知 

识体 系 的贡 献 。 因此 ，国 内很 多 研 究 生 培养 机 构要 

求 研 究 生 发 表论 文 ，有 的还 规 定 要 在一 定 影 响 因 子 

以上 的期 刊发 表 才 能 获 得 学 位 。笔 者 认 为 ，这 样 的 

规 定 在很 大程 度 上 具 有 合 理性 ，因 为对 于研究 生 的 

培养质 量用 一定 的指 标体 系进 行 检验 和 控制 是 研 究 

生 教育 科学 管理 的必要 措 施 。尤其 是 在 研究 生 招 生 

规 模不 断扩 大 的今天 ，研究 生 培养 起 点 大 幅度 降低 ， 

采 取 措施 控制 和提 高 研 究 生 的培 养 质 量 ，更 是 势 在 

必行 。 由于扩招 速 度 太快 ，研 究 生 生 源 质量 明 显 下 

降 。与此 同时 ，导师 队伍也 令 人堪 忧 ：扩 招 后研 究 生 

师 生 比严 重失 调 ，有 的 导师 同期 指 导 的研 究 生 人 数 

过多 ，无暇对每位研究生进行精心指导 ；有的导师兼 

职 太多 ，没 有足够 的时间和 精力 指 导研 究 生 ；还 有 的 

导师是 刚工 作 的博士 ，不但 缺 乏指 导 研究 生 的经验 ， 

基 本 的教学 科研 工作 也 尚处 于适 应 和熟 悉 阶段 。教 

学 资源 方 面 ，投 入严 重 不 足 。国 家 的研 究 生 培 养模 

式 也仍 在探 索 中 。在 如此 严 峻 的形 势 下 ，采 用 一个 

量 化 的 客 观指 标 对 研 究 生 的培 养 质 量 进 行评 价 ，不 

仅 对 研究 生 提 出 了具 体 要求 ，同时 也对 导 师 和 培养 

机 构 提 出了相 应 的要 求 ，有 利 于研 究 生 的质 量 在 现 

有条件下得到保证和提高。 

统 计数据 显示 ，截 至 2005年底 ，SCI收 录 的 中 国 

科 技期 刊 已超 过 1O0种 ，绝 大 部 分 期 刊 的影 响 因 子 

呈 连年 上升 的趋 势 。中 国科学 家在 SCI收 录 的杂 志 

上 发表 的论 文 数 迅 速 上 升 ，见 下 图 J。1987年 的论 

文 数为 4 880篇 ，居 世 界 第 24位 ；2005年 的论 文数 

为68 226篇 ，居世 界第 5位 (前 4位 的 国家分 别 是美 

国 、英 国 、日本和 德 国 )。与 此 同时 ，中国科学 论 文 的 

质 量 也 在 提 高 ，高影 响 因 子 的论 文 从 1993年 的 25 

篇 增长 到 2003年 的 223篇 。这 些成 绩 的取 得 ，与 用 

学 术期 刊 的影 响 因子作 为科 研 评价 指 标 有极 其 密 切 

的关 系。虽 然有 些数据 令 我 们 失望 ⋯ ，但 应 该 看 到 ， 

这 是 发 展 中 出现 的问 题 ，研 究 论 文 在 中 国 的科 技发 

展 中也 正经 历着从 数 量到 质量 的变化 过程 。 

期 刊影 响 因子 作 为 一 个 量 化 的客 观 指 标 ，在 用 

于研究生质量评价时 ，可有效地避免 主观偏差。另 
一 方 面 ，在研 究生 质量 评价 中采用 客 观 的定 量 因 素 ， 

也 便 于培养 单位 间相互 交 流及用 人单 位对 比择 优 。 

虽 然期 刊影 响 因子用 于研究 生 质 量 评价 取 得 了 

良好 的效果 ，但 期 刊影 响 因子 也 有 其 局 限性 。 如果 

将期刊影响 因子 与同行专 家评议等评价方 法相结 

合 ，并考虑到研究生的专业特点等 因素，进行综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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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就 能对研 究 生的培 养质 量 进行 更 全 面 、更 科 学 的 衡 量 。 

图 SCI收录的中国论文数变化趋势 

(二)影响 因子对发现科学问题的积极作用 践是一个复杂且艰辛的探索过程 ，一般包括 ：研究方 

科学研 究 从 问题 开始 ，提 出 问 题 是 科 学 探 索 的 案 的设 计 与修 订 ；方 案 的实施 (获取 科学 事 实 )；实验 

起点 。科 学 问题 关 系 到 科 学 研 究 的 先 进 性 和 重 要 结果 的处 理 与分析 ；结论 的获 得 。在科 学 实 践 中 ，期 

性 ，影 响科 学 研 究 采 取 的途 径 和 方 法 。 问题 意 识 的 刊影 响 因子 对 研 究 方案 的设 计 与 修 订 、实 验 结果 的 

培养 是研 究生科 研 能力 培养 的 重要 组 成 部分 。与其 处理 与分 析具 有直 接而 显著 的促 进作 用 。 

他研 究 人 员 不 同 ，研 究 生 的科 研 项 目较 少来 源 于社 设计科学合 理 的研究 方案 是科 学 实践 的第一 步 ， 

会生 产 的直 接需 求 或 国家 计 划 ，主要 集 中在 自拟课 方案 的优 劣对科学 问题 能否 得到解 决影 响重 大 ，有 时 

题上。研究生要在所学专业方 向选择具有一定创新 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要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案 ， 

性 、难 易 程度 和工 作 量 与学 习 阶段 和学 习 期 限 相适 就必须全 面深 入 地 了解 现 有 的 相关 理 论 、方 法 、技术 

应 的科研课 题 ，就必 须进 行 大量 的 文献 查 阅 ，因为 现 和仪器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对 于工 作 积 累较 少 的研 究 

代科 学研究 基 本上都 建立 在他 人 的研究 基础 之 上 。 生 ，就更 依赖 于有 关 文献 资 料 的查 阅。在 此基 础 上 ， 

然而 ，如今 知识 经济 迅猛 发 展 ，学 术论 文 的 数量 发挥 主观 能动性 和创造性 ，灵 活运用 专业 知 识和直 接 

呈级 数增 长 ，所 载 信 息 浩 如 烟 海 。可 供 查 阅 的文 献 经验 ，才 能拟定 出解决 问题 的 可 能方 案 ，并根 据 所具 

资料中，以学术期刊登载的研究论 文数 目较多、内容 备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方案的可行性分析和选择。之 

较新 ，是研 究生 们需要 查 阅的 主要 文 献 。 目前 ，全世 后 ，以初 步试 验 和 继 续进 行 的研究 为 依 据 ，进 行 针对 

界 的期 刊已超 过 3O万 种 。德 国学 者 哈 根 ·拜 因豪 性的文献 查阅 ，不断修 订方案直 至满 足要求 。 

尔 (Hagen H．Beinhauer)曾感 慨 ，一 个 科学 家 即使夜 在研 究方 案 的 实 施 过 程 中获取 的 实 验 数 据 ，需 

以继 日地 工作 ，也 只 能 阅读 与 自己 的专 业 有 关 的全 要进 行 科 学 的 处 理 与分 析 ，才 能在 众 多 的 科学 事 实 

世界 出版物 的 5％ [1 。还有 待 训 练 的研 究 生 们显 然 中 ，通 过 自主 的、创 造 性 的思 考 获 得 结 论 ，完 成 科 学 

很难 在较短 的 时间 内较全 面 地查 阅 相关 的文 献 资料 认识 的整 个过 程 ，最 终 实现 创新 。值 得 注 意 的是 ，相 

以获 得充分 的信 息来 选择 适 合 的研 究课 题 。但 研究 同 的实验 数据 ，采用 不 同 的方 法 进行 处 理 和分 析 ，所 

发现 ，科学 文献 里存在 “二 八 ”定 律 ，即对 某个 学 科 而 得 的结果 有 时相差 甚远 ，甚 至 由此得 出不 同的结 论 。 

言 ，这 个学科 20％ 的期 刊发 表 了 80％ 的重 要 学术 论 为 了获 得 正 确 的结论 ，需 要 对数 据 进 行 科 学合 理 的 

文 ]。这个 定 律 告 诉 我 们 ，不 需 要 阅 读 所 有 的有 关 处理 ，这就 要 求 研 究 生 对 已有 的数 据 处 理 与分 析 方 

文献 就能 掌握 主要 的信 息 。那 么 ，怎 样 选 择 重 要 的 法有 全 面 深 入 的 了解 ，研 究 生们 因此 又 面 临 大量 查 

期刊 呢? 阅相 关文 献 的问题 。 

期 刊影 响 因子 的大小 与期 刊 对其 涉 及 的 学科 领 可见 ，在某 种意 义上 ，科学 研 究 的进 展 只 能达 到 

域的 影响力 、期 刊 的 整 体 质量 等 呈 正相 关 关 系 。高 一定 文献 资料基 础 所能 支撑 的程度 。文 献 查 阅工 作 

影 响 因子 的期 刊 ，能 够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反 映学 科 领 域 无 论 在 数 量 上 还是 实质 上 ，在 研 究 生 的 整个 科 学 研 

的先 进 水 平 和发 展 方 向 ，对 引 领 这 个 领域 的研 究 有 究 中都 占据 了很 大 的 比重 和相 当重 要 的 地位 。相 应 

重 要作 用 。所 以 ，可 以 以期 刊影 响 因子 为指 导 ，缩 小 地 ，文 献利 用能 力就 成 了科研 能 力 的重 要 组成 部 分 。 

文献 查阅 的范 围 ，做到 事半 功 倍 。 由此 可见 ，利用 期 利用 学 术 期 刊 的 影 响 因子 ，高效 率 地 获 得科 学 研 究 

刊影 响 因子 查 阅 文 献 ，能 够 使 研 究 生 在 时 间 、经 费 、 所需 要 的文 献 资 料 ，就 能 够在 不 同环 节 上 有力 地 推 

文献 资料等 资源 有 限的情 况下 ，更 有 效 地利 用 文 献 ， 动 研究 生 的 研 究 活 动 。所 以 ，影 响 因子 对 科 学 实 践 

充分 了解研 究 领 域 的发 展状 况 ，跟 踪 具有 重 要 影 响 具有极 大 的促进 作 用 。 

的研究 成果 ，选择适 宜 的科学 问题加 以研 究 。 (四 )影响 因子 对科 学论 文撰 写的积 极作 用 

(三 )影 响 因子对科 学实践 的积 极作 用 科 学 论文是 反 映 研 究 生科 研 成 果 的 正 式 文 件 ， 

解决科学 问题始终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内容。科 是与同行 进行学 术交 流的主要载 体。发表研 究论 

学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科学实践来实现 。而科学实 文 ，是研究生展示其学术水平 、建立其学术地位 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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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途径 。 同时 ，研 究 论 文 还 是 体 现 研 究 生综 合 素 质 

的一种具 体形 式 。罗 伯特 ·A ·戴 (Robert A．Day) 

在 其著作 《如 何 撰 写 和 发 表 科 学 论 文 》的序 言 中 指 

出 ，对一 个科 学 家 的评 价 ，从 研 究 生 开 始 ，就 主要 不 

是 看 他 在实 验 室操 作 的机 敏 ，不 是看 他 在 或 宽或 窄 

的研 究领 域 所 具 有 的知 识 ，更 不 是看 他 的智 能 和魅 

力 ，而是 看 他 的著 述 。他 们 因此 而 出名 或 依 然 默 默 

无 闻 。 

因此 ，科学 论 文 的 撰 写不 是 简 单 地 将 科 学 研 究 

文 字化 ，而是 要综 合 应 用 所 学 的知 识 、理 论 和 方 法 ， 

将科 学 问题及其 意义 、科学 研究 过程 、研 究 结果 和 结 

论 以适 当的形式 呈现 出来 ，以满 足充分 交流 的需要 。 

在撰 写研究 论 文 前 ，首 先 要 在 研 究 领 域 内选 择 

水 平相 当的期 刊 以确 定其 目标 受众 。在繁 多 的学 术 

期 刊 中 ，怎样 才 能 有效 地 判 断什 么期 刊 是 适宜 的期 

刊 ?期 刊影响 因子在 这里起 到 指导 性 的作 用 。期 刊 

影 响 因子 的 正确 使 用 ，有 助 于研 究 生 尽 快选 择 出适 

宜其 发表论 文 的期 刊。根据 所选 期 刊 的具 体投 稿 要 

求 ，将 自己 的科 学研 究 认 真 撰 写成 具 有 充分 交 流 功 

能的研究论 文 ，研究生们 的科研成果才有望得到最 

大 限度 的认 可 。 

由以上讨论 可 知 ，期 刊影 响 因子 无 论 在 研 究 生 

培 养 阶段 、还 是 在 培养 质 量 的评 价 阶段 都起 着 很 重 

要 的推动 作用 。但 凡 事均 有 两 面 性 ，正 如 加 菲 尔 德 

告诫 我 们 的 那 样 ，影 响 因 子 不 是 一 个 完 美 的工 具 。 

他希望我们建设性地使用这些数据 J。期刊影 响因 

子作 为工具 ，是客 观 的 ，重要 的是 怎样 使用 。尽 管 我 

们 已经发 现期 刊影 响因子在 用 于研 究 生教 育 时有 其 

不利 的一 面 ，但在 没有 找到 更合 理 、更 有 效 的措 施 之 

前 ，不 能 因噎废 食 ，应 以积 极 的态 度 ，在 正 确 理 解 其 

合理 性 与片面性 的基 础上 ，从盲 目使 用 到 理性 利 用 ， 

科 学有 效 地 利用 学 术 期 刊 的影 响 因 子 ，不 断提 高 我 

国研 究生 教育 的质 量 。 

表 2 2006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地区的竞争力 

注：1．办学资源：学位点，研究基地，科研项目，科研经费，杰出科 

研 队 伍 ： 

2．教学与科研产出：研究人才培养，专利，论文； 

3．质量与学术影响：科研获奖，研究生获奖，论文质量。 

中国研 究生教 育评 价报告 (2006—2007)中的数 

据 表 明 ，中 国 目前 的研究 生教 育 发展 极 不 平衡 ，见 表 
2【l 

。 因此 ，处 于不 同发展 阶段 的研究 生培 养 机构 都 

采 用 相 同 的研 究 生 管理 模 式 不 一定 合 理 ，应 该 根 据 

培 养 单位 的具 体 情况 ，采用 有利 于 自身 发展 的方式 

进 行管理 。一 些培 养机 构正 在尝 试取 消 研 究 生发 表 

学 术论 文 的规 定 ，多元化 管理 初 见端 倪 ，说 明 中 国 的 

研 究生教 育 正 日趋成 熟 。 

研 究生 是科 学 研 究 的 生力 军 ，是 科 技 进 步 的主 

要 后备力 量 ，担 负着 提 升 中 国科 技 水 平 的 重 任 。我 

国的 研 究生 教 育 已经具 有 较 大 的规模 ，努力 提 高 教 

育 质量 是我们 的当务之 急 。 

提 高研 究生 的教 育 质 量 是一 个 系 统 工程 ，涉 及 

的 因素很 多 ，虽 然优 良 的研 究 生质 量 评 价 体 系通 过 

控 制研 究生 的毕业 质量 能够 对 提高 研究 生 的教育 质 

量 起 到 很 大 的促 进 作用 ，但 如果 将 其 与 研 究 生教 育 

质 量 保 证体 系和 监 控体 系相 结 合 ，在 对 培 养结 果 进 

行 管理 的 同时 ，加 强培 养过程 的管理 ，才能 使 中 国 的 

研 究生 教育 质量有 根本 性 的、更 大程度 的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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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Factor of Scholarly Journals and 

Its Positive Role in Graduate Education 

FAN Qi ，MA Jie ，LEI Jian 

(J，．College ofBioengineer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2．School of Pharmacy，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16，China) 

Abstract：The impact factor of scholarly journals plays a positive role not only i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for the 

graduate education，but also in three steps of the graduate cultivation
． 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impact factor 

should be used in the graduate education more widely and more effectiv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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