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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 C SSCI来源期刊 

叶继元 。 

(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0) 

自 1999年 《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 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 

称 CSSCI)由南京 大学与香 港科技大学 联合 研制 成功 以来 ，CSSCI在 人文社 会科 学 

学术期 刊界 、科研管 理界 、教 育界和学 术界 产 生 了较大 影 响 ，目前 已有 8年 累 计 的 

数百万条引文数据 ，可通过网上查询 ，已被北大、清华、复旦 、国家图书馆、中科院近 

200多个单 位订购 和使用 ，平 均每天 网络版被点 击次数达 数百人 次 。CSSCI为全 国 

提供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评价的系列服务 ，也为教育部、全国社科规划办提供决策咨 

询 。教育部 已正式启 用 cSsci作 为重点研 究基 地 评估 、申报 的依 据 之一 。许多 高 

校已将 CSSCI作为文科教师科研评价的依据。2000年 2月成立 了南京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这一独立实体机构，专门研制 CSSCI及 

从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2004年被评为“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 国家创新 

基 地 。 目前 基地承 担着 国家社科基金 委重 大攻 关项 目、教育部 人 文社 科重 大攻 关 

项 目等课题 。 

CSSC1日益增长的影响不仅与其具有独特的检索功能有关 ，而且与其 具有能 

定量 测度广 大 同行对 论著 的引用 、影 响情况 的独 特 的定量 与 定性 相结 合 的评价 功 

能密 切相关 。然 而 ，在 CSSCI及其 来 源期 刊 倍受 关 注 的 同时 ，也 出现 了一 些 令人 

担忧 的现象 。 

其一 ，由于来 源期 刊评选 的重要 指 标 之一 是期 刊 影 响 因子 ，因此 不少 期 刊 不 

是在 加强约 稿 、审稿 等 内涵上 下工夫 ，而是一 味追 求 被引 用 次数 ，不 恰 当缩 小有效 

载文 量数 (如将 有可能 被引用 的资料 以一页 以下 的短文 出现 )，有 的期 刊甚 至弄 虚 

作假 ，出现过度 自引和不当互惠引用情况。 

其 二 ，一些来 源期 刊未 经 批 准 ，一 刊二 版 或 多 版 ，甚 至个 别 期 刊 不 顾 论 文质 

量 ，只要交纳版面费 ，可登可不登许多平庸与重复之作被发表 ，助长了不 良学风的 

形成 。 

其 三 ，各科研 管理部 门 、一些评价 机构在 奖励 或 统计 论文 时 片面性 、简单 化严 

重 ，硬性规定只认可 CSSCI来源期刊中的文章 ，以至来源期刊稿源大量积压，许多 

应该及 时发表 的论文 不能及 时发表 ，人 为制造 了正 常 的学 术交 流障碍 。 

其 四，非来源期刊好稿源减少 ，发行量降低 ，尤其对那些学术水平不低、质量 

尚可的期刊打击甚大 ，不利于学术期刊整体水平的发展。 

造成 以上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不能正确看待 CSSCI来源期刊无疑是其中 
一 个 重要原 因。 因此 了解 来源期 刊评选 的原理 和方法是非 常必要 的。 

编制任何索引及检索工具都要先确定收录范 围，或统计范围，诸如收录哪些 

学科 、何 文种 、哪些 文献类 型 、时 间段 等 。编 制引文索 引也不例 外 。从理论 上说 ，有 

引文 的任何学 术成果 的文献类 型如期 刊论 文 、报 纸论 文 、专著 、学位 论文 等都 可 以 

成为 “来源文献 ”，但 学术文 献量 大且 杂 ，即使 某 一文献 类 型如学 术期 刊 ，也 不可 能 

也不需要全部收录。由于学术期刊是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主要媒体，与专著等其 

他文 献类型相 比，具有 出版及 时 、连 续 、稳 定 ，内容新 颖 、形 式规 范 、便 于统 计 等特 

点，因此 ，国内外综合性大型引文索引主要或唯一以学术期刊为统计源 ，即常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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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 刊”。但 是 ，将 所 有学 术期 刊 都作 为 “来 源期 

刊”也还太多，也没必要 ，因为著名的布拉德福文献集 

中分散定律 和加菲 尔德 引文 定律 告诉 我们 ，对 于某 学 

科 领域而 言 ，少量 的学 术期 刊登 载 了大量 本领 域 的论  

文 ，少量 的学术期 刊被 大量 引用 。如 果将 这些 期刊 分 

成若 干 区域 的话 ，那 么各 区的期 刊数 呈现 一定 的 比例 

关 系 ：1：n：n ⋯ ⋯(n约 等 于 5，等 于 或 大 于 1，不 等 于 

0)。这些定 律 与人们 常说 的二 八律极 为相似 ，即对 于 

某学科 领域 而言 ，20％的学术期 刊登 载 了本 领 域 80％ 

的论文 ，20％ 的学 术 期 刊 占整个 引用 的 80％ ，20％ 的 

学术期刊占所有转载量的 80％。根据这些原理 ，就可 

以选择少量的引用率高的学术期刊作为来源期刊，因 

为这些期 刊 可 以反 映 大量 的 信 息 ，这样 不 仅 省 时 省 

力 ，而且能 够增强评 价 功能 。 目前美 国 SCI从 世界 上 

数 万种科技 学术期 刊 中选 择 了数 千种作 为来 源期 刊 ， 

2006—2007年 csscI则从 中国大 陆 2 773种人文社 会 

科 学学术期 刊 中选择 了 493种作 为来源期 刊。 

对 于具体一种学 术期 刊而言 ，入选 CSSCI来源期 

刊 的标准 主要 有 三方 面 情 况 ：被 引情 况 、编 辑 规 范情 

况 和学科 专 家评 审 情 况 。其 中被 引情 况 主 要 是指 被 

他 引总 被 引次数 及 影 响 因子 。期 刊影 响 因子 于 1955 

年 由美 国情 报学 家 加 菲 尔德 首 次 提 出 ，经 过 5O多 年 

的发展 ，已被 国际期 刊界 和学术 界公 认 为是衡 量学 术 

期 刊影响 力最 重 要 的指 标 之 一 。期 刊 影 响 因子 是 该 

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 

该 刊前两年发表 论文 总数 之 比，是 客观反 映各 期刊 在 

学术领 域 的影 响状 况 的重要 指 标 。为 了排 除 不 正 当 

自引文 献量对影 响 因子 的影 响 ，同时为 非来 源期 刊提 

供更多 的机会 ，使来 源期 刊 与非来 源期 刊处 于 同等 的 

机会 ，并 调动广 大 非来 源期 刊 的办 刊积 极 性 ，设 立 他 

引影响因子 (只计算他刊引用情况 )作为质量评选 的 

主要指标 。编 辑 规 范 主要 指 题名 、作 者 及所 属 机 构 、 

引文标注及参考文献著录齐全情况、编辑部、编委会 、 

作 者学术影 响力 及 审稿 情况 。其 筛选 步骤 是 ：先 对 期 

刊影 响 因子 和总被引 次数 加权 排序 ，再 由各指 导委 员 

或组织 学科 同行 专 家审议 ，最终 确定来 源 期刊 。经过 

这样定量定性的评价，真正好 的期刊不在来源期刊中 

是很 困难 的 。 

可见 ，csscI来 源期 刊 的评 选是 根 据期 刊文 献 集 

中与分散 定律 ，即布拉 德 福 定律 (二 八律 与 此定 律 类 

似 )进行 的 ，是 与 国际 scI，sscI，A&HCI和 国 内 自然 

科学 引文数据 库 的评 选原 则一 致 的 ，具有 较强 的科 学 

性 和合理性 ，在 没有 更 好 的 办法 出来 之前 ，该 法 是 最 

不错 的办法 。来 源期 刊 是 根据 引文 数 据 和一定 的规 

则 评选 出来 的 ，引文 数 据 具有 客 观性 ，不 是个 别 专 家 

所能左 右 的。坚 持 来 源期 刊 评 选 的公 正 、合理 、科 学 

是 CSSCI能够存在、发展和具有权威性的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 。来 源期 刊是 各 学 科 影 响 因子 和 被 引用 次 数 

高的期刊 ，一般说 来 ，其影 响也 大 ，质 量较 高 。但 值 得 

强调指 出，由于 CSSCI是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引文索 

引 ，来 源期 刊是按 一级学 科评 选 的 ，二 、三 级及 专 门领 

域、跨学科、新兴学科 的期刊、偏于应用性的期刊难免 

被关注不够 ，因此，绝不能说 ，非来源期刊中没有质量 

好 的期 刊 ，也 不 能 说 非 来 源期 刊 中 没有 好 文 章 。如 

《社会科学论坛》的质量并不亚于某些来源期刊，一些 

真正做 学 问的大 家 、专 家依 然 为非来 源期 刊撰 稿 。尽 

管来 源期刊 的评 选具有 期 刊某些 质 量评选 的要 素 ，但 

来源期 刊的评选并 非就 绝对 等 同于期 刊质 量 的评选 。 

引文数 据 、来源期 刊也 具有 “两 面性 ”。如果 合理 正确 

地使用 它们 ，把它们 作为论 文评 价 、期刊评 价 、作者 评 

价、学术机构评价的重要参考信息 ，那是非 常有用的； 

反之，过度地解释和夸大其作用 ，特别是其评价作用， 

在当前学术引用不很规范，学术界 自主性不强、评价 

制度 不完善 的情况下 ，往往 可 能适得 其反 、造成 危 害 。 

希望 各科研 、教 育 主 管部 门、科 研管 理 部 门、各 高校 、 

各期 刊社 、各位人 文社科 人 员能正 确看 待 csscI来 源 

期刊 ，既不要 高 估 ，亦不 要 忽 视 ，不 要 搞 绝 对 化 ，不 要 

把不应有 功能强加 到 csscI来 源 期 刊和 csscI上来 ， 

不要颁 布硬性规定 ，不要将 论文 评 价绝对 等 同于期 刊 

评 价 。 

csscI之所 以能取 得较 好 的社 会效 果 ，还 有一 个 

原 因是有一个 全 国性 的“csscI咨 询委员 会 ”(2005年 

改 名为 “CSSCI指 导 委 员会 ”)。该 委 员 会 由 17家 委 

员单 位和技术 、评 价专 家组 成 ，包 括北 京大 学 、清华 大 

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 

学 、南 开大学 、吉林 大学 、四川I大学 、中山大 学 、山东 大 

学 、厦 门大学 、华 东 师 范大 学 、华 中师 范 大 学 、温 州 师 

范学 院、南京 大学等 。指导委 员会 对 CSSCI来 源 期 刊 

的选择等 重大 事 项具 有 决 策 权 。作 为委 员单 位 的代 

表既有某个 学科背 景 ，大多又 有科 研管 理经 验 。他们 

既要 参 加 评 审 ，又要 根 据 需 要 组 织 学 科 专 家 评 审 。 

CSSCI来 源期 刊 评 选是 动 态 的 ，不 是 终 身 制 ，每 2—3 

年进行一次。来源期刊动态评选是为了保证来源期 

刊或 大多数期 刊始 终 是最重 要 、最有影 响 、最有 保存 、 

检索意：义的期刊 ，以保证统计源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来 源期 刊的评选 目的是 建立 引文 数据 库 ，客 观地 

反映整个 人文 社 会科 学 的研 究状 况 。如 果 收 录 范 围 

有 较大 遗漏 ，则 将 影 响 引文 库 的检 索 与评 价 参 考 职 

能 ，因此 ，为 了提 高期 刊 评选 的科 学 性 、全 面性 ，既 重 

视来 源期刊 、精 品成果 ，又不 忽视 非来 源期 刊 、非 共识 

成果 ，正确把 握来 源 期 刊 与非 来 源 期 刊 的辨 证 关 系 ， 

促进 品牌期刊 与一 般学 术期 刊 的和谐 发展 ，提 高我 国 

学术期 刊的整体水 平 ，关 注更 多 的 已达 到一 定学 术水 

平 的学术 期 刊 ，尤 其是 二 、三 级学 科 、交 叉学 科 、新 兴 

学 科 、特殊专 业 或 专 门领 域 、个 别地 区或 边 远地 区 的 

期 刊及新 刊 ，在条件 具备 时可 以参 照 SCI和 中 国科 学 

引文数据库的经验 ，建立 CSSCI来源期刊各学科期刊 

扩大版。此举既可以避免来源期刊评选标准降低、数 

量过 多 ，又可 以关 注更多 的 已达 到一定 学术 水 准 的期 

刊 ，为各学 术机 构 提供决 策 根 据 。CSSCI来 源 期 刊 的 

总数及各 学科 类来 源期 刊数 量 可 以根 据 人 文社 科 学 

术 期刊总数 和学 术 人 口总数 及 各学 科 学 术期 刊 数 和 

各学 科潜在 论 文作 者 数 而定 。人 选 扩 大 版期 刊 的评 

选原则 、方法及其数量均应与来源期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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