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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余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一直在增加。据统计，1992年不足 2万篇，2001

年上升到 64526篇，10年中翻了两番还多。按这样趋势，估计到 2005年，我国学者每年发

表的论文总量将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进入世界前 6位。然而，国人在国际上发表的科学论

文，被别人引用的次数普遍较低 

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发

展。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作为科学研究和

技术进步的产出标志之一 ─ 科学论文的数量，近 10余年来一直呈上升的趋势。 

根据国际 3大权威检索系统，即科学引文索引（SCI）及其扩展版（SCIE），工程文献索

引（EI）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的统计，3大检索系统收录的我国学者发表的论

文数量，近 10余年来一直在增加，已从 1992年不足 2万篇，上升到 2001年的 64526篇。

10年中翻了两番还多。按这样趋势，估计到 2005年，我国学者每年发表的论文总量将超过

意大利和加拿大，进入世界前 6位。 

科学论文数量增多引用次数普遍较低 

尽管近 10 余年来，我国的科学论文数量增加较快，但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科学论

文的产出量相比，我国的产出量占世界科学知识生产数量的比重仍比较小。更严重的是，我

国在国际上发表的科学论文，被别人引用的次数普遍较低，与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差

距还相当大。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亦排在中下水平。另一个检测科学论文质量优劣的重要

标尺，即科学论文最后参考文献（后面称引文）的引用量也可发现，我国学者所发表的论文

引用的文献量普遍较低。仅相当于国际期刊上个世纪 60~70年代的水平，从另一个方面佐证

了我国学者发表的科学论文普遍学术水平不高。 

目前国际上在判断 1篇科学论文的内在价值时，通常用该论文发表后的被引用次数来评

价。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越多，说明该论文的科学知识生产质量越高，含原始创新的成分越多。

获诺贝尔科学奖的论文，大体被引用次数均在 1000次以上。 

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简称 ISI）的产品，

基本科学指标（ISIEssentialScienceIndicator）。最近统计和分析了来自全世界 151个国



家和地区，自 1992年 1月至 2002年 6月 30日（10年 6个月），ISI所收录的所有自然科学

领域中，所发表的所有论文总量，总被引用的次数以及每篇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的前 20

位排名国家和地区，详细见表 1和表 2。 

 从表 1和表 2我们可以看到，10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总量，已

排在所统计的 151个国家和地区的前 10名；按所有论文的总被引用次数排名，则排到 20；

若按每篇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排名，则不如韩国的 3.39 和印度的 2.80 以及俄罗斯的

2.60。印度的 2.80是排在 119位，所以我国肯定排在 120位以后。 

 表 1和表 2还可以看到下述情况，有些国家发表的科学论文总量不多，像瑞士，荷兰，

丹麦，瑞典和芬兰等国，但每篇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很高，均在 9以上。尤其是瑞士篇均

被引用次数高达 12.22,超过美国的 11.75。这些国家是真正的科技强国。 

 至于俄罗斯，数据非常令人深思。前苏联是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科学技术是相当

发达的。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明显不如以前，加上科技投入急剧减少，优秀人

才外流，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10余年来发表的科学论文，其学术水平明显下降，每篇论文

的平均引用次数下降到 2.60,从超级大国沦为发展中国家，数据是最好的证明。 

科学论文最后所引用的文献，在论文中的作用和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们都知道，1个课题在开始进行研究前，必须对前人做过的工作进行系统的调研和追索，应

该对整个课题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全面和深刻的了解。调研结果应当表明自己所

选的课题一定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或者是没有做完的，而且是有意义的课题。从而最大限度

地避免因孤陋寡闻而重复人家做过的工作。同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必须不断追踪和课题

相关的同行的进展，以修改或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切入点，一句话从事科研工作必须明白

阅读是深入研究的基础“这一十分浅显的道理”。 

当自己的研究工作完成一个阶段，或课题结题撰写论文时，在论文中引用别人的数据或

观点，以示区别作者自己的观点，并在论文最后把参考文献引上，这既是一位科研工作者科

学道德的体现，也是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继承性的需要，完全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实际上引文

是科学论文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可是我国学者发表的科研论文最后的引文量普遍不高，同国际期刊的论文均篇引文量相

比差距较大。表 3列出的是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在不同年份和年代，科研论文每篇平均引文

量的比较，表 4统计了 2002年国内外顶级相类似期刊的年篇均引文量的比较。表 3国内期



刊数据来自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国际期刊来源于 ISI 的 SCI 统计。从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到，我国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相比，引文量普遍不高，绝大多数期刊的平均引文是处

于上世纪 60年代前的水平。即使是国内顶级学术刊物和相对应的国际期刊相比，差距也较

大。 

另外从国际期刊引文近 40 多年的变化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即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以

及各学科之间交叉点的增多，科技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量一直在增加，平均已从上世纪 60

年代的平均 12篇上升到本世纪初的平均 28篇，显示重大创新更多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

也说明若想有所创新，没有大量阅读文献资料是不可能的。  

论文引文量不高的原因 

国内学者发表的论文引文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有 1.没有大量阅读文献，对国内外动态了解

不够，缺少创新；2.为了增加论文数量，将一篇论文拆成 2篇甚至更多；3.对参考文献引用

轻视或不重视；4.无意或有意不引用国内同行的文献；5.引用二手参考文献，自己没有阅读

原文，故引用文献准确性差。 

 另外也反映了我国目前科研评价体制不完善，由此导致了科研人员片面追求 SCI论文。

这种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不区分不同学科的特点，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天文和地质等学科，忽略了各学科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导致任何一位只要会做简单加法

的外行人，都可以方便地评价任何一门学科的水平，因为只要把论文数加一加，把每篇论文

的影响因子加一加即可。 

 综上所述，尽管 10余年来，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发表的论文越来越

多，但是高质量的少，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尤其在基础研

究领域，有原始创新的成果更少，国家应大力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要知道基础研究

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源泉。 

目前科技界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状况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而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则

是科技创新的大敌。在评价单位和个人学术水平时，应以论文的质量为主，不宜看重数量。

尤其应提倡科学论文内在价值的判断。由同行专家评价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性和显示度。 

国家应大力培育科研创新的体制，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应当彻底摒弃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科研管理模式，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科研管理，最大限度地优化有限的资源



配置。对于基础研究，应该有更宽容和弹性的管理模式。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是决不可能靠

计划培养出来的。 

国家应当拨出一定比例的经费培养一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扶植若干基础研究课

题组和实验室。听任有事业心、创造心，甚至有怪见解的科研人员，坚持不懈地在科研园地

长期耕耘，采用“不讲回报”“无为而治”的方针。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科

学史上已不乏这类实例，少搞“重点扶植”，少搞“尖子工程”，少搞“不切实际”、不科

学的评估。只有在宽松的科研环境，先进的实验设施和广泛的学术交流中才有可能结出诺贝

尔奖之花。 

（祝汉民：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研究员；柴之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核技术应用部，研究员，博导） 

■专家观点 

我国目前科研评价体制不完善，由此导致了科研人员片面追求 SCI论文。这种不完善主

要表现为不区分不同学科的特点，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和地质

等学科，忽略了各学科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导致任何一位只要会做简单加法的外行人，

都可以方便地评价任何一门学科的水平，因为只要把论文数加一加，把每篇论文的影响因子

加一加即可。 

目前科技界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状况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而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则

是科技创新的大敌。在评价单位和个人学术水平时，应以论文的质量为主，不宜看重数量。

尤其应提倡科学论文内在价值的判断。由同行专家评价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性和显示度。 

国家应大力培育科研创新的体制，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应当彻底摒弃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科研管理模式，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科研管理，最大限度地优化有限的资源

配置。对于基础研究，应该有更宽容和弹性的管理模式。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是决不可能靠

计划培养出来的。 （祝汉民/柴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