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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高级检索功能，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载文量、引文量、发文
单位、基金项目论文和复合影响因子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载文
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年引文量大体呈上升趋势；１６种期刊发文量最多的单位大多是该期刊的主办单位，且期刊的发文单位相
对比较集中；１６种期刊年基金率不断上升，上升速度较快，且幅度较大；１６种期刊中有５种期刊每年的复合影响因子均高于
年均值，９种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出现负增长，６种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每年均低于年均值。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
刊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各期刊的办刊质量、学术影响力差异较大，发展不均衡，应注重整体协调发展。

［关键词］体育类核心期刊；载文量；引文量；发文单位；基金率；复合影响因子

［中图分类号］Ｇ８０－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０３－０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ｉｎＰ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５

ＬＩＵＹａｙｕｎ，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ＮＫＩ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ｉｎＰ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ｉｔｉｃ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ａｔ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ｕｎｉ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ｕｎｄ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５．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
ｂｕｔ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５．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
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ｏｓｔｕｎ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ｓｔｈａ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ｅ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ｆｕｎｄ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１６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ｋｅｐｔｒｉ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ｒａｎｇ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１６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ｓｉｘｏｆｔｈｅｍｐｒｏｃｅｅ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ｐｒｏｃｅｅ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ｉｘｏｆｔｈｅ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１６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ｉｎＰ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ｇｏｏｄ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ｓｔｉｌｌ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ｂｉ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ｉｎＰ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ｕｎｄｒａ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需要以撰写科学文献来
进行学术交流与传承，科学文献是记录科研成果的

重要形式，因此，科学文献的数量与质量便成为评

价一个国家科技成果及科研水平的一项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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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１］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是我国体育科学研

究成果传播、交流的主要阵地，对我国体育事业的

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选取１６种中文体
育类核心期刊，对其载文量、引文量、发文单位、基

金项目论文和复合影响因子６个方面进行统计分
析，以探讨近年来体育学科中文核心期刊的刊文现

状，以期为我国体育科研以及体育科研管理工作的

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　研究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１．刊物的确定。国内体育类期刊数量较多，仅
中国知网收录的就多达１０４种。为保证数据的代表
性与权威性，本文以２０１５年由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
刊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推出的

《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第七版）》为依据，选取１６
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为研究对象，见表１。

表１　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相关信息

　　期　　刊 创刊年 出版频率 　　主办单位 发行地

体育科学 １９８１ 月刊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北京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５９ 双月刊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１９６６ 月刊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８１ 双月刊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体育学刊 １９９４ 双月刊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５９ 月刊 武汉体育学院 武汉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８４ 双月刊 西安体育学院 西安

中国体育科技 １９５９ 双月刊 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 北京

体育与科学 １９８０ 双月刊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南京

体育文化导刊 １９８３ 月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６０ 月刊 成都体育学院 成都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８１ 双月刊 广州体育学院 广州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８５ 双月刊 山东体育学院 济南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８９ 双月刊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８２ 双月刊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７ 双月刊 南京体育学院 南京

　　２．数据的选取与处理。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
的高级检索功能筛选分析文献，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 １７日。操作如下：进入高级检索界面，设
定“刊物”为检索栏目，以“刊名”为检索指引，输入

“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等刊物名称，点

击检索“刊物”便可得到各期刊所对应的复合影响

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点击“统计与评价”，得到各

期刊的“年度文献量”“年度基金资助文献”“发文

单位”等数据；检索的“发表时间”为“２０１１－０１－
０１”到“２０１５－１２－３０”。将在中国知网上获取的数
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表中，运用数理统计等方法进行归纳
与汇总，最后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二　结果与分析

（一）载文量分析

载文量是指某期刊在当年发表的全部论文

数。［２］论文的刊载数量和质量是评价期刊质量的重

要标准之一。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
期刊载文量统计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载文总量呈
现下降趋势，说明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刊物已经不

再一味追求刊文数量，对论文数量严格把控，更加

注重论文的质量，走“少而精”路线，以提高自身的

影响力。

由表２还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
类核心期刊中载文量位居榜首的是《体育文化导

刊》，年均载文量高达５６１．６０篇，载文量排名第二
的是《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年均载文量为３４４．８０
篇；载文量最少的是《天津体育学院学报》，５年共
载文５９７篇，年均发文量仅为 １１９．４０篇，其次是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年均载文量为１２２．４０篇）
和《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年均载文量为 １３１．２０
篇）。总的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
核心期刊年均载文量为３００篇以上的有２种，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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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量为２００～３００篇的有３种，年均载文量为２００ 篇以下的有１１种。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载文量统计 篇

　　期　　刊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合计 年均

体育科学 １７８ １６３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８０３ １６０．１６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１３２ １３１ １１４ １２０ １１５ ６１２ １２２．４０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４６３ ３６２ ３２７ ２９７ ２７５ １７２４ ３４４．８０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１３０ １２５ １２０ １１９ １０３ ５９７ １１９．４０

体育学刊 １８２ ２０４ ２０３ １９１ １６８ ９４８ １８９．６０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２３０ ２３２ ２３０ ２２７ ２０５ １１２４ ２２４．８０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１７５ １７３ １６７ １５３ １２９ ７９７ １５９．４０

中国体育科技 １４７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２９ １２１ ６６８ １３３．６０

体育与科学 １５３ １５８ １６８ １４２ １１３ ７３４ １４６．８０

体育文化导刊 ５３２ ４９９ ５１８ ６６５ ５９４ ２８０８ ５６１．６０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２９３ ２６６ ２５８ ２４７ １５３ １２１７ ２４３．４０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１７０ １７４ １７９ ２０７ ２０５ ９３５ １８７．００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２４２ １４８ １３９ １４７ １３７ ８１３ １６２．６０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１３８ １３３ １３２ １２９ １２４ ６５６ １３１．２０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２５０ ２４４ ２４０ １８３ １７８ １０９５ ２１９．００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９５ １４５ １３８ １３６ １２２ ７３６ １４７．２０

合计 ３６１０ ３２９２ ３２２３ ３２４６ ２８９６ １６２６７ ３２５３．４０

　　（二）引文量分析
期刊平均引文率是指在某一时间内，期刊所发

文章的平均参考文献量，主要用以测度期刊的平均

引文水平，考察期刊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

程度的高低。［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
心期刊的引文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引文统计 条

　　期　刊
２０１１

引文量 篇均引文量

２０１２

引文量 篇均引文量

２０１３

引文量 篇均引文量

２０１４

引文量 篇均引文量

２０１５

引文量 篇均引文量

体育科学 ３９７３ ２２．３２ ３９４４ ２４．２０ ３８８０ ２５．１９ ４９４７ ３２．１２ ４９８９ ３２．４０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１９５６ １４．８２ １９４８ １４．８７ １８５０ １６．２３ １７９４ １４．９５ １８４５ １６．０４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５４７４ １１．８２ ５１８９ １４．３３ ５４５９ １６．６９ ５６５０ １９．０２ ６０３５ ２１．９５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２１０９ １６．２２ ２２４８ １７．９８ １９９３ １６．６１ ２３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１５ ２０．５３

体育学刊 ２４６７ １３．５５ ２３６２ １１．５８ ２３９７ １１．８１ ２６０６ １３．６４ ２５９１ １５．４２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２９２９ １２．７３ ２９３２ １２．６０ ２８４３ １２．３６ ３２１０ １４．１４ ３２９２ １６．０６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０３ １１．４５ １８３３ １０．６０ １６７２ １０．０１ １８３７ １２．０１ ２０９１ １６．２１

中国体育科技 ２４１９ １６．４５ ２３８０ １７．６３ ２２０４ １６．２１ ２５１９ １９．５３ ２８３４ ２３．４２

体育与科学 １８８３ １２．３１ ２２１８ １４．０４ ２１８９ １３．０３ ２４７０ １７．３９ ２１９０ １９．３８

体育文化导刊 ４４０９ ８．２９ ３７１７ ７．４５ ３７８２ ７．３０ ４７６１ ７．１６ ４６９７ ７．９１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２２３４ ７．６２ ２３７６ ８．９３ ２５３６ ９．８３ ３０８９ １２．５１ ２２２８ １４．５６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１４９９ ８．８２ １７２４ ９．９１ １７８６ ９．９８ ２１３５ １０．３１ ２１７６ １０．６１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２５６５ １０．６０ １８５５ １２．５３ １８３２ １３．１８ １６９１ １１．５０ １６６４ １２．１５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１５７６ １１．４２ １５９７ １２．０１ １７５９ １３．３３ １６６２ １２．８８ １７０８ １３．７７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２１７０ ８．６８ ２２２５ ９．１２ ２４５０ １０．２１ ２３００ １２．５７ ２５１０ １４．１８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５１ １０．５２ １５２７ １０．５３ １５９０ １１．５２ １７４８ １２．８５ １８３９ １５．０７

合计 ４１７１ １９７．６０ ４００７５ ２０８．３０ ４０２２２ ２１３．４０ ４４７９９ ２４２．５０ ４４８０４ ２６９．６０

年／篇均引文量 ２６０７．３１ １２．３５ ２５０４．６８ １３．０１ ２５１３．８７ １３．３４ ２７９９．９３ １５．１６ ２８００．２５ １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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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３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在年引文总量上，
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年引文总量大体
呈上升趋势，受发文量减少的影响，在２０１２及２０１３
年有所下滑，但２０１４及２０１５年又迅速上升；在篇均
引文量上，２０１１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篇均
引文量为１２３５条，２０１５年篇均引文量为１６８５条，５
年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中文体育类核

心期刊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参考和引用文献的能力在
飞速提高，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体育学科在学术研究

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从各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

来看，以 ２０１５年为例，最高的为《体育科学》，达

３２．４０条；最低的为《体育文化导刊》，仅有 ７．９１
条；只有４种期刊篇均引文量超过２０条，有１１种
期刊篇均引文量为１０～２０条。这表明我国中文体
育类核心期刊在学术交流和学科互动方面发展不

平衡。

（三）发文单位分析

研究发文单位的分布状况可以了解期刊的稿

源情况以及作者单位分布情况，揭示各系统体育科

研职员的科研水平。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１６种中文
体育类核心期刊发文排名前１０的单位统计如表４
所示。

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发文排名前１０的单位统计

　　期　刊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合计 占比／％

体育科学 ０１（１１７）０２（７６） １２（４３） １３（３５） １４（３４） １８（２８） ２２（２４） ２０（２１） １５（２０） ０３（２０） ４１８ ５２．０５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０１（２５４）１５（３０） １４（３０） ３１（１２） １７（１０） ０４（１０） ２３（９） １６（９） ２１（９） １９（９） ３８２ ６２．４２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０２（５７６）０１（５７） １５（４７） ０９（４０） ２５（３７） ０３（３４） １３（３３） ０４（２９） １４（２９） ２０（２７） ９３８ ５３．８５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０３（８７） ０１（５８） ０２（５５） １４（２１） １５（２０） ０４（１６） ２６（１５） ２７（１３） １２（１２） ０９（１２） ３０９ ５１．７５

体育学刊 １３（１４６）０７（４４） ０１（３７） １４（３１） ２０（２９） ３０（２７） ２４（２６） ０２（２５） ２９（２０） ２８（１８） ３５９ ３７．８７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０４（２２７）０１（６８） １５（５０） ０２（４６） １４（３８） ４３（３５） ４７（３１） ４８（２５） ４９（２４） ２５（２１） ５６５ ５０．２７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０５（１６２）０１（４６） ０２（４４） ４８（２４） １４（２４） ５０（１９） １５（１６） ０９（１５） ０３（１５） １３（１３） ３７８ ４７．４３

中国体育科技 ０２（８９） ０１（７９） １２（５７） ０４（２４） ５１（１６） ４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１９（１５） ０５（１３） ２７（１２） ３３５ ５０．１５

体育与科学 １９（４９） ０１（４０） ５２（３３） １４（２４） ０２（２２） ５３（１８） ５５（１８） １３（１８） ４０（１７） ５４（１４） ２５３ ３４．４７

体育文化导刊 ０２（１１５）０１（１１５）１３（５５） ０９（５３） ２０（５１） １９（４９） ０３（４７） ０５（４１） ０４（４１） ３４（３９） ６０６ ２１．５８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０６（２２８）０１（７６） ０２（６２） ２０（４９） １４（４５） ０４（３１） ２１（２３） ４０（２０） ０３（１９） ３２（１８） ５７１ ４６．９１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０７（２１０）３５（３２） ０１（２７） ３６（２１） ３７（２１） １３（１９） １０（１７） ３８（１６） ３３（１５） ３９（１５） ３９３ ４２．０３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０８（１２２）０１（５２） ０２（４６） ０４（３２） ２０（１９） ０３（１９） ４２（１６） ０７（１５） ４１（１５） ０６（１４） ３５０ ４３．０５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０９（１２０）０２（４６） ０１（４２） ０３（２０） ０７（１６） ４３（１３） ０５（１２） １４（１１） ０６（１０） ３４（１０） ２９０ ４４．２０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１０（３１９）０２（５７） ０１（３４） ２９（３４） ４４（３２） ０７（３０） ４６（２３） １４（２０） ４５（１９） ３０（１７） ５８４ ５３．３３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１（７４） ０１（７０） ２０（４９） ３０（３４） ０２（３３） １９（３１） ０４（２０） ２７（１４） １０（１３） ０３（１２） ３５０ ４７．５５

　注：０１上海体育学院，０２北京体育学院，０３天津体育学院，０４武汉体育学院，０６成都体育学院，０７广州体育学院，０８山东体育学院，０９首都

体育学院，１０沈阳体育学院，１１南京体育学院，１２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１３华南师范大学，１４华东师范大学，１５华中师范大学，１６上海大学，

１７上海师范大学，１８浙江大学，１９南京师范大学，２０苏州大学，２１安徽师范大学，２２宁波大学，２３阜阳师范大学，２４华南理工大学，２５湖南

师范大学，２６山东大学，２７福建师范大学，２８洛阳师范大学，２９东北师范大学，３０辽宁师范大学，３１江西师范大学，３２成都大学，３３华南农业

大学，３４郑州大学，３５广东工业大学，３６广州大学，３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３８广东药大学，３９深圳大学，４０山西大学，４１山东师范大学，４２河

北体育学院，４３河南大学，４４吉林大学，４５吉林体育学院，４６哈尔滨工业大学，４７武汉大学，４８河南师范大学，４９华中科技大学，５０西安交通

大学，５１西南大学，５２江苏省体科所，５３浙江师范大学，５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５５中华女子学院；括号中的数字为各单位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

总发文量。

　　对表４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发文单位
有两个特点：其一，每种期刊的主办单位大多是该

期刊发文量最多的单位。虽然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
类核心期刊发文排名前１０的单位存在很大差异，
但排名第一的单位９３．７５％都是期刊的主办单位，
只有《体育与科学》例外，《体育与科学》的主办单

位是国家体育总局，而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该期刊发
文量最多的单位是南京师范大学，这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相比有所变化。其二，１６种中文体育类
核心期刊的发文单位相对比较集中。有７种期刊
发文单位排名前１０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比例超
过５０％，发文单位排名前１０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
超过４０％的期刊有１３种，相对于６年前的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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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小幅度提高。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发文
单位排名前１０的发文量占该期刊总发文量的比例
很大，且有固化的趋势。然而这种比例对体育科研

来说并非好的态势，特别是在核心期刊发文量总体

下降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其他单位发文的数量在急

剧减少。诚然，这些单位有其人才优势，论文的质

量也相对有保障，但受其学术氛围的影响难免会出

现研究观点统一、研究领域集中等现象，过多地采

用某些单位的文章对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发展

将会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利于体育研究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四）基金项目论文分析

基金项目是由国家各级政府和部门等拨款资

助的科研项目，在其完成过程中所发表的相关论

文即基金项目论文。［３］基金论文比是指某期刊在

特定时间段内发表的各种基金资助论文占全部可

被引文献的比例。［４］基金论文比是评价学术质量

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某种层面上可以体现该期刊

的稿源丰富程度与科研成果的吸收性。本文主要

分析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基金文献量和
基金率。

１．基金文献量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

基金文献量如表５所示。由表５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基金文献量
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５年稍有下滑；１６种中文体育
类核心期刊的年基金率也呈不断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１
年的３７．０９％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６１．５６％，上升速度较
快，且幅度较大。

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
基金文献统计

项　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发文量／篇 ３６１０ ３２９２ ３２２３ ３２４６ ２８９６

基金论文量／篇 １３３９ １６４５ １７１７ １８９８ １７８３

年基金率／％ ３７．０９ ４９．９６ ５３．２７ ５８．４７ ６１．５６

２．基金项目论文具体情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基金

资助论文统计如表６所示，基金数及基金率统计如
表７所示。

由表６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１６种中文体
育类核心期刊基金资助论文大多来源于国家级基

金项目，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由表７可知，２０１５年，基金率超过７０％的期刊有８

种，《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的基金率达 ８５３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沈阳体育学院学报》基金增长幅
度最大，增幅达３７．５２％，１６种期刊中，仅《上海体
育学院学报》和《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的基金率出

现下滑，《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的基金率从２０１１年
的８０．３０％下降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７１．３０％，降幅达到
９％，《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的基金率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８７８３％下降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８５．３７％。以上数据表
明，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对基金资助项
目论文比较重视，尤其偏爱收录国家级基金资助项

目论文。

研究发现，我国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基
金率不断升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体育学科在各类

基金项目中的立项数量不断增多，这也就意味着基

金项目论文的投稿数量不断增多；二是基金项目论

文不仅是某一个人的研究成果，更是一个科研团队

的智慧结晶，其学术价值及质量相对更高，故被刊

用的概率更大。

表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
基金资助论文统计

　　期　刊 １ ２ ３ ４ ５

体育科学 Ａ（１５１） Ｂ（８３） Ｇ（３５） Ｆ（２２） Ｄ（１２）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Ａ（１６２）Ｄ（５８） Ｈ（３８） Ｂ（２３） Ｆ（１９）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Ａ（２６３） Ｂ（８０） Ｇ（７０） Ｃ（３７） Ｉ（３１）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Ａ（９９） Ｂ（２６） Ｇ（２０） Ｈ（１４） Ｅ（１０）

体育学刊 Ａ（６１） Ｇ（３２） Ｂ（１５） Ｆ（９） Ｄ（８）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Ａ（３０３）Ｋ（３３） Ｈ（２６） Ｂ（２１） Ｃ（１８）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Ａ（１３５） Ｂ（２４） Ｃ（１１） Ｈ（９） Ｉ（８）

中国体育科技 Ａ（６１） Ｇ（３２） Ｂ（１５） Ｆ（９） Ｄ（８）

体育与科学 Ａ（８９） Ｃ（１１） Ｌ（９） Ｅ（７） Ｇ（６）

体育文化导刊 Ａ（２５６）Ｈ（１９） Ｃ（１８） Ｍ（１６） Ｌ（１４）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Ａ（１８１） Ｂ（１６） Ｃ（１３） Ｊ（１０） Ｅ（１０）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Ａ（４５） Ｃ（１３） Ｎ（９） Ｈ（８） Ｇ（７）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Ａ（８５） Ｂ（１４） Ｏ（１０） Ｃ（８） Ｇ（７）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Ａ（７０） Ｃ（１２） Ｊ（６） Ｂ（５） Ｇ（５）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Ａ（１３４）Ｇ（４５） Ｂ（２４） Ｐ（１９） Ｃ（１５）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Ａ（９２） Ｌ（１９） Ｈ（１１） Ｄ（８） Ｃ（７）

　注：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Ｃ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Ｄ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基金，Ｅ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Ｆ上海

科技发展基金，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Ｈ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软

科学研究项目，Ｉ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Ｊ跨世纪优秀

人才培养计划，Ｋ湖北省教委科研基金，Ｌ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基金，Ｍ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Ｎ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

Ｏ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Ｐ辽宁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基金；括号内的

数字为各基金资助的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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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基金数及基金率统计

　　期　刊
２０１１

基金数 基金率／％

２０１２

基金数 基金率／％

２０１３

基金数 基金率／％

２０１４

基金数 基金率／％

２０１５

基金数 基金率／％

体育科学 １１０ ６１．８０ １１０ ６７．４８ １１２ ７２．７３ １１９ ７７．２７ １２０ ７７．９２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１０６ ８０．３０ ９４ ７１．７６ ９４ ８２．４６ ９２ ７６．７６ ８２ ７１．３０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２２７ ４９．０３ ２２５ ６２．１５ ２４１ ７３．７０ ２２１ ７４．４１ ２１１ ７６．７２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７１ ５４．６２ ７６ ６０．８０ ８２ ６８．３３ ７５ ６３．０３ ７７ ７４．７６

体育学刊 ９３ ５１．１０ ８９ ４３．６３ １１８ ５８．１３ １１７ ６１．２５ １１２ ６６．６７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２ ８７．８３ １９０ ８１．７０ １９２ ８３．４８ １８５ ８１．５０ １７５ ８５．３７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８５ ４８．５７ １００ ５７．８０ １０４ ６２．２８ ９４ ６１．４４ ９８ ７６．００

中国体育科技 ７２ ４９．００ ７５ ５５．５６ ８４ ６１．７６ ８５ ６５．８９ ８０ ６６．１２

体育与科学 ５８ ３７．９１ ６３ ３９．８７ ４４ ２６．１９ ６４ ４５．０７ ４９ ４３．３６

体育文化导刊 １８０ ３３．８３ １７８ ３５．６７ ２２０ ４２．４７ ３２６ ４９．０２ ２９６ ４９．８３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１１１ ３７．８８ １１９ ４４．７４ １１８ ４５．７４ １３３ ５３．８５ ９７ ６３．４０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５３ ３１．１８ ６０ ３４．４８ ６４ ３５．７５ ９６ ４６．３８ ９６ ４６．８３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１０９ ４５．０４ ６６ ４４．５９ ７３ ５２．５２ ７９ ５３．７４ ７１ ５１．８２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４５ ３２．６０ ５７ ４２．８６ ４５ ３４．０９ ６９ ５３．７４ ７１ ５１．８２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９８ ３９．２０ １６９ ６９．１５ １３４ ７３．７０ １３０ ７４．４１ １３８ ７６．７２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１０ ５６．４１ ６３ ４３．４５ ７４ ５３．６２ ８８ ６４．７１ ８７ ７１．３１

　　（五）复合影响因子分析
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级指标，分为

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是指

以期刊、硕博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为复合统计源文

献计算，被评价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

计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可

被引文献总量之比。［５］复合影响因子包括期刊、硕博

士论文引用频次，而综合影响因子只包括期刊引用

频次，相对而言，复合影响因子对期刊评价更为全

面，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因检

索时２０１５年度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尚未公布，所以
本文只分析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复合
影响因子的变化。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
核心期刊复合影响因子统计如表８所示。

表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１６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复合影响因子统计

　　期　　刊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均值 增幅

体育科学 １．７７４ １．９１７ １．６８２ ２．２２６ １．９００ ０．４５２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１．４９６ １．４７１ １．３６５ １．５４７ １．４７０ ０．０５１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０．９７１ １．０８９ １．１１９ １．２０８ １．０９７ ０．２３７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１．６１２ １．１５６ １．１５２ １．１９７ １．２７９ －０．４１５

体育学刊 １．１１１ １．２７５ １．３４４ １．２９５ １．２５６ ０．１８４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１．０９２ １．１２０ １．１８１ １．１５２ １．１３６ ０．０６０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１．０３５ ０．９７４ ０．９１２ １．０８５ １．００２ ０．０５０

中国体育科技 １．３４１ １．５３９ １．５１６ １．２６４ １．４１５ －０．０７７

体育与科学 １．５２９ １．３５５ １．３５３ １．２１１ １．３６２ －０．３１８

体育文化导刊 ０．７６０ ０．７０２ ０．７３１ ０．７４８ ０．７３５ －０．０１５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０．８６２ ０．９５２ ０．８２８ ０．９４７ ０．８９７ ０．０８５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０．８０３ ０．７２７ ０．７７５ ０．７３４ ０．７６０ －０．０６９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０．８１９ ０．７００ ０．８１３ ０．６８９ ０．７５５ －０．１３０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０．９４４ ０．８５９ ０．７９６ ０．７９０ ０．８４７ －０．１５４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０．７４５ ０．６４７ ０．６３８ ０．６５４ ０．６７１ －０．０９１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５６０ １．０２６ １．００９ ０．７３４ １．０８２ －０．８２６

合计 １８．４５４ １７．５０９ １７．２１４ １７．４８１

年均值 １．１５３ １．０９４ １．０７５ １．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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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８可以看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在我国１６种
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中，有５种期刊每年的复合影
响因子均高于年均值，分别是《体育科学》《上海体

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中国体育科

技》和《体育与科学》，这表明这５种期刊收录的研
究论文受到的关注度比较高，在我国体育科研领域

的学术影响力较大。２０１１年复合影响因子高于年
均值的期刊有６种，２０１２年有７种，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均有８种。４年间，有９种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出
现负增长，６种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均低于年均
值，这说明各期刊差异较大，应注重整体协调发展。

复合影响因子连续４年都位居榜首的为《体育科
学》，并且其增幅也是最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体育科学》代表了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最

高水平。复合影响因子呈上升趋势的期刊只有《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呈下降趋势的有 ３种，分别为
《体育与科学》《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和《南京体育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其余１２种期刊呈上下波
动态势，这说明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存在较大

差异，应注重提高期刊质量，创新办刊理念，以改变

复合影响因子下降的局面。

　　三　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的
发文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年引文量大体呈上升趋势。

这表明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不再一味追求刊文

数量，对论文数量严格把控，更加注重论文质量，走

“少而精”路线，以此提高自身的影响力。

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
发文量最多的单位大多是该期刊的主办单位，且期

刊的发文单位相对比较集中。各期刊排名前１０的
发文单位的发文量占该期刊总发文量的比例很大，

且有固化趋势。

３．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
年基金率不断上升，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３７．０９％升至
２０１５年的 ６１．５６％，上升速度较快，且幅度较大。
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对基金项目论文比较看

重，尤其偏爱收录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

４．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

有５种期刊每年的复合影响因子均高于年均值，９
种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出现负增长，６种期刊的复
合影响因子每年均低于年均值，这说明各期刊差异

较大，应注重整体协调发展。

（二）相关建议

１．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应从整体上提高
刊物质量，力创精品期刊。根据评价指标的各项走

势，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升现有指

标，提高其学术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２．严把稿件质量关。稿源质量的高低决定了
期刊的学术质量，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应根据自身

的办刊理念和办刊特色来组织稿件，多渠道地获取

优质稿件，扩大稿源，杜绝“关系稿、人情稿”。在组

稿过程中多和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听取他们对

稿件的专业性建议。

３．继续加大基金项目及博士的发文量。基金
项目是通过专家评审后获得批准才正式立项的，具

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博士具有较高的科

研能力，在研究实验阶段撰写的论文大多是最新研

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４．在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迅速的今天，数字化
发展是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应重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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