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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从载文量、基金论文比、稿件来源、作者职称 /学历分布及其
合作度等方面，对 2007— 2011年《湖南工业大学学报》刊载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学
报》的篇密度较为合理，基金论文比较高，稿件来源较广泛，作者群中在校大学生的比例逐渐加大，论文

的合著率较高，合作度较大。为了使刊物能更好地发展，《学报》应优化栏目设置，加强与作者的联系，加

大约稿范围与约稿力度，并尽快培养核心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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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管、

湖南工业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型期刊，

创刊于1987年，随着学校的发展，先后多次更名，于

2006年通过审批更名为现名——《湖南工业大学学
报》（以下简称《学报》），现为自然科学版，但由于

更名报批文件下达时未予以标注，故刊名未加注自

然科学版。《学报》是以学术理论期刊定位，旨在为

科研教学服务的综合性理论期刊。

《学报》更名后，以刊载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论

文为主，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亦面临着一些困

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高水准的学术论

文稿件缺乏稳定的来源；其二，栏目设置无法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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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固定。作为本刊的编辑，笔者拟对 2007— 2011年
《学报》的载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为《学报》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使刊物能更好

地为教学科研服务。

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的统计样本数据为《学报》2007— 2011年
刊载的 808篇学术论文，非学术性的信息、人物介绍
等未在统计范围内。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学

报》的载文量、作者情况及引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并通过中国引文数据库[ 1 ]的引文检索功能进行相关

数据查询，对刊载的关注度较高的论文进行整理和

统计，且检索的数据更新至 2012年 10月 5日。
数据处理过程中：1）涉及多个、多级别基金资

助项目的论文，累计计算各级别基金数量，而基金

率计算时，只计算一项；2）作者情况统计时，有多
位作者的，以简介部分介绍的第一顺位作者信息进

行统计，其他作者信息未予以统计；3）作者职称统
计时，将相当于副教授职称的高级讲师、高级工程

师等归并于副教授之列；4）作者学历统计时，因对
于硕士研究生学历人员一般已不予标注，故未予以

统计，但为了了解《学报》对在校学生科研能力培

养中的作用，特对在读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发表论

文情况进行了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载文量

期刊的载文量是指某期刊在某个时段内刊载论

文数量的多少，它能反映该期刊的信息占有能力、传

递能力和输出能力，是评价期刊信息含量的重要指

标和衡量期刊信息输出能力的基本依据[ 2 ]，也是核

定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通过对刊物进行载文

量统计，可以了解期刊载文数量的变化情况，其主

要指标包括期刊的载文总篇数、平均每期的载文量

和篇密度（指刊物每页平均所能刊登的论文数，篇

密度越大，说明刊物的信息量越大，但文章的篇幅

会缩短，论述的深度相对较低[3 ]。）

2007— 2011年《学报》的载文量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由表 1可看出，2007— 2011年《学报》的各
年总页码数有所变动，2009年达统计年份的平均总
页码，而 2010年和 2011年《学报》每年的页码均稳
定为 648页，且每期均为 108页，比较稳定，显得更
为规范。同时，由篇均页码数和篇密度情况可看出，

刊物的篇密度在 0.25篇 /页左右，较为合理。且 2011

年的篇均页码数据最大，这表明刊物刊载论文的论

述变得更为深入、全面。

2.2 基金论文比

基金论文比是指来源期刊中，各类型基金资助

项目的论文在全部论文中的比例。这是衡量期刊论

文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且各评价体系的评价

指标中都含有该指标。2007— 2011年《学报》刊载
论文中的基金资助情况如表 2 所示。

由表 2可看出，2007— 2011年《学报》刊载论文
的基金论文比大体呈逐年升高的发展趋势，这表明

学报刊发论文的质量逐年上升，影响力逐渐加大。对

比 2011年度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对 2010年
出版的 6 193种期刊的主要计量指标统计结果，其中
基金论文比的平均数据为 0.346[4]，而本刊 2010年高
达 0.523，远高于该数据。
同时，从表 2中还可看出，相较而言，国家级基

金资助项目论文的数量变化范围较小，而各年间省

部级和市州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的数量变化范围较

大，这表明《学报》基金论文比的提高主要是由省

部级和市州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带来。造成这一变

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高校教学体制改革的深

入，各高校都朝着科研型高校转变，学校更加注重

教职工的科研立项工作，并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参与

科研工作。科研立项数量的不断增大，使得反映科

研成果的论文数量加大，从而提高了《学报》的基

金论文比。

表 1 2007— 2011年《学报》的载文量统计数据表
Table1 The statistics data of published papers in

the journal from 2007— 2011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页码 /
页

630
650
644
648
648

载文量 /
篇

159
173
161
169
146

期均发文量 /
（篇·期 - 1）

26.5
28.8
26.8
28.2
24.3

篇均页码 /
（页·期 - 1）

3.96
3.76
4.00
3.83
4.44

篇密度 /
（篇·页 - 1）

0.25
0.27
0.25
0.26
0.23

表 2 2007— 2011年《学报》载文基金统计数据表
Table 2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paper fund in

the journal from 2007— 2011

基金论文数 / 篇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基金论文比 / %

37.1
34.7
49.1
56.2
57.5

国家级

3 3
2 2
2 6
3 3
3 0

省部级

5 0
5 6
8 5
8 1
8 8

市州级

12 
9 

20 
4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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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稿件来源

稿件质量是《学报》发展的根本，而稿件来源情

况能反映《学报》稿件的质量。因此，有必要对《学

报》2007— 2011年间刊载论文来源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对《学报》刊载论文来源进行统计时，采用了如

下 2种分类方式：一种按论文作者投稿时的意愿进行
划分，将稿件分为作者自投稿、专家约稿和会议稿 3
类；另一种按作者单位情况进行分类，简单分为校外

稿和校内稿 2类，其中校内稿是指本校——湖南工业
大学的师生员工撰写的稿件。由这 2种分类方法统计
得到的《学报》稿件来源情况如表 3所示。

从表 3中可以看出，2007— 2011年《学报》刊载
的论文中，作者自投稿数量较大，而且相对较稳定，

而每年的约稿数量有所变动。从稿件范围看，《学报》

每年刊载的论文中均有相当部分外稿，这表明刊物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据中国知网统计数据库显示，

2007— 2011年《学报》刊载的论文中，除了本校教
职员工撰写的论文外，主要还有中南大学（29篇）、
湖南大学（23篇）、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1篇）、长
沙理工大学（19篇）、湖南师范大学（16篇）、湘潭
大学（16篇）、湖南科技大学（14篇）、等本省高等
院校的专家学者，广西大学（16篇）、武汉理工大学
（12篇）、华南理工大学（10篇）、河南理工大学（9
篇）、武汉科技大学（7篇）、浙江大学（4篇）等外
省高校科研人员，以及湖南省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6篇）等科研部门人员撰写的学术论
文。由此可见，《学报》的作者范围相对较广泛。

从稿件范围栏中还可看出，2007— 2011年《学
报》刊载的校内作者撰写的论文篇数大体呈逐年增

多之势，而校外的自由来稿量中，自2009年开始，下
降较快，这一现象可能与刊物的学术关注度和用户

关注度有关，还可能与高校体制改革有关。

2.4 作者信息

2.4.1 职称学历

核心期刊的一个评价指标为“三高类”论文比，

一般情况下，高职称 / 学历人员撰写的论文质量较
高，而能获得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的科研人员具有

更强的科研能力，因而能写出高质量论文。因此，为

了准确获取《学报》载文作者的信息，对2007—2011
年《学报》载文作者的职称和学历情况等进行了分

类统计，所得结果见表 4。

从表 5中可看出，2007— 2011年《学报》载文作
者中，教授职称人员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副教授的

变动情况相对较小，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而讲师及

以下职称人员大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造成这些变

动的原因，可能与高校的体制改革有关，各高校都

鼓励本校教职工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刊发高

水平学术论文的一个标志就是刊物的影响力，一般

的科研人员都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投往核心期刊，

而不会投往一般的学术刊物，这使得《学报》获得

的教授职称类作者的来稿量锐减；同时，由于约稿

时注重特色栏目的建设而不再要求撰稿者一定为高

职称人员，因此虽然约稿数量大体不变，但高职称

人员撰写的论文数量有所减少。

根据撰写科研论文作者的学历情况，可发现《学

报》刊载论文作者中，在读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

生群体越来越大。这些作者暂时还未参与职称评定，

因而在职称分类里属于讲师及以下职称人员。但这

些人员参与科研的能力较强，撰写的论文具有较高

的学术水平。如 2011年《学报》刊发的146篇科技论
文中，有 42位作者为未参加工作的在校硕士研究生，
占作者总数的 28.8%，再加上 10位未标注工作单位的
博士研究生，6位在读本科生，共有 58位暂时无职
称的作者（在职称一栏中归属于讲师及以下职称人

员），占该年总作者数的 39.7%。这说明《学报》的
作者群已不仅限于学校的教职员工，还包括了在校

学生。这表明高校学报在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中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报》已经成为高校学生

科研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平台。

表 3 2007— 2011年《学报》载文稿源统计数据表
Table 3 The manuscript sourc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journal from 2007— 2011 篇

表 4 2007— 2011年《学报》作者信息统计数据表
Table 4 The author information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journal from 2007— 2011 人

注：博士列中（）中的数据为无工作经历的博士研究生；

硕士生列中（）中的数据为有工作的在职硕士研究生数据。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稿件性质    稿件范围

作者自投稿

128
151
149
152
122

约稿

3 1
2 2
1 2
2 2
2 4

会议稿

32
46
24
62

0

校外稿

99
111

78
92
43

校内稿

60
62
83
82

103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职 称    学 历

教授

70
44
26
23
19

副教授

3 6
4 0
3 1
5 4
2 0

讲师及以下

53
89

104
97

107

博士

41（11）

35（7）

30（0）

53（9）

33（10）

硕士生

41（7）

51（18）

53（13）

30（2）

45（3）

本科生

3
5
0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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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合著率与合作度

科技论文的合著率与合作度是评价科研合作程

度最直观和最重要的量化指标之一，也是研究学科

间相互交叉、渗透，以及衡量论文研究深度和广度

的一个重要因素。

合著率为 2 个及以上作者合作撰写的论文占刊
载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即：

。

合作度也称平均作者数，是指来源期刊每一篇

论文平均拥有的作者数，是衡量该期刊科学生产能

力的一个指标。

。

2007— 2011年《学报》载文作者合作情况的统
计结果如表 5所示。

从表 6中可看出，2007— 2011年《学报》刊载论
文的作者合著率较高，这与工科类科研性质相符。同

时，根据 2011年度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的
统计结果，其 6 193种源刊的平均作者数为 2.48人 /
篇，可知《学报》在 2007— 2011年间刊载的论文作
者的合作率均与其相当。

据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数据显示，2007—2011年
《学报》涉及 1 429位作者，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处理方
式，去除非第一作者后，实为 654位作者，发表量最
大的为 4篇论文，共有 5位作者，为谭超毅、刘罗华、
湛含辉、张陶新和汪新凡；根据普赖斯核心作者计

算公式N=0.749ηmax
，可知发表2篇以上的作者为《学

报》的核心作者。但据统计，2007— 2011年《学报》
发表 3篇论文的仅刘兴国、李圣清、唐川林和陈兴国

4人，发表 2篇论文的仅 61位，总发文量为 154篇，
不满足普赖斯定律（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

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

总数的平方根），这一结果表明，《学报》尚未形成

合适的核心作者群，因而需要在这一方面予以加强。

3 探讨与建议

影响因子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是加菲尔德于 1972年提出的一个相对统计量，可公
平地评价和处理各类期刊。据引证报告中的数据显

示，2007—2011年《学报》的载文量为1 097篇，5 a
被引频次为 267，5a的影响因子为0.243，单篇文章最
高被引 6 次，较 2008年公布的 5年影响因子的 0.207
有所提高。而据 2012年中国知网上的信息显示，《学
报》的复合影响因子为0.380，综合影响因子为0.228。
以上数据均表明《学报》现在的排名状况属于中等

偏上的位置。

据中国知网查询到的资料显示：2007— 2011年
《学报》的学术传播度虽然持续增长，但自 2009年开
始，增长速度减慢；而用户关注度自 2009年后大幅
下降，2011年的环比增长率呈负值；学术关注度自

2009年也开始缓慢下降，自 2010年开始，其环比增
长率出现负值，如表 6所示（表 6为作者根据统计图
整理而得）。

表 6中的数据表明，《学报》的用户关注度和学
术关注度有待提高。

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刊物的被引情况，可得最高

的下载频次仅 1 155次，且下载频次超过 1 000次的
仅 2007年刊发的 2篇论文，下载频次在 400次以上的
仅 16篇论文；被引次数在 10次以上的论文仅 24篇。
因而《学报》要跨入核心期刊之列还存在较大的差

距，需要办刊者付出较大的努力。

为了提高刊物的办刊质量，扩大刊物的影响范

围，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优化栏目设置。栏目是期刊的骨架，它能体
现期刊的报道重点和特色，是联系作者的桥梁和吸

引读者的窗口，栏目设置如何，对期刊的质量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5]。《学报》在 2007— 2011年中，栏
目设置变动较大，主要是因主办单位为综合性院校，

刊物收取的文章涉及的方向较多，故刊物因文而设

表 5 2007— 2011年《学报》作者发文情况统计表
Table 5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author information in

the  journal from 2007— 2011

作 者 数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合作度 /
（人·篇 - 1）

2.45
2.43
2.53
2.59
2.88

2

6 0
6 0
3 9
5 7
4 6

合著率 /
%

81.1
77.5
73.9
81.1
84.2

1

3 0
3 9
4 2
3 2
2 3

4

1 8
2 1
2 1
1 7
2 6

3

4 6
4 5
4 5
4 7
3 2

≥ 6

1
3
1
1
8

5

0 4
0 5
1 3
1 5
1 1

表 6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文献检索信息表

Table 6 The list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information of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文献

被引量

007
087
211
320
444

环比

增长率 / %

600
1 143
0143
0052
0039

用户

下载量

76
146
391
415
258

环比

增长率 / %

0
92

168
6

-38

文献

发文量

-

9
12

6
5

环比

增长率 / %

-

80
33

-50
-17

 学术传播度    用户关注度     学术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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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显得栏目杂而乱，拟投稿的作者不能从已有

刊物栏目中获得应有的信息，从而影响作者选刊。综

观统计年间的栏目设置，仅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为

常设栏目，基本上每期有所体现，但这 2个栏目设置
范围较大，并未体现本校的优势学科。参比《中南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栏目设置，其 2007年的
栏目设置为：材料·矿物·冶金·化学、机电与信

息工程、地质·采矿·土木工程，其后的栏目设置

只是稍作更改，如 2009年改为矿业工程·冶金工程·
化学与化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地质·土木工程，栏目有所变动，但

栏目整体范畴没多大变化，只是对栏目进行重新组

合；再如《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其基本栏

目为土木工程、机电工程、化学化工、材料科学与

工程、计算机科学、环境工程、数理科学等，前 2个
栏目为常设栏目，后几个栏目为备设栏目，且每期

栏目数基本稳定在 3~4个。而《学报》每期的栏目数
基本在 5个左右，且有些栏目不具延续性，只出现过
一次的栏目有好几个，因此，建议对《学报》的栏

目设置进行优化，刊物的栏目设置应与本校的优势

学科挂钩，与实力较强的科研队伍相适应，同时，栏

目的设置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2）加强与相关专栏作者的联系。编辑应加强与
已有相关专栏作者群的联系，尤其是校外单位的专

栏作者。通过加强与校外相关专栏作者的交流，可

以充分了解相关专栏作者的现实情况，能有针对性

地约稿，并可通过其帮助宣传刊物，以吸引更多高

水平的校外作者来稿。同时，也应加强与行业专家

的联系，关注其学术研究动态，及时向行业专家学

者约稿，获得最新研究数据论文。

3）加大特色栏目约稿范围与力度。约稿范围应
围绕刊物的特色栏目设置进行选取，特别是优势较

为明显的特色栏目，一定要有高水准的论文支撑，校

内稿源缺乏时，可以通过校内外专家学者的推荐，约

请相关专业人士撰稿，以保证特色栏目的延续性。由

于体制改革等原因，高职称、高学历人员的高水平

论文流向核刊，要改变刊物的稿件质量，最有效的

措施就是增加高质量稿件的比例，因此，《学报》领

导应合理调配办刊经费，在有限的经费资助下，尽

最大的能力约请高水平专家为本刊撰写高质量稿件。

4）培养刊物的核心作者群。《学报》尚未形成一

定规模的核心作者群，这使得刊物的影响力和学术

关注度不高，引用和下载频次较低。造成这一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学报》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每位作

者每年只能在刊物上刊发一篇学术论文，而有时一

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为一系列的科研论文，且论文具

有一定的时效性，这一规定会使得刊物流失大部分

稿件，而且不利于形成刊物的核心作者群，影响刊

物对读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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