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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ＣＮＫＩ引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

数据库的数据为基础，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年发表的论文进行特征分析和期刊影响力分析。对该刊进行客观评价，并提出明确办刊

定位、打造特色栏目、加快网络化建设、培育优秀编辑等有利于学报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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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的学报是体现高校教学和科研成果的窗

口，是高校教师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石家庄铁

道大学随着学科建设和科技工作快速发展，由单

一的理工类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变，人文社科方

面的科研教学成果越来越多，在人文社科领域已

形成了一支精干的科研队伍和相对稳定的研究方

向。因此，２００７年８月，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创 办 了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

《学报》）。创刊至今，该刊已出版了７年多，对该

刊进行深入分析，全面评价，客观定位，查找问题，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学报》统计数据源的选择

ＣＮＫＩ的中国 学 术 期 刊 网 络 出 版 总 库（简 称

ＣＡＪＤ）是国 内 最 大 的 连 续 动 态 更 新 的 中 国 学 术

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学报》的论文信息齐全，且
在各高校中影响较大，使用较多。因此，在对《学

报》进行 统 计 分 析 时，本 文 以ＣＡＪＤ、ＣＮＫＩ引 文

数据库和ＣＮＫＩ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为基

础。在此基 础 上 对 缺 省 的 统 计 项 目 进 行 手 工 补

充，完善缺失的期刊研究指标。通过对各项指标

的分析，体现《学报》的办刊特点及发展趋势。

　　二、《学报》特征分析

（一）《学报》载文分析

１．《学报》载文指标分析

期刊载文是期刊进行学术交流和知识传递的

信息基础。期刊载文量反映了刊物所容纳的信息

量，是衡量期刊吸收和传递知识信息量大小的重

要指标之一。由载文量扩展出的指标有期均载文

量、篇均页数、篇密度等指标，从不同的方向反映

期刊的一些基本问题。《学报》载文量、基金论文

数和出版时滞的指标统计如表１所示。
（１）《学报》在控制信息量和载文质量两者间

达到均衡。《学报》６年时间载文５２５篇，除２００７
年因创刊原因仅出版２期外，其他年份则稳定出

版４期。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学报》每年的载文

量也较为稳定，只有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 的 载 文 量

稍高。如果载文篇幅过短，则影响论述问题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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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某种程度上影响载文的质量。《学报》篇均

页数２００８年最低，为４．３２，２０１１年最高为４．７８。

总体来看，《学报》的篇均页数和篇密度都比较稳

定，表明《学报》在控制信息量和载文质量两者间

达到均衡。
表１　载文量及其相关指标统计

出版

年份
期数 总页码 载文量

篇均

页数

基金论

文数

年均出

版时滞

２００７　 ２　 ２１５　 ４６　 ４．６７　 ７　 １１１

２００８　 ４　 ４３２　 １００　 ４．３２　 ２０　 １９５

２００９　 ４　 ４５６　 １０５　 ４．３４　 ２７　 ２１３

２０１０　 ４　 ４２８　 ９２　 ４．６５　 ４９　 １７０

２０１１　 ４　 ４２５　 ８９　 ４．７８　 ３３　 １２９

２０１２　 ４　 ４２９　 ９３　 ４．６１　 ６０　 １１６

合计 ２２　 ２３８５　 ５２５　 ４．５４ － －

（２）基金论文比逐年提升。基金论文由于有

经费 支 持，人 力 物 力 都 有 保 障，所 以 研 究 条 件 良

好，而且从申请到结题鉴定的过程中，都有严格的

审核、检查、验收程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基

金项目的主持人与参与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严谨

务实，因此项目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都较高，且创新性很强，在此基础上产出的学术论

文的学术水平也会相对较高［１］。《学报》基金论文

数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２０１２年，基金论文比达

到最高，为５７．２４％。这 也 说 明《学 报》载 文 的 学

术质量正在逐步提高。
（３）出版时滞较长。出版时滞是指期刊的载

文从收稿日期到出版日期之间的时间差。出版时

滞一方面反映了期刊稿源情况，另一方面又反映

了期刊传递信息的速度，甚至有时还会影响到作

者的研究成果是否获得首发权，因此出版时滞也

是对期刊进行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学报》的出

版时滞２００９年 最 高，２０１２年 最 短。近 两 年，《学

报》把平均出版时滞控制在了３～５个月之间，说

明注重了载文的时效性，但仍然时滞很长。

２．《学报》栏目分析

期刊的栏目设置及其各个栏目载文量多少可

以反映出《学报》的发文重点和办刊特色。稳定栏

目是指具有研究导向的栏目，《学报》的栏目设置

主要针对本校的社会科学类的专业设置的。创刊

初始，栏目名称还不太稳定，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共设

置栏目２５个。稳定栏目有经济管理、高 等 教 育、
语言文学、哲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思想政治、法
学研究。其中，经济管理为《学报》的重点栏目，稿
件质量和数量比较稳定。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方面

在逐渐加强，哲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的文章在缩

减。同时，为增加《学报》的影响力，《学报》还对专

家学者设定了访谈和热点研究的栏目。

　　 （二）作者情况分析

作者是载文内容的生产者，决定着载 文 学 术

水平的高低和学术的质量。作者群的基本情况从

侧面能够反映出期刊载文质量，因此，基于作者分

析的一些数据也是评价期刊的一项重要指标。

１．第一作者年龄分布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学 报》总 载 文５２５篇。将 这

些数据按５年一组进行分类汇总后可看出，３１～
３５岁年龄段的作者人数最多１３６人，其次为３６～
４０岁１３５人。这两个阶段的作者精力充沛，同时

具备一些科研经验，正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黄金年

龄，有发表论文的强烈需求。

２．第一作者职称分布

对第一作者的职称进行统 计，初 级２４人，中

级１８２人，副高１３９人，正高８０人，博硕士研究生

９５人。《学报》的 作 者 群 主 要 是 中 级 或 副 高 级 职

称的群体组成，分别占３５％和２６％，还 有 相 当 一

部分是正高级职称的群体，相比较而言，初级职称

和正高级职称的作者人数较少，副高和中级职称

较多，这说明《学报》作者群的职称分布比较稳定。

３．第一作者机构分布

对《学报》发文第一作者单位情况统计，按发

文数量排序，前１０名作者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

（１５９篇）、河北师范大 学（３１篇）、河 北 经 贸 大 学

（１８篇）、河北大学（１０篇）、中国人民大学（９篇）、

燕山大学（８篇）、河北科技大学（７篇）、河北农业

大学（６篇）、河北工业大学（５篇）、解放军军械工

程学院（５篇）。在《学报》发文数量第一作者单位

是本校师生的最多，占３０％。其次为河北的其他

几所高校，说明《学报》在河北省高校中具有较强

的影响力，在全国的知名度还有待提高。

　　三、《学报》影响力分析

（一）论文被引频次情况

被引频次是引文分析用于绩效评价中最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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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指标，通常被看作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它会受到学科领域、文献类型、出版时间等因素的

影响［２］。因《学 报》创 刊 于２００７年，所 以 没 有

２００７年 的 被 引 频 次。从 图１数 据 可 以 看 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被引频次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

《学报》学术影响力在缓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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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学报》论文每年被引频次情况

　　（二）网络传播

１．网络下载量和浏览量

统计分析《学报》在ＣＮＫＩ中网络传播的各种

情况，进一步了解《学报》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从

图２可以看出，寒暑假是网络下载量和浏览量的

谷底，而学期的中部则是高峰期。２００７年网络下

载量和浏览 量 均 为０，这 是 因 为 创 刊 初 始，ＣＮＫＩ
未收录《学 报》的 论 文。２００８年 以 后 整 体 呈 现 上

升趋势，说 明《学 报》的 网 络 传 播 影 响 力 在 逐 渐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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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网络传播趋势图

２．个人和各单位用户对《学报》下载量统计

表２为前２０名的单位从中国知网下载统计。
从表２可以看出，《学报》论文主要是被各高校图

书馆下载使用，说明《学报》的主要读者是高校师

生，分布在全国各地。另外，《学报》网站提供摘要

和全文免费下载和浏览，各单位读者摘要或全文

下载量已经超过３万次。

表２　各单位《学报》下载量统计

排名 单位 下载量／次 浏览量／次

１ 个人账户 ７８４　 ８５１

２ 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６９０　 ７６２

３ 石家庄铁道大学图书馆 ５０６　 ６２３

４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４７７　 ５５９

５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４１９　 ４８０

６ 武汉大学图书馆 ４１０　 ４６０

７ 厦门大学图书馆 ３４４　 ３３２

８ 南开大学图书馆 ３４３　 ４０１

９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３３３　 ２５８

１０ 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 ３２２　 ２６４

１１ 四川大学图书馆 ３１１　 ２６４

１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 ３００　 ２８１

１３ 中山大学图书馆 ２８５　 ３０８

１４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２６２　 ２６１

１５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２３０　 ２２９

１６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２２２　 ２２６

１７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图

书馆
２１８　 ２２９

１８ 燕山大学图书馆 ２１４　 ２４６

１９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２０７　 ２５８

２０ 东南大学图书馆 ２０４　 １８６

　　四、《学报》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一）影响学报发展的主要因素

１．优秀稿源少

目前，受国家科研政策影响，一 般 情 况 下，一

流的学术论文写成外文投国外被ＳＣＩ或ＥＩ检索

期刊，二流学术论文投国内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
三流学术论文投国内专业学术期刊，最后投地方

高校学报。《学 报》２００７年 创 刊，办 刊 时 间 短，缺

乏一定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从作者分布数据

看，《学报》大部分为本校作者和中高级职称的作

者，基金项论文数量虽然每年都有提高，但所占比

例偏少。这直接影响了《学报》的下载频次、被引

频次、学科影响因子等数据的提升。

２．栏目特色不明显

从《学报》的栏目统计结果看，经济管理管理

栏目虽然是《学报》的重点栏目，稿件质量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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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稳 定，但 栏 目 内 容 宽 泛，缺 少 持 续 的 名 篇 佳

作，在国内本学术领域没有产生学术影响力。学

术访谈栏目从创刊起，连续做了５年，刊登访谈文

章１７篇，针对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每期访谈一位当代名家学者，对其学术思想和成

果进行研究和传播，针对性强，便于追踪社会学术

热点。通过对名家学者的全面报道，引起这一学

术领域其他学者的关注和共鸣，起到树立典型和

榜样的作 用。［３］产 生 了 一 定 的 学 术 影 响 力，２００９
年该栏目被评为河北省高校学报优秀特色栏目。
但因编辑部人员变动，没有持续下来。

３．稿件出版时滞长

《学报》为季刊，平均稿件时滞在１５０天左右，
最短时滞为８２天。作者投稿都想早发表，赢得论

文首发权。有的作者，尤其是博硕士研究生作者

一稿多投现象严重，在优秀稿源竞争激烈的情况

下，《学报》在竞争中明显不占优势。

　　（二）《学报》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１．明确办刊定位，为本校科研教学服务

高校学报不同于其他专业期刊。学校投入人

力、物力和场所，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本校学报发展

（如在本校教职工考核、职称评审、研究生评优中，
学校一般都对学报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其目的是

使本校学报发挥学术交流和传播的作用，促进本

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培养本校年轻

教师和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上尽快成长。这些举措

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本校作者向《学报》的投稿积

极性。地方高校学报主要反映本校的科研水平和

学科建设情况，是本校老师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

平台。地方高校学报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是

与本校的总体科研实力和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密

不可分的。地方高校学报应有自己的办刊定位和

服务宗旨［４］。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该妄自菲薄。
《学报》在创刊之初，明确其办刊宗旨为“促进学术

交流，发现培养人才，服务本校教学科研，为我校

人文社科领域的教师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学

报》编辑部应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反映本校人文社

科领域的学术发展水平，促进学科建设发展，培养

青年教师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能力。编辑部要

加强与科研骨干尤其是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的负

责人联系，跟踪他们的科研发展动态，重点向新引

进的博士、校优青约稿，在主动获取优秀稿源的同

时，发挥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学校研究生教育

的发展也为《学报》的发展丰富了稿源。《学报》编
辑应充分利用在校研究生这作者群，正确引导，积
极扶持 和 培 养［５］，在 稳 定 学 报 的 作 者 队 伍 的 同

时，促使研究生在论文写作能力方面得到训练和

提高。

２．依托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和地域文 化 优 势，
打造特色栏目和重点栏目

（１）打 造“河 北 地 域 文 化 建 设”特 色 栏 目。

２０１３年，学校新增２个河北省人文社科类研究平

台：河北省生态环境和发展环境研究基地与河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为开设河北地域文

化建设特色栏目提供保障。河北省是一个文化资

源丰富的大省，历代名人、文物古迹众多，有三处

世界文化遗产，五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

十分厚 重。而 且 河 北 省 也 高 度 重 视 文 化 资 源 开

发［６］。因此，《学报》在开发历史文化资源 上 有 很

大的发展空间，在结合学校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重
视地域特色，充分挖掘和利用河北省的文化历史

资源，特别是结合河北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

资源强省的奋斗目标，开设此特色栏目是提高《学
报》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２）打造“工程建 设 管 理”重 点 栏 目。学 校 的

管理科学与工程被批准为学校博士点立项支撑学

科和河北省重点学科。“工程建设管理”研究基地

被认定为河北省第一批软科学实验基地。学科建

设的核心是学术人才梯队建设。评价学科建设的

成果之一是看其是否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在国内外

有一定学术地位和影响的学术人才队 伍。［７］由 于

学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这些学术人才必

然成为学报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为《学报》开设

“工程建设管理”特色栏目提供稿源保证。

３．依托《学报》网站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发展

网络化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

式和信息获取方式。由原来的“给什么你就看什

么”的传统传播方式到“你要看什么自己找”的搜

索方式，进而发展到“你关注什么就给你什么”的

聚合方式。［８］《学报》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其信息

传播的方式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演

进的。目前网络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纸质

版期刊的冲击越来越大，高校学报已经开始步入

数字化、网络化传播的时代。［９］

《学报》编辑部从２００７年起就自办网站，经过

７年多的不 断 改 进 和 完 善，已 经 实 现 了 网 络 在 线

投稿、审稿、编辑、主编定稿、信息发布，资源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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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Ａ免费开放，过 刊 免 费 检 索、读 者 互 动 等 功 能。
点击率超过１２万次。《学报》已全文加入《中国科

技论文在线》、《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万
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 刊 数 据

库》等，并提供相关链接，这提升了《学报》影响力

和知名度，为纸质学报树立品牌形象。编辑部要

继续充分挖掘和利用好网络平台。
首先，编辑部从战略高度认识《学报》网络出

版的重要性，提高网络适应能力，尽快了解网络发

展，关注网络变化，研究网络应用。编辑人员应有

意识地提高相关网络素养。对网站及时维护和更

新，通过网络平台提供互动式服务，吸引作者和读

者的关注，提高《学报》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其次，利用《中国知网》数字化平台和本刊网

站平台，实现《学报》数字化优先出版，为作者赢得

论文首发权。学报要与作者签版权转让协议，保

护作者著作权和本刊权益。录用的论文可优先在

《学报》网站、中国知网、手机终端等媒体上优先发

表和传播。缩短发表时滞。读者可随时通过本刊

网站免费获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报》的学术媒

介作用。

４．培养业务素质过硬的编辑队伍

《学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有业务素

质过硬的编辑队伍。编辑服务的对象是作者、读

者和审 稿 专 家。编 辑 对 作 者 发 表 的 论 文 进 行 评

审、编辑、校对、出版、传播等，使作者的论文学术

质量更高，表达更规范，可读性更强。编辑人员发

现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策划特色栏目，跟踪科研

团队，在审稿编辑过程中促成某些重要观点的发

挥和完善，挖掘论文的亮点。优秀的编辑会吸引

优秀作者向《学报》投优秀论文，优秀的编辑会让

《学报》充分发挥学术引领、学术传承、学风养成、
培育新秀等作用。优秀编辑队伍也是《学报》整体

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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