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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基金重点课题（ＧＢＪＸＡ１００４）；
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软科学１０１１０２１３００研究（１０１１０２１３００）

《编辑学报》高被引论文分析

张　建　合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６４０００，河南信阳

摘　要　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统计源，
从文献引证的角度分析《编辑学报》高被引论文的分布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该数据库共收录《编辑学报》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原
文３５０８篇，被引文献２５４５篇，被引率为７３％，总被引频次为１
万５８６３，单篇最高被引频次７１；较少的论文拥有较高的被引频
次，基本符合“二八定律”；前１００篇高被引论文中，栏目高被引
论文数最多的是《理论研究》（４６篇），个人高被引论文数最多
的是游苏宁（６篇）；前１０篇高被引论文每年都在被引用，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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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报》是由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主办的

综合性学术期刊，１９８９年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有关科
技编辑研究方面的论文，在我国期刊界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连续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

录》［１］、《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和《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核心期刊要览》［３］，２００３年至今一直是中国科技
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４］，而且在新闻

学与传播学专业核心期刊中一直排名第一，已成为我

国编辑学界的权威性学术期刊。

学术论文的价值在于被使用，被引频次越高，说明

论文的使用价值越大，用被引频次评价论文质量已开

始受到关注［５８］。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

总库》包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覆盖面较

大、学术信息较全，利用该数据库的海量数据对《编辑

学报》进行引文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编辑学报》被引用概况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２—２６日３次登录《中国学术文献
网络出版总库》（ｈｔｔｐ：∥ａｃａｄ．ｃｎｋｉ．ｎｅｔ），检索《编辑学
报》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入库的所有文章，虽然该数据库每
日更新，但此时段《编辑学报》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变

化甚微，按照被引频次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下载检索

结果，剔除消息、编读往来、名刊风采等非论文信息后，

入库论文共计３５０８篇，有引文记录的文章２５４５篇，
总被引频次１万５８６３，最高被引频次７１（排第１位），
最少被引频次１（排第２５４５位），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论文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序

由图１可知，《编辑学报》论文最高被引频次为
７１，单篇论文被引频次随着文章数量的增加呈指数递
减。没有被引用的文章占全部发文量的２７％，被引用
１次的文章占１６％，被引用２次的文章占１０％，被引
用３次的文章占８％，被引用４次的文章占７％，被引
４次及以下的文章总共占６１％，说明多半以上的文章
很少被引用或未被引用。按照引文频次由高到低截

取：前１００篇文章（占发文总数的３％）累计被引频次
３２６０次，占总被引频次的２０％；前７００篇文章（占发文
总数的２０％）累计被引频次１万５９５次，占总被引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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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６７％；前１０００篇文章（占发文总数的２９％）累计
被引频次１万２３４３次，占总被引频次的７８％。从被
引频次和文章数量的关系看，较少的高被引论文拥有

较高的总被引频次，基本符合“二八定律”［９］。其积极

的警示意义在于：在策划选题时不能“胡子眉毛一把

抓”，而是应抓关键栏目、关键选题、关键作者。

２　前１００篇高被引专栏分布

　　《编辑学报》所设栏目有《理论研究》《编辑工程与
标准化》《改革探索》《经营管理》《期刊现代化》《新技

术应用》《人才培养》《办刊之道》《改革探索》《学术争

鸣》《期刊评价》《编辑人物》《编辑感悟》《好书荐读》

《他山之石》《名刊风采》《有问必答》《谬误辨析》《读

者·作者·编者》等。多年来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方针，报道国内外有关科技书刊特别是科技期刊

编辑出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为推动科技编辑学、

科技期刊学研究与提高我国科技书刊的质量和效益作

出了贡献，彰显了学术性、实践性、规范性的办刊特色 。

取前１００篇高被引论文（最少被引２３次）与目次
表比对，进行栏目分组，考察各栏目的高被引论文数量

及第一作者。

这些栏目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理论研究》，前

１００篇高被引论文中有 ４６篇属于该栏目，如丁乃刚
（第一作者，按照论文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序，下同）、

孟连生、游苏宁、郭玉、柳建乔、冉强辉、王利群、任胜

利、朱大明、游苏宁、张玉华、马永军、司有和、任胜利、

陈浩元、朱德培、何英、刘建超、杨丽君、肖宏、宋培元、

何学锋、任胜利、曾建勋、许文深、游苏宁、钟天明、程

旭、王强华、郭林妮、赵惠祥、周青、史红、俞志华、司有

和、颜志森、陈冠初、贺德方、蔡剑英、钟均行、李小玲、

胡健飞、宋咏堂、惠永正、张玉华、陈宏愚等撰写的有关

期刊事业发展、编辑工作、文献计量及评价方面的理论

文章，受到编辑学界的广泛关注。

这４６篇文章的总被引频次为１５６６次，占前１００
篇高被引论文总被引频次的４８％，占整刊总被引频次
的１０％。

影响力排第２位的当属《编辑工程与标准化》和
《经营与管理》。例如：陈浩元、高鲁山、王平、张建合、

施才能、王淑华、张莉、朱美香、李新暖、骆满生、陈灿

华、陈灿华、薛镭、许文深、辛明红、金生、钱寿初、刘可

静等撰写的１８篇编辑工程与标准化方面的文章；蔡玉
麟、刘庆文、黄劲松、李晓文、赵来时、沈君佐、游苏宁、

李正银、朱明、宋双明、杜文涛、孙良英、张行勇、刘海

涛、胡天乙、田红志、杨继成、彭南轩撰写的１８篇经营
与管理方面的文章。

其他栏目高被引论文数出现了锐减，如《人才培养》

出现了５篇（应杰、梁光铁、韩云涛、丁春、仲卫功等），《新
技术应用》出现了４篇（肖宏、赵大良、骆满生、张行勇
等），《他山之石》出现了２篇（续维国、吴坚），《改革探
索》（程维红）、《期刊评价》（张凌之）、《评论》（游苏宁）、

《青年编辑》（游苏宁）、《海外消息》（钱寿初）、《经验交

流》（肖宏）、《争鸣》（陈明光）各出现了１篇。
以上高被引论文，限于篇幅没有公布论文题名，而

重点公布了第一作者姓名。实际上，成果一旦发布就

成了有形的、不可改变的东西，而人的资源却是可持续

的，应该以人为本，充分挖掘人的智慧。在前１００篇高
被引论文中，游苏宁贡献６篇，肖宏、任胜利各贡献３
篇，陈浩元、张玉华、钱寿初、许文深、张行勇、骆满生、

陈灿华、司有和各贡献２篇；因此，《编辑学报》今后不
仅要注重优势栏目、优势选题的组稿，而且要重视高被

引作者的选择和培养。

３　高被引论文时间特征分析

３１　不同被引频次组论文的年度分布　为了研究高
被引论文出现的年代，取被引频次分别为２２、１０、５以
上的论文按照出版年先后进行分组，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不同被引频次组论文的年度分布

由图２可知，３组高被引论文均出现了两边低、中
间高的曲线走势，也就是说，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间高被引
论文较多，或者说，《编辑学报》的高被引论文出现在

统计当年的前４～７年间。由此看，在组稿时，应立足
当前着眼于长远，好的文章对于编辑学研究或编辑工

作具有潜在的和深远的影响。

３２　高被引论文的生命力　考察前１０篇高被引论文
发表后的逐年被引频次，从统计学的角度观察高被引

论文的生命力和选题特点。

在这１０篇高被引论文中，涉及到期刊评价的有３
篇：发表时间最早的高被引论文是，１９９３年冉强辉等
人的《对科技期刊学术质量评估体系中参考文献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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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调查与研究》，该文在发表后的１６年间年均被
引２次以上；１９９９年孟连生的《引文分析方法在科技
期刊评价工作中的应用》，年均被引５次以上；２００３年
张凌之的《影响因子在我国科技期刊评价中的作用分

析》，年均被引８次以上。这３篇期刊评价方面的文章
每年都被引用，且文章越新年均被引次数越多，揭示出

有关质量评价问题仍是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热点。

涉及到期刊整合与发展的有４篇：被引频次最高
的是，２００２年丁乃刚的《数字时代期刊媒体的整合趋
势》，论文发表后的次年被引１８次，随后年均被引９次
以上；２０００年柳建乔的《科技期刊产业化初探》，在
２００４年出现被引高峰，１１次，随后逐渐减少；２００２年
蔡玉麟的《科技期刊国际化漫议》，在２００５年出现被
引高峰，１０次，随后逐渐减少；２００５年游苏宁的《“双
效”“双爱”期刊：办刊人的最高追求》，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受到关注，年均被引１５次以上。近几年，在国家宏
观政策的推动下有关期刊的改革与发展成为了热点话

题和热点研究课题，被引频次也折射出了这一点；但有

关中国期刊的发展问题仍将是长期关注的研究热点。

２００５年陈浩元的《著录文后参考文献的规则及注
意事项》，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间被引频次依次为 ６、９、
１９、１６，说明文献著录仍是编辑工作的难点和研究热点
之一；１９９９年肖宏的《网络与现时编辑》较早地提出了
适应网络化发展的编辑工作电子化的新方法和新概

念，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０年间累计被引６０次，为《编辑学
报》第２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呈大小年分布，年均被
引６次，说明基于网络的编辑工作电子化一直是研究
热点；２００６年郭玉等人的《我国科技期刊基本状况统
计与分析》，在发表后的当年被引 １０次，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依次被引１９、１５、１４次，说明权威的统计数据具有较
大史料价值和应用价值。

总体而言，这１０篇高被引论文，每年都在被引用，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编辑学报》创刊以来的高被引论文基
本符合“二八定律”，即较少的高被引论文产生了较多

的被引次数，在今后的组稿工作中应重点抓重点栏目、

重点选题和重点作者，树典型、指方向，引领科技编辑

研究向着规范、健康、强势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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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朱强，戴龙基，蔡蓉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０８年
版［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　姜晓辉，尹国其，莫作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
刊目录：２００８年版［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版中国科技期
刊引证报告 ［Ｍ］．北 京：科 学 技 术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５］　万锦，党亚茹，何辛．２００１年《编辑学报》被引情况分析
［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３，１５（１）：７５７７

［６］　屈清慧．３０种药学期刊高被引论文研究［Ｊ］．中国科技期
刊研究，２００８，１９（６）：９８４９８９

［７］　张建合．师范类自然科学学报的选题策略［Ｊ］．编辑学
报，２００８，２０（４）：３３６３３７

［８］　张建合．影响因子中的期刊自引成分分析［Ｊ］．信阳师范
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２３（２）：１９０１９４

［９］　刘艳苏，桂秀梅．二八定律与长尾理论在现代图书馆的共
生应用［Ｊ］．现代情报，２００９，２９（８）：４０４２

（２０１００６２２收稿；２０１００８０６修回

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

）

部分出版类期刊２００９年被引指标
刊名 来源文献量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即年指标 他引率 篇均引文数 引用刊数 基金论文比

编辑学报 ２３６ ２３１９ １．４９３ ０．３６４ ０．７２ ９．４０ ４２３ ０．１１４

编辑学刊 ６１ ２７８ ０．２１６ ０．０３３ ０．９８ ４．１３ １４９ ０．０１６

编辑之友 ３０８ ５５２ ０．４０５ ０．０８８ ０．９２ ３．４４ ２３３ ０．０７８

出版发行研究 ２７８ ４９６ ０．３１１ ０．０９０ ０．８８ ４．２３ １９３ ０．０５４

出版科学 １５５ ３０１ ０．４０９ ０．０９０ ０．９０ ５．８６ １５０ ０．１７４

科技与出版 ２４０ ４２０ ０．３２９ ０．０９６ ０．８２ ２．６２ １６３ ０．０９６

中国编辑 １４０ １６３ ０．３１２ ０．１１４ ０．９８ ２．８２ ８９ ０．００７

中国出版 ２０８ ３８７ ０．２２２ ０．０６７ ０．９５ ３．０６ １８３ ０．０６７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３０５ １５２４ ０．７９３ ０．２９８ ０．６０ １１．２４ ２８３ ０．２０３

（摘自《２０１０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４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