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志仁 　程 　刚

基于 CSSCI 对《中国图书馆学报》的载文
被引情况分析及专家评价

摘　要　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分析表明 ,《中国图书馆学报》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

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其论文被引次数、影响因子 ,以及同行专家的评价结果 ,在我国图书馆学、

情报学期刊群中均名列第一。表 12。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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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nalysis based on CSSCI (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indicates that

Journal of L ibrary Science in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2

ence in China. Its citation number , impact factor and expert evaluation rank first in journal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12 tabs. 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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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UMBER　G353. 1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和香港科

技大学合作研制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简称 CSSCI) ,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的评价提供了科学、客观的评价工具。

CSSCI(1998) 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选定 ,确

定为 496 种 ,收录来源文献 6 万多篇 ,引文近 28 万

篇 (次) ,其中图书、情报、文献学类 (含档案学) 期刊

25 种 ;CSSCI (1999) 对 CSSCI (1998) 的来源期刊进

行了增删 ,收录了国内出版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期刊 506 种 ,来源文献 6 万 5 千余篇 ,引文 33

万多篇 (次) ,其中图书、情报、文献学类 (含档案学)

期刊 24 种。

CSSCI 系统可提供期刊的多种定量数据 :期刊论

文的录用量、录用率 ,期刊论文及期刊被引频次 ,期

刊影响因子 ,期刊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学科分布 ,

期刊引文的年代分布及半衰期 ,期刊引文的学科分

布 ,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年代分布及半衰期。由期刊

的多种定量指标可得出相应的统计排序 ,由此可评

价期刊学术影响和地位。

《中国图书馆学报》是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国家

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图书馆学核心学术期刊。本文主

要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1998、

1999)光盘数据库中的数据 ,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

《中国图书馆学报》的载文被 CSSCI(1998、1999) 来源

期刊论文引用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并给出同

行专家对它的评价结果。试图从文献引证的角度来

透视该刊的学术水平和期刊质量 ,并了解图书馆学、

情报学等学科研究过程中 ,著者对该刊载文的借鉴

和吸收情况。

1 　《中国图书馆学报》载文被引情况的统计

分析
111 　《中国图书馆学报》在 CSSCI 图书馆学期刊中

的影响因子排名

期刊载文的被引用的多少 ,是其学术水平和期

刊质量的极好测度。通常 ,期刊的载文被引篇数越

多 ,次数越高 ,则期刊的学术质量越高。目前 ,衡量

期刊被引的另一个重要的测度指标是影响因子 ,通

过对各刊的影响因子比较 ,更能客观地体现出期刊

的学术水平和质量。现将 CSSCI (1998) 论文中被引

的图书馆学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序 (前 15 名) 情况、

CSSCI(1999) 中图书馆学来源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序

情况分别列于表 1、表 2 中。表中各刊的载文量均不

包括简讯、动态、文摘。

由表 1 可知 ,在 CSSCI(1998)被引的图书馆学期

刊影响因子位于前 15 名的期刊排序中 ,《中国图书馆

学报》影响因子为 111706 ,名列第一 ;《现代图书情报

技术》影响因子为 018242 ,名列第二 ;《图书情报工

作》影响因子为 017870 ,名列第三。

由表 2 可知 ,在 CSSCI(1999)图书馆学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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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CSSCI( 1998)论文引用的图书馆学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序(前 15 名)

项目

被 CSSCI

引用总

次数

96 年

载文

97 年

载文

96 年被

CSSCI

引用次数

97 年被

CSSCI

引用次数

96、97 载

文之和

96、97 被

引之和

98 年影

响因子
名次

中国图书馆学报 590 126 126 129 166 252 295 111706 1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4 87 78 54 82 165 136 018242 2

图书情报工作 489 138 261 123 191 399 314 017870 3

大学图书馆学报 399 175 184 110 163 359 273 017604 4

图书情报知识 177 105 106 50 48 211 98 014645 5

情报资料工作 178 96 94 49 38 190 87 014579 6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44 89 85 44 34 174 78 014483 7

图书与情报 127 89 94 56 18 183 74 014044 8

图书馆杂志 218 183 163 63 71 346 134 013873 9

图书馆 201 127 153 50 50 280 100 013571 10

图书馆论坛 178 188 183 36 63 371 99 012668 11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95 117 125 29 27 242 56 012314 12

图书馆建设 129 242 251 39 46 493 85 011724 13

四川图书馆学报 88 99 114 17 19 213 36 011690 14

北京图书馆馆刊 37 97 113 13 14 210 27 011286 15

　　注 :1998 年影响因子 = 96、97 论文被引之和/ 96、97 载文之和 ,《情报学报》、《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杂志》、《情报科

学》等未列入图书馆学期刊 ,表 2 同。

表 2 　CSSCI( 1999)图书馆学来源期刊影响因子排序

项　目

被 CSSCI

引用总

次数

97 年

载文

98 年

载文

97 年被

CSSCI

引用次数

98 年被

CSSCI

引用次数

97、98 载

文之和

97、98 被

引之和

99 年影

响因子
名次

中国图书馆学报 699 126 112 195 232 238 427 117941 1

大学图书馆学报 418 184 217 140 140 401 280 016983 2

图书情报工作 532 261 244 157 157 505 314 016218 3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23 78 112 62 55 190 117 016158 4

图书情报知识 211 106 114 60 72 220 132 016000 5

图书馆杂志 314 163 185 90 93 348 183 015259 6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33 85 91 25 51 176 76 014318 7

图书馆 235 153 175 67 56 328 123 013750 8

图书与情报 162 94 102 26 46 196 72 013673 9

图书馆论坛 206 183 208 63 69 391 132 013376 10

情报资料工作 166 94 103 40 23 197 63 013198 11

图书馆工作研究 122 125 137 29 36 262 65 012481 12

图书馆建设 150 251 255 31 61 506 92 011818 13

四川图书馆学报 74 114 111 15 16 225 31 011378 14

江苏图书馆学报 71 156 152 21 18 308 39 011266 15

图书馆学研究 68 209 242 13 23 451 36 01079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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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的排序中 ,《中国图书馆学报》影响因子为

117941 ,名列第一 ;《大学图书馆学报》影响因子为

016983 ,名列第二 ;《图书情报工作》影响因子为

016218 ,名列第三 ;《中国图书馆学报》比位于第二名

的《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影响因子多了 110958。1999

年《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影响因子比该刊 1998 年的影

响因子高了 016235。

另外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 年的当年影响因

子为 013393 ,1999 年的当年影响因子为 012445。

通过以上的统计分析对比 ,可见《中国图书馆学

报》在我国图书馆学期刊群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

有着很大的影响。

112 　《中国图书馆学报》载文被引的基本情况

现将《中国图书馆学报》载文被 CSSCI ( 1998、

1999)来源期刊论文引用的基本情况、单篇被引次数

分布情况和著者发文被引篇数分布情况分别列于表

3、表 4 和表 5 中。

表 3 　《中国图书馆学报》载文被引的基本情况

项　目
被 CSSCI 来源

期刊引用的篇数

被 CSSCI 来源

期刊引用的次数

单篇平均被

引次数

单篇被引

最高次数

1998 年 298 590 1198 10

1999 年 322 699 2117 20

表 4 　单篇被引次数分布情况

项目
被引

20 次

被引

16 次

被引

13 次

被引

11 次

被引

10 次

被引

8 次

被引

7 次

被引

6 次

被引

5 次

被引

4 次

被引

3 次

被引

2 次

被引

1 次

篇数

(1998)
0 0 0 0 1 3 3 2 10 22 36 56 165

所占比例

( %)
0100 0100 0100 0100 0134 1101 1101 0167 3136 7138 12108 18179 55137

篇数

(1999)
1 1 2 2 1 1 4 7 10 16 33 70 174

所占比例

( %)
0131 0131 0162 0162 0131 0131 1124 2117 3111 4197 10125 21174 53103

表 5 　著者发文被引篇数分布情况

项目 被引 7 篇 被引 5 篇 被引 4 篇 被引 3 篇 被引 2 篇 被引 1 篇

著者数 (1998) 0 1 1 8 31 203

所占比例 ( %) 0100 0141 0141 3128 12170 83120

著者数 (1999) 2 0 1 5 35 219

所占比例 ( %) 0176 0100 0138 1191 13136 83159

　　由表 3、表 4 和表 5 可知 : ①1998 年以前 (含 1998)

《中国图书馆学报》的载文中 ,共有 298 篇被 CSSCI

(1998)的来源期刊论文引用了 590 次 ,单篇平均被引

次数为 1198 次 ,单篇最高被引次数为 10 次 ;1999 年

以前 (含 1999)《中国图书馆学报》的载文中 ,共有 322

篇被 CSSCI(1999) 的来源期刊引用了 699 次 ,单篇平

均被引次数为 2117 次 ,单篇最高被引篇次为 20 次。

②《中国图书馆学报》被 CSSCI(1998)来源期刊引用的

298 篇文献中 ,共涉及著者 244 人 ,其中丘峰有 5 篇文

章被引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吴慰慈有 4 篇文章被

引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董小英、张树华 ,广东省中

山图书馆的黄俊贵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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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邱均平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文榕生 ,南京

大学图书馆的叶继元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的袁

昱明 ,辽宁省图书馆的赵成山各有 3 篇文章被引。《中

国图书馆学报》被 CSSCI (1999) 来源期刊引用的 322

篇文献中 ,共涉及著者 262 人 ,其中北京大学信息管理

系的吴慰慈 ,中山图书馆的黄俊贵各有 7 篇文章被引 ;

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叶继元有 4 篇文章被引 ;武汉大学

图书情报学院的马费成、邱均平 ,大连轻工业学院图

书馆的于鸣镝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的袁昱明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张树华 ,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的郭向东各有 3 篇文章被引。③《中国图书馆学报》被

CSSCI(1998) 、CSSCI(1999) 引用 5 次 (含 5 次) 以上的

文章共 48 篇 ,现将被引 7 次及以上的文章列于表 6、

表 7 中。

表 6 　CSSCI( 1998)中《中国图书馆学报》被引 7 次以上的文章

序号 著者 论文名称 卷期 被引次数

1 王崇德 论未来的图书馆及其服务方式 1997 (5) 10

2 丘　峰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引文调查与分析 1992 (1) 8

3 李明华 走向辉煌而不是消亡———对未来图书馆的探讨 1980 (1) 8

4 荀　卿 走向深入 ,走向辉煌———近年来文献检索课教学研究现状综述 1997 (1) 8

5 黄俊贵 图书馆的转型与发展散论 1998 (1) 7

6 李希明 传统模式的转化与图书馆的发展 1997 (5) 7

7 黄纯元 图书馆与网络信息资源 1997 (6) 7

表 7 　CSSCI( 1999)中《中国图书馆学报》被引 7 次以上的文章

序号 著者 论文名称 卷期 被引次数

1 程亚男 网络化趋势与图书馆发展观 1998 (4) 20

2 吴慰慈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 1997 (5) 16

3 王崇德 论未来的图书馆及其信息服务 1997 (5) 13

4 徐引篪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兼论资源说 1998 (3) 13

5 黄纯元 图书馆与网络信息资源 1997 (6) 11

6 黄俊贵 图书馆的转型与发展散论 1998 (1) 11

7 马费成 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从技术角度分析 1998 (1) 10

8 袁培国 论馆藏建设中的几个关系 1998 (6) 8

9 汪　冰 数字图书馆 :定义、影响和相关问题 1998 (6) 7

10 刘兹恒 论图书馆资源共建 1998 (4) 7

11 邱均平 信息资源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1997 (2) 7

12 吴志荣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中的问题及原因 1998 (1) 7

　　由表 6、表 7 可看出 ,《中国图书馆学报》被

CSSCI (1998) 、CSSCI (1999) 引用 7 次以上的 19 篇

文章有这样一些共性 :一是从作者来看 ,多为图书

馆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或是发表图书馆

学、情报学研究论文较多的作者 ;二是从论文的发

表时间及题名来看 ,多是当时研究的前沿问题和热

点问题 ;三是从卷期来看 ,主要是 1997～1998 年的

发文。

113 　被引文献的年代分布

对被引文献的年代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可从时

间上了解被引文献的出版、传播和利用情况 ,也可以

从中获得专业文献老化程度的可靠的指标 ,为文献

的科学管理和评价提供依据。《中国图书馆学报》被

CSSCI 引用文献的年代分布列于表 8、表 9 中。

由表 8、表 9 可看出 : ①CSSCI(1998) 来源期刊论

文对《中国图书馆学报》载文引用最早的时间是 1990

年 ,时间跨度为 8 年 ; CSSCI (1999) 来源期刊论文对

《中国图书馆学报》载文引用最早时间是 1984 年 ,时

间跨度为 14 年。②CSSCI (1998) 对《中国图书馆学

报》载文的引用的峰值出现在 1997 年 ,为 166 次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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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被引次数的 28114 % ;CSSCI(1999)对《中国图书

馆学报》载文的引用的峰值出现在 1998 年 ,为 232

次 ,占全部被引次数的 33119 % ,基本符合专业期刊

载文被引的基本规律。③CSSCI (1998) 对《中国图书

馆学报》载文引用次数的核心高峰区出现在 1995～

1997 年 ,这 3 年的被引总次数为 405 次 ,占总被引次

数的 68164 % ;CSSCI (1999) 对《中国图书馆学报》载

文引用次数的核心高峰区出现在 1995～1998 年 ,这

4 年的被引总次数为 565 次 , 占总被引次数的

80183 %。

表 8 　《中国图书馆学报》被 CSSCI( 1998)引用文献的年代分布情况

年代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被引次数 1 28 37 41 40 110 129 166 38

占被引总次

数的比例 ( %)
0117 4175 6127 6195 6178 18164 21186 28114 6144

表 9 　《中国图书馆学报》被 CSSCI( 1999)引用文献的年代分布情况

年代 1984 1987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被引次数 1 1 19 22 33 25 47 91 195 232 33

占被引总次

数的比例 ( %)
0114 0114 2172 3115 4172 3158 6172 13102 27190 33119 4172

114 　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

通过对某刊论文被引的期刊分布统计 , 可大

致看出某一期刊的载文被引所涉及的学科范围、

该刊的读者群及影响范围。《中国图书馆学报》被

CSSCI (1998 , 1999) 论文引用的期刊分布情况

见表 10。

表 10 　《中国图书馆学报》被 CSSCI( 1998 ,1999)论文引用的期刊分布(合计 2 次及以上)

序

号
项　目

98 年

引用

次数

99 年

引用

次数

合计

所占

比例

( %)

序

号
项　目

98 年

引用

次数

99 年

引用

次数

合计

所占

比例

( %)

1 图书情报工作 63 103 166 12188 19 情报理论与实践 7 10 17 1132

2 中国图书馆学报 68 83 151 11171 2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3 9 12 0193

3 四川图书馆学报 41 37 78 6105 21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5 0 5 0139

4 图书馆 38 36 74 5174 22 贵州大学学报 (社科版) 5 0 5 0139

5 图书与情报 36 36 72 5159 23 武汉大学学报 (哲社版) 4 0 4 0131

6 图书馆学研究 31 40 71 5151 24 学术交流 1 2 3 0123

7 大学图书馆学报 39 26 65 5104 25 郑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1 2 3 0123

8 图书馆建设 31 33 64 4197 26 中山大学学报 (社科版) 3 0 3 0123

9 情报杂志 26 37 63 4189 27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3 0 3 0123

10 图书馆论坛 25 30 55 4127 28 湘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0 3 3 0123

11 图书馆杂志 15 38 53 4111 29 西北大学学报 (社科版) 0 3 3 0123

12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4 28 52 4103 30 河北大学学报 (社科版) 0 3 3 0123

13 图书情报知识 20 27 47 3165 31 宁夏大学学报 (社科版) 2 0 2 0116

14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1 24 45 3149 32 辞书研究 2 0 2 0116

15 江苏图书馆学报 25 20 45 3149 33 社会科学家 0 2 2 0116

16 情报资料工作 18 21 39 3103 34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0 2 2 0116

17 情报科学 9 19 28 2117 35 国外社会科学 0 2 2 0116

18 情报学报 11 9 20 1155

　　由表 10 可知 ,《中国图书馆学报》载文被 CSSCI

(1998)的 496 种来源期刊中的 42 种期刊引用了 298

篇 590 次 ,其中引用 68 次、63 次、41 次、39 次、38 次、

36 次、26 次、24 次、21 次、20 次、18 次、15 次、11 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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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7 次和 4 次的期刊各 1 种 ,31 次、25 次、5 次和 2

次的期刊各 2 种 ,3 次的 3 种 ,1 次的 15 种。《中国图

书馆学报》载文被 CSSCI(1999)的 506 种来源期刊中

的 42 种期刊引用了 322 篇 699 次 ,其中引用 103 次、

83 次、40 次、38 次、33 次、30 次、28 次、27 次、26 次、

24 次、21 次、20 次、19 次、10 次的期刊各 1 种 ,37 次、

36 次的各 2 种 ,9 次的 2 种 ,3 次的 3 种 ,2 次的 5 种 ,

1 次的 14 种。涉及管理学《含科学学》,民族学 ,法

学 ,经济学 ,新闻与传播学 (含文化研究) ,图书、情

报、文献学 (含档案学) ,体育学 ,语言文字学 ,综合性

高校学报和综合性社会科学等 10 类期刊。其中

CSSCI(1998 ,1999)中引用次数位于前 3 位的期刊分

别为 :《图书情报工作》引用 166 次 ,占 12188 % ;《中

国图书馆学报》自引 151 次 ,占 11171 % ;《四川图书

馆学报》引用 78 次 ,占 6105 %。从统计数据中不难

看出 :《中国图书馆学报》被引 10 次以上的期刊都为

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 ,可见 ,该刊的读者群学科范

围分布主要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主 ,其它学科的读

者较少 ;它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领域中影响

大、知名度高 ,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研究

中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

115 　期刊自引情况

期刊的自引率和自被引率是评价期刊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等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通常某刊的自引

率和自被引率高 ,说明该刊报道具有稳定和连续的

优点 ,著者的研究具有延续性和连贯性 ,当然 ,有时

也不排除有禁锢封闭的缺点。现将《中国图书馆学

报》1998～1999 年的期刊自引情况列于表 11 中。

表 11 　1998～1999《中国图书馆学报》的期刊自引情况

项目
发 文

量(篇)

引 文

条数

自 引

条数

自 引

率( %)

被 CSSCI 来
源期刊引用
的次数

自 被 引

率 ( %)

1998 年 112 888 68 7166 590 11153

1999 年 116 862 83 9163 699 11187

合　计 228 1750 151 8163 1289 11171

　　从表 11 可看出 ,1998～1999 年《中国图书馆学

报》的期刊自引率为 8163 % ,自被引率为 11171 %。

1979 年 E·加菲尔德曾指出 ,专业期刊的自引率应在

20 %左右。美国学术性较强的专业期刊自引率 1975

～1979 年为 11 %～17 % ,1980～1984 年为 11112 %。

尽管《中国图书馆学报》的自引率与加菲尔德的研究

数据有一定的差距 ,但与美国专业期刊自引率相差

无几。这表明以《中国图书馆学报》为代表的我国图

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的质量在迅速提高 ,并较快地进

入了稳定状态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专业

特点。

2 　同行专家评价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还采用了

对全国同行专家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 ,请学科的同

行专家定性地对期刊的质量进行评价。2000 年初 ,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大力支持下 ,由高校社会科学管

理研究会向全国 1000 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

发放了专家评价表 ,对 CSSCI(1998)来源期刊 496 种

作定性评价 ,回收率达 71 %。专家评价表的主要内

容为 : (1)政治质量 (15 分) 。包括 ①高举邓小平理论

的伟大旗帜 ,坚持改革开放 ,积极贯彻党和国家的有

关方针 (10 分) ; ②贯彻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的原

则 (5 分) 。(2)学术质量 (45 分) 。包括 ①刊载论文中

研究性论文所占的比重 (8 分) ; ②刊载具有原创性内

容的论文 (7 分) ; ③刊载论文涉及学科前沿和热点问

题 (7 分) ; ④刊载论文所用方法的科学性、新颖性、可

靠性 (6 分) ; ⑤刊载论文对相关学科内容、研究成果

的引进、利用情况 (5 分) ; ⑥期刊的学术信息量 (6

分) ; ⑦作者群的地域分布范围 (6 分) 。(3) 编辑出版

质量 (20 分) 。①编辑的总体水平 (指编辑专业水平、

文字水平、外文水平等) (4 分) ; ②期刊论文的规范性

和完整性 (指有无摘要、关键词、分类号、作者单位、

参考文献及其著录规范情况) (6 分) ; ③期刊的栏目

设置与办刊宗旨的协调一致性 (3 分) ; ④期刊的规范

性[指 ISSN、CN、条形码、卷期号 (包括封面、篇首

页) 、出版项、并列刊名等必要项是否具备 ] (4 分) ; ⑤

期刊的版面设计 ,装帧及印刷质量 (3 分) 。(4) 综合

评价 (指质量、声誉、影响、可读性等在同类刊物中的

综合比较 (20 分) 。(5)附加项 (评价专家对该刊的熟

悉程度) 。现根据所拟订专家评价指标、计分标准 ,

将 CSSCI(1998)中图书馆学来源期刊 (不包括情报学

和档案学的 10 种期刊)的专家评价结果统计于表 12

中。

由表 12 可知 ,在同行专家对 CSSCI (1998) 图书

馆学来源期刊的评价中 ,《中国图书馆学报》的总分

为 102144 ,名列第一 ;《图书情报工作》的总分为

97100 ,名列第二 ;《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总分为

94172 ,名列第三。可见 ,《中国图书馆学报》在我国图

书馆学情报学领域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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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同行专家对 CSSCI( 1998)中图书馆学来源期刊的评价结果

刊　名
政治质量 学术质量

111 112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中国图书馆学报 9155 4173 7145 6155 6127 5145 4145 5145 5145

图书情报工作 9140 415 6160 5160 5180 5110 4135 4190 4190

大学图书馆学报 9148 4139 6161 5126 5178 5100 4122 4152 4187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9116 4137 6121 5163 5174 5121 4121 4179 4184

图书情报知识 9124 4143 6138 5157 5176 5100 4105 4143 4119

情报资料工作 9116 4132 6100 5100 5132 4158 4111 4147 4174

图书馆杂志 9118 4132 5173 5118 5100 4168 3186 4100 4100

图书与情报 9130 4115 6110 4190 5110 4160 3190 4100 4140

图书馆 9140 412 6100 4190 4190 4160 3175 4120 4120

图书馆学研究 9122 4117 6109 5100 4191 4152 3183 3191 4109

四川图书馆学报 9105 4116 6100 4168 4179 4168 3174 3184 3189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9105 4132 5189 4158 4168 4163 3174 3195 4100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9114 4129 5190 4152 4143 4124 3176 3186 4119

图书馆论坛 8195 4116 5137 4147 4168 4153 3179 3179 4121

图书馆建设 8195 4110 5114 4162 4162 4143 3176 3171 3181

续上表

刊　名
编辑出版质量 综合评价 合计 附加分 总分

311 312 313 314 315

中国图书馆学报 3164 5168 2186 3168 2168 19132 93123 9121 102144

图书情报工作 3165 5140 2165 3165 2155 18195 88100 9100 97100

大学图书馆学报 3143 5139 2161 3157 2126 1813 85170 9102 94172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3142 5142 2163 3147 2137 18111 85158 8195 94153

图书情报知识 3124 5105 2162 3133 2119 17171 83119 9105 92124

情报资料工作 3126 5116 2147 3137 2126 17147 81168 8116 89184

图书馆杂志 3109 5109 2145 3141 2127 17100 79127 8175 88102

图书与情报 3105 4160 2150 3125 2115 16180 78180 8163 87143

图书馆 3110 4160 2150 3130 2105 16135 78105 8188 86193

图书馆学研究 3104 4165 2130 3117 2104 16187 77183 8148 86131

四川图书馆学报 2195 4163 2137 3132 2116 16121 76147 8156 85103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3105 4168 2137 3116 1195 16137 76142 8142 84184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3100 4167 2133 3129 2114 16152 76129 7198 84127

图书馆论坛 2195 4174 2126 3132 2121 15189 75132 8129 83161

图书馆建设 2195 4152 2119 3119 211 15181 73190 8169 82159

　　通过以上的统计分析可得出 : ①《中国图书馆学

报》的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及学科同行专家的评价结

果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群中均名列第一 ,表

明该刊刊载的研究性论文所占的比重较高 ,具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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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的论文较多 ,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领域

的社会影响很大 ; ②著者合著率较低 ,著者群的地域

分布范围以华北、华东、华中地区为主 ,著者来源以

高等院校信息管理系、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为

主 ; ③引文类型以期刊、图书和电子文献信息源为

主 ,引文语种以中文及英文为主 ; ④读者群的学科分

布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主 ,已成为图书学、情报学

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 ,也是我国图书馆学

情报学领域的主要核心期刊 ; ⑤已形成具有自己风

格与特色且相对稳定的研究体系 ,并为我国图书馆

学情报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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