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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CSSCI)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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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启动于 1998 年底,首次发布于 2000 年 5 月,目前共收录期刊 529 种,收
录来源文献 110 万余条,引用文献近 1 千万条,已成为教育部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CSSCI 包
括数据处理、信息检索和统计分析三个子系统,具有控制数据质量、提高检索效率、保存引文分析数据、分析学科

研究特征等功能。 CSSCI 的应用价值包括:借助引文索引数据分析学科研究特征;观察学科的成长性和国际化程

度;探究学科研究热点和趋势、发现重要学术论著、构建学术网络等研究。 图 2。 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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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u Xinning

ABSTRACT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CSSCI) project started up in late 1998, and the first version of
CSSCI was released in May 2000. The current version of CSSCI includes more than 1. 1 million records from academic
source and nearly 10 million records from cited literature. The CSSCI system is now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assess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y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CSSCI
includes three subsystems: data process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can control data quality, improve
retrieval efficiency, save citation analysis data, and analyze discipline research features etc. The article also explains in de-
tail how citation index data is used in subject feature analysis, the subject academic growth and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
zation analysis, research hotspot and tendency exploration, important academic discovery and academic network establish-
ment, etc. 2 figs. 10 refs.
KEY WORDS　 CSSCI. 　 Index structure. 　 Data organization. 　 Citation analysis.

1　 概况

引文索引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早期出

版的是印刷本,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普及,
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光盘版和网络版[1] 。 光盘版

尤其是网络版引文索引的推出,使引文索引在

科学研究、评价与管理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

用,已成为评价国家、地区、机构和个人科研水

平的重要工具。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CSSCI) 启动于

1998 年底,首次发布于 2000 年 5 月。 目前已拥

有 1998 年至 2011 年共 14 年的数据,共收录来

源文献 110 万余条,引用文献近 1 千万条[2] ,至
2012 年共收录期刊 535 种[3] ,现已成为教育部

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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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I 建设之初,由南京大学与香港科技大

学合作,以后在 1999 年和 2002 年两次得到教育

部重大项目基金的资助。 2004 年,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规划办公室为提升其应用价值构建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也将其列为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在这些基金的资助下,
CSSCI 得到了的快速发展,现已成为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评价平台和科学研究的有效

辅助工具。
为充分发挥 CSSCI 的作用,我们将 CSSCI 定

位于:辅助科学研究、指导科研管理、加强科学

评价、探索学科特征。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在
CSSCI 的系统设计和数据组织上进行了改进,
CSSCI 建成后又以 CSSCI 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对引文索引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目前,已发表引文分析类论文 300 多篇,专题研

究报告近十份,学术专著五部,其中大型学术著

作(每部 150 万字以上)四部。 这些成果的出

版,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2　 CSSCI 功能及特色

2. 1　 CSSCI 结构与功能

CSSCI 由三个子系统组成:数据处理子系

统、信息检索子系统和统计分析子系统,三个子

系统由数据流紧密关联。 数据处理子系统主要

完成数据的输入过程以及统计分析前的数据清

洗、纠错、合并等。 数据输入完成,整个 CSSCI 数
据库形成。 统计分析后,仍需数据处理子系统

对统计后的数据进行归并处理,同时构建相关

的统计分析数据仓库。 信息检索子系统主要用

于建立网络检索平台和制作光盘,为用户提供

检索服务。 统计分析子系统主要完成基于 CSS-
CI 的各类统计分析。 详细功能见图 1。

图 1　 CSSCI 系统功能与数据流

2. 2　 CSSCI 的特色

如上文所述,建立 CSSCI 的目的是为了指

导科学研究和进行有效的科研评价与管理。 因

此,CSSCI 在功能上除了拥有一般引文索引所必

需的功能外,还有几大特点:
(1)数据质量控制。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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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I 系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数据质量控制

措施,如作者、机构、刊名、篇名等均采取了计算

机自动模糊匹配算法,挑选出可能出现错误的

记录,对计算机过去发现并经人工纠正的错误,
计算机将自动更正,同时还建立了刊名字典、机
构名称字典等专门用于数据质量的控制[4] 。

(2)检索途径丰富且高效。 CSSCI 具有近

20 项可检索字段,除了项与项之间可进行逻辑

组配检索外,一个数据项内也可进行逻辑组配

检索。 更为突出的是,可进行排除内容的检索,
避免了大量检索垃圾的输出。 如,用检索词“华
人”检索,可避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数据输

出,用“民法”检索,可避免将“人民法院”的数据

输出。
(3)建立了引文分析用数据仓库。 由于引

文索引中,各类数据往往是多维关联的,为了使

引文分析更加深入和透彻,CSSCI 建立了数据仓

库。 如期刊引用数据仓库,该数据仓库汇集了

期刊各种引用指标数据,形成的多维关联可产

生期刊的综合影响指标以及期刊引用网络。 再

如,构建了关键词数据仓库,通过关键词变化情

况以及关键词的上升和衰减周期,可以分析学

科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对关键词的在同一篇文

献出现的交叉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学科交

叉结论和学科新的增长点。
(4)学科研究特征的状况分析。 从引用数

据考察学科研究特征在学界尚少有报道,CSSCI
在设计时就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如从引文类型

判断一个学科的成长性和成熟度,从引文数量

考察一个学科的学者研究习惯及学术规范度,
从文章类型可以分析一个学科是否重视学术回

顾与反思,学术批评是否活跃等。 CSSCI 对每篇

文章特别强调了这些信息的标注。

3　 数据的结构组织与标准化

3. 1　 CSSCI 数据库结构

为了使 CSSCI 便于数据处理、易于统计分

析、提升检索效率,我们将 CSSCI 数据库分割成

9 个数据库。 其中核心库主要是来源文献数据

库、论文作者数据库和引用文献数据库;其他数

据库主要用于数据输入时的数据质量控制或统

计分析时数据核对。 整个 CSSCI 数据组织详见

图 2。

图 2　 CSSCI 数据组织框架

　 　 图 2 中各数据库作用与数据组织说明

如下:
来源文献数据库:记载 CSSCI 收录的所有

来源文献。 主要字段有:文献标识(唯一)、篇
名、期刊、语种、文章类型、年代、卷期、页码、中
图分类号 1、中图分类号 2、学科分类号 1、学科

分类号 2、学位分类号 1、学位分类号 2、关键词、
基金项目内容与基金项目代码等。

论文作者数据库:记录 CSSCI 收录论文的

每位作者信息,由于一篇论文可能会有多个作

者出现,为了节省空间,也为方便以后的各类操

作和应用,将论文作者单独建库。 主要字段有:
文献标识号 + 作者序号、作者、机构、地区、机构

类别代码,其他等。
引用文献数据库:所有收录的来源文献引

用的文献均记录在此数据库。 主要字段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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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标识 +引文序号、作者、篇名、期刊或出版社、
文献语种、文献类型、引用类型、其他说明字段、
年代、卷期、起止页码等。

来源期刊字典库:记载所有被收录进 CSSCI
的期刊。 主要字段有:期刊名称、期刊编码、出
版频率、主办单位、通讯地址等。

机构类别字典库:记录所有作者的机构及

类别信息,在进行分类统计机构发文和被引时

使用。 主要字段有:机构名称、机构类别编

码等。
地区编码字典库:记录所有作者所在地区

的编码信息,用在地区发文和被引的统计分析

中,也用于地区检索。 主要字段有:地区名称、
地区编码等。

期刊沿革库:记录期刊刊名变化等信息,为
期刊被引统计时的归并提供线索。 主要字段

有:期刊名称、期刊编号、创刊年、该名称启用

年、该名称终止年、该名称之前使用名等。
机构变化库:主要记录机构名称变化之信

息,特别是近 20 年来,我国高校名称变化为机构

发文、被引统计带来了诸多影响,该库主要用于

机构发文和被引统计的合并处理。 主要字段

有:机构名称、变化类别(合并、改名等),改名

(合并)时间、之前机构名称一、之前机构名称

二等。
公共字典库:主要记录 CSSCI 数据输入、检

索、统计中使用的各类代码,如,文章类型、文种

类型、引文类型、基金类别等。 主要字段有:数
据类别(如文献类型、文种类别)、内容名称、名
称编码等。

3. 2　 数据的编码设计

数据经过编码可以使系统发挥更大的效

能,通过对 CSSCI 的数据编码,能够更准确和深

入地统计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和

特征。 我们在以下方面作了尝试。
(1)文章的学科分类。 CSSCI 将收录的每篇

文章采用三个分类体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6] 、国务院

学位办学科分类[7] ),通过这三个学科分类体系

可以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

科发展状况。
(2)文章类型编码和引用文献编码。 CSSCI

采用数字化为不同类型的文章进行编码,如研

究论文(10)、综述文章(2x)、评论文章(3x),对
综述文章再分下位类,如会议综述(21)、学术综

述(22) 等。 评论文章分学术评论 (31)、书评

(32)等。 引用文献类型编码主要有:被引文献

语种编码(如中文“01”、英文“02”……)、被引

文献类型编码 (如期刊论文 “01”、图书 “02”
……),等等。

(3)机构类型编码。 CSSCI 将机构类型分成

八大类: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党政部门、党校和

行政学院、解放军系统、非上述五类的大陆各类

机构、台港澳地区机构、国际机构等,分别用 1 -
8 表示。 每一大类机构再细分下位类机构,如高

等学校再划分为教育部直属、其他部委直属、省
市直属和其他类,并用 11、12、13、19 表示,对高

校第三层编码再细分:综合性院校、专业性或单

科性院校、师范院校、师范专科院校……,分别

对应编码为:1x1、1x2、1x3、1x4……。 利用高校

类型编码,可以对各类高校的科研成果进行分

析比较。
(4)地区编码。 地区编码由 6 位数字表示,

主要按行政区划划分,前 2 位表示省份,3 - 4 位

表示地市级城市(所有省会城市为“xx01xx”),5
- 6 位表示县区。 地区编码为进行地区集中(按
省统计)和分散(省内市级统计或省际城市比

较)统计分析,以及同类城市的比较(如各省会

城市比较)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5)基金资助项目编码。 CSSCI 除了将基金

项目的内容(项目号、项目名称等)记入数据库,
还将项目的类型进行了编码。 如:国家基金项

目、教育部基金项目、其他部委基金项目、省市

基金项目、其他基金项目等分别用 1、2、3、4、5
……,然后再分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 863 计划、国家 973 计划等;以后再下分为:
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以及国家攀登计

划等,都分别用数字表示。 基金资助编码用三

位数字表示。
CSSCI 对有关数据进行编码后,使统计更加

细致、方便、有效,加深了分析的深度和广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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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做了许多研究实践,具体讨论详见下文。

4　 基于 CSSCI 的分析研究

学术论文中的引文,蕴含着许多信息。 它

不仅仅表现了文献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将

这种引用串联成一条引用链,可以映射出一条

科学知识的源流,能够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和学

科的形成过程。 引文索引还能够帮助我们分析

学科研究特征,探索学科研究的热点和趋势等。
另外,通过论文的跨学科分析,可以挖掘出隐藏

其中的学科交叉点,找到学科研究新的增长领

域等。

4. 1　 学科研究特征分析

如何通过引文分析来发现学科的研究特

征,这是我们在研制引文索引之初就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 我们充分分析了引文索引可著录项

目,特别是能够反映学科特征的引用文献,通过

测试并与各学科专家交流,发现可以通过引文

分析来客观地评价学科的研究特征。
(1)学科学术规范度及学科活跃度分析。

在统计了不同学科的引用文献数量,并进行了

学科间的比较后,发现了学科间的差异,这个差

异实际上也反映出一个学科研究群体的学术规

范程度、研究习惯、研究深度、治学态度、治学风

范和学术道德。 例如,作为求真求实的历史学

学科,研究中需要大量的文献考证,分析多家之

言,从历史学论文的引文数量上也反映出这一

点,该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数量已达到 20 篇左

右,而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的篇均引用文献数

量只有 4 - 5 篇。 这种差距不仅仅是由学科研究

对象确定的,也反映了两个学科之间的学术严

谨度,各学科间的差异可参见文献[8 - 9] 。 我们认

为,任何一项研究通常是建立在他人的研究基

础之上,其成果不可能是空中楼阁,需要借鉴、
引用他人成果。 一般来说,研究深度越深,引用

的文献也会越多。 一个学科整体学术规范程度

越高,引用的文献也相对较多。 总之,一个学科

整体引用文献多,表明了该学科学者具有良好

的研究习惯和严谨的学术作风。 我们从逐年的

引文数量比较来看,2000 年 CSSCI 收录的论文

的篇均引用文献数量只有 4. 6 篇[8]7,到 2011 年

已达 13 篇左右[2] ,说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研究的整体规范度正朝着更加良好的方向

发展。
另外,从各学科文章类型的统计数据可以

反映出这一学科的一些特征,如评论性文章较

多说明这一学科注重学术批评,学术活跃;综述

性文章则可以帮助学界进行学术回顾和反思。
这两类文章是促使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 根据数据分析发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

许多学科学术批评文章非常之少[9]11,这种现象

可能来自于期刊杂志社的障碍(杂志社担心争

议和怕惹麻烦),亦或目前的学术氛围迫使学者

不愿得罪人或招惹麻烦,造成学界表面上的“一
团和气”。 通过对不同学科的学术评论文章、学
术综述文章数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学术的活

跃与繁荣、学科的健康发展,非常需要这两类

文章。
(2)学科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分析。 学科研

究的国际化程度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
是否在国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其二,是否和国

外研究领域密切关联。 从引文分析的角度进行

引用文献语种的统计比较,就可以从一个方面

来分析该学科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引用文献的

语种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学科的研究与国外研究

接轨的状况,如对国外研究成果、学术理念、研
究方法的引入情况。 通过对引用文献的语种分

析,也能看出一个学科研究人员的整体语言能

力和获取学术资源的范围。 一般说来,引用外

文文献较多的学科,该学科研究的发展较为迅

速,与国外研究接轨的能力也越强。
通过数据分析对比(除去主要以本土研究

为对象的学科,如中国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民
族学、中国语言学等和以国外资源为研究对象

的学科,如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我们发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等学科引用翻译作品

比较高,说明我国早期翻译的大量哲学、政治学

经典著作对这些学科研究产生着重要影响;心
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引用外文文献的比

例很高,说明这些学科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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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该领域的研究与国外接轨度较高;而新

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本身

与国外没有较大的地域差别,但引用国外文献

却较少,这种现象需要引起这些学科的警觉了。
(3)学科的成熟度与成长性分析。 一般来

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图书所反映的研究成果

比论文更加成熟一些,而论文由于出版周期短,
也代表着学者的即时研究成果。 因此,借助引

用文献的类型分析,可以考察一个学科的成熟

度以及学科的新颖度。 一般来说,新兴学科以

及成长较快的学科,引用文献中期刊论文、研究

报告等类型的文献较多;而较古老的学科以及

较为成熟的学科,引用文献中图书的比例较大。
例如,自然科学整体上发展迅速,其引用的期刊

论文占整个引用文献的 70% 以上,而人文社会

科学的引用文献中 55%以上是图书[8]8,[9]10。
通过分析发现,人文科学论文引用的图书

较多,基本在 70%以上;社会科学论文引用论文

的比例较高,基本在 60% 以上[5 - 6] 。 这恰恰说

明了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相对社会科学而言更

加成熟一些,而社会科学研究相对人文科学而

言发展更快、研究更活跃一些。 在对一些学科

的引文类型分析中,还发现图书情报学引用网

络信息比例很高,已经达到 20%左右,如果从网

络的利用水平或者说最新成果的利用方面,该
学科确实领先于其他学科,但从学术的严谨度

考虑,这个学科应当引起警觉。 其一,网络上的

信息可信度值得商榷;其二,网络上的信息虽然

可信手拈来,但由于可信度存在疑问,应当查阅

原文或原出处,否则易养成学术的懒惰性。

4. 2　 重要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

在学术研究中哪些论文或著作对学术研究

产生较大影响,过去往往来自于专家的推荐,但
这些推荐必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也可能由于个

人的偏见,使推荐图书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
引文索引恰恰可以补充专家推荐带来的主观性

和局限性,因为引文索引产生的数据完全来自

于广大作者在论文中的引用,体现了客观和全

面性。
(1)重要学术论文分析。 通过统计引文索

引中被引论文的数量,可以发现哪些论文得到

学者的关注,哪些论文在他人的研究中发挥着

作用。 当 CSSCI 研制成功五年以后,我们开始进

行这方面的统计分析。 统计发现,一些经典的

论文,即使发表后 20 年、30 年甚至更长一些时

间,依然会被大量引用,而且会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 例如,横跨经济学和公司财务与治理两

大领域的大师级学者 Michael C. Jensen 在 1976
年发表在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的文

章“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
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在我们两次报

告[8]681,[9]596的统计中均排在经济学论文引用的

首位,并且被引数量逐年上升,如 2000 年被引只

有十余次,2006 年已上升到 110 多次。 在我们

所进行的论文学术影响力统计分析研究中还发

现这样一种现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
外具有很大学术影响的论文即使发表了十年甚

至几十年,依然对我国学术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而国内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论文,发表五年以

后,其学术影响力会逐渐减弱。
这样的分析结果说明一个问题:在我国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目前的学术浮躁之风较盛,一
些评估体系催生了大量学术垃圾的产生,十年

或数十年磨一剑的研究,已被按成果数量评价

学者的评估体系所“击垮”。 学界越来越迫切地

需要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并具有较强学术影

响的精品出现。
(2)重要学术著作分析。 在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著作的影响要大于论文。 学者也更看重

专著的出版,许多作者在论文发表后,还会将其

归集到一本书中出版。 因此,讨论图书在人文

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引文索引为我们发现重要学术著作提供了非常

客观的数据。 我们也为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2007 年开始,我们正式启动了“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的研究,并出版了 158
万字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

告》 [9] (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我们推

出了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

3140 本图书,该《报告》在我国国内产生了很大

反响,其意义在于,这是一项基础性、开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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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

效的参考资源,向学者推荐应当阅读的学术著

作,帮助图书馆或研究机构补充馆藏。 推动出

版社注重学术著作的出版,促进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繁荣等。 这也是首部全面评价我国

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的大型专著。
从《报告》中得到了很多有学术价值的信

息:①政治家(领袖)著作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的指导作用凸显,这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区别于他国的显著特征;②哲学、政治

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国外经典著作对我

国许多学科研究产生着重要影响;③我国学者

对国外原著的阅读缺乏,大量的阅读来自译著;
④我国近三十年来人文科学的经典著作尚显缺

乏,在人文科学中引用较高的著作基本是三十

年以前出版的,社会科学被引用次数较高的著

作主要在世纪之交前后出版。

4. 3　 学科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借助引文索引分析学科研究热点和趋势,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借助 CSSCI 对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了客

观、科学的分析,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得到学界

首肯。
(1)学科研究热点分析。 借助 CSSCI 分析

学科研究热点的思路与方法:针对每篇文章标

引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可视为研究热点。 但考虑到

只统计一年会出现许多偶然性,因此通常统计

分析 3—5 年的关键词,然后综合分析确定研究

热点。 在研究热点分析方面,还注重关键词的

学科属性分析,同时,也考察关键词所代表的文

章的学科分类,找出学科间的研究交叉点,更加

有效地确定学科研究热点。
(2)学科研究趋势分析。 引文索引用来预

测学科发展趋势,在我们研究之前尚未见过报

道。 因此,我们尝试利用 CSSCI 进行了各学科

研究趋势的分析,即未来几年研究热点的预测。
采取的方法是,建立 CSSCI 来源文献中关键词

数据仓库,包含有关键词、标引关键词的文章学

科、标引各关键词的文章发表时间、各学科领域

研究半衰期(根据数据分析得到)等,并对这些

数据进行多维关联,为学科研究的趋势分析奠

定了数据基础。
具体分析方法为,将各关键词各年度的数

量变化情况形成队列,提取数量逐年上升的关

键词,记录最早出现的年份,计算最早出现年份

到当前年份是否大于这个关键词所属领域的研

究半衰期。 如果小于这个半衰期,并且近几年

该关键词也达到一定数量,则预测该关键词所

涉及的研究领域在未来几年里将成为重要的研

究热点;若关键词的数量虽然在上升但还有差

距,可预测为潜在的研究热点;若等于这个半衰

期,说明该研究领域正处在高峰阶段,再有一两

年将会脱离热点研究领域;若大于这个半衰期,
说明该研究领域已经不再是研究热点了。 这个

预测较为成功,例如 2006 年,我们对图书情报研

究领域的预测[10] ,当时根据这个算法得出结论:
“图书馆自动化”研究领域将成为过去;“数字图

书馆”在未来十年内仍将会是图书情报领域的

研究热点;“本体”、“语义检索”、“网格”、“网络

计量学”等将成为未来几年的研究热点,这些预

测都和后来的研究发展相一致。

4. 4　 学术网络建立

通过学术网络可以发现学术研究中的许多

特征和规律,探索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各类联系

关系,对科学研究的发展、繁荣科学研究、探索

学科之间的关系都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对增进

学者间的联系与合作、推荐学术资源的阅读也

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可以认为,引文索引是探

索学术网络最恰当的工具或平台之一。
近十年来,我们利用 CSSCI 进行了许多有

关学术网络的研究。 例如,利用作者之间的相

互引用关系,构建了作者引用网络,借此发现同

领域学者群以及各领域的核心学者;再如,借助

期刊间的引用关系,建立了期刊引用网络,并发

现同一学科、不同学科之间的期刊中论文的引

用关系,由此还发现了一些期刊存在的学术不

规范行为,如相互间的互惠引用、期刊间建立引

用联盟的循环引用等;为了探寻机构、作者之间

的合作研究状况,我们根据论文合作作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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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地区合作

网络,以此发现合作研究群体、跨机构的合作研

究群体等。

5　 结语

引文索引诞生之初,是为了建立文献之间

的联系关系,发现科学的源流,以后逐渐引申了

科学的评价功能。 但在我国,学界更多地把它

看成是评价的工具,因此,说到引文索引,就把

它和评价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引文索引最重

要的功能应该是三个方面:探索科研规律,促进

科学研究;科学引用数据,分析评价成果;分析

学科特征,指导规划管理。 这也是我们当初建

立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初衷。
自 CSSCI 创建以后,我们利用 CSSCI 在引文

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撰写此文的目的也是

希望学界注重引文索引的学术价值,更多地利

用引文索引探索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特

征,从而促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更加健康和繁

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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