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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ESI看高校科研产出及学科发展潜力
———以西南大学为例①

邱
 

香
 

华

西南大学
 

期刊社,
 

重庆
 

400715

摘要:依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所提供的数据,
 

以西南大学为例,
 

基于计量分析研究视角从学术期刊论文的

发表数量、
 

论文被引频次、
 

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的分布等几方面入手,
 

分析该校居于ESI前1%学科的科研产出

状况,
 

总结近年来学校的科研论文发展态势,
 

预测部分潜力学科的学术竞争力和前景,
 

得出了该校整体科研水平不

断进步的结论,
 

并提出改进建议,
 

以期为西南大学及其他高校的学科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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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根据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
 

论文数量可以反映科学研究产出的规模,
 

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及其所发

表的刊物可以反映科学研究的水平.
 

高等院校科研人员所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基本上反映该校

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学术竞争力.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即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是基于
 

Web
 

of
 

Science平台上的
 

SCI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和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而建立的一种计量分析数据库.
 

ESI以国际学术论文为基础,
 

数据来源相对客观,
 

计量

指标比较公正,
 

国际可比性较强,
 

是衡量科学研究绩效、
 

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深度分析型工具.
 

目前,
 

ESI
基于近10年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论文被引情况,

 

对22个学科研究领域提供国家、
 

机构和期刊的科

研绩效统计和科研实力排名,
 

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
 

学术机构、
 

国家或地区学术水平及影

响力的重要评价工具之一.
近年来,

 

国内已有基于ESI数据库分析的相关研究.
 

例如:
 

有的文献基于ESI世界前1%学科统计结

果分析了地方高校科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得出地方高校科研建设成效显著、
 

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的结

论,
 

但仍然存在科研创新能力和学术影响力较弱、
 

各学科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并以此提出发展建议[1];
 

有的文献基于ESI数据库收录的近10年关于材料学科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2];
 

有的文献基于ESI数

据库分析我国入围ESI
 

TOP
 

1%的工科学科现状及发展趋势,
 

得出我国工科科研能力相对于世界平均发展

水平速度非常快的结论,
 

不仅国家重点建设高校的工科科研能力实现快速发展,
 

而且非重点高校的工科科

研水平也大幅提高,
 

工科愈来愈注重科研质量的提升,
 

但是工科还存在不同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
 

有的学

科科研水平偏低等问题[3];
 

有的文献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
 

对基于ESI和Incites潜力学科进行分析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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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4];
 

有的文献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
 

探讨了高校科研竞争力及学科发展趋势[5];
 

有的文献基于ESI和In-
Cites高校潜力学科发展预测的研究,

 

根据引文信息的数值积累与频度分布两大特征,
 

建立了针对高校潜力

学科的复合评价指标体系,
 

该评价体系兼顾了引文的数值与分布,
 

能够更为全面地表征引文绩效,
 

具备识

别和评测潜力学科的可行性,
 

是一种新的学科评价视角[6].
文献中基于ESI开展的学科分析和预测,

 

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我国高校各个学科科研发展的现状,
 

但是

鲜有文献基于ESI贡献度来分析和预测高校学科发展态势.
 

本文选取ESI中
 

2007年1月-2017年12月时

段的数据,
 

从学科发展角度分析西南大学的科研实力,
 

为加快推进西南大学学科发展规划、
 

建设一流学科、
 

增强学校综合竞争力提供思路和建议,
 

并为其他高校学科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2 论文产出及分析

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衡量作者和单位对科学研究贡献程度的一个重要依据[7].
 

2007年1月-2017年12
月,

 

公开发表署名单位为西南大学的学术期刊论文总共11
 

184篇.
 

自然学科研究论文数量居多,
 

SCIE论

文约占96.5%;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相对较少,
 

SSCI论文约占8.0%;
 

有4.5%的论文同时被SCIE和SSCI
收录.

 

各年度具体发文情况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
 

西南大学科研论文发文数量整体呈现出逐年递

增的发展态势.
 

论文数量从2007年1月的332篇增加到2017年12月的2
 

045篇,
 

增幅达到616%.

图1 西南大学2007-2017年论文分布情况

引文可表明早期的研究成果被他人在后

续研究工作中加以利用的情况,
 

因而衡量科

研论文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论文的被

引.
 

论文被引频次的高低是反映论文质量高

低和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表1中

可知,
 

西南大学在过去10年间总被引用次

数达到100
 

191次.
 

ESI最新数据显示,
 

西南

大学在全球进入 Top
 

1%的5
 

776个相关研

究机构中排名1
 

061位,
 

在中国排名69位,
 

在中国高校排名56位.
 

从表1中可以看出,
 

西南大学发文量的总体影响力呈显著增长趋

势,
 

高质量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加,
 

各学科科

研发展态势良好.
表1 西南大学论文数及被引频次分布情况 篇,

 

次 

年份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年份 论文数 被引频次

2007 332 6
 

867 2013 1
 

049 15
 

706
2008 380 7

 

706 2014 1
 

300 14
 

241
2009 458 7

 

827 2015 1
 

593 12
 

312
2010 550 9

 

458 2016 1
 

864 8
 

341
2011 733 13

 

315 2017 2
 

045 2
 

753
2012 870 15

 

016

3 西南大学论文ESI学科分析

3.1 ESI学科分布

经统计,
 

2007年1月-2017年12月单位署名为西南大学的学术期刊论文,
 

对应于ESI中的学科分布

共有22个.
 

按论文数量排序可以得到该校各学科的论文分布情况,
 

具体如表2所示.
 

按照论文数量,
 

排名

前10位的学科论文数量基本都在500篇以上,
 

其中化学、
 

植物学与动物学领域的论文均超过1
 

000篇.
 

排

名前10位的学科论文数量占西南大学ESI各学科论文总量的81.8%.
 

论文数量不足100篇的学科有免疫

学、
 

多学科、
 

经济学与商学、
 

空间科学等4个学科.
 

虽然空间科学方面的论文产出数量少,
 

但其篇均被引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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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所有学科中最高,
 

达到了28.8,
 

说明其文献质量和影响力较大.
表2 西南大学论文ESI学科分布情况 篇,

 

次 

数量排序 学科领域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1 化学 3
 

002 37
 

262 12.4
2 植物与动物学 1

 

027 7
 

243 7.1
3 材料科学 816 8

 

446 10.4
4 物理学 792 7

 

842 9.9
5 数学 752 3

 

857 5.1
6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608 6

 

732 11.1
7 农业科学 592 3

 

725 6.3
8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540 5

 

882 10.9
9 工程学 525 3

 

742 7.1
10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496 4

 

528 9.1
11 精神病学/心理学 419 2

 

571 6.1
12 环境科学/生态学 369 2

 

655 7.2
13 计算机科学 330 2

 

689 8.1
14 药理学与毒理学 296 2

 

713 9.2
15 地理科学 146 1

 

266 8.7
16 微生物学 139 813 5.8
17 临床医学领域 128 1

 

161 9.1
18 社会科学综合 101 576 5.7
19 免疫学 51 452 8.9
20 多学科 24 201 8.4
21 经济与商学 22 97 4.4
22 空间科学 16 460 28.8

3.2 对ESI中全球排名前1%学科的分析

某高校ESI学科数值越大,
 

说明其优质学科越多,
 

国际影响力越大,
 

学术辐射范围越广,
 

引起的关注

度也越高.
 

ESI最新数据显示:
 

西南大学有6个学科进入ESI前1%的排名,
 

具体各学科情况如表3所示.
 

在6个ESI优势学科中,
 

化学在论文数量和质量上排名前30%;
 

植物学与动物学、
 

农业科学、
 

材料学、
 

工

程学虽然排名在50%~70%之间,
 

但是篇均被引频次较低,
 

说明需要进一步提升论文质量;
 

生物学与生物

化学排名比较靠后,
 

需要加大力度提升论文数量和质量,
 

以免被ESI淘汰.
表3 西南大学进入ESI前1%学科情况 篇,

 

次 

学科领域
论文

篇数

总被引

次数

篇均被

引频次

高水平论文/

热点论文

ESI排名/前1%
相关研究机构数(相对排名)

化学 3
 

002 37
 

262 12.41 19/0 352/1
 

214(29%)
植物学与动物学 1

 

027 7
 

243 7.05 14/0 608/1
 

195(50.87%)
材料学 816 8

 

446 10.35 7/1 530/826(64.16%)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608 6

 

732 11.07 4/0 920/997(92.28%)
农业科学 592 3

 

725 6.29 3/0 469/792(59.22%)
工程学 525 3

 

742 7.13 20/1 955/1
 

369(69.76%)

  西南大学进入ESI前1%学科所在学院对学校贡献度如表4所示.
 

表4中的空白处,
 

表示没有论文或

被引用次数.
从论文篇数角度看,

 

工程学领域中论文数量贡献度最大的是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和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

院,
 

两院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篇数占该校论文总数比例的29.9%和23.5%;
 

其次是化学化工学院和

数学与统计学院,
 

这两院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篇数占该校论文总数比例的10.3%和10.1%;
 

再次是

工程技术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
 

材料与能源学部,
 

其第一作者论文篇数所占比例为

3%~9%;
 

其他校内单位的论文贡献篇数都在10篇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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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文被引频次角度分析,
 

贡献度最大的是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其第一作者论文的被引频次占该

领域我校第一作者论文总被引频次的30.5%;
 

其次是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贡献度为23.1%,
 

这些电子信息

类的文章大部分是近几年的成果,
 

长期来看引用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化学化工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的

贡献度分别为16.9%和9.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在论文数量方面贡献最大,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在论文被引频次方面贡献最大;
 

化学化工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对工程学领域也有较大贡献;
 

资源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材料与能源

学部、
 

工程技术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等对工程学领域具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其余学科可以从表4中

以同样方式分析得出.
表4 西南大学ESI前1%学科各个学院贡献度 % 

ESI前1%学科

学院

化学

篇数
被引

次数

材料科学

篇数
被引

次数

植物学与动物学

篇数
被引

次数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篇数
被引

次数

工程学

篇数
被引

次数

农业科学

篇数
被引

次数

化学化工学院 69.2 80.8 30.4 50.5 4.1 8.2 10.3 16.9 20.4 27.2
材料与能源学部 9.5 7.5 35.6 33.8 3.1 3.0 2.3 1.5

药学院中医药学院 7.9 5.3 3.2 3.7 0.1 0.
 

0 2.5 2.2 1.1 0.8 7.4 7.8
物理与技术学院 3.1 1.6 16.9 8.6 4.7 2.6
资源环境学院 2.3 1.0 1.2 0.4 1.7 1.1 17.8 15.7 4.5 6.2 1.7 0.5
生命科学学院 0.6 0.9 18.1 12.9 1.8 1.3 0.3 0.3 21.3 22.2

家蚕基因组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0.9 0.5 1.2 0.4 15.2 28.8 0.7 0.3 17.7 15.9

荣昌校区 0.6 0.4 2.8 2.4 0.7 0.1 1.3 0.5
纺织服装学院 0.6 0.4 6.5 1.5 0.3 0.1 1.9 1.0
植物保护学院 0.8 0.2 0.5 0.3 28.3 21.9 4.8 3.6 6.2 3.2
食品科学学院 1.0 0.2 0.3 0.0 1.1 0.3 33.7 31.7 1.7 0.4
园艺园林学院 0.5 0.2 0.3 0.0 3.7 2.4 7.1 8.9 0.8 0.2 1.1 0.8

体育学院 0.0 0.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0.9 0.2 0.3 0.0 29.9 23.1 1.1 0.0

柑桔研究所 0.7 0.2 0.2 0.0 4.9 2.1 5.9 2.8 0.3 0.
 

0 0.6 0.5
计算机学院 0.3 0.1 0.7 0.3 23.5 30.5 1.7 2.1

生物技术学院 0.2 0.0 0.2 0.0 1.3 0.5 0.9 0.4 0.3 0.
 

0 2.6 1.3
工程技术学院 0.3 0.0 2.6 0.6 0.9 0.2 8.4 2.7
地理科学学院 0.1 0.0 0.1 0.1 0.7 0.2 1.7 3.7
动物科技学院 0.1 0.0 7.6 8.0 3.6 2.9 2.6 1.3

数学与统计学院 0.1 0.0 10.1 9.8 2.1 3.2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12.3 14.1 12.3 19.1 1.5 0.8

心理学部 0.0 0.
 

0 0.2 0.7 1.9 0.8
生物技术中心 2.5 5.3 1.4 1.4 4.3 9.8

3.3 ESI中的学科论文被引频次分析

由表2可知,
 

按照论文被引用次数由大到小的排序,
 

2007年1月-2017年12月单位署名为西南大学

的学术期刊论文,
 

在ESI中居前10位的学科分别是化学、
 

材料、
 

物理、
 

植物与动物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数学、
 

工程学和农业科学.
 

其中,
 

化学学科论文被引频次最高,
 

达到了37
 

262次,
 

其余学科论文被引频次介于3
 

725~
 

8
 

446次之间.
 

根据篇均被引频次由大到小的排序,
 

居于前10的学科除了化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材料科学、
 

物理学、
 

神经科学与行

为学外,
 

另外还增加了空间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和临床医学等学科领域.
 

虽然空间学在论文数量上排名最

末,
 

但是篇均被引频次高达28.8,
 

排名第一.
 

由此说明,
 

并非论文数量越多影响力就越大,
 

而是论文质量

越高对学科的贡献越大.
3.4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分析

高水平论文是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的集合.
 

高被引论文指近10年发表的且被SCIE或SSCI收录的

4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1卷



论文,
 

其总被引频次在相应学科中处于全球范围内前1%排名.
 

热点论文指近2年发表的且被SCIE或SS-
CI收录的论文,

 

其总被引频次在2个月里处于相应学科全球范围内前0.1%排名.
 

上述论文越多,
 

说明论

文质量越高,
 

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平及学科国际影响力.
根据表3和ESI数据库统计,

 

西南大学共有121篇论文入选ESI高水平论文,
 

高被引论文数121篇.
 

从学科分布上看,
 

ESI中的优势学科分布较广,
 

其中有6个学科方向的高水平论文达67篇之多.
 

从论文数

量上看,
 

农业科学和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学科仅有3~
 

4篇高水平论文,
 

说明还需要努力提高论文质量;
 

数

学、
 

计算机科学高被引论文较多,
 

有17~
 

18篇,
 

预计这2个学科近几年会得到迅猛发展;
 

ESI中的热点论

文有2篇入选,
 

分别是工程学和材料学,
 

同时也是优势学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西南大学的高被引

论文和热点论文还相对较少,
 

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学科是化学、
 

工程学、
 

植物学与动物学等,
 

近期在计算

机科学和数学学科领域有亮点论文出现.
 

西南大学未来还需大力促进高水平论文的产出,
 

注重发展前沿科

学,
 

带动学术热点研究方向.

4 其他学科进入ESI前1%的可能性分析

学科潜力值表示该学科学术水平与进入全球1%机构的相对接近程度(表5),
 

计算公式为:

Q=
Q1

Q2

Q 为潜力值,
 

Q1 为某学科的发文总被引频次,
 

Q2 为本期该学科进入全球1%排名最后一名机构的被引频

次.
 

每期进入全球前1%排名最后一名的机构及其被引频次(ESI学科阈值)每2个月更新一次.
表5 西南大学ESI潜力学科情况

ESI学科名称 ESI阈值 潜力值 与ESI阈值的绝对差距 ESI入围机构数

计算机科学 2
 

984 0.901 295 417
数学 4

 

215 0.915 358 250
药理学与毒理学 3

 

251 0.835 538 846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5

 

726 0.791 1
 

198 838
环境科学/生态学 3

 

973 0.668 1
 

318 897
精神病学/心理学 3

 

904 0.659 1
 

333 640

  从表5可以看出,
 

西南大学的数学、
 

计算机科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环境科学/生

态学、
 

精神病学/心理学6个学科的ESI潜力值在0.659~0.915之间,
 

且前3个学科与ESI阈值的差值在

1千次以内.
 

把2007年1月-2017年12月单位署名为西南大学相关学科的学术期刊论文引用次数与ESI
前1%排名的末位机构相比较,

 

可以看出在数学、
 

计算机科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比ESI
前1%排名的末位机构少一两百篇,

 

相应地总被引频次分别低了358次、
 

295次和538次,
 

其篇均被引频次

略高于或接近ESI前1%排名的末位机构;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环境科学/生态学、
 

精神病学/心理学领域

的论文数量比ESI前1%排名的末位机构高出100多篇,
 

但总被引频次均低了1
 

000多次,
 

其篇均被引频次

比ESI前1%排名的末位机构低了6~9次.
在数学、

 

计算机科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
 

环境科学/生态学、
 

精神病学/心理学这6个学科领域中,
 

想要

入围ESI前1%的排名,
 

数学、
 

计算机科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3个学科的发展重点是增加论文产出量,
 

而神

经科学与行为学、
 

环境科学/生态学、
 

精神病学/心理学3个学科更重要的是扩大论文的学术影响力.

5 结 语

通过对西南大学ESI学科的SCIE和SSCI论文产出、
 

高被引论文、
 

潜力学科等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

出:
 

一方面,
 

西南大学的整体科研水平在不断进步,
 

Web
 

of
 

Science收录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呈显著的上

升趋势,
 

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高,
 

个体科学研究实力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
 

篇均引

用频次和学术影响力亟待进一步提高.
 

另外,
 

ESI中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数量存在显著差异.
 

对第一作者

论文进行统计,
 

化学领域论文量超过3
 

000篇;
 

植物学与动物学领域论文量超过1
 

000篇;
 

材料科学、
 

物理

5第3期      邱香华:
 

从ESI看高校科研产出及学科发展潜力———以西南大学为例



学、
 

数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领域的论文数量超过600篇;
 

农业科学、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工程学领域的

论文数量超过500篇;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精神病学/心理学、
 

环境科学/生态学、
 

计算机科学、
 

药理学与毒

理学领域的论文量各约有300~400篇;
 

地球科学、
 

微生物学、
 

临床医学领域、
 

社会科学综合领域的论文量

有100多篇,
 

论文量不足100篇的有免疫学、
 

多学科、
 

经济学与商学、
 

空间科学等4个学科.
 

进入ESI全球

学科排名前1%的优势学科仍然是化学、
 

材料科学、
 

植物学与动物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农业科学和工程

学.
 

与2017年上半年的统计数相比,
 

这6个学科在论文数量和机构排名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对西南

大学其他学科发展潜力的综合分析显示,
 

数学、
 

计算机科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等领域近期入围ESI前1%
学科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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