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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高校综合性学报的特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路径,
 

本研究以《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例,
 

统计了该刊2012-2021年的发文、
 

学科分布、
 

栏目设置情况以及基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3-2022年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的相关引证数据,
 

结合该刊实际分析了近10年该刊的发展状况.
 

研究结果发

现:
 

①
 

2012-2021年《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文量稳中有降,
 

校内稿件占比略高,
 

基金论文以国家级为主

体.
 

②
 

发表的论文以数学学科占比最高,
 

但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农业与生命科学栏目相关学科的论文比例逐年

提升,
 

专题稿件贡献明显,
 

但不同专题效果差异较大;
 

办刊有一定的特色,
 

但特色不够鲜明.
 

③
 

期刊论文被引和来

源指标整体较好,
 

稳中有进,
 

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
 

在综合大学学报类别中的总体评价优异.
 

结合研究结果提出

3点发展建议:
 

①
 

坚持学科聚焦性和开放性统一,
 

不断增强期刊学术活力;
 

②
 

坚持栏目稳定性和发展性统一,
 

不断

培育期刊学术魅力;
 

③
 

坚持选题的专业性和创新性统一,
 

不断厚植期刊学术动力.
关 键 词:高校;

 

综合性学报;
 

发文情况;
 

引证数据;
 

期刊转型;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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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comprehensive
 

journals
 

in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takes
 

th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as
 

an
 

example
 

to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published
 

papers,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and
 

column
 

setting
 

of
 

the
 

journal
 

from
 

2012
 

to
 

2021,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citation
 

data
 

based
 

on
 

the
 

citation
 

report
 

(core
 

version)
 

of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journals
 

from
 

2013
 

to
 

2022
 

by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journal
 

in
 

the
 

past
 

10
 

years
 

based
 

on
 

its
 

actual
 

situ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①
 

From
 

2012
 

to
 

2021,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
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remained
 

stable
 

and
 

slightly
 

de-
creased,

 

with
 

a
 

slightly
 

higher
 

proportion
 

of
 

internal
 

articles.
 

Publications
 

of
 

funded
 

research
 

were
 

main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funds.
 

②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published
 

papers
 

was
 

the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s,
 

but
 

it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proportion
 

of
 

papers
 

related
 

to
 

agricul-
ture

 

and
 

life
 

sciences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contribution
 

of
 

thematic
 

manuscripts
 

was
 

sig-
nificant,

 

bu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topics.
 

The
 

journal
 

demon-
strated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characteristics
 

were
 

not
 

very
 

distinctive.
 

The
 

overall
 

citation
 

and
 

source
 

indicators
 

of
 

journal
 

papers
 

were
 

good,
 

steady
 

and
 

progressive,
 

showing
 

a
 

good
 

development
 

mo-
mentum,

 

and
 

the
 

overall
 

evaluation
 

was
 

excellent
 

in
 

the
 

category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published
 

journal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re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①
 

Adhere
 

to
 

the
 

unity
 

of
 

disciplinary
 

focus
 

and
 

openness,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academic
 

vitality
 

of
 

the
 

journal.
 

②
 

Adhere
 

to
 

the
 

unity
 

of
 

column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ly
 

cultivate
 

the
 

academic
 

charm
 

of
 

the
 

journal.
 

③
 

Adhere
 

to
 

the
 

unity
 

of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on
 

in
 

the
 

selection
 

of
 

topic,
 

and
 

continuously
 

culture
 

the
 

academic
 

motivation
 

of
 

the
 

journal.
Key

 

words:
 

universities;
 

comprehensive
 

Journal;
 

publication
 

status;
 

citation
 

data;
 

journal
 

transform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高校学报是我国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
 

也是高校学科建设发展的关键支撑,
 

建设好、
 

发展好综合性大

学学报对“形成有效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与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科技期刊发展体系[1]”意义重大.
 

自

1906年最早的大学学报《东吴月报》创刊以来[2],
 

我国高校综合性学报在实践中探索、
 

在发展中壮大、
 

在创

新中超越,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形成了与高校科技创新、
 

学科建设深度融合并相互支撑的良好态势.
 

同时,
 

高校综合性学报也面临着“千刊一面”的办刊模式和“全、
 

散、
 

小、
 

弱”等现实困境[3].
 

面对建设科技强国和

出版强国的目标要求,
 

如何超越现实困境、
 

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是高校学报必须直面和力求解答

的重大命题.
近年来,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连续入选CSCD来源期刊、
 

中国中文核心、
 

中国科技核心和RCCSE核心学术期刊等数据库,
 

获得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

期刊”“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等称号,
 

具备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学术声誉.
 

在党和国

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战略目标下,
 

如何实现特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是《学报》当前面临的实

践课题.
 

本研究拟通过统计《学报》2012-2021发文、
 

学科分布、
 

栏目设置情况以及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版)中的相关引证数据,
 

并结合实际分析近10年该刊的发展状况,
 

揭示其内在的规律和存在的问题,
 

以期为高校学报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1 数据来源及统计

本研究的发文情况和学科分布情况相关数据通过《中国知网》(http:
 

//www.cnki.net/)进行检索.
 

论

文的引证指数来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2-2021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其中被引指

标主要选用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即年指标、
 

他引率、
 

引用刊数、
 

扩散因子等,
 

来源指标主要选用平均引

文数、
 

平均作者数、
 

地区分布数、
 

机构分布数、
 

海外论文比、
 

基金论文比等;
 

另外,
 

对2012-2021年《学报》
在综合大学学报类别中的总体评价情况进行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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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情况

总体来看,
 

2012-2021年《学报》发文量稳中有降,
 

每年发文232~385篇,
 

平均每年发文量为309.6
篇;

 

其中2014年发文量最多,
 

当年发文385篇;
 

2019年发文量最少,
 

为232篇(图1).
 

校内稿件占比以

2015年为节点总体呈现前升后降的趋势;
 

2015年校内稿件占比最高,
 

达到67.17%;
 

2020年校内稿件占比

降为33.05%,
 

为10年最低;
 

2021年又略有提升,
 

校内稿件占比36.70%(图2).
 

基金论文以国家级和省部

级以上项目支撑的论文为主体,
 

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撑的论文量最大,
 

反映出《学报》论文具有

较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支撑保障(图3).

图1 2012-2021年《学报》发表论文的文献量

图2 2012-2021年《学报》发表论文的校内稿件占比

2.2 栏目设置情况

2012-2021年《学报》常设栏目为农业与生命科学、
 

数理科学与化学、
 

地球与环境科学、
 

工程与信息技

术、
 

经济研究、
 

心理科学、
 

药学等.
 

专题稿件在2012-2017年均以专家特稿的栏目刊发,
 

数量相对较少且

没有明确的主题.
 

2018年起,
 

学报开始注重专题栏目的组织和策划,
 

并在当年推出心理科学专题(10篇)和
精准扶贫专题(2篇)两个专题,

 

共12篇,
 

占当年发文量的3.91%;
 

2019年推出草地贪夜蛾研究专栏(9
篇)、

 

精准扶贫专题(4篇)、
 

心理学专题(5篇)和专家特稿(1篇),
 

共19篇,
 

占当年发文量的8.19%;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

 

学报分别在当年第3期、
 

第5期和第9期推出新冠专题(5篇)、
 

新冠疫情的心理干预和

防控(5篇)和抗疫音乐与地方感知研究专题(3篇),
 

还有草地贪夜蛾研究专栏(2篇)、
 

心理学专题(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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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专题(4篇)、
 

“艾滋病机会性感染与防治”专题(5篇),
 

“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洁———乡村旅游与民

居保护”专题(4篇)、
 

“植烟土壤保育与修复技术”专题(3篇)、
 

“大数据与行业应用”专题(5篇)、
 

“中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环境整治与供水工程”专题(3篇)、
 

“大数据分析与智能计算方法”专题(5篇)、
 

“大数据

与行业应用”专题(3篇)和专家特稿(1篇)等,
 

共计14个专题50篇文章,
 

占当年发量的21.46%;
 

2021年,
 

组织“新冠疫情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3篇)、
 

“非简谐效应研究”专题(3篇)、
 

心理学专题(11篇)、
 

乡村

振兴专题(9篇)、
 

“中学生数学学习投入”专题(4篇)、
 

多粒度与知识发现专题(3篇)和专家特稿(1篇),
 

共

计7个专题34篇文章,
 

占当年发文量的12.73%(表1).

图3 2012-2021年《学报》总载文的基金项目情况

表1 2012-2021年《学报》常设栏目和专题稿件比例

年份 常设栏目/篇 专题/篇 总计/篇 专题占比/%

2012 310 13 323 4.02

2013 332 11 343 3.21

2014 373 12 385 3.12

2015 327 3 330 0.91

2016 342 4 346 1.16

2017 324 6 330 1.82

2018 295 12 307 3.91

2019 213 19 232 8.19

2020 183 50 233 21.46

2021 233 34 267 12.73

2.3 学科分布情况

2012-2021年《学报》发文涉及学科30个,
 

从总体学科分布情况来看,
 

占比最大的是数学(19.49%),
 

其次是农作物(5.93%)、
 

园艺(5.75%)、
 

农业基础科学(5.32%)、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5.29%)和农业经

济(5.11%),
 

其余学科占比均在5%以下(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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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2-2021年《学报》载文的总体学科分布情况

从2012-2021年《学报》各年发文的学科分布情况可以看出,
 

每年稳定排名前10的学科有数学、
 

农作

物和园艺,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农业基础科学、
 

农业经济和生物学在大部分年份也稳定排在前10位.
 

数

学占比仍然明显大于其他学科,
 

但在2019-2021年有明显的降低.
 

总体看来,
 

各年学科分布情况变化相对

较大,
 

该刊具备以数学和农业学科为主的特点,
 

其中数学学科占比逐年下降,
 

农业类学科占比逐年增加,
 

办刊有一定的特色,
 

但特色不够鲜明(表2).
表2 2012-2021年《学报》各学科载文占比排名前10的学科分布

年份 排名前10的各学科占比

2012
数学24.93%,

 

环 境 科 学 与 资 源 利 用7.76%,
 

园 艺6.37%,
 

生 物 学5.26%,
 

农 作 物4.99%,
 

化 学

4.99%,
 

心理学4.16%,
 

农业基础科学3.60%,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3.05%,
 

林业3.05%

2013

数学22.87%,
 

农作物7.71%,
 

农业基础科学7.44%,
 

园艺5.51%,
 

生物学4.68%,
 

化学4.68%,
 

环境

科学与资源利用4.68%,
 

自动化技术3.86,
 

农艺学3.31%,
 

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2.75%,
 

水产和渔

业2.75%

2014
数学18.60%,

 

农业经济6.76%,
 

农作物6.76%,
 

园艺6.04%,
 

生物学5.80%,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5.56%,
 

自动化技术3.62%,
 

化学3.62%,
 

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3.62%,
 

植物保护3.38%

2015
数学18.73%,

 

园艺7.02%,
 

农作物6.34%,
 

农业基础科学6.05%,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5.48%,
 

生物

学5.19%,
 

农业经济4.90%,
 

心理学4.90%,
 

农艺学4.32%,
 

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3.17%

2016
数学20.20%,

 

农业基础科学6.14%,
 

农作物5.63%,
 

园艺5.63%,
 

生物学4.60%,
 

农业经济4.60%,
 

化学4.35%,
 

植物保护3.84%,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3.58%,
 

自动化技术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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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2

年份 排名前10的各学科占比

2017
数学23.48%,

 

生物学7.46%,
 

农业基础科学6.08%,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6.08%,
 

农作物5.52%,
 

农

业经济4.70%,
 

园艺4.42%,
 

林业3.59%,
 

植物保护3.04%,
 

心理学3.04%

2018

数学22.92%,
 

园艺6.88%,
 

农业经济4.58%,
 

轻工业手工业4.30%,
 

计 算 机 软 件 及 计 算 机 应 用

4.30%,
 

心理学4.30%,
 

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4.01%,
 

农业基础科学3.72%,
 

农作物3.72%,
 

畜牧与动

物医学3.72%

2019

数学14.57%,
 

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6.62%,
 

农业基础科学6.29%,
 

植物保护5.63%,
 

环境科学与资源

利用4.97%,
 

建筑科学与工程4.97%,
 

农作物4.97%,
 

园艺4.64%,
 

农业经济4.30%,
 

生物学3.64%,
 

自动化技术3.64%

2020

数学17.54%,
 

农作物6.72%,
 

农业经济5.97%,
 

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5.97%,
 

园艺4.48%,
 

农业

基础科学4.10%,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4.10%,
 

旅游3.73%,
 

自动化技术3.73%,
 

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

2.99%,
 

心理学2.99%,
 

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2.99%

2021

数学15.03%,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6.21%,
 

农业经济5.88%,
 

建筑科学与工程5.56%,
 

环境科学与资

源利用5.56%,
 

农作物4.90%,
 

园艺4.90%,
 

自动化技术3.59%,
 

生物学3.27%,
 

心理学3.27%,
 

植物

保护3.27%

2.4 被引指标

总被引频次指的是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可以显示该期刊被使

用和受重视的程度,
 

以及在学科交流中的绝对影响力的大小.
 

从表3可以看出,
 

《学报》2012-2021年总被引

频次在2015年最高,
 

2019年最低.
 

影响因子表示期刊评价前两年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用的次数,
 

用于测度期

刊学术影响力.
 

影响因子=该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该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
 

《学报》影响因子在2013年最低,
 

2021年突破1,
 

达到1.113,
 

为10年最高值.
 

即年指标表示期刊当年发表的

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
 

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
 

期刊即年指标=该期刊当年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

数/该期刊当年发表论文总数.
 

《学报》即年指标在2012-2018年均低于0.1;
 

2019年提升到0.155,
 

2021年为

0.176;
 

2020年最高,
 

达0.351,
 

这一年的专题稿件占比也最高(21.46%).
 

他引率表示期刊总被引频次中被其

他期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
 

测度期刊学术传播能力.
 

《学报》2012-2021年他引率在2014年和2016年最低,
 

2018-2021年最高,
 

均为0.89,
 

说明这4年期刊的传播能力较之前明显提高且比较稳定.
 

引用刊数表示引用

被评价期刊的期刊数,
 

反映被评价期刊被使用的范围.
 

《学报》引用刊数总体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
 

2021年引用刊数最多,
 

达到545个.
 

扩散因子表示期刊当年每被引100次所涉及的期刊数,
 

测度期刊学

术传播范围.
 

扩散因子=总被引频次涉及的期刊数×100/总被引频次.
 

《学报》扩散因子整体也呈现出增

长的趋势,
 

在2021年达到最高值.
表3 2012-2021年《学报》被引指标

年份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即年指标 他引率 引用刊数 扩散因子

2012 1
 

860 0.456 0.066 0.87 388 20.86
2013 1

 

800 0.454 0.055 0.85 392 22.22
2014 1

 

915 0.641 0.092 0.82 415 21.67
2015 2

 

162 0.665 0.048 0.83 480 22.20
2016 1

 

983 0.595 0.049 0.82 440 22.19
2017 1

 

870 0.530 0.082 0.86 478 25.56
2018 1

 

783 0.507 0.071 0.89 480 26.92
2019 1

 

772 0.601 0.155 0.89 491 27.71
2020 1

 

919 0.905 0.351 0.89 528 27.51
2021 1

 

851 1.113 0.176 0.89 545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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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看来,
 

本研究统计的各项被引指标整体呈现出增长趋势,
 

尤其从2018年以来,
 

除总被引频次

在2019年略有降低以外,
 

各项指标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2.5 来源指标

平均引文数是衡量期刊学术交流程度和吸收外部信息能力的一个指标.
 

2012-2021年《学报》的平

均引文数除2015年略有减少外,
 

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平均作者数指期刊每一篇论文平均拥有的作

者数,
 

是衡量期刊科学生产能力的一个指标.
 

《学报》10年来平均作者数为3.5~4.2,
 

相对比较稳定.
 

地

区分布数指期刊登载论文所涉及的地区数,
 

按全国31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计(不含港澳台地区),
 

是

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和全国影响力大小的一个指标.
 

《学报》论文地区分布数10年来整体稳定,
 

略有提

升.
 

机构分布数指期刊论文的作者所涉及的机构数,
 

是衡量期刊科学生产能力的另一个指标.
 

《学报》论

文作者的机构分布数以2015年最少,
 

2012年最多,
 

10年来波动没有规律可循.
 

从海外论文比来看,
 

2012-2021年《学报》发表海外作者的论文很少,
 

仅在2012年、
 

2015年和2017年有少量发表.
 

从基金

论文比来看,
 

2012-2021年《学报》的基金论文比整体均较高,
 

保持在0.84~0.98(表4).
表4 2012-2021年《学报》来源指标

年份 平均引文数 平均作者数 地区分布数 机构分布数 海外论文比 基金论文比

2012 14.5 3.5 26 142 0.01 0.86

2013 14.7 3.6 27 140 0.00 0.89

2014 16.0 3.9 23 118 0.00 0.84

2015 14.6 4.0 22 90 0.01 0.96

2016 17.2 3.9 24 116 0.00 0.88

2017 17.5 3.9 27 116 0.01 0.92

2018 18.7 4.0 28 118 0.00 0.98

2019 20.4 4.3 29 111 0.00 0.97

2020 22.2 4.2 28 125 0.00 0.96

2021 26.5 4.2 29 136 0.00 0.95

2.6 在综合大学学报类别中的评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数据统计时将不同类别的期刊按性质和学科进行分类,
 

《西南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被归为自然科学综合大学学报类别,
 

因此本研究统计了2012-2021年《学报》在自然科学综合

大学学报类别中的总体评价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
 

《学报》2012-2021年总被引频次均较高,
 

高出自然科

学综合大学学报类别平均值较多,
 

2012年在该类别中排名第一,
 

其他年份均稳定在第三名;
 

影响因子在

2012-2018年数据呈现上下波动,
 

但在2018年以后,
 

影响因子呈现出逐年较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到2021

年,
 

影响因子在该类别中跃升到第三名.

综合评价总分是根据学科计量学原理,
 

系统性地综合考虑被评价期刊的各影响力指标(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他引率、
 

基金论文比、
 

引文率等)在其所在学科中的相对位置,
 

并按照一定的权重系数将这些指

标进行综合集成,
 

反映的是期刊的综合评价结果.
 

《学报》在自然科学综合大学学报类别中10年综合评价总

分以2012年最高,
 

为75.4分,
 

排名第二;
 

在2016年总分最低,
 

为48.8分,
 

排名第十;
 

2019-2021年排名

均为第四(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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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2-2021年《学报》在自然科学综合大学学报类别中的总体评价情况

年份
总被引频次

数值 类别平均值 排名

影响因子

数值 类别平均值 排名

综合评价总分

数值 排名

2012 1
 

860 460 1 0.456 0.289 8 75.4 2

2013 1
 

800 542 3 0.454 0.335 14 54.3 8

2014 1
 

915 571 3 0.641 0.344 6 54.0 6

2015 2
 

162 592 3 0.665 0.361 7 56.52 5

2016 1
 

983 623 3 0.595 0.399 12 48.8 10

2017 1
 

870 631 3 0.530 0.411 14 51.7 9

2018 1
 

783 600 3 0.507 0.418 15 52.7 6

2019 1
 

772 528 3 0.601 0.390 6 58.3 4

2020 1
 

919 635 3 0.905 0.509 4 58.1 4

2021 1
 

851 637 3 1.113 0.589 3 57.2 4

  注:
 

2012年综合大学学报类期刊共有56种,
 

2013年63种,
 

2014年62种,
 

2015年62种,
 

2016年59种,
 

2017年61种,
 

2018年61种,
 

2019年61种,
 

2020年56种,
 

2021年57种.

3 结论与讨论

3.1 发文情况

2012-2021年《学报》发文量稳中有降,
 

平均每年发文量为309.6篇.
 

校内稿件占比以2015年为节点

总体呈现前升后降的趋势,
 

总体控制在33.05%~67.17%.
 

基金论文以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项目支撑的论

文为主体,
 

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撑的论文量最大.
近年来,

 

受稿源和“唯影响因子论”的影响,
 

一些期刊为“控制”影响因子而不愿增加发文量,
 

甚至有部

分期刊通过逐年降低发文量来提升影响因子[4-5].
 

科技期刊有促进科技传播和科学发展、
 

促进文化繁荣的

重大社会责任,
 

依靠减少发文量来提高影响因子并不是长远之计.
 

许多优秀期刊,
 

在提高发文量的同时也

提高了其影响因子.
 

因此,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期刊应保证一定的发文量,
 

提高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走科学发展道路.
 

陈银洲[6]研究了高校学报校外稿件的比例与期刊质量的关系,
 

结果发现,
 

高校学报的质

量与所刊发校外稿件的比例具有某种相关关系,
 

学报刊发的校外稿件比例越大,
 

其质量越高.
 

高校学报过

多地服务于本校,
 

导致校内稿件占比过大,
 

这是其不具有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因此,
 

应适当降低校内稿件

的比例,
 

拓宽用稿范围,
 

提高稿件质量,
 

从而提升《学报》的竞争力.
崔建勋等[7]基于被引频次评价了不同基金级别与科技论文质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基金论文比与

期刊影响力没有必然联系,
 

而国家级基金论文比与期刊质量及影响力密切相关.
 

国家级基金论文占主体,
 

反映出《学报》论文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支撑保障,
 

也从侧面证明了《学报》较高的影响力.
 

但基金论文

质量不一定优于非基金论文,
 

论文质量与资助的基金项目的级别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此,
 

应客观对待基

金论文比与论文质量的关系,
 

客观对待每一篇稿件,
 

在审稿环节严把质量关.
3.2 栏目设置及学科分布

2012-2017年《学报》常设栏目为农业与生命科学、
 

数理科学与化学、
 

地球与环境科学、
 

工程与信息技

术、
 

经济研究、
 

心理科学、
 

药学等,
 

专题均以专家特稿的栏目刊发,
 

数量相对较少且没有明确的主题.
 

2018
年起,

 

《学报》开始注重专题栏目的组织和策划,
 

推出一系列专题,
 

专题稿件占比逐年提高,
 

从2018年的

3.91%提高到2020年的21.46%.
 

如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2个月的3月快速推出的“新冠专题”、
 

5月推

出“新冠疫情的心理干预和防控”专题,
 

截至2023年5月,
 

部分稿件[8-10]单篇年度被引次数达50以上,
 

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
 

期刊影响力得到明显提升.
 

从总体学科分布情况来看,
 

占比最大的是数学(19.49%),
 

其

次是农作物(5.93%)、
 

园艺(5.75%),
 

可以看出,
 

《学报》具备以数学和农业类学科为主的特点,
 

具备一定

的特色,
 

但特色不够鲜明,
 

专题稿件缺乏系统规划.
高校科技期刊整体竞争力较弱,

 

但高校的学科结构和学科优势为高校科技期刊提供了办刊的方向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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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11].
 

《学报》应注重设置与优势学科相关的重点栏目,
 

刊发优势学科创新成果,
 

优势学科支撑期刊的重点

栏目建设,
 

辐射带动国内外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成果汇聚.
 

西南大学的生物学为国家“双一流”学科,
 

因此,
 

《学报》应利用学校生物学的资源和平台优势,
 

加大组、
 

约稿力度,
 

形成以“农业与生命科学”为主、
 

其他相

关学科为辅的特色鲜明的期刊定位.
 

2022年起,
 

《学报》对栏目和学科分布进行了调整,
 

进一步增大农业与

生命科学相关学科的论文占比.
 

从2022年发文总体情况来看,
 

农业与生命科学栏目及其相关领域文章的比

例明显提高,
 

对期刊发展的贡献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分析.
3.3 引证指标及评价

本研究统计的各项被引指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
 

尤其从2018年以来,
 

除总被引频次在2019年略有降

低以外,
 

各项指标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展现出《学报》近几年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较广的传播范围.
 

从

2012-2021年《学报》的来源指标来看,
 

平均引文数逐年增加,
 

基金论文比总体较高,
 

平均作者数和地区分

布数略有提升,
 

但机构分布数没有明显突破,
 

海外论文比多数年份为0.
 

今后应扩大征稿范围,
 

加强国际交

流,
 

争取一些海外作者的稿源.
 

从《学报》在自然科学综合大学学报类别中的总体评价结果来看,
 

2012-
2021年总被引频次排名均比较靠前,

 

2018-2021年影响因子排名逐年较大幅提升;
 

10年综合评价总分在

2012年最高,
 

后有所降低,
 

2019-2021年又稳定排在第四名,
 

总体评价较好.
综合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随着2018年《学报》专题稿件比例的提高,
 

《学报》论文的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

也随之提高,
 

呈正相关关系.
 

其他被引指标也总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从数据上看,
 

专题稿件为《学报》影
响力的提升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但对专题稿件进一步分析发现,
 

引用和下载较多的专题论文主要是两个方

面的专题:
 

一是当时的热点话题,
 

如“新冠疫情”“草地贪夜蛾研究”“精准扶贫”等专题;
 

二是具有可持续影

响的经典专题,
 

如“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艾滋病机会性感染与防治”“植烟土壤保育与修复技术”等,
 

一

些“热而不新”
 

和“又专又冷”专题,
 

如“大数据与行业应用”“多粒度与知识发现”
 

等专题,
 

影响力反而很小,
 

下载和引用数量反而不如常规栏目.
 

因此,
 

在保证稿件质量,
 

控制发文量和校内稿件的前提下,
 

应进行深

入的数据分析和调查研究,
 

科学地设置栏目和策划选题.

4 发展建议

总体来看,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展势头较好,
 

但鲜明的办刊特色还没有形成,
 

期刊质量还

需要进一步提升,
 

尤其是在栏目设置和选题策划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根据本研究结果,
 

结合《学报》取
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发展建议.
4.1 坚持学科聚焦性和开放性统一,

 

不断增强期刊学术活力

《学报》具有高校学报的共性特征,
 

即学科不够聚焦和校内稿件占比相对较高[12].
 

越来越多的大学将综

合性学报调整为相对专业的学术期刊(最多是小综合,
 

而不是此前的大综合)[13].
 

要实现期刊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需要从4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是要树立特色办刊的理念.
 

着力从综合刊向专业刊方向转变,
 

塑造期

刊鲜明的特色
 [14].

 

二是要坚持聚焦优势学科办刊的基本方向.
 

着力突破学校学科专业结构限制,
 

合理确定

期刊发展定位,
 

科学选择期刊学科领域,
 

改革面面俱到的局面,
 

促进服务学科更加聚焦、
 

特色更加鲜明.
 

三

是坚持面向学科办刊的基本要求.
 

着力从面向学校向面向学科调整,
 

促进期刊与学科发展深度融合,
 

回归

期刊服务学科发展的本位要旨.
 

四是要坚持开放办刊的实践路径.
 

着力面向全国甚至全球的行业领域和学

科方向征稿和组稿,
 

大力倡导自由来稿,
 

快速、
 

严谨处理稿件,
 

增强期刊的专业认同和学术活力.
4.2 坚持栏目稳定性和发展性统一,

 

不断培育期刊学术魅力

目前,
 

高校主办的期刊争取不到学科的优质稿件,
 

期刊和学科发展的互促模式还未形成[15].
 

高校学报

应注重品牌栏目的建设,
 

一个品牌栏目可以汇聚一批专家学者、
 

引领一个或几个学科方向,
 

承载着推动知

识创新、
 

科学发现、
 

技术变革的重要功能.
 

高校学报要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需要在打造品牌栏目上下

功夫.
 

一是要遵循品牌栏目建设基本规律.
 

品牌栏目打造需要坚持价值性、
 

方向性和稳定性的统一,
 

注重

围绕重大科学问题、
 

聚焦科学前沿以及保持稳定的栏目风格,
 

经过持续实践发展方可建成品牌栏目.
 

二是

合理设置期刊栏目.
 

要坚持立足学校优势学科、
 

超越优势学科,
 

科学选择重点建设栏目,
 

合理确定栏目数

量,
 

切实增强栏目的品牌性.
 

三是要实行专家领衔栏目建设.
 

要发挥学科领军专家的支撑作用,
 

邀请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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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担任栏目主持人[16],
 

参与期刊稿件推荐以及审稿等环节,
 

增强期刊学术创新性和品牌效益.
 

四是适时

推动栏目动态发展.
 

始终跟进学术前沿和学科前沿,
 

要在栏目稳定的前提下,
 

持续推进高水平论文的汇聚,
 

不断培育期刊独特的学术魅力.
4.3 坚持选题的专业性和创新性统一,

 

不断厚植期刊学术动力

高水平论文是期刊保持内在质量的关键,
 

在期刊准确定位、
 

期刊栏目设置之后,
 

选题组稿是期刊建设

的又一关键环节[17-18].
 

要增强期刊组稿的专业性和创新性,
 

重点要处理好4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整体性

和专题性的关系.
 

要遵循期刊出版连续性的属性要求,
 

要从整体性上构建年度出版主要方向和重大选题,
 

要从专题性上精细设置具体领域或科学问题,
 

形成整体出版和专题选题相互承接和支撑的良好局面.
 

二是

要处理好重基础和追热点的关系.
 

要坚守面向重大基础研究选题,
 

积极占领重大学术热点,
 

促进面向基础

和追求热点有机统一,
 

避免过度追热点而忽视基础领域研究.
 

三是要处理好硬实力和软条件的关系.
 

要把

学术创新性作为衡量科技论文的核心标准,
 

统筹兼顾作者机构权威性、
 

重大项目支撑等,
 

统筹战略科学家、
 

领军人物、
 

中青年科学家等不同群体,
 

不断激发青年专家、
 

一线“土专家”等不同学术力量的参与热情和学

术活力.
 

四是要处理好组稿和自由来稿的关系.
 

要在大力倡导自由来稿基础上,
 

积极面向学术前沿开展约

稿和组稿工作,
 

合理控制校内稿件比例,
 

不断激发和厚植期刊学术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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