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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SCI收录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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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993-2008年发表的被 SCI/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 、论文作者 、论文学科分布 、收录论文

的来源刊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以反映心理所科学研究的现状 、实力和水平 ,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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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 SCI是利用科学计

量学方法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 ,在衡量

国家 、科研机构或大学的科研实力 ,评价科研人员

学术水平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1]
。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鼓励和引导科研

人员积极创新 ,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 ,以发表高水

平 、高质量的论文作为方法和手段 ,积累和凝炼科

研成果 。近年来 ,心理所被 SCI/SSCI收录的论文数

量逐年增加 ,在国内外的学科影响力逐渐提高 ,充

分说明合理的政策和机制推动了科研业务水平不

断提高 。笔者结合心理所的政策 、机制发展变化情

况 、科研业务水平 ,以及论文收录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 ,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 ,努力提高心理学科研业

务水平 ,推动我国心理学学科发展。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SCI,包括 SCIE和 SSCI。数据库更

新时间为 2009年 1月 12日 。

1.2　方法

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为机构名称 , “Inst

PsycholandChineseAcadSciorInstPsycholand

CAS”为检索词 ,在 ISIWebofKnowledge检索页面

的 “地址 ”字段进行检索 ,检索时间限定为 1993-

2008年 ,即检索 1993-2008年心理所被 SCI/SSCI

收录的论文 。利用 Excel和 ISIWebofKnowledge系

统分析工具检索获得的 546条文献进行分析 。

2　结果分析

2.1　论文收录年代分布及趋势

统计结果显示 ,心理所被 SCI/SSCI收录的论文

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图 1)。心理所 1993年仅有 1

篇论文被 SCI/SSCI收录 , 2008年达 66篇。在经历

2001-2003年论文数量平稳过渡之后 , 2004年论文

数量骤增 ,比 2003年增加了 219篇 ,是 2003年的近

10倍。一般来说 ,被权威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具有

较高的研究水平。持续快速增长的数据表明 ,心理

所的科研实力不断增强 ,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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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CI/SSCI1993-2008年收录心理所论文及被引频次

2.2　论文被引情况分析

论文被引次数可反映论文的学术价值及其在

某个领域的影响力 。论文被引次数越高 ,论文的影

响力越大。心理所这 546篇论文被引 1 192次 ,平

均被引 2.18次。从图 1可以看出 ,论文被核心期刊

引用的频次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说明心理所学科地

位和科研影响力在逐步扩大。

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是牟伟民研究员 2002年

发表在 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Learning

MemoryAndCognition上 的 “ Intrinsicframesof

referenceinspatialmemory”的 。该文被引用了 82

次。 《科学评论索引 》(ISR)认为 ,阐述一种理论的

论文如被他引 50次 ,这一论文就可作为其所属学科

的经典论著。一般认为 ,关于一种继承性研究而连

续发表的论文如被他引 10人次 ,这些论文的总学术

价值相当于专著
[ 2]
。说明牟伟民研究员的这篇论

文是该领域颇具影响力的论文 。心理所被引频次

最高的前 10篇论文 、被引次数 、来源期刊及发表年

代见表 1。

表 1　心理所被引用频次排名前 10位的论文及作者

排序 被引频次 　作　者 　　　　　　论　　文　　题　　名 　　　来　源　期　刊 出版年

1 82 牟炜民 ,等 Intrinsicframesofreferenceinspatialmemory JExpPsychol-LearnMemCogn 2002

2 53 牟炜民 ,等 Allocentricandegocentricupdatingofspatialmemories JExpPsychol-LearnMemCogn 2004

3 32 崔胜中 ,等 Bothsidesofhumancerebelluminvolvedinpreparationandexecutionof

sequentialmovements

Neuroreport 2000

4 31 杨　雅 ,等 StressenablessynapticdepressioninCA1 synapsesbyacuteandchronic

morphine:Possiblemechanismsforcorticosteroneonopiateaddiction

JNeurosci 2004

5 20 向华东 ,等 Involvementofthecerebelluminsemanticdiscrimination:AnfMRIstudy HumBrainMapp 2003

6 21 张建新 ,等 PersonalityandfilialpietyamongcollegestudentsintwoChinesesocieties-

Theaddedvalueofindigenousconstructs

JCrossCultPsychol 1998

7 16 臧玉峰 ,等 Functionalorganizationoftheprimarymotorcortexcharacterizedbyevent-

relatedfMRIduringmovementpreparationandexecution

NeurosciLett 2003

8 15 买小琴 ,等 “Aha!” effectsinaguessingriddletask:Anevent-relatedpotentialstudy HumBrainMapp 2004

9 12 翁旭初 ,等 Imagingthefunctioninghumanbrain PNatlAcadSciUSA 1999

10 8 亓晓丽 ,等 Thedepressive-likebehaviorsarecorrelatedwithdecreasedphosphorylation

ofmitogen-activatedproteinkinasesinratbrainfollowingchronicforced

swimstress

BehavBrainRes 2006

2.3　作者分析

SCI收录的心理所 546篇论文中 ,以第一作者发

表的论文 350篇(占 64.1%),心理所发表 4篇以上

论文的作者 69人 ,说明心理所拥有一支实力较强的

科研队伍。心理所发表论文前 20位的作者见表 2。

2.4　合作国家与机构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 ,与心理所合作的国家和地区有

20个 ,合作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 、日本 、英

国 、德国 、澳大利亚 、日本 、荷兰和加拿大 。与心理所

合作的前 10个国家和地区见表 3。

数据显示 , SCI收录的心理所 546篇论文涉及的

合作科研机构 265个。与心理所合作最多的 20个

国内外机构及合作发表论文情况见表 4。

由表 4可见 ,心理所许多课题是开放式的 ,越来

越多的研究瞄准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的目标 。但

从合作机构来看 ,和国内机构合作偏多说明心理所

国际合作研究的课题还不多 。在培养和引进人才方

面 ,应注意加大对 “访问学者 ”和 “海外引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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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表 2　心理所发表论文前 20位作者排名

排序 作者 发文数量(篇)比例(%)

1 罗跃嘉 　 51 10.20

2 翁旭初 38 7.60

3 时　勘 33 6.60

4 傅小兰 26 5.20

5 张　侃 24 4.80

6 施建农 22 4.40

7 陈楚侨 19 3.80

8 李　纾 19 3.80

9 林文娟 19 3.80

10 罗　劲 19 3.80

11 王　亚 17 3.40

12 张建新 17 3.40

13 隋　南 16 3.20

14 罗　非 14 2.80

15 韩布新 12 2.40

16 牟炜民 12 2.40

17 魏景汉 11 2.20

18 杨玉芳 11 2.20

19 唐一源 10 2.00

20 王二平 9 1.80

表 3　与心理所合作的前 10个国家和地区

排序 国家和地区 合作发文 　比例(%)

1 美国 　 108 　 19.78

2 英国 18 3.30

3 德国 12 2.20

4 澳大利亚 10 1.83

5 日本 10 1.83

6 荷兰 6 1.10

7 加拿大 4 0.73

8 比利时 3 0.55

9 巴西 3 0.55

10 香港 3 0.5

2.5　相关学科分析

SCI收录心理所 546篇论文涉及 62个学科 ,排

名前 10位的学科依次是 Neurosciences, Psychology,

Experimental, Neuroimaging, Radiology, Nuclear

Medicine ＆ Medical Imaging,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Psychiatry, ClinicalNeurology, Pharmacology

＆Pharmacy, BehavioralSciences。这和心理所的学科

重点和学术发展方向相吻合 ,说明研究人员的学术

研究重点与心理所的战略发展方向相一致 。

表 4　与心理所合作的前 20个国内外机构

排序 　　机构名称
合作

发文(篇)
比例(%)

1 北京师范大学 42 7.69

2 北京大学 33 6.04

3 香港中文大学 19 3.48

4 密歇根大学 19 3.48

5 浙江大学 14 2.56

6 中山大学 12 2.20

7 香港大学 12 2.20

8 大连理工大学 9 1.65

9 范德堡大学 9 1.65

10 首都医科大学 8 1.47

11 美国天主教大学 8 1.47

12 伊利诺大学 8 1.47

13 明尼苏达大学 7 1.28

14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6 1.10

15 苏塞克斯大学 6 1.10

16 首都师范大学 5 0.92

17 河北师范大学 5 0.92

18 北卡罗莱来纳神经科学研究所 5 0.92

19 汕头大学 5 0.92

20 首钢医院 5 0.92

2.6　来源期刊分析

SCI收录心理所 546篇论文分布在 136种期刊

中 ,国内期刊 4种 ,国外期刊 132种 。收录论文最多

的前 10种期刊及其影响因子见表 5。从表 5可以看

出 ,多数作者发表论文有较固定的期刊源 。

3　总结与建议

3.1　加强鼓励与引导 ,提倡发表高质量 、高水平论

文 ,形成浓郁的科研氛围 ,提高科研水平

近年来 ,心理所制定了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的作者给予科研补助经费的规定 ,并在各种场合宣

传优秀论文成果和优秀论文作者 ,鼓励科研工作者

总结和凝炼研究成果 ,发表高水平论文 。正是在这

种政策引导下 ,广大科研人员与研究生发表的高质

量论文数量逐年增加 ,特别是 2006年以后 ,发表论文

数量和论文引用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并且形成了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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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实力较强的核心作者队伍 ,全面提升了心理所的 科研水平 ,奠定了心理所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表 5　刊载心理所论文最多的前 10种期刊及影响因子

排序 　　来源期刊 论文数量(篇) 比例(%) 影响因子

1 IntJPsychol 233 46.60 0.272

2 Neuroimage 18 3.60 5.457

3 ChinSciBull 13 2.60 0.770

4 Neuroreport 10 2.00 2.016

5 HumBrainMapp 10 2.00 6.151

6 NeurosciLett 10 2.00 2.085

7 BrainRes 8 1.60 2.218

8 ProgressInNaturalScience 8 1.60 0.508

9 LectNotesComputSci 7 1.10 0.403

10 JExpPsychol-LearnMemCogn 6 1.20 2.408

3.2　争取高质量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 ,提

高国际影响力

心理所要提高科研和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不但

要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有所突破 ,而且要提高论文

的影响力。虽然 1993-2008年心理所发表论文的

数量呈稳定上升趋势 ,但从收录论文的期刊来看 ,近

一半的论文发表于 IntJPsychol,而该刊的影响因子

并不高 。建议研究人员争取多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

上发表论文 ,以提高国际影响力 。

3.3　加强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 ,提高科研水平

近年来被 SCI收录的心理所论文数量逐年增

加 ,是因为心理所支持与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

际 、国内学术交流合作 , 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 、会议

论文集上发表论文 。尤其是 2004年被 SCI收录的

心理所论文数量迅猛增加 ,是 2003年的近 10倍 ,主

要原因是 2004年第 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北京召

开 ,心理所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有机会参加了此次交

流并且发表了会议论文。建议心理所进一步加强国

际合作研究 ,特别是和发达国家学者的合作研究 ,与

更多的国外大学建立固定的校际交流 ,互派访问学

者 ,并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的支持 ,提高心理所科研水

平和国际声誉。

3.4　正确看待发表论文和 SCI在科研成果评价中

的作用

一方面我们应积极鼓励和倡导科研人员多发表

论文 ,另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发表论文是为

了学术交流 ,积累和凝炼科研成果 ,提高科研水平 ,

不要为了发文章而 “发文章 ”。发表论文是提高科研

水平的方法和途径 ,在实际评价中 ,不能单纯地以论

文数量和被引次数多少来评价科研机构和个人的研

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而要分析论文对于学科发展的

影响和实际价值 。因此 ,在各种评价中 ,要以科学的

态度看待被 SCI收录的论文 ,既要看到 SCI和 SSCI

的重要性 ,也要对具体的成果和论文进行客观全面

的分析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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