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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术影响力评价

———以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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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CAJD)、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CPCD)、 中国

重要报纸论文全文数据库 (CCND)为检索来源 , 以华东地区省级党校图书馆发文量为研究主体 , 以 H 指数 、 A

指数为计算指标 , 从发文数量 、 发文质量及未来发展预期三个方面 , 详细分析 、 评价了 2001-2010 年间华东地

区党校图书馆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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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的检索源—CNKI 中国引文数据库是

当前国内期刊收录率及论文收录量最高的数据库 。

利用上述三个子库检索 2001-2010年间以华东地

区省级 (包括上海)党校图书馆 (如浙江省委党校

图书馆等)为署名单位的文献 , 检索时间为 2011

年6月 17日 , 署名单位不包括除省级党校外的其

他党校图书馆。为了保证检索结果的全面性 , 在处

理单位名称时 , 尽量考虑到作者署名的不规范性带

来的影响 , 如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 , 在检索过

程中 , 以 “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 为检索词 , 同时

将检索选项选择 “模糊检索” 。在检索过程中我们

会发现 , 由于各统计年度内的文献数量以个位数居

多 , 因此 , 一定程度的漏检会对统计 、 分析结果产

生较大的影响。在处理因漏检而产生的影响时 , 本

文分别以 2000年版 、 2004年版 、 2008年版的 《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 中的图书馆学 、 情报学核心期刊

为检索来源 , 以作者单位为检索项 , 以党校为检索

词 , 逐一筛选署名单位为华东地区党校的作者 , 然

后再以作者为检索项 , 以 “ ＊党校 “为检索词 , 在

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逐一检索出该作者未署单

位为 “＊党校图书馆” 的所有文献 。(不含作者单

位变更后的文献)

在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时 , 本文以综合发文

量 、专业发文量 、 专业核心发文量三种类型分别统

计 , 主要从绝对数量的角度体现各馆的科研实力。

综合发文量涵盖署名为 “ ＊党校图书馆” (包括上

海)的所有文献 , 专业发文量则是以图书情报学科

为主的文献 , 专业核心发文量范围相对较小 , 主要

包括署名作者发文时间内出版的最新版次的 《中文

核心期刊要目》 中的核心期刊所收录的文献。选取

作者总量 、 被引频次 、 下载频次三个指标来进行统

计 , 主要从绝对质量的角度体现各馆的科研实力。

在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时 , 由于研究对象相对较

少 , 在具体进行分析的过程中 , 我们会发现 , 从绝

对的数量和绝对质量角度 , 各馆的科研实力相对比

较明晰 , 但考虑到科研发展的动态规律 、 各馆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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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的比较以及各馆所呈现出的

不同发展走势 , 本文对各馆的被引频次因子 、下载

频次因子 , 学术成就指数—H 指数和 H 核内的绩

效—A指数分别进行了计算 , 修正仅以绝对数量和

绝对质量为评价标准而产生的误差 。

二 、 统计结果及分析

1 、 综合发文量统计

文 献 量

年 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合计

江西 3 2 1 2 1 2 3 4 2 10 30

山东 9 9 18 11 6 9 9 6 15 11 103

安徽 2 3 3 9 9 14 7 10 11 7 75

浙江 2 7 2 5 6 10 9 4 3 4 52

江苏 5 9 2 10 5 4 0 3 1 2 41

福建 10 9 15 6 15 15 7 2 2 2 83

上海 2 2 1 2 3 0 6 0 1 4 21

合计 33 41 42 45 45 54 41 29 35 40 405

表一　2001-2010 年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综合发文量统计

图一　2001-2010 年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综合发文量年度变化

通过图一可以看出 , 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在 2001-

2010年十年间的年度综合发文量变化较为波动 , 其

中在 2006 年度达到了发文量的峰值 54 篇 , 而在

2008年则回落至 29 篇 , 为十年间最低 , 2009 -

2010年则开始回升 , 其中 2010年发文量为 40 篇 ,

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向上攀升的态势 , 说明近两年华

东地区党校图书馆的科研工作重视程度有所提升 ,

馆员的科研意识也在逐步提高。

2 、 专业发文量统计

文 献 量

年 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合计

江西 1 2 1 1 1 1 2 2 1 9 21

山东 6 8 15 11 6 5 8 5 12 10 86

安徽 2 1 2 8 8 13 4 7 9 6 60

浙江 2 7 1 3 1 7 7 2 2 4 36

江苏 5 9 2 10 5 4 0 3 1 1 40

福建 10 9 15 6 15 15 7 2 2 2 83

上海 2 0 0 2 3 0 6 0 1 4 18

合计 28 36 36 41 39 45 34 21 28 36 344

表二　2001-2010 年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专业发文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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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2001-2010 年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年度专业发文量变化

　　从图二可得知 , 2001-2006 年六年间华东地区

党校图书馆专业发文量年增长缓慢 , 但仍呈现出上

升态势 , 并在 2006年达到峰值 45篇 , 与综合发文

量变化趋势类似 , 在 2007-2008年间专业发文量也

呈现出快速回落态势 , 并在 2008年达到了十年间的

最低值 21篇 , 而在 2009-2010年间则又出现快速

拉升的态势 , 并于 2010年达到 34篇 , 总体呈现出

了向上突破的态势 。

3 、 专业核心发文量统计

文 献 量

年 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合计

江西 0 0 0 0 0 0 0 1 0 2 3

山东 2 3 7 7 2 2 0 1 1 2 27

安徽 1 0 2 2 3 1 3 0 1 0 13

浙江 2 3 0 2 1 3 3 0 1 1 16

江苏 4 6 1 4 4 0 0 1 1 1 22

福建 8 7 7 3 8 5 1 0 1 1 41

上海 1 0 0 1 2 0 4 0 0 1 9

合计 18 19 17 19 20 11 11 3 5 8 131

表三　2001-2010 年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专业核心发文量统计

图三　2001-2010 年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年度专业核心发文量变化

　　核心期刊的发文量是判断一个学术性机构学术

影响力的重要标准 , 体现着该机构对某一学科领域

的学术前沿的关注和研究程度 。从图三可以看出 ,

2001-2010年间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专业核心发文

量呈现出不容乐观的走势 , 步入下降通道 , 其中

2001-2005 年走势平稳 , 但在 2006-2008 年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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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 并于 2008年达到十年间的最低值 3篇 , 2009

-2010年虽已开始逐步回升 , 但仍需馆界同仁的不

懈努力 。纵观上述三幅年度变化图 (图一 、 图二 、

图三), 我们可以得知 , 2008 年无论是综合发文量 、

专业发文量还是专业核心发文量都是十年间的最低 ,

这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 挖掘出真正的原因 ,

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提供些许思路。

4 、质量影响因素统计

数
值

指
标

人均

发文量

下载

频次因子

被引

频次因子
H 指数 A指数

江西 2.1 25.571 0.524 2 3.000

山东 3.9 71.279 3.360 9 14.083

安徽 6.0 59.017 2.050 5 7.000

浙江 3.6 68.917 2.583 6 9.000

江苏 2.7 69.125 4.975 6 17.667

福建 5.0 45.108 3.940 9 16.900

上海 2.3 95.444 1.944 4 7.000

均值 3.7 60.343 2.768 5.857 10.664

表四　2001-2010年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专业

发文质量影响因素计算结果

下载频次因子是一定时期内 , 下载频次总量与

专业发文总量的比值 , 同理 , 被引频次因子是同时

期内 , 被引频次总量与专业发文总量的比值。下载

频次因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专业发文的关注点 ,

下载频次因子较大说明在同期内所发专业论文能够

引起同学科研究者较多的关注 , 说明其研究和关注

的课题较为符合学术发展规律。被引频次因子则体

现了专业发文的质量 , 被引频次因子大小 , 能反映

专业论文内容被同行认可的程度。在表四中 , 上海

的下载频次因子最高为 95.444 , 说明其发表的专

业论文 , 与同时期内的专业研究前沿及热点问题比

较贴近 , 对其专业发文感兴趣的研究者较多 , 但其

被引频次因子只有 1.944 , 说明其所发专业论文的

主题虽比较符合学术前沿及研究热点 , 但论文的质

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江西下载频次因子最低为

25.571 , 且其被引频次因子也最低只有 0.524 ,

说明江西所发专业论文无论是对专业研究前沿及热

点的关注度 , 还是论文的质量都很低 , 不能引起研

究者的关注和同行的认可 , 十年内科研工作几无进

展。

H 指数是一种评价学术成就的新方法 。H 代表

“高引用次数” (High Citations), 一名科研人员 (机

构)的H 指数是指他至多有 H 篇专业论文分别被引

用了至少 H 次。H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人

(机构)的学术成就。一个人 (机构)的 H 指数越

高 , 则表明他 (机构)的专业论文影响力越大。A

指数为绩效核内论文被引用量的平均值 。A=M/H ,

M 为绩效核内论文被引用总量 。H 指数能够更好地

反映核心作品集的数量 , 而 A 指数能够更好地反映

核心作品集的影响力。表四中 , 福建 、山东的 H 指

数同为 9 为最高 , 但福建的 A 指数明显高于山东 ,

说明福建和山东虽具有相同的绩效核 , 但福建的绩

效核强度要优于山东 , 也即福建的学术影响力要高

于山东。江苏 A指数最大为 17.667 , 但其 H 指数

为 6 , 非最高 , 说明其绩效核较小 , 但绩效核强度

却最大 , 这就提示江苏应在论文数量上进一步提升。

三 、 结论

本文评价体系及指标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

并不能全面完整的反映各馆的真实状况 , 但以本文

的视角 , 2001-2010年间华东地区党校图书馆的学

术状况还是相对比较明晰的 。从综合角度来看 , 福

建 、 江苏的学术影响力最大 , 但近年来 , 其综合发

文量 、专业发文量 、 专业核心发文量都已呈现出明

显的下降趋势 , 令人担忧 。江西学术影响力虽为最

低 , 绝对数量也不高 , 但近一两年来其增长势头迅

猛 , 给了我们更多的期待。山东 、 安徽 、浙江总体

比较平稳 , 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非极值 , 其平

稳的发展态势 , 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 。上海总体也

相对比较平稳 , 但鉴于其较低的发展基数 , 仍需较

大的努力 。综合 2010-2010年十年间的具体数据及

未来的发展预期 , 作者认为 , 福建 、 山东 、 江苏 、

浙江 、安徽 、 上海 、 江西的排位结果 , 能比较准确

地反映华东地区党校各馆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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