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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实型数据为基础的学科优劣势分析 

•如何利用多源数据为机构的学科战略规划提供支撑 

•如何考察机构的科研合作情况 

•如何分析机构中研究人员/团队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 

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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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实型数据为基础的学科优劣势分析 

——权威数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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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与同行评议 

 

 

 小范围内，自下而上的视角 

 绝对的、主观认知和判断 

 受到较早以前研究成果的影响 

 

 

 全球化，自上而下的视角 

 加权的、相对的度量方法 

 能够揭示最新研究的贡献 

同行评议 绩效分析 

 定性指标 定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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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与同行评议 

“科学计量学指标并不是要取代专家(评议)，而是为了能够对研究

工作进行观察和评论，从而使专家掌握足够的信息，形成根据更

充分的意见，并在更高的信息集成水平上更具权威性。” 
 

Dr. Ronald Rousseau, “评价科研机构的文献计量学和经济计量学指标”，《科研评

价与指标》，红旗出版社，第17页，2000年 

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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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献计量领域顶尖科学家设计的研究方法与分析
工具 

• 文献计量分析作为目前主流的研究评价
方法，源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科学计量
学和科学引文分析1,2。 

• 作为科学引文索引的创始者，汤森路透
在文献计量研究领域非常活跃，并一直
致力于为研究评价开发基于多指标的计
量分析工具。 

 

 

 

 

 

 

 

 

Eugene 

Garfield 

1. Narin F. Evaluative bibliometrics: The use of publication and citation analysis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ctivity[M], Cherry Hill, 

NJ: Computer Horizons, 1976  

2. Braun T., Glänzel W., Schubert A. Scientometric indicators, A 32-country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publishing performance and 

citation impact[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 Co., 1985 

•引文索引
的创始 

•汤森路透
知识产权
与科技终
身名誉董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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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发表

论文提出将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
文献检索与分类工具。将一篇文献
作为检索字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
展过程 

 

• 1964年出版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1973年出版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1978年出版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Dr. Eugene Garfield 

信息科学开创者之一 

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 

引文索引的创始人 

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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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Cited 
References 

1993 
1991 

1995 

1980 

2003 Times 
Cited 

Related 

Records 

2003 

2004 

1999 

2002 

1994 

2004 

 Citing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 Cited References 越查越深 

… Times Cited 越查越新 

… Related Records 越查越广 

1998 

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势、

机构/作者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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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全球权威学术信息 

• 严格遵循50多年来一贯的选刊标准，遴选全球最具
学术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 

• 完整收录每一篇文章的全部信息，包括全面的引文
信息 

• 前所未有的回溯深度，包含1900年至今的共4900多
万条文献和7亿多条参考文献 

 

布拉德福定律：80%的重要科
技文献集中在20%的出版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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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和科研评价: 从国家到个人 

基本准则 

–  基础研究优于应用研究 

–  整体优于个体 

–  长期优于短期 

–  相对指标优于绝对指标 

–  多指标优于单指标 

 

  

总的来说：同类对比，而非“拿苹果与橘子比较” 

  
Henk F. Moed, Citation Analysis in Research Evaluation, (Spring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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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评估指标的演变 

发表论文的绝
对数量 

 

问题： 

发表1000篇的机
构就一定优于发表
900篇的吗？ 

发表论文的被
引次数 

 

问题： 

被引用100次的文
章就一定优于被引
90次的吗？ 

考虑到学科和
出版年代差异
后的比较 

 

问题： 

当绝对数量差异较
大时如何比较？ 

一系列相对指
标的组合 

 

SCI论
文量 

高影响力论文 
综合指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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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宣言：运用科学计量学进行科研评价十原则 

原则1：定量评估是为支撑定性的专家评估服务的，而不能取而
代之。 

原则2：对科研机构、科研团队和科研工作者的评估，应参照
（而不是脱离）他们当初制定的愿景和目标来进行。 

原则3：对那些接地气的用本国语言发表的论文不可忽略不计。 

原则4：评估中使用的数据采集、分析过程，必须是开放的、透
明的和简便易行的，而不能搞黑箱操作，不能搞得像天书一样。 

原则5：应允许被评估者复查复核评估的数据和评估过程。 

原则6：应充分考虑不同研究领域、不同学科在发表和引用等方
面实践上的巨大的差异，要区别对待。 

原则7：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估，要以定性评估为基础；对不同科
研生涯阶段的科研工作者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 

原则8：要避免滥用评估指标的可操作性具体性（如引用数）和
虚假的精确性（如影响因子）。 

原则9：要认识到评估指标和评估体系可能对大学和科研机构带
来的系统效应，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 

原则10：要时常检视评估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13 

•以事实型数据为基础的学科优劣势分析 

•如何利用多源数据为机构的学科战略规划提供支撑 

•如何考察机构的科研合作情况 

•如何分析机构中研究人员/团队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 

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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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全面了解本机构的学术表现
和研究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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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至2014年南京大学的论文发展态势 

2009： 3165 

2008： 2602 

1995年至2014年南京大学的科研发文
量稳步攀升，从1995的766篇增长至
2014年的4956篇； 

在2009年，南京大学的论文量较前一
年有了快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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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科研论文的引文影响力表现和基准线
对比 

南京大学的学科规范化
引文影响力为1.17，超
过了中国同类型高校的
平均水平和全球的基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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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科不同年份论文的引文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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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科的篇均被引频次有很大的差异   

需要学科归一化 

因为引文是动态变化的，随着时间推移会不断增长，因此不适宜将不
同时间段发表的文章放在一起比较 

需要时间归一化 

不同文献类型的文章其引文的行为也有所不同。通常一篇论文获得的
引用没有一篇综述得到的引用次数多 

需要文献类型的归一化 

InCites:  
指标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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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的定义 

2006年在
Economics学科

发表的文献类型
为article的文章
篇均被引频次 

对于这篇2006年
在Economics学
科出版的文献类
型为article: 

若>1, 说明其引
文影响力已经超
过全球平均水平 

若<1, 说明引文
影响力不及全球
平均水平 

文献类型: 

Article 

期刊所在学科: 

Economics 

15/12.14 =1.24 

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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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发表的科研论文在其所在期刊的表现
(JNCI) 

南京大学与全球论文
的期刊规范化引文影
响力基准值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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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高影响力论文表现 

与全球高被引论文百分比的基
准值相比，南京大学高被引论
文的百分比为1.25%，超过全
球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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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发表的科研论文的平均百分位 

全球论文的平均百
分位为54.23，南京
大学为54.01，可见
南京大学发表的文
章总体引用影响力
基本与全球论文的
平均水平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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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百分位(Average Percentile)—示意 

论文1 被引用1365次 

论文2 被引用1278次 

论文3 被引用1139次 

论文4 被引用987次 

论文5 被引用935次 

论文6 被引用821次 

…… 

论文100 被引用4次 

全球
发表
论文 

百分位2% 

百分位5% 

百分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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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绩效定量评价基础与思路：丰富和多元化的指标 

论文产出和引文
影响力 

规范化指标  高水平论文 合作指标 

Web of Science文
献量 

被引频次 

引文影响力 

被引文献所占百分比 

H 指数 

百分位和平均百分位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
力 

学科期望引文影响力 

高被引论文 

热点论文百分比 

期刊规范化引文影响
力 

期刊期望引文影响力 

相对世界平均水平影
响力 

被引次数排名前1%

的论文百分比 

被引次数排名前10%

论文百分比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
力 

高被引论文 

横向合作论文百分比 

国际合作论文所占百
分比 

国际合作论文量 

标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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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构重点学科的研究产出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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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目前已经进入的ESI学科(2015年11月) 

截至2015年11月，南大已经有
15个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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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发表论文最多的10个ESI学科 

• 化学和物理发文最多，远远超过
其他学科； 

• 除了空间科学外，其余9个学科
均进入ESI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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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10个ESI学科的引文影响力表现 

• 南京大学在材料科
学的CNCI最高，
达到1.46； 

• 10个学科均超过或
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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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10个ESI学科中高被引论文百分比 

• 南京大学在工程学的高被
引论文占比最高，达2.56% 

• 相比其他学科，空间科学
高被引论文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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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10个ESI学科中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 

• 这10个学科的
国际合作比例，
除化学与材料科
学外均超过了全
球的基准值
20.98%； 

• 其中空间科学的
国际合作比例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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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科规划与发展——关注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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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科规划与发展 
关注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科 



33 

和x学校的科研产出相比，竞争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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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锁定对标机构 

可以利用阈值选择和自身
产出或者影响力较为接近
的机构作为对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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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与其他机构在化学学科科研产出趋势
对比 

• 浙江大学每年的论文产出
均超过其他机构； 

• 南京大学在2009年超过了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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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与其他机构在化学学科科研产出量对
比 

浙江大学仍然是产出总量最
多的学校，其次是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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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与其他机构在化学学科科研产出的引
文影响力表现对比 

• 清华大学的论文
在CNCI指标下表
现最好 

• 南京大学的论文
在CNCI超过全球
基准值以及这4所
机构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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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与其他机构在化学学科论文的影响力
在其所在期刊的表现 

• 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发表的文章的影响力
在四所机构中最多，
超过了全球基准值以
及这4所机构的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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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与其他机构在化学学科的高被引论文
情况 

• 清华大学的高被引论文
最多，达到163篇； 

• 南京大学的高被引论文
为1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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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与其他机构在化学学科的高被引论文
百分比 

• 与1%的期望值相比，
四所机构都超过了期
望值，说明这四所机
构在高被引论文中表
现均比较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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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绩效评价中的多源数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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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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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对本机构十分重要的期刊的信息 
 
 



44 

InCites系统报告——本地期刊利用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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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系统报告——本地期刊利用率报告 

•在哪些期刊上本机构的作者表现优于期刊影响力的平均水平 （JNCI） 

•本机构的作者在哪些期刊上发表论文最多 

•本机构的作者较多的引用了哪些期刊上的研究成果 

•本机构的作者的参考文献的年代分布 

•哪些期刊较多的引用了本机构作者的文章 

•本机构各个阶段发表的文章的被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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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实型数据为基础的学科优劣势分析 

•如何利用多源数据为机构的学科战略规划提供支撑 

•如何考察机构的科研合作情况 

•如何分析机构中研究人员/团队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 

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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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在化学学科合作最多的十个国家
/地区 

和中国本土机构合作的论文最
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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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合作最多的十个国家/地区的引文影
响力表现（化学学科） 

• 南大和日本合作的论文引文
表现最好，达到2.05； 

• 除马来西亚外，和其他国家
/地区合作论文的规范化引
文影响力均超过全球平均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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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合作最多的十个国家/地区中排名前
10%的论文百分比（化学学科） 

•和日本、美国、新加
坡合作论文的位于全
球被引频次前10%的
论文占比最多； 

 

•除马来西亚外，合作
的论文均超过全球平
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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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在化学学科合作最多的10个机构 

合作最多的10所机构中仅
有1所是国外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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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合作最多的10个中国机构的引文表现
（化学学科） 

• 中国机构中，和中科院合作产
出影响力最好； 

• 其他合作论文的影响力超过全
球规范化影响力的平均水平的
机构包括：东南大学、上海大
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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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合作最多的国际机构的引文表现（化
学学科） 

和国外机构合作论文的影响力
除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外，
都超过了全球标准化影响力的
平均水平，并且普遍比国内机
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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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机构的横向合作 
——机构总体（2005-2014） 

南京大学在过去10年横向合
作论文百分比为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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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实型数据为基础的学科优劣势分析 

•如何利用多源数据为机构的学科战略规划提供支撑 

•如何考察机构的科研合作情况 

•如何分析机构中研究人员/团队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 

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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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在化学学科发文最多的作者 

朱海亮 

鞠熀先 

李一志 

每一名作者都有多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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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相同作者的不同记录组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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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esearcherID查看论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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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南京大学在化学学科发文最多的作者的高被引
论文情况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
指标来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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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指标作为评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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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eb of Science自定义数据集了解某一重点实
验室的表现 

在Web of Science中检索“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记录，
选择保存到InCites 



61 

深入分析某一重点实验室的表现 

• 图中展现了该重点
实验室论文的全部
参与机构信息 

• 通过基线，可以评
估这一实验室总体
的引文影响力水平 

• 了解每一篇论文的
相关指标 

• 通过重新聚焦，可
以对该数据集进一
步分析：合作机构、
人员、期刊分布等 

 



62 

深入分析某一重点实验室的表现 

• 图中展现了该重点
实验室论文的全部
参与机构信息 

• 通过基线，可以评
估这一实验室总体
的引文影响力水平 

• 了解每一篇论文的
相关指标 

• 通过重新聚焦，可
以对该数据集进一
步分析：合作机构、
人员、期刊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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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某一重点实验室的表现——寻找高效
合作伙伴 

• 图中展现了与配位化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合
作最多的10所机构合

作论文的学科规范化
引文影响力指标 

• 可以看到和大阪大学、
中科院等机构合作论
文的影响力表现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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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某一重点实验室的表现——分析机构人员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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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InCitesTM平台： 
 
全方位科研绩效分析平台  助力科研管理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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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InCites平台 

多角度、多层级、多指标学科绩效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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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InCites数据库的基本信息-和旧版的变化 

RPP &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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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数据库的数据内容 

68 

•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七大索引数
据库 

• 新增GIPP数据内容及指标 

• 出版年：1980-至今 

•全球所有进行过变体归并的机构信息 

•每篇文献的题录和指标 

• 文献类型：所有 

GIPP：全球教育机构概览大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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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的特点 

– 新增导出功能，可导出各个

学科进入前1%的机构和指标
数据。 

– 轻松导出ESI阈值，基准

数据等 

– 新增分析功能，可以显示某机

构在各个ESI学科的高被

引论文、热点论文和Top 

Paper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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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特点 

– 新增期刊的ESI分类 

– 增强了期刊信息，包括是否为

Open Access和Title 

Suppression的信息 

– 分析和比较某学科多种期刊的
引文指标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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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InCites中每一篇文章都有详细的指标 

学科标准化引文
影响力 百分位 

被引频次 

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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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的ESI与Web of Science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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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的JCR与Web of Science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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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型数据在科研管理和战略规划中的应用 

战略规划: “turning data into intelligence” 

事实型数据： 

• 科研人员和研究团队 

• 学术论文/专利的产出 

• 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 学科的发展 

• 国际合作 

• 基金资助的投入产出回报 

• 全球研究前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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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 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室 

电话：+86-10 57601200 

传真：+86-10 82862088 

邮箱：ts.info.china@thomson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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