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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统计分析:基于SSCI和A&HCI数据(2005-2009)》对国际著名人文社会科学
文献检索工具SSCI和A＆HCI在2005—2009年间收录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论文进行综合
性、多层面的统计分析。
包括论文的数量、国际排名、学科分布、地区分布、机构分布、文种分布、国内外合著以及被引用和
引用等情况。
研究的目的是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发展的角度。
审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的发展动向，尤其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和影响，为我国学术界和管理层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实证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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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报告Ⅰ 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统计分析——基于SSCI和A&HCI数据（2005—2009） 导论 1研
究背景 1.1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1.2定量评价方法在我国学术界的发展和应用 1.3对国际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工具SSCI和A&HCI的 利用 2研究内容 2.1研究的目的和重点 2.2研究的基本框架
和思路 3需要说明的问题 3.1论文数据的选取方法 3.2论文的学科领域归属 3.3第一作者论文的归属 3.4统
计分析的误差 统计分析 1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数量 1.1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
的数量和排名 1.2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第一作者论文数量 1.3小结 2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
论文的学科领域分布 2.1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数量 2.2SSCI和A&HCI收录中国
内地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论文数量 2.3小结 3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地区分布 3.1SSCI
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地区分布 3.2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各区域论文的学科分布 3.3小结
4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机构分布 4.1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机构类型分布
4.2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高等院校论文数量分布 4.3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研究机构论文数
量分布 4.4小结 5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期刊和文种分布 5.1SSCI和A&HCI收录发表中国内
地论文的期刊数量分布 5.2SSCI和A&HCI收录发表中国内地论文的期刊所属国家（地区）分布一
5.3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期刊和论文的文种分布 5.4小结 6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合
著情况 6.1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合著论文数量 6.2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合著论文的合著形
式 6.3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国际合著论文的合作国家（地区）数量分布 6.4SSCI和A&HCI收录中
国内地国际合著论文涉及的合作国家（地区）数量 6.5小结 7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被引情
况 7.1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被引量 7.2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各学科领域论文被引情
况 7.3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各地区论文被引情况 7.4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各类机构论文被
引情况 7.5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的高被引论文 7.6小结 8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引文
情况 8.1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引文量 8.2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各学科领域论文的引
文情况 8.3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各地区论文的引文情况 8.4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各类机构
论文的引文情况 8.5小结 结论 1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的数量呈增长态势 2中国内地人文社会
科学国际论文较集中于少数学科领域 3东部区域是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产出的核心区 4高等
院校是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的主要发源地 5中国内地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6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中合著论文占多数 7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的被引指标较
低 8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的引文指标有待提高 报告Ⅱ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国
际论文统计分析——基于SSCI和A＆HCI数据（2005—2009） 导论 1研究目的 2研究内容 3需要说明的问
题 3.1论文数据的选取方法 3.2论文的学科领域归属 3.3第一作者论文的归属 3.4统计的误差 统计分析
1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数量 1.1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
数量和排名 1.2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全文发表的论文数量 1.3SSCI和A&HCI收录中国
香港和台湾地区第一作者论文数量 1.4小结 2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学科分布
2.1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主要学科领域论文数量 2.2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
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论文数量 2.3SSCI和A&_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论
文数量 2.4小结 3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机构分布 3.1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
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机构类型分布 3.2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部分高等院校论文数量
3.3小结 4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期刊和文种分布 4.1SSCI和A&HCI收录发表中
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期刊数量分布 4.2SSCI和A&HCI收录发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较多的国
际期刊 4.3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文种分布 4.4小结 5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
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合著情况 5.1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合著论文数量 5.2SSCI
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内以及与其他国家（地区）间合著论文数量 5.3SSCI和A&HCI
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间合著论文的合著形式 5.4小结 6SSCI和A&HCI收录中国
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被引情况 6.1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被引量 6.2SSCI
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主要学科领域论文被引情况 6.3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
地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论文被引量 6.4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高被引论文 6.5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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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文的引文情况 7.1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论
文的引文量 7.2SSCI和A&HCI收录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各学科领域论文的引文量 7.3SSCI和A&HCI收录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论文的引文量 7.4小结 结论 1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
国际论文的数量稳步增长 2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较集中于少数学科领域 3高等院
校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的主要发源地 4发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
学国际论文的期刊稳步增加 5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中合著论文占多数 6中国香港
和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的被引指标有所下降 7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
的引文指标相对较高 附录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统计分析>>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合著情况，主要包括合著论文的数量、合著形式
、合作方来自的国家（地区），以及合作方来自数量较多国家（地区）的论文情况。
 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被引情况，主要包括这些论文的被引量，被引论文的学科、地区和
机构分布，以及高被引论文的情况。
 SSCI和A&HCI收录中国内地论文的引文情况，主要包括这些论文的引文量，有引文论文的学科、地区
和机构分布。
 “结论”部分从八个方面对统计分析的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对其中所反映的一些值得关注的发展
动向及其可能给我们的启示进行简要说明。
 “附录”部分包含与本报告内容相关的37个数据表，这些数据表是对本报告内容的重要补充。
 3 需要说明的问题 3.1 论文数据的选取方法 本项统计分析的论文数据来自汤森路透集团的SSCl
和A&HCl网络版数据库。
其中，有关我国内地的论文数据是以“Peoples R China”为检索词从这两个网络版数据库采集的，并
剔除其中所包含的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论文数据。
为了进行论文数量的国家（地区）排名，其他国家（地区）的论文数据均采用同样的方法从这两个数
据库采集。
 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的国家（地区）排名中我国内地的论文数量1.1部分，与进一步展开的统计分析
中我国内地的论文数量1.2—1.8部分有所差异，后者少于前者。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SSCI和A&HCI网络版数据库收录期刊中文献的原则是“Cover—to
—covey”，即对期刊中的各种类型的文献全部收录，其中主要是研究论文、综述和书评，但也包含一
些篇幅较小的文献，如会议论文摘要、社论、信件、年表、更正通知和书目等。
①为了使统计分析的结果较为公正、客观，需要将一些篇幅较小的文献删除；其二是所采集的论文数
据中，一些机构、地区和国家的名称存在不规范甚至错误的问题，需要用手工的方式逐一将其更正或
删除。
因此所采集的论文数据经过这些处理，数据量有所减少。
 3.2 论文的学科领域归属 论文的学科领域归属是本研究面临的一个难题，主要表现在国际人文社会科
学检索工具SSCI和A&HCI收录期刊及其论文的学科领域范畴与我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范畴有明显
差异。
SSCI和A&HCI论文的原始学科分类是按其来源刊的所属学科领域由计算机自动处理的。
由于来源刊的所属学科存在跨学科的问题，其论文的原始学科分类结果经常出现一篇论文可归属多个
学科领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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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统计分析:基于SSCI和A&HCI数据(2005-2009)》是作者（郑海燕）继2007
年主持完成《SSCI、A＆HCI和ISSHP收录中国论文统计分析（1995—2004）》的项目后，又完成的一
个有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文的多年度跟踪分析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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