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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运筹学栏目传播效果再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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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中心,重庆401331)

摘要:【目的】对《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运筹学栏目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价,为该栏目策划、组稿等方面提供参

考,以利于该刊及时调整、优化办刊线路。【方法】以CJCR及CNKI上该刊2008—2016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

Excel软件及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学科差异造成运筹学栏目的文献计量指标低于其他两个栏目;运

筹学栏目的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率均优于一般栏目数学论文,但二者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栏目创办前比,运

筹学栏目创办后载文量得到较大的提升,篇均引用率在不同职称下表现结果更趋于均衡,高被引频次比与创办前持平;

与《运筹学学报》的篇均被引频次数值接近,且统计结果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运筹学栏目载文在数量上提高较

大,所载论文传播效果较均匀。但质量还有提升空间,需根据实际情况对该栏目的用稿策略及宣传策划等方面进行调

整,使得运筹学栏目不仅传播范围广,传播质量也更优。

关键词:综合性学报;运筹学栏目;数学论文;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O212.7;G3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693(2017)06-0141-06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大多为综合性学术刊物,为了在日益严峻的出版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学术影响力,势必要

进行一些改革,其中突出办刊特色、突出学科优势成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
[1-5]。例如,李若

溪
[3]对《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从2003年就开始进行相关分析,再结合区域特色

和本校实际确立了该刊的优势学科。在这些调查分析基础上,《学报》于2007年第3期正式开设“运筹学与控制

论”(以下简称运筹学栏目)、“动物科学”(以下简称动物栏目)和“三峡地区资源环境生态研究”(以下简称三峡栏

目),且每期保持稳定刊发相关论文。随后方兴在研究中指出,自《学报》的3个特色栏目创办以来,动物栏目和

三峡栏目的论文年平均被引率和年平均篇被引频次均优于《学报》相关指标,而运筹学栏目的指标为3个特色栏

目中最低,甚至部分指标低于非特色栏目
[4]。而事实上,《学报》的刊登有数学、计算机、生物、地理、旅游等不同

学科的论文,由于学科差异,不同学科论文的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数据不具可比性,所以笔者认为该研究中关

于运筹学栏目的传播效果的结论有待进一步探讨,重新对运筹学栏目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价,为《学报》在栏目策

划、内容取舍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及时调整、优化办刊线路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

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2009—2016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或扩刊版)(ChineseS& Tjournal
citationreports,CJCR)以及中国知网(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CNKI)期刊、重要会议论文及

学位论文等数据库。用于比较的数据种类包括载文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率等
[6]。其中高被引

的定义参考方兴
[7]的结果,取被引频次在5次及以上的论文为高被引论文。3个特色栏目自《学报》2007年第3

期创办,因此研究中若无特殊说明,所有数据均从2008年开始统计。
将2008-2016年期间的栏目载文量、被引频次等文献计量指标录入Excel,利用该软件进行统计,计算被引

率、篇均被引频次。采取对数据进行交叉比较的方法,主要将运筹学栏目的论文(以下简称运筹学)与一般栏目

中的数学论文(以下简称其他数学)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并利用SPSS软件对部分数据进行统计检验(Mann-
WhitneyU 检验),利用这些文献计量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总结栏目的发展趋势

[8]。然后再将栏目相关数据与运

筹学方向的专业期刊《运筹学学报》进行横向比较,以便准确地评价《学报》运筹栏目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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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2.1《学报》及运筹学栏目载文情况简介

由表1可以看出,2008—2016年《学报》共载文1301篇,数学类论文总共465篇,其中运筹学栏目刊发173
篇,它们的数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总被引频次443次,被引率为64.74%,篇均被引频次为2.56次。而图1则

显示,2008—2012年间运筹学栏目和其他数学类论文数量一直处于稳定上升趋势,在2011、2012年二者增长速

度几乎相同,但2013年后却开始出现较大差异:其他数学类论文数量激增,它们的增长速度远大于运筹学栏目

的载文量增长速度。尽管如此,从数量上看,虽然学报刊载的其他数学类论文增长速度更快,但由于发表的内容

涉及群论、不定方程、微分方程、随机过程、图论、凸几何分析等等,研究内容比较分散,所以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无法保证稳定的作者读者群。而运筹学方向论文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优化理论及排序理论这两个方向,相对来说

更集中且增长稳定。从栏目设置的初衷来说,运筹学栏目已达到持续、集中报道该领域研究成果,以更好地吸引

作者和读者这一目的。在运筹学专业的各研究团体中形成了一定学术影响,所以该栏目自创办以来稿源一直稳

步增长,充足的稿源才能够保证对稿件的择优录用。
表1 2008—2016年《学报》载文量的基本数据

Tab.1 ThebasicdataofthepublishedpaperamountofJournalfrom2008to2016 篇

年份
载文量

《学报》 数学类 运筹学栏目
年份

载文量

《学报》 数学类 运筹学栏目

2008 97 28 11 2013 169 73 26

2009 116 30 11 2014 176 69 26

2010 123 39 16 2015 180 82 27

2011 116 30 15 2016 195 75 21

2012 129 39 20 总计 1301 465 173

图1 2008—2016年运筹学栏目与

一般栏目数学论文载文量变化趋势

Fig.1 Papersquantitychangetendency
ofcolomnsbetweenoperationresearch

andgeneralmathematicsfrom2008to2016

2.2运筹学栏目与《学报》内部指标对比

2.2.1基于学科数据分析《学报》3个特色栏目的差异 通过查

阅2015年版CJCR(核心版)可以看出,27种数学类期刊的核

心影响因子平均值为0.239,中值为0.222,且最高的为《数理

统计与管理》杂志,它的核心影响因子为0.602。而动物学专业

期刊的核心影响因子平均值为0.436,中值为0.415,《昆虫学报》
杂志的核心影响因子为0.737。不难发现,无论用哪个数据进行

比较,动物学期刊的影响、引用等指标均高于数学类期刊的指标。
而三峡栏目所涉及的地理学、生态学及环境科学等学科的期刊核

心影响因子平均值更是分别高达1.156,0.982及0.704,中值分

别为1.124,1.011及0.534。因此,方兴
[4]的研究中所得到运筹

学栏目指标低于三峡栏目与动物栏目指标的结果,并不能如实反

映运筹栏目传播效果的好坏。导致他这一结论的原因,从根本上

来说应该是由于学科之间的差异所产生。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如果要对运筹学栏目进行科学地评

价,就需要排除综合性学报的学科差异,对同类别论文进行比

较。所以本文主要选择与运筹学栏目论文研究方向相一致的论文的数据来讨论。

2.2.2运筹学栏目与一般栏目数学论文比较 运筹学属于交叉性较强的学科,既有数学理论方面的基础研究,又
有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由于《学报》刊发运筹学文章以数学理论研究为主,所以本文选择与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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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学报》刊发的其他数学类论文进行分析和探讨。
从表2可以看出,运筹学栏目被引率及篇均被引频次这2个指标除极个别情况外,大体遵循在一定时间内,

被引频次与时间成正相关这一文献传播规律。具体来看,该栏目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在2011、2016年2个年份

略低于一般栏目数学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在其他7个年份则明显高于一般栏目数学论文的计量指标。因新发

表论文被引存在滞后性,所以2016年的数据忽略不计。进一步对2011年的一般栏目数学类论文被引数据进行

梳理发现,2011年该类论文出现了两篇特别高被引文献,分别被引16次和22次。而运筹学栏目在2011年表现

较弱,仅4篇高被引文献且均未上10次。运筹学栏目与一般栏目数学论文在2008-2016年这9年间的篇均被

引频次的年平均值分别为3.03±1.77与2.31±1.34。另外,排除2011年和近期数据引用滞后的干扰后,运筹

学栏目高被引率优于一般栏目数学论文的结果,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总的来说,运筹学栏

目的传播效果优于一般栏目数学论文,但优势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在今后栏目策划中还需更注意向运筹学栏

目倾斜,优化稿件结构。
表2 2008—2016年运筹学栏目与一般栏目数学论文文献计量指标比较

Tab.2 Comparisonofbibliometricindicatorsbetweenoperationalresearchcolumnandgeneralcolumnfrom2008to2016

栏目 计量指标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运

筹

学

栏

目

被引率/% 90.91 100 93.75 80 70↓ 76.92 53.85 44.44 19.05↓

篇均被引/次 6 4.55 4.56 2.87↓ 3.95 2.5 1.38 1.19 0.29↓

高被引率/% 45.45 36.36 50 20↓ 35 23.08 7.69 3.7 0↓

高被引频次比/% 84.85 70↓ 79.45 46.51↓ 73.42 58.46↓ 36.11 15.63 0↓

零被引率/% 9.09 0 6.25 20 30↓ 23.08 46.15 55.56 80.95↓

一般

栏目

数学

论文

被引率/% 82.35 63.16 91.3 80 84.21 57.45 44.18 40 33.33

篇均被引/次 2.35 4.11 3.74 4 2.42 2.09 0.95 0.65 0.46

高被引率/% 11.76 21.05 30.43 40 15.79 19.15 0 1.82 1.85

高被引频次比/% 35 80.77 68.6 80 52.17 65.31 0 13.89 20

零被引率/% 17.65 36.84 8.7 20 15.79 42.55 55.81 60 66.67

  注:表中带箭头的数据表示该项指标比一般栏目数学论文指标低。

2.2.3运筹学栏目与栏目创办前比较 运筹学栏目创办前后,2004—2016年《学报》所登载的运筹学方向论文的基

本数据统计见表3,并将这些数据按作者职称进行归类计算,结果见表4。其中高被引频次比为不同职称分类下高

被引论文被引频次与总被引频次比值,高被引篇次比为不同职称分类下高被引总篇次与论文总篇数的比值。

表3 运筹学栏目创办前后运筹学论文计量指标

Tab.3 Comparisonofbibliometricindicatorsofoperationsresearchfrom2004to2016

年份
载文

量/篇

总被

引/次

发表后3年

总被引/次

篇均被

引/次
年份

载文

量/篇

总被

引/次

发表后3年

总被引/次

篇均被

引/次

2004 7 57 11 8.14 2011 15 43 24 2.87

2005 11 90 23 8.18 2012 20 79 43 3.95

2006 16 84 30 5.25 2013 26 65 37 2.50

2007 10 47 23 4.7 2014 26 36 30 1.38

2008 11 66 22 6 2015 27 32 24 1.19

2009 11 50 26 4.55 2016 21 6 — 0.29

2010 16 73 32 4.56

   注:因2016年发表论文不足3年,所以该年无“发表后3年总被引频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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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从表3可以看出,栏目创办至今,运筹学方向载文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因为总被引

频次是累计统计历年来文章的被引情况,因此年代越长,累计的频次会越高。所以为了使栏目创办前后,也即

2004—2007年份段与2008—2016年份段之间的频次具有可比性,需要选取同样时长的期间累计值来对比,本研

究选取了论文发表后3年的被引频次作为对比指标。图2则是2004—2016年每年论文发表后3年内的被引频

次。可以看出,栏目创办后的被引情况总体上优于栏目创办前的情况。上述两个方面充分说明运筹学栏目创办

后该专业的传播效果更好。

图2 论文发表后3年内总被引频次

Fig.2 Thetotalciteswithin3yearsafterpublicationofpapers

但是也应注意到,笔者通过对2004—2016年每篇

论文的被引数据进行整理后发现,在2004—2007年,
也即栏目创办前出现了17篇高被引论文,高被引率为

38.63%,它们的被引频次均在5篇次以上,其中被引

10次以上(特高被引)的就有9篇,甚至有1篇被引频

次为20次,有2篇被引频次达到了34次。这9篇特高

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对总被引频次的贡献率达到了近

60%。17篇高被引论文中有9篇为专家的特约稿。而

栏目创办后随着稿源的逐渐增多,也有36篇高被引论

文,高被率约为20.83%。但与此同时,从表4也可以

看到,零被引论文增长迅速,达到了61篇,所占比例从

栏目创办前的4.55%升至栏目创办后的35.26%。这

些零被引论文严重拉低了篇均被引频次,因此,需要在栏目建设工作中制定相关的方案,促进被引频次持续稳定

地增长,以利于运筹学栏目的传播效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从表4可以看出,在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频次比、高被引率及高被引论文的篇均被引率这几方面,栏目创

办前第一作者为正高、副高的相关指标均远大于同期第一作者为中级及以下和研究生的论文指标,几乎达到了

2倍,甚至3倍。这也证明同样作为高被引论文,栏目创办前,第一作者职称更高的论文质量更优,传播效果更

好;而栏目创办后,这些数据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每个职称分类下基本上持平,说明这些高被引论文的传播效果

接近,且与职称关系不大。这一比较结果显示,栏目创办后第一作者为正高、副高职称的论文传播效果较创办前

有所下降,但中级职称或研究生的论文传播效果有所提高。

表4 运筹学栏目创办前后不同职称引用指标比较

Tab.4 Comparisonofbibliometricindicatorsondifferenttitlesfrom2004to2016

时间

阶段
职称 载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次

高被引

篇次

零被引

篇次

高被引频

次比/%

高被

引率/%

高被引论文篇

均被引频次

2004—

2007年

正高 6 81 13.5 4 0 95.06 66.67 19.25

副高 8 72 9 5 0 88.89 62.50 12.80

中级及以下 5 11 2.2 1 2 54.55 20.00 6.00

研究生 25 127 5.08 7 0 40.94 28.00 7.43

合计 44 291 6.61 17 2 68.38 38.64 11.71

2008—

2016年

正高 16 62 3.88 5 2 69.35 31.25 8.60

副高 27 71 2.63 7 6 66.20 25.93 6.71

中级及以下 52 122 2.35 8 19 50.00 15.38 7.63

研究生 78 188 2.41 17 34 73.94 21.79 8.18

合计 173 443 2.56 37 61 66.14 21.34 7.84

2.3运筹学栏目与运筹学专业期刊比较

下面对2008—2016年《学报》运筹学栏目和运筹学方向的专业期刊《运筹学学报》的一些计量指标进行对比分

析,具体数据统计见表5。二者的篇均被引频次除2014年外,总体来说运筹学栏目的指标略高于《运筹学学报》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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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篇均被引频次进行非参数性检验显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也即说明运筹学栏目和《运筹学学报》传播效果

相近,几乎无差异。因2014—2016年的论文被引存在滞后,所以在对零被引率进行非参数性检验中予以排除。
2008—2013年的零被引率统计结果显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事实上,运筹学学报的零被引率为

36.63%,略高于《学报》运筹栏目的零被引率。但从表5也可以看出,《运筹学学报》较低比例的高被引论文对总被

引频次作出了较大的贡献,76篇高被引论文总共被引827次。即15.59%的论文贡献了65.07%的被引频次,高被

引论文的篇均被引达10.88次,高于表4中《学报》运筹学栏目的7.84次。另据统计,这些高被引论文有25篇特高

被引论文,总共被引504次。这5.20%的论文对总被引频次的贡献率为39.65%。就这一点来说,《运筹学学报》的
高被引论文传播效果优于《学报》运筹学栏目的高被引论文,这一结果产生的主要是由于《运筹学学报》为中国运筹

学会主办的专业期刊,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学报》作为综合性期刊,在对高质量稿件的吸引力上

略逊一筹。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运筹学学报》在排除特高被引论文干扰的情况下,其他论文的传播效果与《学
报》运筹学栏目论文的传播效果接近;高质量的论文对期刊传播效果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表5 运筹学栏目与《运筹学学报》文献计量指标比较

Tab.5 ComparisonofbibliometricindexbetweenoperationalresearchcolumnandORTransactions

年份

运筹学栏目 《运筹学学报》

载文

量/篇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论

文比/%

零被

引/篇

载文

量/篇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论

文比/%

零被

引/篇

2008 11 66 6 45.45 1 57 269 4.72 28.07 16

2009 11 50 4.55 36.36 0 56 241 4.30 28.57 16

2010 16 73 4.56 50.00 1 53 192 3.62 26.42 13

2011 15 43 2.87 20.00 3 54 89 1.65 6.74 24

2012 20 79 3.95 35.00 6 50 190 3.80 22.00 13

2013 26 65 2.50 23.08 6 53 90 1.70 5.67 13

2014 26 36 1.38 7.69 12 49 123 2.51 16.33 18

2015 27 32 1.19 3.70 15 57 64 1.12 3.51 25

2016 21 6 0.29 0.00 17 52 13 0.25 0.00 43

3研究建议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组约运筹学知名专家的综述类稿件。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学报》所刊载的专家特约稿,基本上

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陈光亚教授的论文分别被引34篇和20篇;并且从专业期刊《运筹学学报》的高被

引论文分析情况来看,特高被引论文大多都为专家特约稿,这些稿件对总被引频次的贡献率接近40%。因此,高
质量的专家稿对栏目的传播效果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以处于学术中间层的研究者稿件为重点组约对象。在积极组约专家稿件的前提下,还应重点制定对博

士、副教授等处于学术研究中间层的研究人员的约稿计划。这一学术群体处于发展期,近期来看可能论文对期

刊的引用贡献不大,但他们发展后劲较大,通常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有很大可能会成为研究生导师,仅就学生对他

们研究内容的学习这方面来说,就存在长期且稳定的引用增长点,延长运筹学栏目论文传播的时效性。这对《学
报》来说,隐性贡献率比较大。
3)筛选运筹学方向专业期刊最近几年刊发的高被引文章,尤其是综述类的专家论文;从中选出学科发展可

能的热门方向,以便于在组稿、选稿、用稿中有所参考。热门的研究内容在关键词搜索中更容易被检索到,这就

加大了《学报》的传播可能性。
4)严格把关,控制研究生发文数量,筛选出优秀的研究生论文。从前面的统计可以看到,自栏目创办以后,

55.73%的零被引论文来自研究生的论文,这一数量在总载文量总占近20%。同时也应注意到,近一半的高被引

论文是也研究生论文。因此,这就需要栏目编辑具有更专业的知识,也需要请审稿专家更严格的把关,从中选出

优秀的高水平的研究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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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作者引用意识。经调查,有很多作者在论文撰写时,对本人发表论文引用的意识不强,也有时会在录

入时因信息记不全而放弃引用。因此,作为期刊在发表论文后更应注意在对作者强调引用重要性的同时,提供

更好的服务。如将本刊已发表的同专业论文按引用格式汇编,发给相应的作者,以方便他们引用;也可以通过制

定相应的措施,鼓励作者读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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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valuatedofDisseminationEffectsofOperationsResearchColumnon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HUANGYing,FANGXing,LIRuoxi
(EditingandPublishingCenter,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Purposes]Toevaluatethecommunicationeffectofoperationalresearchcolumn(ORcolumn),provideareferenceforthe
columnplanning,contributionssolicitation,etc,tofacilitatetheproceedingstimelyadjustment,optimizetheroute.[Methods]Based
onthestatisticsofCJCRandCNKIfrom2008to2016,thedatawerecomparedandanalyzedbyusingExcelsoftwareandSPSS
software.[Findings]Thebibliometricindicatorsofoperationalresearchcolumnsarelowerthanthoseofothertwocolumns.The
papersofORcolumnarebetterthanthemathematicspapersingeneralcolumn,butthedifferencebetweenthemisnot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ndtheORcolumngetbiggerpromotioncomparedwiththeperiodbetween2004and2007.Therateofaveragecitedper
papertendstobemorebalancedondifferenttitles.Citedfrequencyishighlyatthesamelevelsasbefore.Theaveragecitedperpaper
isclosedtotheORTransactions’andthestatisticalresultsarenotstatisticallysignificant.[Conclusions]Thequantityofthearticles
hasbeenimproved.Andthedisseminationeffectofthosepapersismoreuniform.Buttherestillneedtoimprovethequality.And
accordingtoadjustingthestrategyplanningandpromotionofcolumn,itcanmakethedisseminationeffectofORcolumnnotonly
widely,butalsobetter.
Keywords:comprehensivelearnedjournals;operationsresearchcolumn;paperaboutmathematics;dissemination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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