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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制定竞争力提升方案提供参考。【方法】对《学报》

2013—2017年的作者基本数据进行统计,根据普赖斯定律和二八定律确定核心作者候选人,再用综合指数法对结果进行

校验,最终确定《学报》2013—2017年的核心作者群。最后从作者职称构成、地区分布、学科分布等方面对核心作者群进

行分析。【结果】1)中低职称的成长型及在读研究生型的核心作者发文的文献计量指标更好。2)《学报》核心作者分布地

区更广,校外作者所占比例持续增加。3)数学方向的核心作者数量仍占优势,生态学、旅游学方向的核心作者发文计量

指标较好。【结论】《学报》应参考分析结果制定未来的组约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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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创刊于1984年,是由重庆师范大学主办的综合性自

然科学类学术期刊,多次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主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并连续3次遴选为中国科学引

文索引(Chi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CSCD)的来源期刊,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在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类名列前

茅。自创刊以来,随着期刊的不断发展,《学报》作者群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包括作者分布、作者职称、作者研究

方向及作者发文被引情况等。而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信息交流传播的重要载体,基于受众和传播内容的特殊性,
读者与作者往往相互转化。因此通过对作者群统计数据的分析来加强作者队伍建设,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科技期

刊扩大传播受众,提升传播水平。因此,有必要对《学报》近些年的作者群进行分析,以提高《学报》在未来的核心

竞争力,提高办刊水平。
作者是期刊文献的重要外部特征之一,作者水平高低直接决定着期刊载文质量的优劣[1];而核心作者作为

作者队伍中的主要力量更是直接决定了期刊的基础。如何确定期刊的核心作者成为了作者群队伍建设的关键,
现有文献也通过不同的方法对核心作者进行定义,主要的方法有普赖斯定律、二八定律、综合指数法等。徐红

星[2]定义核心作者群为发文量大且影响也较大的作者集体,并根据普赖斯公式将统计期内发文最多的作者作为

最大值,求得多产作者并将之确定为核心作者;但他同时也指出,遴选出的核心作者群仅占作者总数的17.69%,
与普赖斯定律的50%存在差距。钟文娟[3]则认为核心作者与高产作者不同,而应是发文多且所发论文被引频次

也较高、对所研究学科发展起较大推动作用的精英作者;并对所讨论期刊的185名高产作者用发文和被引两项

指标计算相应的综合指数,最终测定出64位核心作者。丁岩[4]则将作者群分为专家作者、核心骨干型作者及成

长型作者,其中核心骨干型作者定义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学科和技术骨干。丁岩所定义的核心作者

范围更广泛、更灵活,但技术骨干这一定义相对来说主观性更强,可能会存在评价结果不客观的问题。姚雪等人[5]

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出高产作者候选人,再根据二八定律确定高影响核心作者候选人,最后综合两项确定出核心作

者群。本文将根据《学报》实际情况参考姚雪等人的研究方法确定核心作者群,再用综合指数法对此进行验证。

1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2013—2017年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学报》在统计时间段内发

文的第一作者为统计对象,对统计年间第一作者的发文数、被引频次、作者职称、作者单位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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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统计的发文不包含研究简报、转载、更正、总目次等非论文信息。数据检索时间为2018年2月15日-18日。
将2013—2017年间的需统计指标录入Excel,并根据普赖斯定律和二八定律,结合《学报》实际情况确定核

心作者群候选人,再以综合指数法[6]对结果进行校正,最终确定《学报》2013—2017年的核心作者群。对核心作

者群的特征进行分析,提出关于《学报》如何打造出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方面的建议。

表1 《学报》2013—2017年作者数量及合作情况

Tab.1 ThequantityandthecooperationofauthorsinJCQNUfrom2013to2017

年份 作者数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独著/篇 合著/篇 合作率/% 合作度

2013  484 168  750 32 136 80.95 2.881

2014 440 173 415 40 133 76.88 2.543

2015 503 178 330 29 149 83.71 2.826

2016 581 193 177 24 169 87.56 3.010

2017 461 144 28 20 124 86.11 3.201

5年合计 2469 856 1700 145 711 83.06 2.884

2《学报》2013—2017年的核心作者测评

2.1作者相关数据的基本情况

2013—2017年《学报》符合统

计要求的载文共计856篇,发表论

文的总人次为2469人次,来自

172个不同单位。作者的基本情

况见表1。表1中合作度指统计

期内被统计文献的作者总人次与

总论文数之比;合作率是指统计期

内非独著论文在总论文数中所占

比例。合作度、合作率的数值越

大,则说明所刊载的论文科学合作程度高,这对于科学研究非常重要,可以有效发挥多名作者的优势,实现互补,
提高科学研究及学术成果的质量。

表1的数据表明:1)本刊所登载的论文合作度、合作率占比较大,整体趋势比较平稳。说明《学报》的作者以

团队作者为主,单一作者所占比例极少,且持续减少。因此对作者情况进一步统计还发现:在所有合作的论文

中,以参与形式合作的有406篇,约占总量的47.43%;以“研究生+导师”指导形式合作的有305篇,约占总量的

35.63%;研究生独著论文仅5篇,约占总量的0.58%。这说明所刊载的论文中,作者主要构成以高校或科研机

构的科研人员为主,研究生占有一定比例,并且研究生论文基本上经过导师指导,以合作撰写的方式发表保证了

论文的学术水平。2)作者数在2013—2017年分布比较平均,说明作者队伍的稳定,波动较小。
2.2基于高产作者分析的备选名单

根据普赖斯定律,利用公式M=0.749× Nmax进行统计计算,确定2013—2017年《学报》的高产作者。其

中M 为论文篇数,Nmax为统计年限内同一作者发文最多的论文数。在统计时间段中,发文最多的作者为陈洪凯,
统计期间内发文9篇。因此,计算得到M=2.247。若M 取3时,高产作者23名,累计发文82篇,占总发文数的

9.58%;若M 取2,高产作者有89名,累计发文214篇,占总发文数的25%。综合考虑《学报》的实际情况和样本

数据的总量,将M=2时的89名高产作者作为核心作者的备选。
2.3基于高被引分析对高产作者的筛选

统计时间段中总被引频次为1700次,其中有引用次数的论文为464篇,零被引论文392篇。论文单篇被引

最高为李孝坤在2013年1期《学报》发表的论文,被引32次。根据普赖斯公式计算得出单篇被引在5次及以上

的作者为高被引作者。而《学报》统计时间段中符合要求的有115篇论文,共计被引1013次。同时,根据二八定

律,20%左右的作者需要贡献80%左右的被引率。由于本研究统计的是第一作者,因此二八定律里的作者数等

同于本研究里的论文篇数。则根据论文总篇数及总被引频次计算得出需要约170篇论文贡献1360次被引。通

过对基础数据的整理得到,本统计时间段内被引4次及以上的论文累计被引频次为1153次,最接近二八定律。
因此,综合两种评价方法进一步缩小核心作者群范围,从89位高产作者备选名单中选出论文被引4次及以上的

作者共计37位作者,其中重复出现有6名,因此有31位作者为2013—2017年《学报》的核心作者候选人。
按照文献[3,6]的研究方法,计算所有高产作者的发文指标与被引指标。发文指标即高产作者发文平均数,

为高产作者发文总篇数与高产作者总数之比,x=21489≈2.40
。被引指标为高产作者发文被引平均数,y=40089≈

4.49。对于期刊而言,核心作者不仅需要达到一定发文数量,还需要保证所发表论文的质量。而本文以被引频

次来量化论文质量。对上述两项指标各赋权重50%,计算出他们的综合指数,取综合指数90分以上的作者共计

34位,具体数据见表2。
每位高产作者的综合指数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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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学报》2013—2017年综合指数90分以上高产作者

Tab.2 Highyieldarticleauthorswhosecompositeindexwas
above90inJCQNUfrom2013to2017

作者
发文量/

篇

总被引/
次

综合指数 作者
发文量/

篇

总被引/
次

综合指数

陈洪凯 9 20 410.22 黄金莹 3 8 151.59
母泽亮 3 30 396.58 唐红梅 5 4 148.71
李波 2 18 242.12 羊英 2 9 141.89

毛北行 6 10 236.36 游中胜 2 9 141.89
夏远梅 2 15 208.71 杜先存 2 8 130.76
朱士鹏 2 15 208.71 何伟 2 8 130.76
何立官 4 11 205.82 赵升华 2 8 130.76
周李磊 3 12 196.13 高鑫 3 6 129.32
王丰效 2 13 186.44 胡霞 3 6 129.32
方兴 3 10 173.86 张守贵 3 6 129.32

李月臣 2 11 164.16 曹华盛 2 7 119.62
毛霞 2 11 164.16 胡世俊 3 5 118.18
张婷 2 11 164.16 龙强 3 5 118.18

周欣雨 2 11 164.16 魏兴萍 3 5 118.18
王丙参 3 9 162.72 唐国春 2 5 97.35
武仙竹 3 9 162.72 胡传东 3 3 95.91
邱学云 2 10 153.03 彭再云 3 3 95.91

  其中,xi 表示每位高产作者的发

文总篇数,yi 为每位高产作者的发文

总被引次数。
将表2的结果与核心作者群候选

人进行比对发现:1)综合指数90分以

上的作者与核心作者候选名单大部分

吻合。仅综合指数较高的高鑫、胡传

东、彭再云、唐红梅及魏兴萍共5位作

者没在核心作者候选名单中。事实上,
这5位作者均为《学报》“运筹学与控制

论”或“三峡地区资源环境生态研究”特
色栏目的作者,并且都为《学报》的专家

作者,对栏目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

用。因此将他们增列为核心作者。2)
核心作者候选名单中,冀云、刘永林两

位作 者 各 发 文 两 篇,综 合 指 数 均 为

86.21,未达到90。根据《学报》载文侧

重方向及两位作者研究方向,仅保留冀

云作者在核心作者群中。
综上所述,最终确定出35名作者

为《学报》2013—2017年的核心作者

群,见表3。

表3 《学报》2013—2017年核心作者群基本情况

Tab.3 BasicsituationofthecoreauthorsgroupinJCQNUfrom2013to2017

作者
发文

量/篇

总被

引/次
职称 研究方向 作者单位

陈洪凯  9 20 教授 地质 重庆交通大学

毛北行 6 10 副教授 数学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唐红梅 5 4 研究员 地质 重庆交通大学

何立官 4 11 讲师 数学 重庆师范大学

方兴 3 10 编辑 编辑 重庆师范大学

高鑫 3 6 讲师 经济 重庆师范大学

胡世俊 3 5 讲师 生态学 西南林业大学

胡霞 3 6 副教授 生物 乐山师范学院

黄金莹 3 8 副教授 数学 佳木斯大学

龙强 3 5 数学
澳大利亚

巴拉瑞特大学

母泽亮 3 30 副教授 旅游 重庆师范大学

彭再云 3 3 副教授 数学 重庆交通大学

王丙参 3 9 讲师 数学 天水师范学院

魏兴萍 3 5 副教授 地理 重庆师范大学

武仙竹 3 9 教授 科技考古 重庆师范大学

张守贵 3 6 副教授 数学 重庆师范大学

周李磊 3 12 经济 重庆师范大学

胡传东 3 3 副教授 旅游 重庆师范大学

作者
发文

量/篇

总被

引/次
职称 研究方向 作者单位

曹华盛 2 7 副教授 旅游 重庆师范大学

杜先存 2 8 讲师 数学 红河学院

何伟 2 6 生物 重庆师范大学

冀云 2 4 讲师 数学
重庆电子工程

职业学院

李波 2 18 生态学 重庆大学

李月臣 2 11 教授 生态学 重庆师范大学

毛霞 2 11 讲师 管理 重庆师范大学

邱学云 2 10 讲师 物理 文山学院

唐国春 2 5 教授 数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王丰效 2 13 教授 数学 喀什师范学院

夏远梅 2 15 数学 重庆师范大学

羊英 2 9 讲师 数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游中胜 2 9 副教授 经济 重庆师范大学

张婷 2 11 旅游 重庆师范大学

赵升华 2 8 数学 沈阳师范大学

周欣雨 2 11 旅游 重庆师范大学

朱士鹏 2 15 讲师 区域经济 六盘水师范学院

合计 100 333 — — —

  注:表中“职称”一栏空缺的表示该作者为在读研究生,无职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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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报》2013—2017年的核心作者群特征分析与讨论

表4 核心作者职称构成

Tab.4 Thestructureofacademictitleofthecoreauthors

职称 人数 人数/%
发文

量/篇
发文量/%

人均发文

量/篇

总被

引/次

篇均被

引/次

正高 6 17.14 23 23 3.83 62 2.70

副高 10 28.57 31 31 3.10 87 2.81

中级 11 31.43 28 28 2.55 98 3.50

研究生 8 22.86 18 18 2.25 86 4.78

合计 35 100.00 100 100 2.86 333 3.33

  注:为本文分析需要,此处将在读研究生也列入职称项

表5 核心作者地区分布情况

Tab.5 Theregionaldistributionofthecoreauthors

地区 人数
发文

量/篇

总被

引/次
地区 人数

发文

量/篇

总被

引/次

重庆 22 65 222 四川 1 3 6

云南 3 7 23 贵州 1 2 15

上海 2 4 14 辽宁 1 2 8

郑州 1 6 10 新疆 1 2 13

甘肃 1 3 9 澳大利亚 1 3 5

黑龙江 1 3 8

3.1核心作者群的职称构成

对《学报》2013—2017年核心作者群的职称构成情况统计见表4。从表4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具有正高职称的作者人均发文量最高,达到了3.83,但篇均被引频次和占核心作者群的比例这两项指标

却最低。这主要是因为具有正高职称的作者已是成熟的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大多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

课题资助,学术水平通常较高,论文产出量高。根据丁岩[4]的研究结果,这类作者可归为专家作者,通常是各期

刊争夺的优质资源。但同时也应看到,与他们水平相对应的是此类作者的高要求,他们更倾向于将优秀的学术

论文投向级别较高的专业期刊,其次才考虑投给类似《学报》这样的学术水平较高的综合性期刊。但由于专家作

者通常会加入或带领一个非常优秀的研究团队,所以《学报》更应重视此类作者的学术声望,除向专家作者约稿

外,还可以邀请他们参与办刊,通过他们的学术号召力为《学报》凝聚一批高水平作者,扩大《学报》学术影响力。

2)核心作者群中,具有副高、中级职称的作者比例较高,且发文量也较高。经分析发现,具有中级职称的核

心作者中,有近一半具有博士学位。这一部分作者是学术研究的骨干力量,是科技期刊主要论文来源和生力

军[4]。所得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吻合。因此,《学报》打造高水平的作者群,必须牢牢抓住此类作者。

3)中初级职称作者和研究生作者发文的篇均被引频次较高,超过了平均值3.33。其中研究生作者达到了

4.78,远高于具有正高、副高职称作者的篇均被引频次。能从具有中级职称作者或在读研究生的作者中遴选出

来的核心作者,证明他们是这类作者中学术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他们的学术创新力、发展潜力巨大,未来极有可

能发展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例如,从研究生时期就开始在《学报》发表论文的赵克全、彭再云等作者,现已

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成长为《学报》的专家作者。因此《学报》对这些核心作者应开通绿

色通道,在同行评议通过的基础上,满足他们对发表论文的短周期需求,以吸引优质稿源。同时,对他们在论文

修改过程中,详细、准确地转达专家修改意见,并可从写作技巧上进行指导,加强《学报》对这些作者的凝聚力。

3.2核心作者群的地区分布

对核心作者群的地区分布进行研究,可评估《学报》的学术影响力范围和科学传播情况。核心作者的地区分

布统计结果见表5。与蒋崇玲[7]对《学
报》1991—2000年的核心作者群研究

结果相比,重庆市以外的核心作者数

量明显增加。文献[7]所确定的41位

核心作者,仅4位是校外作者,其中3
位是重庆市以外的。而本研究统计结

果中,35位核心作者分布在全国10个

省市自治区及1位国际作者。有13位

重庆市外的核心作者。并且22位重庆

市的作者中,也有5名是其他高校作

者。也即是核心作者中校外共计18
位,校内17位。说明《学报》近些年的

学术影响力得到了较大提高,传播范围

更广,学术水平得到了更多作者的认

可。《学报》的核心作者地区分布范围

较广,说明期刊开放性强。
从表5可以得出,重庆市作者篇均

被引频次3.42次,重庆市外作者累计

发文35篇,被 引 111 次,篇 均 被 引

3.17次。两者统计学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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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核心作者学科分布情况

Tab.6 Thesubjectdistributionofthecoreauthors

学科 人数 占比/%
发文

量/篇

人均发

文/篇

总被

引/次

篇均被

引/次

数学 14 40.00 39 2.79 114 2.92

旅游学 5 14.29 12 2.40 62 5.17

生态学 3 8.57 7 2.33 34 4.86

经济学 3 8.57 8 2.67 27 3.38

生物学 2 5.71 5 2.50 12 2.40

地质学 2 5.71 14 7.00 24 1.71

编辑学 1 2.86 3 3.00 10 3.33

科技考古 1 2.86 3 3.00 9 3.00

物理学 1 2.86 2 2.00 10 5.00

管理学 1 2.86 2 2.00 11 5.50

地理学 1 2.86 3 3.00 5 1.67

3.3核心作者学科分布

以中图分类号标准将核心作者群的研究

方向按不同学科进行统计,共计分出11大类,
具体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数学方向的核心作者在

《学报》的核心作者群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
次是旅游学、生态学。这主要是因为《学报》重
点打造了数学和生态资源环境方向重点栏目,
通过栏目的建设加强了《学报》对该方向作者

的吸引[8]。
与李若溪等人[9]对《学报》1991—2000年

的学科分布研究相比,数学的作者数量、发文

量、被引情况,在《学报》的所有学科当中一直

都保持着相当大的优势。但文献[8]中的优

势学科如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在本研究中

的核心作者中几乎没有任何优势,说明这几个

学科在《学报》的发展中处于急速萎缩状态。
同时还可以看出,生态学方向的核心作者异军突起。在文献[8]中并没有生态学这一方向,随着《学报》近些年来

办刊方向调整,该学科得到了发展,且势态良好。该方向核心作者发文的篇均被引率也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将是

《学报》未来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应予以重点关注。

4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学报》核心作者群的分析讨论,得到如下结论。

1)《学报》的核心作者群中,高职称的核心作者发文的文献计量指标并不是最好的。相反,中级职称或研究

生的指标更好。《学报》应注意制定适当、合理的组稿计划,也可改变策略,在向专家类核心作者约稿的同时,积
极促进他们参与办刊,利用他们的学术声望组约优质稿源。也可利用他们在学术团体中的话语权,对《学报》进
行宣传,扩大《学报》的学术影响。

2)对中低职称或在读研究生这类成长型的核心作者,要注意持续跟进。通常他们迫于职称或毕业的压力,
对论文出版短周期的需求较强烈。同时,他们也更需要一位好的同行评议专家能对论文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因

此,《学报》可在处理周期、选择评议专家等方面予以关注,尽可能提供帮助。这类核心作者一旦成长为专家型作

者,对《学报》的认同度会高于其他作者。他们也将是《学报》将来发展中学术水平持续提高的保证。

3)根据核心作者的研究方向,《学报》应保持的现有数学、生物学学科优势,并另将生态学、旅游学做为重点

发展方向。因为这两个方向的核心作者数量占一定优势,且他们的发文量、篇均被引等指标也处于《学报》

2013—2017年核心作者群相应指标的前列。如果《学报》能对其重点关注,势必能在未来取得更好的结果。
核心作者群是提升科技期刊学术竞争力和品牌打造的重要资源[4]。《学报》要在日益严峻的出版形势下保

持持续良好的发展势态,打造一支稳定的、有活力的、能持续发展的作者队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希望本研

究中结果能为《学报》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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