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３０卷　 第１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ｓｔｐ．ｃｎ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９，３０（１）：９５－１０４ ９５　　　

１课题组成员：潘云涛、马　 峥、苏　 成、张玉华、郭　 玉、俞征鹿、王海燕、高继平、贾　 佳、田瑞强、杨　 帅、王　 璐、许晓阳、翟丽华、
郑雯雯、王运红、宋　 扬、刘亚丽，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 ｉｓｔｉｃ．ａｃ．ｃｎ。

２０１７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１２ １７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 １２ ３１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市复兴路１５号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　 【目的】了解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情况，为各级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方法】采用国际权威检索数
据库《科学引文索引》《工程索引》《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医学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及《中国科技
论文与引文数据库》的数据，对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学科和地区分布、基金项目论文、国际合著论文、中国卓越科技论文和社
会科学论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根据《科学引文索引》数据，２０１７年中国作者共计发表３６．１２万篇论文，连续第９年
位居世界第２，仅次于美国；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中国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２２７２．４０万次，与２０１７年统计时
相比，增加了１７．４％，位居世界第２；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１０．００次，比２０１７年统计时提高了６．４％，但是仍低于世界平均
值１２．６１次／篇；２０１７年中国卓越科技论文数量为２８．１０万篇，较２０１６年上升了７．０％。【结论】近年来，中国科技论文数量
迅速增长，论文影响力的提升速度也相对较快，但篇均被引频次与世界平均值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关键词　 科技论文；国际合作；引文统计；交叉领域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４６ ／ ｃｊｓｔｐ．２０１８１２１７１１０２

　 　 自１９８７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
下简称“中信所”）一直承担着统计中国科技人员在
国内外发表论文数量和分析论文影响的工作，每年
定期公布中国科技论文发表状况和趋势，为各级科
研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本统计报告的国际论文
数据主要取自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文献数据库：《科
学引文索引》（ＳＣＩ）、《工程索引》核心期刊（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和《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ＣＰＣＩＳ，原
ＩＳＴＰ）、美国《医学索引》（Ｍｅｄｌｉｎｅ）、《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ＳＳＣＩ）和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在比较论文国际被
引用情况时，采用《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ＥＳＩ）。
国内论文数据取自中信所建立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
文数据库（ＣＳＴＰＣＤ）。
１　 中国发表论文数量在世界所处的位置及
影响

１．１　 ＳＣＩ
２０１７年，ＳＣＩ数据库共收录中国科技期刊１７３

种，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１１种。２０１７年，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２２１种，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中国
科技期刊１３２种，ＳＳＣＩ收录中国期刊２种，Ｓｃｏｐｕｓ
收录中国期刊６４０种。２０１７年，ＳＣＩ数据库收录世

界科技论文共１９３．８３万篇，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２．２％。
ＳＣＩ收录中国科技论文３６．１２万篇，按数量统计，中
国连续９年位居世界第２，占ＳＣＩ收录科技论文总
数的１８．６％，所占比例提升了１．５％。２０１７年发文量
排在世界前５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英国、德
国和日本。美国作者共发表论文５２．４０万篇，是中
国作者的１．５倍，占ＳＣＩ收录论文总数的２７． ０％。
２０１７年，中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共计发表３２．３９万
篇论文，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１．５％，占ＳＣＩ收录论文总
数的１６．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中国科技人员发表国际论文共２２７．２２万篇，继续排
在世界第２位，国际论文数量比２０１７年统计时增加
了１０．４％；论文总被引频次为２２７２．４０万次，同比增
加了１７ ．４％，排在世界第２位（表１）。中国国际科

表１　 中国科技论文被引频次世界排位变化
时间段 世界排位 时间段 世界排位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１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５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１０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２

注：按ＥＳＩ数据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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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论文被引频次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其他国家。中
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１０．００次，比２０１７年统计时
的９．４０次提高了６．４％。世界平均每篇论文被引频
次为１２．６１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发表科技论文累计超过２０万篇的

国家（地区）共２２个，按照平均每篇论文被引频次排
序，中国排在第１６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频次大于世
界平均值（１２．６１次／篇）的国家共１３个。瑞士、荷兰、
英国、比利时、美国、瑞典、德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
和意大利的论文篇均被引频次超过１５次／篇（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间发表科技论文数２０万篇以上的国家（地区）论文数及被引用情况

国家（地区） 论文数 总被引 篇均被引
论文数量／篇 位次 被引频次／次 位次 篇均被引频次／次 位次

美国 ３９２２３４６ １ ７０１３０３９７ １ １７．８８ ５
中国 ２２７２２２２ ２ ２２７２３９９５ ２ １０．００ １６
英国 １１８５２１４ ３ ２１７９４３３３ ３ １８．３９ ３
德国 １０４２７１６ ４ １７４５２２５８ ４ １６．７４ ７
法国 ７２８２１１ ６ １１７０７９７４ ５ １６．０８ ９
加拿大 ６４９７８６ ７ １０８０９１１５ ６ １６．６３ ８
日本 ８２０８８６ ５ １００６４４８３ ７ １２．２６ １３
意大利 ６３３６８８ ８ ９６４９５７１ ８ １５．２３ １１
澳大利亚 ５４５７５２ １１ ８４７４１２９ ９ １５．５３ １０
西班牙 ５４９５８２ １０ ７９０７３１３ １０ １４．３９ １２
荷兰 ３７９２４２ １４ ７５６６９１２ １１ １９．９５ ２
瑞士 ２８０３６９ １６ ５８８４９３２ １２ ２０．９９ １
韩国 ５２１３６８ １２ ５４９１７０１ １３ １０．５３ １５
印度 ５５９８２２ ９ ４９２５３８８ １４ ８．８０ １８
瑞典 ２５２７９７ ２０ ４４７４３９２ １５ １７．７０ ６
比利时 ２０８８３８ ２２ ３７８２８４６ １６ １８．１１ ４
巴西 ４０９８７８ １３ ３４５４６９９ １７ ８．４３ １９

中国台湾 ２７０１７４ １７ ２８９８３６９ １８ １０．７３ １４
波兰 ２４９３８５ ２１ ２１９８７７２ １９ ８．８２ １７
俄罗斯 ３２７０１９ １５ ２１２８４７５ ２０ ６．５１ ２２
伊朗 ２６１７０３ １９ １９６４９６９ ２１ ７．５１ ２０
土耳其 ２６７３７７ １８ １９１２２４０ ２２ ７．１５ ２１

注：按ＥＳＩ数据库统计。

１．２　 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２０１７年，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数据库收录期刊论文共

６６．１６万篇，比２０１６年下降３．１５％，其中收录中国论
文２２． ８０万篇，占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收录论文总数的
３４．５％，收录论文数量比２０１６年增长了５．４６％，所占
比例增加了２．８％，排在世界第１位。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收录论文数量排在世界前５位的国家依次为中国、
美国、印度、德国和英国。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共
发表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收录论文２２．１３万篇，比２０１６年
增长了２． ４％，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收录论文的数量占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收录论
文总数的３３．２％，较２０１６年度增长了１．５％。
１．３　 ＣＰＣＩＳ

２０１７年，ＣＰＣＩＳ数据库收录世界重要会议论文
共５１．９９万篇，比２０１６年减少了７．６％。ＣＰＣＩＳ收
录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共７．３６万篇，比２０１６年减
少了１４．７％，占ＣＰＣＩＳ收录论文总数的１４．２％，排
在世界第２位。ＣＰＣＩＳ收录论文数量排在世界前５

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英国、德国和日本。
ＣＰＣＩＳ数据库收录美国作者发表的论文为１４．４５万
篇，占ＣＰＣＩＳ收录论文总数的２７．８％。ＣＰＣＩＳ收
录第一作者单位为中国机构的科技会议论文共６．５６
万篇。２０１７年中国科技人员共参加了８６个国家
（地区）召开的２８１３次国际会议。２０１７年中国科技
人员发表国际会议论文数量最多的１０个学科分别
为：计算技术，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物理学，能源
科学技术，临床医学，机械工程，工程与技术基础学
科，材料科学，化学和生物学。
１．４　 Ｓｃｏｐｕｓ

２０１７年，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收录的世界科技文献总
数为２１８．１８万篇，其中收录的中国科技文献数量为
４４．０５万篇，占Ｓｃｏｐｕｓ收录科技文献总数的２０．１９％，
位居世界第２。Ｓｃｏｐｕｓ收录论文数量排在世界前５
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英国、德国和印度。

Ｓｃｏｐｕｓ统计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各个国家（地区）的科
技文献总被引频次，中国发表的文献在统计时间内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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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被引用了３９２４．４４万次，排在世界第４位，相对于
２０１６年排名提升２位，平均每篇文献的被引频次为
７．６４次。总被引频次排名在中国之前的国家分别为
美国、英国和德国。此外，总被引频次超过１０００万次
的国家还有日本、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荷
兰、西班牙、瑞士、瑞典、印度、韩国和比利时。
１．５　 Ｍｅｄｌｉｎｅ

根据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的统计，２０１７年Ｍｅｄｌｉｎｅ收
录的中国科技文献数量最多的１０个学科分别为：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老年病学和老
年医学、药理学和药剂学、小儿科、肿瘤学、遗传学与
遗传性、微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科学和神经学。
１．６　 ＳＳＣＩ

２０１７年，ＳＳＣＩ数据库收录世界论文共３２．３８万
篇，其中收录的中国论文为２．００万篇，占ＳＳＣＩ收录论
文总数的６．１８％，收录数量比２０１６年增长了２９．０３％。
按照收录文章数量排序，中国居世界第４位，相比
２０１６年排名上升２位。位列中国之前的国家分别为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其中收录的美国论文为
１２．５４万篇，占ＳＳＣＩ收录论文总数的３８．７３％。

在２０１７年ＳＳＣＩ收录的中国论文中，中国科研
人员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为１４３０６篇，占ＳＳＣＩ
收录中国论文总数的７１．６８％。
１．７　 ＣＳＴＰＣＤ

２０１７年，ＣＳＴＰＣＤ收录了２０２９种中国出版的自
然科学领域期刊，收录我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的论文共４７．２３万篇；收录社会科学领域期刊３９４
种，收录我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共５．９５
万篇。２０１７年，ＣＳＴＰＣＤ收录中国科技人员与其他
国家（地区）作者合著论文为５０００篇。
２　 我国发表ＳＣＩ论文数量以及被引用情况
２．１　 我国发表ＳＣＩ论文数量

我国发表ＳＣＩ论文的情况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　 我国发表ＳＣＩ论文数量最多的６个地区

地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论文数量／篇位次论文数量／篇位次

增长
率／ ％

北京市 ５１３１２ １ ５２４０１ １ ２．１２

江苏省 ３０８８９ ２ ３４７３６ ２ １２．４５

上海市 ２６１６２ ３ ２８１１９ ３ ７．４８

广东省 １７１３７ ４ ２１１５６ ４ ２３．４５

湖北省 １５４０１ ５ １７６９７ ５ １４．９１

陕西省 １５１１２ ６ １７０１３ ６ １２．５８

注：按ＳＣＩ论文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进行统计。
表４　 我国发表ＳＣＩ论文数量最多的６个学科

学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论文数量／篇位次论文数量／篇位次

增长
率／ ％

化学 ４５５０６ １ ４７２２４ １ ３．７８

生物学 ３４６５８ ２ ３７７５０ ２ ８．９２

临床医学 ３２１０８ ３ ３４２２８ ３ ６．６０

物理学 ２９４７０ ４ ３１４１７ ４ ６．６１

材料科学 ２１９９２ ５ ２４３２６ ５ １０．６１

基础医学 １９２５９ ６ ２１２９７ ６ １０．５８

注：按ＳＣＩ论文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进行统计。

２．２　 ＳＣＩ论文被引用情况
我国发表ＳＣＩ论文被引用情况见表５～７。

表５　 我国发表ＳＣＩ论文近１０年被引用数量最多的１０个地区
排序 地区 被引用数量／篇 总被引频次／次
１ 北京市 ２８３１３０ ４２６６８１９

２ 江苏省 １５８１２６ ２１１８７１６

３ 上海市 １５５９６６ ２４０８０６１

４ 广东省 ９１５２１ １２５７３７６

５ 浙江省 ８４２３０ １１４３２６２

６ 湖北省 ８１９８８ １１５６０５１

７ 陕西省 ７５９７３ ８４０１８１

８ 山东省 ７４９４８ ８７４６４３

９ 四川省 ６１９１８ ６６８０７０

１０ 辽宁省 ６０７１８ ８５５６２８

注：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按ＳＣＩ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收录的中国论文累计被
引用数量进行统计。

表６　 ２０１７年我国ＳＣＩ论文被引用篇数最多的１０所高等院校
排序 单位名称 被引用数量／篇总被引频次／次 ２０１７年论文数量增长率／ ％

ＳＣＩ 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ＣＰＣＩＳ Ｍｅｄｌｉｎｅ
１ 浙江大学 ５２２０３ ６８７７３４ ６．２４ －１．２５ －１１．１９ ５．５２
２ 上海交通大学 ４８６４４ ５６０２７７ １１．２１ １．３９ －５．１６ ８．９２
３ 清华大学 ３８４３１ ６２２０７６ ６．９１ －３．２９ ３．１７ ６．６９
４ 北京大学 ３７５９２ ５４３７４１ ２．２７ －１１．０４ ５．４８ １．８９
５ 四川大学 ３３０９６ ３２９８７２ １０．８０ －５．８６ １３．７０ １４．３９
６ 复旦大学 ３２６３５ ４７６５８４ ５．０９ －７．４４ ０．２０ ７．５３
７ 华中科技大学 ２９９２５ ３５０５４４ ９．１０ －７．３７ －３．５８ ７．７０
８ 中山大学 ２９７４６ ３６８５７８ １２．７１ １９．１９ ７．６０ １０．４０
９ 吉林大学 ２７６２２ ２９６１６３ １０．２０ －３．０９ －１１．８０ １４．４７
１０ 山东大学 ２７０７１ ３０４７１１ ２．１９ －１．４６ １０．６６ －２．７０

注：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按ＳＣＩ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收录的中国论文累计被引用数量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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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７年我国ＳＣＩ论文被引用篇数最多的１０个研究机构

排序 单位名称 被引用数量／篇总被引频次／次 ２０１７年论文数量增长率／ ％
ＳＣＩ 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ＣＰＣＩＳ

１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７２１４ ２３４９４４ －５．４５ －５．９０ －２６．８３
２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７０８７ ２２７２２５ －９．７４ －１７．４３ ２２２．２２
３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５６８５ ７９３１９ ０．２７ －０．７１ ２９５．８３
４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５３６６ １３９１７４ －１２．１８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４９０２ １１５６９９ －１．７２ －１４．２０ ２１．４３
６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４７９４ ２８１１９ １３．４５ －６．５４ １８．９５
７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４３３４ １０６４６８ ５．８３ ４．２３ １２２．２２
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４２８２ ８７１７６ １．１２ －０．８１ １６．６７
９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３９０４ ８６６５５ ２０．１７ １５．０６ ９０．００
１０ 军事医学科学院 ３８６２ ４２３７８ ４．２１ －２９．５１ －５３．８５

注：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按ＳＣＩ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收录的中国论文累计被引用数量进行统计。

３　 我国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情况
３．１　 我国发表论文数量

我国发表论文数量见表８～１０。
表８　 我国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６个地区

排序 地区 自然科学领域论文数量／篇
１ 北京市 ６４８４１
２ 江苏省 ４２４２７
３ 上海市 ２８８６７
４ 广东省 ２７２７２
５ 陕西省 ２７６４９
６ 湖北省 ２５１７４

表９　 我国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６个学科（自然科学）

学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论文数量／篇位次论文数量／篇位次

临床医学 １３６６０６ １ １２８５５５ １
计算技术 ２９７９９ ２ ２８３２５ ２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 ２５１０８ ３ ２６０６２ ３
中医学 ２１７２７ ４ ２２１６０ ４
农学 ２１２０３ ５ ２１１９５ ５

环境科学 １７３１１ ８ １４７２８ ６

　 　 从２０１５年开始，ＣＳＴＰＣＤ扩展到社会科学领
域，２０１７年度收录社会科学论文共５．９５万篇。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社会科学领域论文学科分布
排序 学科名称 论文数量／篇
１ 经济金融 １６１００
２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１３９１２
３ 政治、法律 ８６６５
４ 文学 ３５４５
５ 哲学 ２６４７
６ 艺术 ２３９０
７ 历史 ２１９７
８ 社会科学总论 ２０８５
９ 语言文字 １７２４
１０ 马克思主义 ４４０

３．２　 我国发表论文被引用情况
我国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见表１１～１３。

表１１　 我国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位居前１０的高等学校
排序 单位名称 总被引频次／次论文数量增长率／ ％
１ 北京大学 ３２８８６ －１０．０１
２ 上海交通大学 ３０７３９ －９．８５
３ 首都医科大学 ２５８９４ ０．０２
４ 浙江大学 ２５０２４ －１９．６２
５ 清华大学 ２１１７８ －１４．４２
６ 中南大学 ２１０５７ －７．４７
７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９２５５ －１２．４０
８ 武汉大学 １８９６２ ０．３７
９ 同济大学 １８９５０ －７．９２
１０ 南京大学 １８５８９ －１０．３１

注：我国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按照１９８８—２０１７年发表的论文在
２０１７年被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

表１２　 我国论文总被引频次位居前１０的研究机构

排序 单位名称 总被引
频次／次

论文数量
增长率／ ％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１０７６４ －１６．７４
２ 中国中医科学院 ８８６２ １２．４２
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７６１７ －８．８４
４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６０２６ －４．７０
５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５４６８ －１５．７５
６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４７４１ －９．５７
７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４３３２ －２９．６２
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３９２２ １９．０６
９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 ３８０３ １６．３０
１０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３７７２ －２３．５２

注：我国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按照１９８８—２０１７年发表的论文在
２０１７年被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

４　 中国卓越科技论文
中国卓越科技论文由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在国

际、国内的优秀论文共同组成。国际部分提取各学
科领域内被引频次超过平均值的论文，即在每个学
科领域内，按统计年度的论文被引频次世界均值为
参考线，选择高于世界平均值的论文，表示论文发表
后的影响超过其所在学科的一般水平。国内部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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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我国论文总被引频次位居前１０的医疗机构

排序 单位名称 总被引
频次／次

论文数量
增长率／ ％

１ 解放军总医院 ９２４８ －１０．７０
２ 北京协和医院 ６５８３ －９．４２
３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６１９２ －３．５４
４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４２８１ －１１．５１
５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４２１３ －１１．７３
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３８０６ －２．９６
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３５８８ －１５．３２
８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３５６８ ２．８５
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３４５４ －１２．１１
１０ 南方医院 ３３１０ －１２．８０

注：我国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按照１９８８—２０１７年发表的论文在
２０１７年被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

取近５年在ＣＳＴＰＣＤ收录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并且论文“累计被引用时序指标”超越本学
科期望值的高影响力论文。２００９年本课题组第一次
公布了利用这一指标进行的统计结果，当时称为“表
现不俗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中国卓越科技论文是指卓越国际论文与卓越国
内论文的合集。２０１７年中国卓越科技论文共计
２８．１０万篇，包括中国卓越国际论文１３．７７万篇、中国
卓越国内论文１４．３３万篇。

我国机构发表卓越科技论文的情况见表１４～１６。
表１４　 ２０１７年发表中国卓越论文数量排名前１０的高等院校
排序 机构名称 卓越科技论文数量／篇
１ 上海交通大学 ４６５９
２ 浙江大学 ４３４７
３ 北京大学 ３８８２
４ 清华大学 ３８０２
５ 中南大学 ３１５５
６ 华中科技大学 ３１２９
７ 四川大学 ２９１７
８ 中山大学 ２９００
９ 武汉大学 ２７９９
１０ 西安交通大学 ２６６１

５　 ２０１７年中国科技论文的国际合作状况
５．１　 ２０１７年ＳＣＩ收录的中国论文的国际合作状况

２０１７年ＳＣＩ收录的中国论文中，国际合作论文
为９．７４万篇，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１．３９万篇，同比增长
１６．６％，占中国发表ＳＣＩ论文总数的２７．０％。

２０１７年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
共计６．７９万篇，占中国全部国际合著论文的６９．７％，
合作伙伴涉及１５５个国家（地区）；其他国家作者为第
一作者、中国作者参与工作的国际合著论文共计２．９４
万篇，合作伙伴涉及１８２个国家（地区）。

表１５　 ２０１７年发表中国卓越论文数量排名前１０的研究机构

排序 机构名称 卓越科技
论文数量／篇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６５４
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５９０
３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５７０
４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５５５
５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４８７
６ 中国中医科学院 ４７７
７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４６４
７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４６３
９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４１３
１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３８５

表１６　 ２０１７年发表中国卓越论文数量排名前１０的医疗机构

排序 机构名称 卓越科技
论文数量／篇

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９１９
２ 解放军总医院 ８５２
３ 北京协和医院 ６０７
４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４６０
５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４４７
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４４５
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４３９
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４１５
９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４０７
１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３９７

５．１．１　 合作国家（地区）分布
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的合著论文共６．７９万

篇，涉及的国家（地区）总数为１５５个，合作伙伴排
在前６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日本和德国（表１７）。

表１７　 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与合作国发表的论文
排序 国家（地区） 论文数量／篇
１ 美国 ２９７９９
２ 英国 ６３７５
３ 澳大利亚 ６１２５
４ 加拿大 ４３７７
５ 日本 ３３９３
６ 德国 ３１８６

　 　 中国作者参与工作、其他国家作者为第一作者
的合著论文共计２．９５万，涉及１８２个国家（地区），
合作伙伴排在前６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澳大利亚、
英国、德国、日本和加拿大（表１８）。

表１８　 中国作者作为参与方与合作国发表的论文
排序 国家（地区） 论文数量／篇
１ 美国 １０５３４
２ 澳大利亚 １７７６
３ 英国 １６２８
４ 德国 １４７５
５ 日本 １３７８
６ 加拿大 １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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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科技论文的国际合著形式
２０１７年科技论文的国际合著情况见表１９。

表１９　 ２０１７年科技论文的国际合著形式

合作情况 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 中国作者参与合著
论文数量／篇占比／ ％ 论文数量／篇占比／ ％

双边合作 ５７２３２ ８４．２９ １７９６４ ６０．９３
三方合作 ８６３０ １２．７１ ６５２３ ２２．１２
多方合作 ２０４０ ３．００ ４９９７ １６．９５

注：双边合作指两个国家参与合作；三方合作指三个国家参与合作；
多方合作指三个以上国家参与合作。

５．１．３　 国际合作论文的学科分布
中国作者参与的国际合著论文发表数量的统计

情况见表２０和表２１。
表２０　 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６个学科

学科名称 论文数量／篇所占比例／ ％
化学 ８１９３ １２．０７
生物学 ８１９２ １２．０６
物理学 ５７２５ ８．４３
临床医学 ５２５３ ７．７４
材料科学 ４７３４ ６．９７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 ４４９０ ６．６１

表２１　 中国作者参与的国际合著论文发表数量较多的６个学科
学科名称 论文数量／篇所占比例／ ％
生物学 ４２５８ １４．４４
临床医学 ３９３３ １３．３４
化学 ３５７２ １２．１２
物理学 ３０２１ １０．２５
基础医学 １６５９ ５．６３
材料科学 １６１８ ５．４９

５．１．４　 国际合作论文数量位居前６的地区
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发表数

量统计情况见表２２。
表２２　 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发表数量

最多的６个地区
地区 论文数量／篇所占比例／ ％
北京市 １２６４８ １８．６３
江苏省 ７５５２ １１．１２
上海市 ６５５０ ９．６５
广东省 ５５１１ ８．１２
湖北省 ４３３６ ６．３９
浙江省 ３６０７ ５．３１

５．１．５　 合作最广泛的论文
２０１７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作者数量超过

１０００人并且合作机构数量大于１５０个的论文共２１８
篇。作者数量超过１００人并且合作机构数量大于
５０个的论文共计５０８篇，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１２篇。
涉及的学科有高能物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生物学和
医药卫生等。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共４０

篇，其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作者共发表论文
３８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持撰写的《真
菌多样性记录（Ｆｕｎｇ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ｔｅｓ ４９１－６０２）》，共
有１９个国家、５６个机构参加完成。这１９个国家分
别是：阿曼、巴西、德国、俄罗斯、厄立特里亚、韩国、
捷克、克罗地亚、老挝、毛里求斯、美国、挪威、葡萄
牙、沙特阿拉伯、泰国、新西兰、意大利、印度和英国。
５．２　 ２０１７年国内论文国际合作状况

２０１７年，ＣＳＴＰＣＤ收录中国科技人员与其他国
家（地区）作者合著论文５０００篇。其中，４３１３篇论
文由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占合著论文总数
的８６％，占自然科学领域国内论文总数的０．９１％；
６８７篇论文由海外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占合著
论文总数的１４％。２０１７年国内论文的国际合作情
况见表２３～２６。

表２３　 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国际合著论文数量
排名前６位的学科（自然科学）

排序 学科 论文数量／篇所占比例／ ％
１ 临床医学 ４８９ ０．３８
２ 地学 ２７２ １．９２
３ 计算技术 ２７０ ０．９５
４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 ２６９ １．０３
５ 生物学 ２５７ ２．２３
６ 农学 １９９ ０．９４

表２４　 参与完成论文数量最多的６个国家（地区）
排序 国家（地区） 论文数量／篇所占比例／ ％
１ 美国 ２７２７ ５４．５
２ 日本 ４９７ ９．９
３ 澳大利亚 ４８７ ９．７
４ 英国 ４７１ ９．４
５ 加拿大 ３２６ ６．５
６ 德国 ２８７ ５．７

表２５　 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国际合著论文
数量排名前６位的地区

排序 地区 论文数量／篇所占比例／ ％
１ 北京市 ９１７ １．４１
２ 江苏省 ４３１ １．０２
３ 上海市 ３９４ １．３６
４ 广东省 ３１２ １．１４
５ 湖北省 ２１５ ０．８５
６ 浙江省 ２０２ １．１０

表２６　 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的机构类型分布
机构类型 论文数量／篇 所占比例／ ％
高等院校 ３３９９ １．０９
医疗机构 １３０ ０．２０
研究机构 ６１６ １．１２
公司企业 ８４ ０．３７

注：医疗机构论文数量不包含高等院校附属医院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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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中国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情况
６．１　 中国高校产学共创排行

２０１５年，中信所开始评价和发布“中国高校产学
共创排行榜”。“中国高校产学共创排行榜”评价关
注高校与企业科研活动协作的全流程，设置指标表征
高校和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三个阶段的表现：从基础
研究阶段开始，经过企业需求导向的应用研究阶段，
再到成果转化形成产品阶段。“中国高校产学共创排
行榜”采用１０项评价指标：校企合作发表论文数量、
校企合作发表论文占比、校企合作发表论文总被引频
次、企业资助项目产出的高校论文数量、高校与国内
上市公司企业关联强度、校企合作发明专利数量、校
企合作专利占比、有海外同族的合作专利数量、校企
合作专利施引专利数量和校企合作专利总被引频次。
中国高校产学共创的情况见表２７。

表２７　 中国高校产学共创排名前５位的高等院校
排序 高校名称 计分
１ 清华大学 ２７２
２ 华北电力大学 ２０２
３ 中国石油大学 １７７
４ 北京大学 １０４
５ 中国地质大学 １００

６．２　 中国高校学科发展矩阵分析
从２０１６年开始，中信所依据高校论文发表和引

用情况对高校不同学科发展布局情况进行分析和评
价。以中国主要大学为研究对象，采用各大学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引文总量作为源数据，根据波士顿矩
阵方法，分析各个大学学科发展布局情况，构建学科
发展矩阵。

按照波士顿矩阵方法的思路，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各大学某一学科论文产出量占全球论文总数的比例
作为科研成果产出占比的测度指标；以各大学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在某一学科领域论
文被引用总量的增长率作为影响科研增长的测度指
标。根据高校各个学科的占比和增长情况，以占比
为０．５％和增长率为２００％作为分界线，划分了４个
学科发展矩阵空间：优势学科、潜力学科、传统学科
和劣势学科。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科发展
布局情况见表２８。

同样按照波士顿矩阵方法的思路，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各大学在某一分类的专利产出数量作为科研成果
产出的测度指标，以各大学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在某一分类专利被引用总量的增长率
作为影响科研增长的测度指标。以专利数量为１０００
和增长率为１００％作为分界点，划分为四个象限，依次
为优势专业、传统专业、潜力专业和弱势专业。

表２８　 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科发展布局情况

高校名称 优势学科
数量／个

传统学科
数量／个

潜力学科
数量／个

弱势学科
数量／个

上海交通大学 ４９ ３６ ３６ ４３
浙江大学 ３６ ４４ ３８ ４９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３３ ８ ４７ ６０
清华大学 ３３ ２８ ５５ ４６
天津大学 ３１ ４ ５６ ６３

注：取优势学科数量排名前５位的高校。

　 　 我国主要高校专利发明和引用的德温特学科类
别发展布局情况见表２９。
表２９　 我国主要高校在德温特２１个学科类别的发展布局情况

高校名称 优势专业
数量／个

传统专业
数量／个

潜力专业
数量／个

弱势专业
数量／个

浙江大学 １７ ０ １ ３
南京大学 １５ ０ ４ ２
天津大学 １４ ０ ３ ４
山东大学 １３ ０ ３ ５

华南理工大学 １１ ０ １ ９

注：取优势专业数量排名前５位的高校。

６．３　 中国高校学科融合指数
多学科交叉融合是高校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产生创新性成果的重要途径。据统计，学科前
沿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创新成果，大多是学科交叉融
合的结果。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阵地，多学科
交叉融合是提高学科建设水平，提升高校创新能力
的有力支撑。对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的分析可以帮助
高校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学科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
融合。中信所从２０１６年开始评价和发布中国高校
学科融合指数，并从跨学科论文占比与热门学科组
合２个方面进行分析。

根据Ｓｃｏｐｕｓ中论文的学科分类体系，构建了学
科树。学科树中每个节点代表１个学科，任意２个
节点间的距离表示其代表的２个学科研究内容的相
关性。距离越大表示学科相关性越弱，学科跨越程
度越大。对于一篇论文，根据其所属不同学科，在学
科树中可以找到对应的节点并且计算该论文的学科
跨越距离。统计各高校在统计年度内所有论文的学
科跨越距离之和，定义为各高校的学科融合指数。

以Ｓｃｏｐｕｓ收录的２０１７年高校论文为数据源，
选取欧洲、美洲、亚洲不同国家（地区）学术影响较
大的几所高校来进行对比分析（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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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欧洲、美洲、亚洲１２所高校学科融合指数
６．４　 中国高校国际合作地图

国际合作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不可替代
的积极作用。自２０１７年，中信所开始发布“中国高
校国际合作地图”。“中国高校国际合作地图”基于
２０１７年ＳＣＩ收录的论文数据，从学科领域的角度展
示以中国高校为主导的论文国际合作情况。分别选
取中国的综合类院校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
学，工科类院校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以及农科类院校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进行对比分析。
６．５　 中国高校科教协同融合指数

中国高校作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
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科学
合理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是新时代科教
协同融合的“指挥棒”，对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高校科研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自２０１８年开始，中信所开始评价和发布“中国高
校科教协同融合指数”。“中国高校科教协同融合
指数”在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中融入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要素，从学科领域层面基
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学术影响力和人才培养四
个方面设置九项指标。其中，创新投入用获批项
目数和获批项目经费来表征，创新产出用发表论
文数和发明专利数来表征，学术影响力用论文被
引频次和专利被引频次来表征，人才培养用活跃
Ｒ＆Ｄ人员数、国际合作强度和国际合作广度来
表征。
６．６　 中国医疗机构医工结合排行榜

医学与工程学科交叉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趋
势。“医工结合”倡导学科间打破壁垒，围绕医学实
际需求交叉融合、协同创新。医工结合不仅强调医

学与医学以外的理工科的学科交叉，还包括医工与
产业界的融合。自２０１７年，中信所开始评价和发布
“中国医疗机构医工结合排行榜”。“中国医疗机构
医工结合排行榜”设置３项指标表征“医工结合”创
新过程中３个阶段的表现：从基础研究阶段开始，经
过企业需求导向的应用研究阶段，再到成果转化形
成产品阶段。３ 项指标分别为：（１）发表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论文数量，基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收录的医疗机构论文数量；（２）发明专利
数量，基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和专
利引文索引收录的医疗机构专利数量；（３）与上级
公司关联强度，基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中国上市公司年
报数据库统计，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所报道的人员任
职、重大项目、重要事项等内容中，利用文本分析方
法测量医疗机构与企业联系的范围和强度。

统计各医疗机构上述３项指标，经过标准化转
换后计算得出三维坐标的矢量长度数值，用于衡量
各医疗机构的医工结合水平。２０１７年医疗机构医
工结合排行榜见表３０。
６．７　 中国医疗机构科教协同融合指数

医院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才的培养与技术创
新，创建研究型医院是中国医院可持续发展的成功
模式，也是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建
设国际一流医院的必由之路。自２０１８年，中信所开
始评价和发布“中国医疗机构科教协同融合指数”。
“中国医疗机构科教协同融合指数”在科技创新能
力评价体系中融入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要素，从
学科领域层面基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学术影响力
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设置九项指标。其中，创新投
入用获批项目数和获批项目经费来表征，创新产出
用发表论文数和发明专利数来表征，学术影响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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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０　 医疗机构医工结合排行榜
排序 医疗机构名称 计分
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１８８

２ 北京协和医院 １４６

３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１２８

４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１０９

５ 南京大学附属金陵医院 １０４

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１０１

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 ８１

８ 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８０

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７９

１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７６

１１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７４

１２ 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 ７２

１３ 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三医院 ７０

１４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３０２医院 ６４

１５ 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６４

１６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６３

１７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６０

１８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５８

１９ 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５６

２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５６

论文被引频次和专利被引频次来表征，人才培养用
活跃Ｒ＆Ｄ人员数、国际合作强度和国际合作广度来
表征。
７　 基金项目资助产出的国际论文

据ＳＣＩ数据库统计，国家各级基金、项目资助产
出的国际论文共３０．９５万篇，其中高校发表的论文
占７７．５７％，研究机构占９．９１％，主要分布于化学，生
物学，物理学，临床医学，材料科学，基础医学，电子、
通信与自动控制，地学，计算技术和环境科学领域。
８　 ＳＳＣＩ收录中国论文情况

２０１７年ＳＳＣＩ收录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共２．００
万篇。其中中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共
１４３０６篇。
８．１　 ２０１７年发表社会科学国际论文较多的地区

中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分布于中国
大陆３１个省市自治区。论文总数位居前６名的地
区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湖北省、广东省和
浙江省。２０１７年我国发表社会科学国际论文较多
的地区排序见表３１。

表３１　 ２０１７年发表社会科学国际论文最多的地区
地区 论文数量／篇 所占比例／ ％
北京市 ３４５９ ２４．１８
上海市 １５６７ １０．９５
江苏省 １２８８ ９．００
湖北省 ９６２ ６．７２
广东省 ９５５ ６．６８
浙江省 ７９３ ５．５４

８．２　 ２０１７年发表社会科学国际论文较多的学科
中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社会科学期刊上

发表的论文涉及３９个学科，发表论文位居前６名的
学科包括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语言文字
和图书情报学。２０１７年我国发表社会科学国际论
文较多的学科统计情况见表３２。

表３２　 ２０１７年发表社会科学国际论文最多的学科
学科名称 论文数量／篇
经济学 ２２０４
教育学 １４８５
管理学 ４９９
社会学 ２３０
语言、文字 １７４
图书情报学 １２９

　 　 ２０１７年，中国有一千多个机构发表了ＳＳＣＩ论
文（中国机构为第一署名机构），其中发表１０篇及
以上论文的单位共计２１７个。在发表ＳＳＣＩ论文的
机构中，高校共发表论文１２８７３篇，占比８９．９８％，研
究院所共发表论文１０００篇，占比６．９９％。

２０１７年ＳＳＣＩ收录的国际期刊总数为３３１４种。
中国机构为第一作者机构共发表论文１４３０６篇，分布
于２５７０种期刊，其中收录中国科研人员作为第一作
者发表的论文大于１０篇（含１０篇）的期刊共２５０种。
９　 结语

与２０１６年相比，２０１７年，ＳＣＩ、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收
录的中国论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ＣＰＣＩＳ收录
的中国论文有减少。中国ＳＣＩ论文被引频次比
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１７．４％，排在世界第２位。２０１７年，
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了１０．００次，虽然比２０１６
年提高了６．４％，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值（１２．６１次／
篇）。２０１７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合著论
文占比超过四分之一，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参与国际
大科学的合作能力。２０１７年中国卓越科技论文数
量为２８．１０万篇，较２０１６年上升了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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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医学编辑理论与方法》专著出版发行

由袁桂清编审编著的《医学编辑理论与方法》一书，近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阐述医学编
辑理论与编辑方法学的专著，作者以全新视角，从深层次阐述医学编辑理论、医学编辑方法和医学编辑实践，
对启迪医学编辑思维，拓展医学编辑视野，把握医学编辑理论与医学编辑方法具有借鉴意义。

本书共计３２章。其主要内容涉及医学编辑基本理论、医学编辑相关原理与基本概念和编辑方法学、医
学编辑思维变革和思维方式与创新思维方法、医学期刊编辑出版史、医学编辑知识结构与智能结构、医学编
辑常用文本撰写方法、医学期刊学术治理结构设计方法、医学编辑决策方法、医学期刊审稿质量控制与审稿
方法、医学科研伦理规范及编辑审稿要点、临床医学诊疗指南制定伦理规范与编辑出版伦理、医学编辑出版
伦理规范与伦理失范控制方法、医学期刊审稿偏倚与控制方法、医学编辑创意产生与创意方法、医学期刊编
辑策划原则与方法、医学期刊选题原则与方法、医学期刊学术导向功能与导向方法、医学期刊的系统设计原
则与设计方法、医学期刊品牌评价方法与培育方法、医学期刊栏目分类与设计方法、医学期刊经营风险管理
与控制方法、医学期刊经营模式与盈利模式及经营方法等相关内容。读者可在书中探寻医学编辑方法学外，
还可在书中寻觅医学编辑学新概念的提出与方法论、医学期刊功能与角色定位、医学编辑的特殊性、医学编
辑的独立性、医学编辑职业角色、医学编辑职业责任、医学编辑职业理念、医学编辑职业精神、医学编辑职业
原则、医学编辑职业特点等。本书还重视实践性与实用性的融汇，在某些章节中尽量用实例和实践予以循证
呼应，以尽可能增强其实用性、经验性和可操作性，试图以全新视角审视和观察医学编辑实践、理论与方法学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