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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二次文献转载 
及Web下载计量学分析 

□裴光兰  [西南民族大学  成都  610041] 
 

[摘  要]  以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的引文数据为研究对象，从二次文献转载、Web下载

率的角度统计民族院校学报在2004～2006年期间为二次文献期刊全文转载以及Web环境下为网络

用户下载使用的情况，并通过加权得到综合评价值，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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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推出的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目前国内知名的索

引数据库之一，目前已推出1998～2007年的网络数

据，累计包含来源文献数据近80万条，被引文献记

录500万余条，收录期刊500多种。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苏新宁教授在《构建人文社会

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一文中[1]，建立了科学的

期刊评价体系。为了从期刊发表论文的二次文献转

载和Web即年下载率角度了解我国民族院校学报

（人文、哲学社科版）近年的二次文献转载和Web
即年下载状况及发展趋势，透视民族院校学报的学

术影响力，本文借鉴苏新宁教授的期刊评价体系，

利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作为统

计源，以民族院校学报在2004～2006年的载文信息

为研究对象
①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民族院校学报

的二次文献转载以及Web即年下载情况进行统计和

分析，并讨论近三年民族院校学报的学术影响状况，

以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2004～2006年间被CSSCI收录的民族学期刊12

种，刊登论文4314篇，引用文献49609篇。其中，

CSSCI来源刊年均引用次数超过5次的民族学期刊

计28种[2]。本文以民族院校学报的人文、哲学社会

科学版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这12种民族院校学报

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②
。

在这些学报中，前4种为2004～2006年CSSCI收录的

来源期刊，其余8种均为非来源期刊。 

一、民族院校学报二次文献转载分析 

学术期刊是否为二次文献转载以及转载率的高

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期刊的学术质量及其学术影

响。目前我国影响比较大的二次文献期刊有三大文

摘：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

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主

办的《复印报刊资料》，这三大文摘主要转载我国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科研成果，反映各学科领域

的学术热点和学术动向。可以说，期刊被这些二次

文献转载的论文越多，说明该期刊所刊载的高质量

文章也越多。因此采用二次文献转载数量作为评价

期刊学术影响的指标可信度高，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文摘》是一种大型的综合性、学术性文

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学、历史、文学艺

术、法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学

科，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权威性。遗憾的是，12种
民族院校学报中，只有5种学报被《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过，从被转载的情况看，具有被转载次数低、

偶然性强的特点。在2004～2006期间被《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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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过的民族院校学报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中

南民族大学学报》和《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是择优推介人文社会科

学重要研究成果的文摘类期刊，它涵盖的学科范围

广泛，强调学术品位，突出问题意识，倡导理论创

新，兼及新知趣味。在2004～2006期间只有3种民族

院校学报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过，他们是：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和《西

藏民族学院学报》。但这些学报被《中国社会科学》

转载次数低，偶然性强，无明显规律，不具代表性，

因此不能代表民族院校学报被转载的普遍情况。本

文重点针对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

《复印报刊资料》对民族院校学报的转载情况进行

统计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是公认的国内社会科学、人

文科学方面较有权威的专题文献数据库，文献收录

范围涉及政治类、经济类、哲学类、教育类、文史

类，转载论文数量与《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两种刊物相比要多很多。 
笔者在2004～2006年间民族院校学报被《复印

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年度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做了三

年平均值计算并进行了归一化处理。该指标的归一

化值是由其最大的三年平均值（《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的45.0000）作除数得到并依归一化值的大小排

序。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的全文转载、三年

平均值及归一化值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被复印 
  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统计 

排

序 
期刊名称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三年

平均

归一

化值

1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6 53 46 45.0000 1 

2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③
 

23 19 13 18.3333 0.4074

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17 24 11 17.3333 0.3852

4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18 16 9 14.3333 0.3185

5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9 18 7 11.3333 0.2519

6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11 8 9 9.3333 0.2074

7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6 8 12 8.6667 0.1926

8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 7 5 7.0000 0.1556
9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0 2 7 6.3333 0.1407

10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10 1 4 5.0000 0.1111

11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8 4 3 5.0000 0.1111

12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7 2 3 4.0000 0.0889

从表中的数据我们得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以年平均转载45篇遥居12种民族院校学报榜首，并

高出第二名学报145%的转载篇次，是民族院校学报

三年总平均的3.56倍，其余期刊年平均转载篇数均

不足20篇。 
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被《复印报刊资料》

平均转载的次数为12.64次。CSSCI来源期刊与非来

源期刊比较，民族院校学报的4种CSSCI来源期刊的

平均转载次数为15.33，而8种非CSSCI来源期刊的平

均转载次数为11.29，低于来源期刊，这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CSSCI来源期刊在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与

非来源期刊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 
从年度变化上来看，12种民族院校学报各年度

被《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次数或增或减，起伏不

定，无明显趋势。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各年

度被转载次数分别为13.67次、13.5次、10.75次，而

呈下降趋势。三年中，只有2种非CSSCI来源期刊的

被转载次数有一定的增加，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湖

北民族学院学报》，增加了1倍；4种CSSCI来源期刊

的被转载次数都处于下降状态，《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和《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下降率分别为43.48%
和50%，值得注意。 

如果我们把12个民族院校学报按被《复印报刊

资料》转载的归一化值划分为四个方阵，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 
第一方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转载的归一化

值为1而傲视群刊，说明该学报所刊载的高质量文章

相对较多，论文受社会与学术界的关注程度很高，有

着较强的综合学科影响力，当之无愧位居第一方阵； 
第二方阵：转载的归一化值在1～0.2之间的《中

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中央民

族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和《西北民族

大学学报》为第二方阵； 
第三方阵：转载的归一化值在0.2～0.1之间的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和《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为第三方阵； 
第四方阵：转载的归一化值在0.1以下的《西藏

民族学院学报》为第四方阵。 

二、民族院校学报Web即年下载率分析 

Web即年下载率是指期刊在某一期刊全文数据

库中当年出版并上网的论文在当年被全文下载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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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该期刊当年出版并上网论文总数之比，该指标

可以用来测度上网期刊的即年扩散速率。论文从网

上被下载，发挥了它的影响，体现了它的社会价值，

在网络文献爆炸性增长、网络利用日渐普见的情势

下，该指标越来越表现出其重要性[3]。 

笔者对2004～2006年三家民族院校学报Web即
年下载率的年度数据作了三年平均值计算并进行了

归一化处理。该指标的归一化值是由其最大的三年

平均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的38.4300）作除数

得到并依归一化值的大小排序。2004～2006年民族

院校学报的Web即年下载率的年度数据、三年平均

值和该指标的归一化值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 
    Web即年下载率 

排

序 
期刊名称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三年平

均 
归一化

值 

1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7 28.5 66.1 38.4300 1 

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

版） 
18.8 26.8 68.2 37.9300 0.9870

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19.7 24.9 55.3 33.3000 0.8665

4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18.8 20.5 39.9 26.4000 0.6870

5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4.2 19.0 33.7 25.6300 0.6669

6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17.2 22.0 37.0 25.4000 0.6609

7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13.3 24.9 32.0 23.4000 0.6089

8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16.1 17.9 36.0 23.3300 0.6071

9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17.1 19.4 32.5 23.0000 0.5985

10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 
15.2 17.6 29.4 20.7300 0.5394

11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14.5 17.5 29.9 20.6300 0.5368

12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8.4 17.8 29.9 18.7000 0.4866

从表中的数据我们得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下载率最高，平均每篇文章当年被全文下载38次以

上，年下载次数超过30的民族院校学报还有《西南

民族大学学报》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分别为

37.93次和33.30次。其他的民族院校学报，平均每年

每篇文章被下载20～30次的学报有8种；20次以下的

有1种。 
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的Web年平均下载

率为26.4067。CSSCI来源期刊与非来源期刊比较，

民族院校学报的4种CSSCI来源期刊的Web年平均下

载率为30.8825，而8种非CSSCI来源期刊的Web年平

均下载率为24.1688，低于来源期刊，这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了CSSCI来源期刊在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与非来源期刊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 
从年度变化来看，除个别学报在个别年度有小

小的波动外，几乎所有民族院校学报的Web即年下

载率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2004～2006年民族院

校学报的Web年平均下载率增长了140.15%，4种
C S S C I来源期刊的We b年平均下载率增长了

159.55%，8种非CSSCI来源期刊的Web年平均下载 
率增长了128.53%；其中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的学报

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比2004年平均每

篇文章下载次数增加了49.4次以上；其次是《中南

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比2004年平均每篇文章下载

次数增加了45.4次以上；第三是《广西民族大学学

报》，2006年比2004年平均每篇文章的下载次数增加

了35.6次以上。增长趋势最为缓慢的期刊是《西北

第二民族学院学报》，但涨幅也达39.26%。说明一方

面网络资源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各民

族院校学报在网络上的学术影响在逐年提升。 
如果我们把12个民族院校学报按Web即年下载率

的归一化值划分为四个方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方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Web即年下载率

的归一化值在0.85以上，说明这三种学报所刊载的

高质量文章相对较多，论文受社会与学术界的关注

程度很高，有着较强的综合学科影响力，当之无愧

位居第一方阵； 
第二方阵：Web即年下载率的归一化值在0.85～

0.65之间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北第二民族

学院学报》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为第二方阵； 
第三方阵：Web即年下载率的归一化值在0.65～

0.55之间的《贵州民族学院学报》、《西藏民族学院

学报》、《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为第三方阵； 
第四方阵：Web即年下载率的归一化值在0.55

以下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和《湖北民族学院学报》为第四方阵。 

三、民族院校学报二次文献转载与Web即
年下载率分析 

期刊二次文献转载率与Web即年下载率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被转载文献的学术性与社会影响，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两项指标值的统计分析，对民

族院校学报的学术性与社会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价。 
二次文献转载率与Web即年下载率均从其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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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时效性反映了期刊被学界和社会认可的程度，

不同的是二次文献转载率由专家依据其制定的遴选

标准确定，Web下载率由读者确定，两者综合考察

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定性与定量结合测度的意义[4]。为

确保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合理，我们分别赋予

二次文献转载率和Web即年下载率各50%的权重。 
笔者在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二次文献转

载率归一化值和Web即年下载率归一化值的基础上

按各占50%的比例进行加权计算后得到量化指标综

合值，并依量化指标综合值的大小排序。2004～2006
年民族院校学报的二次文献转载率和Web即年下载

率的量化指标综合值如表3所示。 

表3  2004～2006年民族院校学报二次文献 
     转载与Web即年下载率量化指标综合值 

排

序 
期刊名称 

二次文献转载

归一化值 
Web即年下载率

归一化值 
指标综

合值

1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科版） 
1 0.987 0.9935

2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0.4074 1 0.7037

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0.3852 0.8665 0.6259

4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0.3185 0.6609 0.4897

5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0.2519 0.687 0.4695

6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0.1111 0.6669 0.3890

7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0.1556 0.5985 0.3771

8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0.1407 0.6089 0.3748

9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0.2074 0.5368 0.3721

10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0.0889 0.6071 0.3480

11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0.1926 0.4866 0.3396

12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 
0.1111 0.5394 0.3253

从表中的数据我们得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以其二次文献转载率和Web即年下载率的量化指标

综合值0.9935遥居12种民族院校学报榜首，并高出

第二名学报41.18%，是民族院校学报三年综合值总

平均的（0.484）2.05倍。 
如果我们把12个民族院校学报按二次文献转载

率和Web即年下载率的量化指标综合值划分为四个

方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方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量化指标综合

值为0.9935而傲视群刊，说明该学报所刊载的高质

量文章相对较多，论文受社会与学术界的关注程度

很高，有着较强的综合学科影响力，当之无愧位居

第一方阵； 
第二方阵：量化指标综合值在0.9～0.4之间的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中

央民族大学学报》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为第二

方阵； 
第三方阵：量化指标综合值在0.4～0.35之间的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内蒙古民族大学学

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和《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为第三方阵； 
第四方阵：量化指标综合值在0.35以下的《西

藏民族学院学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和《青海

民族学院学报》为第四方阵。 

四、结论 

当然，“仅以二次文献转载率与Web下载率两

项指标来评价期刊的学术性与社会影响力，则其结

论很难不失之于偏颇。”[4]但是，二次文献转载与 
Web即年下载的利用，起到了扩大期刊学术影响、

提高原始文献利用率、向读者揭示期刊论文学术价

值的积极作用，因此，二次文献转载和Web即年下

载率都是在量化指标的定量评价体系内评价期刊学

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 
众所周知，民族院校学报被《新华文摘》、《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的数量比较少，只有极少数

优秀期刊的论文才有可能被其大量转载；《复印报刊

资料》转载的民族院校学报数量和篇数均比前两种

高出许多，但与其他学科期刊被转载的论文数相比

依然偏低，就2004～2006年而言，还呈现出逐年下

降的趋势。因此，各民族院校学报应不断提高自身

的办刊质量，把握学科热点，多发精品文章。同时，

越来越多的读者大量从网络获取期刊论文资料，

“并逐年增长迅速，这促使广大作者和期刊编辑应

更加注意规范期刊论文的内容与格式，提高文章学

术含量，”[5]规范期刊论文的关键词，增加期刊论文

的查询入口，以方便读者的获取，增加期刊论文的

下载数量，扩大期刊在网络世界的学术影响，使民

族院校学报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 本文中所使用的2004～2006年的载文信息及相关原

始数据均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正式公

布的信息。 

② 全国共有13所民族院校，因大连民族学院学报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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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9):66. 

登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期

刊中因载有较大数量的自然科学论文，不便于与其他民族院

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版和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学报进行比较，故

本文未将该学报列入比较分析。 [3]白云. 民族学期刊二次文献转载及web下载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9):79. ③ 表中标有星号“*”的学报为2004～2006年CSSC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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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广角· 

“人品即官品，做官即为民”是一个科学命题 

    赵文禄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党建〉2008第3期“理论探索”专栏上撰文指出，风格即其人，人品即官品，做官先

做人，是为官理念的根本所在。人品是官品的基础，而官品是人品的具体体现和延伸。所以，只有有了好的人品才有好的官

品，如果不具备诚信、正直、善良最基本的人品，就不会有好的“官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分析问

题不能离开事物存在的一定时间和范围，在一个人做了官的条件下，他的官品就是人品，人品就是官品，二者是统一的，是

“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的”，而且二者的养成也具有共同性。人品不是建立在职位、权力的基础之上，而是在德育的教化和熏

陶、法纪的约束、工作的磨砺中逐步形成的。为官后更要加强自身长期的品行修养，自觉养成堂堂正正的人格品行。所以论

证人品与官品的统一性，提出“人品即官品”，做官先做人的命题，这是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的要求是相一致的。既

符合语言原则，也符合客观原则，符合做人做官做事的客观规律性，它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也不是违背辩证法的

形而上学。因此这一命题是科学的正确的。 
    提出的“人品即官品”这一命题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历史基础。中国人对道德的近乎苛刻的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是

独一无二的。西方人允许神犯错误，但中国人却常以完人的标准来要求现实中的人，一旦人品较差，那就失去了当官的资格

和群众的威信。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的社会问题。 
    做官到底为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又非常简单。答案无非是两个：一是为自己，二是为人民。为自己

的人，心目中认为当官象征着金钱、地位、权势；为人民的人，则视当官为服务和责任。纵观古今，什么时候坚持了以民为

本，做官为民，则国富民殷 ，天下大治；反之，则民不聊生，天下大乱。 
    总之，“人品即官品，做官即为民”，是总结了历史与现实中的经验和教训后提出的一个立意新颖、内涵丰富的重要命题，

也是共产党人为官理念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认真研究和探讨这一科学命题，对于开辟共产党人为官理念的新视野，提高干

部的思想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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