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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湖北基础科研论文产出与引用分析
刘 　霞 　赵基明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 武汉 　430072)

【摘 　要】本文利用 SCI(科学引文索引)统计分析了湖北改革开放 30 年来基础科学研究论文的发表与引用情况。

结果表明全省发表论文数量增长很快 ,基础研究发展潜力大 ,但产出的高水平高影响力成果还不尽如人意。作者

认为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提高论文质量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所在 ,并就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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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ubl ication and Citation of Hubei

Scientif ic Articles ( 1978～2007)

Liu Xia 　Zhao J iming

【Abstract】Based on SCI database , the paper analysis the publication and citation status of Hubei scientific article

during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in Chin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cluded in SCI

have increased quickly and the research potential on basic research are delightful ,but the quality of publications need

to be improved ,which should be the point of future research work. .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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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基、先导和

后盾 ,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源泉。陈佳洱院士指出[1 ] :

基础科学研究对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将所

取得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发现等成果撰写成科技论

文发表到科学期刊上公之于世。著名检索与评价数

据库 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了自然科学领域最具

影响力的 6000 多种学术期刊 ,是国际上反映基础科

学研究成果质与量的最重要计量评价工具。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科技论文被 SCI 收录和引用数量的多

少 ,普遍被认为是评价该国或地区基础研究水平的

重要标志之一[2 ] 。

湖北武汉很早就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重镇之

一 ,有很好的研究氛围和基础 ,并产出了不少优秀研

究成果。如 1936 年 ,汤佩松教授就以国立武汉大学

名义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多篇植物生理学方面的研究

论文。1939 年 ,高尚荫教授和助教公立华合作完成

的“四川嘉定淡水水母之研究”,全文在国内期刊上

发表后 ,当年又很快以国立武汉大学名义在国际权

威期刊 Science 上发表了这一研究发现的成果简

报。1947 年梁百先教授以国立武汉大学名义将其

关于赤道附近电离层 F2 层电离量与地磁纬度异常

现象的研究成果发表到国际权威期刊 ,这些研究成

果也都被后来的 SCI 回溯库收录。

由于各种原因 ,湖北基础科学研究在改革开放

前同全国一样 ,所投入的人、财、物力十分有限 ,科研

条件落后 ,改革开放前的 1977 年全省没有 1 篇被

SCI 收录的论文。1978 年 3 月 ,党中央召开了规模

盛大的全国科学大会 ,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

军的伟大号召 ,唤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改革开放

的英明决策为湖北基础科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原有基础科学研究机构逐步得以恢复 ,并

建立了一大批新的科研机构 ,与此同时开展了与国

内外知名科研机构广泛的科研合作 ,使湖北科技事

业得到蓬勃发展。30 年来湖北科技实力明显增强 ,

基础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有力促进了科研人

材培养 ,为高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提高了国际

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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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革开放30年湖北发表基础科研论文概况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论文统计与

分析课题组近 20 年的统计与分析结果[3 ] ,湖北发表

的国际论文数在全国省市区域中历年多居第四至第

六位 ,整体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省内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在全国历年大学机构排名中也都位居前

列 ,该统计分析对湖北省其他机构的科研论文情况

无详细报道 ,也未曾见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2 . 1 　数据来源

我们基于 SCI[ 4 ] ,检索了自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2007 年 30 年间收录湖北基础科学研究论文

的情况 ,并利用其分析功能对各年度收录论文情况

及论文所用语种、文献类型、来源出版物、学科分布、

高被引论文、主要研究单位、主要研究人员等情况进

行了分析。

2. 2 　SCI 30 年收录湖北基础科学研究论文概况

(1) 收录论文分布总数及近 10 年数量分布 :根

据对 SCI 的检索结果 , 1978～2007 年的 30 年间 ,

SCI 累计收录湖北基础科学研究论文为 33813 篇

(含合作论文) 。表 1 是各年度 SCI 收录湖北论文数

量情况。

表 1 　1978～2007 年 SCI收录湖北论文情况

年度 收录论文
(篇) 增长率 年度 收录论文

(篇) 增长率

1978 　3 1993 452 6. 60

1979 8 166. 67 1994 462 2. 21

1980 13 62. 50 1995 629 36. 15

1981 34 161. 54 1996 714 13. 51

1982 65 91. 18 1997 764 7. 00

1983 101 55. 38 1998 944 23. 56

1984 116 14. 85 1999 1124 19. 07

1985 145 25. 00 2000 1409 25. 36

1986 168 15. 86 2001 1590 12. 85

1987 205 22. 02 2002 2004 26. 04

1988 252 22. 93 2003 2726 36. 03

1989 260 3. 17 2004 3189 16. 98

1990 363 39. 62 2005 4381 37. 38

1991 375 3. 31 2006 5078 15. 91

1992 424 13. 07 2007 5816 14. 53

　　 (2) 论文所用语种分布 :33813 篇论文有 30863

篇 (91127 %)用英文撰写发表、2822 篇 (8135 %) 用

中文撰写发表、用法语、日语、德语、俄语撰写发表的

论文共 129 篇 (0138 %) 。

(3) 论文的文献类型分布 : 33813 篇论文涉及

14 种文献类型 ,其中最多的是期刊论文 ,共计 29380

篇 ,占总篇数的 86189 % ;会议论文 2419 篇 ,占总篇

数的 7115 % ; 会议文摘 1035 篇 , 占总篇数的

3106 % ;评论文献 294 篇 ,占总篇数的 0187 % ,其它

为致编辑部的信、札记、编辑部社论、更正材料等类

型文献共 685 篇 ,占总篇数的 2103 %。

(4) 论文的学科分布 :全省论文共覆盖了 SCI

分类中的 194 个学科专业领域 ,几乎涉及了 SCI 全

部的学科类别。其中发表论文数居于前 10 位的学

科是 :材料科学、物理学、化学、分析化学、应用物理

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数学、凝聚态物理学、物

理化学、应用数学 ,说明湖北在这些学科领域有研究

优势。

(5) 论文的来源出版物分布 : 33813 篇论文发

表在 3528 种来源出版物上。发文 100 篇以上的来

源出版物有 58 种 (共计发文 11602 篇 ,占总数的

34131 %) ,其中有 28 种为中国期刊 ,前 15 种期刊中

有 11 种为中国期刊。发文最多的期刊是 Journal of

Wuhan U niversity of Technology2Materials Science

Edition ,共计发文 786 篇 ,占总数的 2132 %。

(6) 论文合作研究情况 :30 年间全省学者共与

全球 102 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了合作研究 ,主要合

作伙伴为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等科

技发达国家。国内 (包含香港地区) 合作机构前 10

名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 ,主要都是知名高校。

从 SCI 30 年收录湖北基础科学研究论文的情

况可以看出 :

(1) 湖北基础研究成果增长很快。在改革开放

之初的 1978 年 , SCI 只收录了湖北学者在《中国科

学》等三种国内期刊上发表的 3 篇论文 , 1979 和

1980 年 ,也只分别收录 8 篇和 13 篇论文。2007 年

则达 5800 多篇。

(2) SCI 收录湖北论文中的 91127 %的论文用

英语撰写发表 ,说明湖北学者能很好适应国际科技

交流的需要。

(3) 文献类型分布与全国情况很接近 ,与国外

则有明显差别。SCI 对所收录的文献类型分类较

细 ,我们检索到中国 2002～2005 年 225700 篇文献

的类型分布情况是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会议文摘、

评论 文 献 分 别 占 84107 %、8185 %、4100 % 和

1121 % ,湖北相比全国的情况是期刊论文所占比例

略高 ,其它几种类型文献所占比例略低 ,与国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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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明显差别。例如英国 2002～2005 年 315243 篇

文献的分类情况是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会议文摘、

评论文献 分 别 占 59189 %、9134 %、14114 % 和

5115 %。这种差别表明 ,湖北学者应邀撰写评论文

献的机会较之国外学者少很多 ,在国内比较也算偏

低 ;因为科研经费等原因 ,出席国际会议的意愿也不

太强烈 ,积极性不是很高。

(4) 在论文的学科分布方面 ,全部论文按 SCI

的学科专业分类达 190 多个大小学科专业领域 ,这

与全国情况相当 ,与湖北高校及科研院所较多的情

况相吻合 ,表明我省高校及科研院所学科门类相当

齐全。发表论文数居于前 10 位的学科专业也与全

国情况基本一样 ,但与国外比较差别很大 ,如英国发

表论文数居于前 10 位的学科专业分别为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神经系统科学、肿瘤学、药理学与药

剂学、外科学、医学、综合医学与内科学、临床神经病

学、免疫学、血液学、心脏与心血管系统科学。美国、

加拿大等国的情况也基本与英国类似 ,可见国外医

学研究非常深入 ,成果众多 ,而中国则在理学方面体

现出一定的优势。国内外为何在重点或优势研究领

域方面呈现出这么明显的差别 ,值得深入探讨。

(5) 来源出版物方面 ,SCI 2007 年共有来源出

版物 6426 种 ,湖北在其约 55 %的来源出版物上有

论文发表 ,说明湖北学者有能力广泛借助国际学术

期刊发表研究成果。一般说来 ,在高影响因子期刊

上发表论文难度较大 ,但是一旦发表 ,其传播的范

围 ,或者说被人阅读和参考的机会远比影响因子低

的期刊大得多[ 2 ] 。从来源出版物的分布状况看 ,湖

北学者发表论文较多的来源出版物的影响因子多数

不是很高 ,影响力偏低 ,在具有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不多 ,在国际权威期刊如 Nature、Science

上发表的论文则更少。在这方面要取得突破 ,必须

要靠产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能得以实现。

(6) 湖北基础科学研究合作伙伴在国外主要是

美国等科技发达国家 ,国内合作机构主要是清华大

学等知名高校。虽然湖北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国内

合作呈现出不断加强的势头 ,但这些合作成果主要

还是湖北学者外出作访问学者时参与的科学研究所

取得的成果 ,合作成果的主导方多为合作对方 ,由省

内机构和学者主导完成的合作成果不多。

2 . 3 　发表论文机构分布情况

经过 30 年的发展 ,我省形成了以武汉市为研究

活动中心 ,以高校系统、科学院系统为研究机构核

心 ,集各级各类研究力量 ,如长江科学研究所、武汉

钢铁公司、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宜昌地质矿产研究

所、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等单

位积极参与的可喜局面。由对 SCI 数据库的检索

统计 ,全省发表论文 10 篇以上的署名机构共 100 余

家 ,绝大多数分布于武汉市内 ,黄石、荆州、宜昌等地

也有较大发展。统计期内发表论文量居前的 20 家

机构见表 2。

表 2 　发表论文量居前的 20 家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发表
论文数 序号 机构名称 发表

论文数

1 武汉大学 9718 11 湖北师范学院 256

2 华中科技大学 9620 12 中南民族大学 242

3 中科院武汉分院 3830 13 海军工程大学 256

4 华中师范大学 2871 14 长江大学 209

5 武汉理工大学 2483 15 武汉科技学院 208

6 中国地质大学 1431 16 三峡大学 110

7 华中农业大学 1363 17 湖北民族学院 108

8 湖北大学 1003 18 武汉工业大学 101

9 武汉科技大学 430 19 江汉大学 99

10 武汉工程大学 348 20 湖工业大学 89

　　说明 :文中论文数包括了 30 年来各单位合并前后曾使
用过的各种名称的论文。如华中科技大学有 HUAZHON G
UN IV SCI & TECHNOL 、TON GJ I M ED UN IV 等 13 种缩
写名称 ;长江大学有 YAN GTZE UN IV、J IAN GHAN PETR

INST 等 6 种缩写名称。

2 . 4 各研究机构论文被引用情况

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不能仅用论文数量衡量 ,更

重要的是要用质量水平来衡量 ,要看论文产生的实

际影响效果 ,看科学界同行的认可情况。

在过去 30 年中 ,湖北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不断在

数量上增长很快 ,在质量方面也在不断提高。1978～

1980 年所发表的 25 篇论文到 2008 年 12 月总共只

被引用了 62 次 ,在平均约 30 年的可引用期中仅篇

均被引 2148 次 ;而 2002～2004 年间所发表的 7919

篇论文至今却已总共被引用 54792 次 ,在平均仅约

5 年的可引用期内篇均被已引达到 6192 次 ,表明我

省基础科学研究已开始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

变。

我们检索统计了湖北各研究机构发表论文的总

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和 h 指数三项指标 ,其中 h

指数即高被引指数 ( highly cited index) ,2005 年由

美国 J . E. Hirsch 教授提出 , h 指数越高表示被评

价对象 (科学家个人或科研集体) 的高被引论文越

多[5～7 ] 。统计结果是论文总被引频次达 10000 次以

上的单位有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科院武汉

分院、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论文篇均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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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大于 5 次的有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

国地质大学、中科院武汉分院、武汉大学。h 指数居

前的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中科院武汉分院、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全省发

文量前 20 名机构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和 h

指数的具体指标见表 3。

2 . 5 　高被引 (被引 100 次以上)论文分布

人们习惯将受同行关注、认可度高、影响力大、

被引用次数多的学术论文称之为高被引论文。高被

引是一个相对概念 ,能有效说明其学术贡献。由湖

北学者独立完成或主持完成被引用 100 次以上的高

被引论文有 22 篇。这 22 篇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情况

是 :华中科技大学 5 篇、武汉理工大学 4 篇、中国地

质大学 (武汉) 、武汉大学各 3 篇 ;中科院武汉分院、

华中农业大学各 2 篇 ;海军工程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湖北大学各 1 篇。这些论文主要分布于物理学、

材料科学、病毒学、农业科学、化学、生物化学、地球

科学研究领域。这些高被引论文的主要作者、作者

单位、论文出处和被引频次见表 4。其中论文作者

张启发、卓仁禧、叶朝辉、殷鸿福为中科院院士 ,其他

学者均为所在单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或研究员。

表 3 　各机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和 h指数的

具体指标 (按总被引频次排序)

序号 机构名称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h指数

1 武汉大学 54742 5. 63 54

2 华中科技大学 41765 4. 34 57

3 中科院武汉分院 21864 5. 71 47

4 华中师范大学 18148 6. 32 49

5 武汉理工大学 10339 4. 16 36

6 华中农业大学 9016 6. 61 36

7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8954 6. 26 42

8 湖北大学 3651 3. 64 21

9 海军工程大学 1539 6. 01 17

10 武汉工程大学 1229 3. 53 16

11 武汉科技大学 1060 2. 47 13

12 湖北师范学院 894 3. 49 15

13 中南民族大学 658 2. 72 11

14 长江大学 658 3. 15 10

15 武汉科技学院 597 2. 87 11

16 三峡大学 400 3. 64 10

17 湖北民族学院 291 2. 69 7

18 武汉工业大学 283 2. 80 8

19 江汉大学 252 2. 55 8

20 湖工业大学 242 2. 72 8

表 4 　高被引论文主要作者及来源

主要作者/ 作者单位 发表论文的期刊 ,出版年 ,卷 (期)页码 被引频次

南策文/ 武汉理工大学 P H YSICAL REV IEW B ,1994 ,50 (9) :608226088 293

南策文/ 武汉理工大学 PRO GRESS IN MA TERIAL S SCIENCE ,1993 ,37 (1) :12116 267

石正丽/ 中科院武汉分院 SCIENCE ,2005 ,310 (5748) :6762679 188

陈林根/ 海军工程大学 J OU RNAL OF NON2EQU IL IBRIUM T H ERMOD YNAMICS , 1999 , 24
(4) :3272359 178

张启发/ 华中农业大学 PROCEEDIN GS OF T H E NA TIONAL ACADEM Y OF SCIENCES OF
T H E UN ITED STA TES OF AM ERICA ,1997 ,94 (17) :922629231 170

徐辉碧/ 华中科技大学 BIOCHIMICA ET BIOP H YSICA ACTA2GEN ERAL SUBJ ECTS ,1999 ,
1472 (3) :6432650 163

王恩科/ 华中师范大学 P H YSICAL REV IEW L ETTERS ,2002 ,89 (16) :162301 161

高山/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98 ,62 (11) :195921975 147

余家国/ 武汉理工大学 JOURNAL OF PH YSICAL CHEMISTRY B ,2003 ,107 (50) :13871213879 139

余家国/ 武汉理工大学 T HIN SOL ID FIL MS ,2000 ,379 (122) :7214 137

叶亦英/ 武汉大学 P H YSICAL REV IEW B ,1996 ,54 (12) :839828410 131

吴颖/ 华中科技大学 P H YSICAL REV IEW A ,1996 ,54 (2) :158621592 128

吴颖/ 华中科技大学 P H YSICAL REV IEW A ,2003 ,67 (1) :013811 ,P125 124

殷鸿福/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EPISODES ,2001 ,24 (2) :1022114 123

吴颖/ 华中科技大学 P H YSICAL REV IEW L ETTERS ,1997 ,78 (16) :308623088 122

屈松生/ 武汉大学 T H ERMOCHIMICA ACTA ,1988 ,123 :33241 115

夏清华/ 湖北大学 CH EMICAL REVIEWS ,2005 ,105 (5) :160321662 113

刘长林/ 华中科技大学 COORDINA TION CH EMISTR Y REV IEWS ,2004 ,248 , (122) :1472168 110

任建业/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ECTONOP H YSICS ,2002 ,344 (324) :1752205 110

张启发/ 华中农业大学 MOL ECULAR AND GEN ERAL GEN ETICS ,1999 ,261 (3) :4392446 109

胡胜水/ 武汉大学 ANAL YTICAL BIOCH EMISTR Y ,2003 ,318 (1) :1002106 105

胡志红/ 中科院武汉分院 J OU RNAL OF GEN ERAL V IROLO GY ,2001 ,82 (1) :241225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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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省学者参与完成的国际合作论文有 50 多

篇被引用 100 次以上 ,其中武汉大学秦金贵与美国

学者合作发表于 NA TU RE 1999 年第 398 卷 6722

期上的论文被引用 905 次。华中师范大学刘峰等与

美、英等国学者合作发表于 NUCL EA R P H YSICS

A 2005 年 757 卷第 1～2 期上的论文被引用 400

次。

3 　作者个人发表论文及被引用情况

30 年间 ,湖北发表论文 100 篇以上的作者共有

47 人 ,其中武汉大学 18 人、华中科技大学 11 人、武

汉理工大学 6 人、中科院武汉分院 5 人、华中师范大

学 4 人、海军工程大学 2 人、华中农业大学 1 人。发

表论文最多的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姚凯伦教授 ,发

表论文 361 篇 ;发表论文数超过 200 篇的有 8 人。

论文总被引频次最多的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院

士 ,论文被引用 2958 次 ;总被引频次达 2000 次以上

的作者有 7 人 ,达 1000 次以上的作者有 22 人。论

文篇均被引频次和 h 指数最高的作者均为华中农业

大学张启发院士 ,其发表的 124 篇论文篇均被引频

次达到 23185 次 ,h 指数为 29。篇均被引频次达 10

次以上的作者有 7 人 ,h 指数在 20 以上的作者有 10

人。总被引频次达 1000 次以上的作者个人发表论

文及被引用情况见表 5。

表 5 　总被引频次达 1000 次以上的

作者个人发表论文及被引用情况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论文
数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h指数

张启发/ 华中农业大学 124 2958 23. 85 29

余家国/ 武汉理工大学 129 2761 21. 40 27

张俐娜/ 武汉大学 275 2682 9. 75 24

蔡旭/ 华中师范大学 222 2478 11. 16 25

吴颖/ 华中科技大学 115 2253 19. 59 28

秦金贵/ 武汉大学 194 2056 10. 60 18

卓仁禧/ 武汉大学 235 2031 8. 64 23

程介克/ 武汉大学 132 1791 13. 57 24

叶朝辉/ 中科院武汉分院 259 1705 6. 58 19

刘觉平/ 武汉大学 141 1684 11. 94 22

赵修建/ 武汉理工大学 162 1573 9. 71 21

庞代文/ 武汉大学 105 1490 14. 19 23

江祖成/ 武汉大学 143 1334 9. 33 19

王仁卉/ 武汉大学 170 1318 7. 75 18

姚凯伦/ 华中科技大学 361 1282 3. 55 16

陈林根/ 海军工程大学 127 1216 9. 57 16

孙丰瑞/ 海军工程大学 129 1192 9. 24 16

胡胜水/ 武汉大学 111 1093 9. 85 19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论文
数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h指数

杜予民/ 武汉大学 142 1079 7. 60 15

袁润章/ 武汉理工大学 231 1078 4. 67 17

冯钰锜/ 武汉大学 128 1075 8. 40 16

屈松生/ 武汉大学 204 1073 5. 26 16

徐辉碧/ 华中科技大学 141 1073 7. 61 15

4 　讨论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的湖北基础科学研究基本

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前 15 年为一个百废待兴的恢复

性、调整性阶段 ,也是一个人才培养与集聚的阶段 ,

研究机构、人才及资金、信息、设备等资源均都不够

充裕 ,这 15 年湖北只发表 SCI 论文 2532 篇 ,被引用

情况也较差。后 15 年随着国家基础研究资金投入

不断加大等各方面条件的不断改善 ,湖北基础研究

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 ,共产出 SCI 论文 31282 篇 ,

被引用情况有了一定改善 ,但这一阶段基本还是以

研究机构及人员规模激增和论文数量扩张为主要特

征。

湖北作为科教大省 ,现有多所高校进入国家

211 工程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6 个研究所整体进

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全省拥有多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部院级重点实

验室 ,在这些科研机构中产生了不少国内外有影响

的科技领军人物和中青年的学术带头人。应能为湖

北和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作出较大的成就与贡献。

在表 4 的 22 篇高被引论文中 ,除 5 篇论文的主

要作者是 60 岁以上老年科学家外 ,17 篇论文的主

要作者是 1953 年 —1961 年出生 (张启发、吴颖) 或

1962 年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科学家 (南策文、石正

丽、陈林根、王恩科、余家国、夏清华、刘长林、任建

业、胡志红) ,而且这些中青年科学家中的 3 人有 2

篇、1 人有 3 篇高被引论文。从发表论文 100 篇以

上的 47 位作者看 ,虽然这些多产作者以 60 岁以上

老年科学家为主 ,但也有不少是 1953 年及以后 (张

启发、吴颖、赵修建)出生或 1961 年及以后 (余家国、

庞代文、冯钰锜)出生的中青年科学家。在总被引频

次、篇均被引频次、h 指数方面 ,中青年科学家却有

后来居上的表现 ,总被引频次前 2 名、篇均被引频次

前 4 名、h 指数前三名的获得者都是这些中青年科

学家 ,预示湖北基础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呈

现出了一种非常可喜的格局。

综上所述 ,湖北武汉很早就是我国基础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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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重镇之一 ,有很好的研究氛围和基础。经过改革

开放 30 年的发展 ,湖北基础科研条件有了显著改

善 ,科研人才济济形成了比较强势的基础科学研究

梯队。论文产出量获得空前发展 ,质量在提高 ,影响

力也在不断扩大。但放到国际或全国范围作比较 ,

湖北目前在基础研究方面产出的高水平高影响力成

果还不尽如人意。如多数论文是发表在影响力偏低

的期刊上 ,在具有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

多 ,在 Nat ure、Science 等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更

少。又如在 IS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于 2000 年给

中国发表的 47 篇高影响力学术论文的 124 位中国

科学家颁发的“经典引文奖”中 ,湖北只有南策文 (且

1999 年已调到清华大学) 获奖。在 2008 年中国科

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科学前沿分析中心、《科学观

察》杂志社、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 ( Thomson Scien2
tific)共同举办的“科学前沿 ———中国卓越研究奖暨

科学引文中国论坛”上为中国发表的 24 篇高影响力

学术论文的 95 位作者颁发的“中国卓越研究奖”中 ,

湖北只有吴颖、杨晓雪获奖。这种奖项虽然不是政

府行为 ,也不是科学家追求的目标 ,但它将评奖的标

准定位在世界科学前沿 ,定位在论文本身的学术影

响力上 ,是国际同行和科学界机构的高度认可。在

这些方面湖北的表现与发表论文数在全国居第四至

六位的情况有所逊色。因此 ,提高研究水平 ,提高论

文质量应该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所在。

5 　对策建议

在下一个 15 年 ,湖北基础科学研究能否在数量

增长的基础上同时实现质的飞跃 ? 能否争取实现从

科教大省向科教强省的转变 ? 这主要取决于“提升

质量”的理念能否成为每个科研人员的科研意识 ,也

取决于对质量意识的导向原则与机制 ,其次也有必

要借鉴国内外科研管理机构及科学家个人的一些相

关有益经验来扩大自己的科研影响与效益。为此 ,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1. 端正科研意识 ,树立提升科研质量 ,质重于

量的理念。每个科研人员都要认识到在科学研究上

有新的突破比在论文数量上有更多增加更重要、更

有意义。特别是承担国家重大研究课题、重点研究

课题、杰出青年基金课题等学术带头人 ,不能看一时

得失 ,而要考虑长远发展 ,应该把提升科研质量 ,争

取有所创新、有所发现作为科研追求的目标。国家

和地方政府科研管理部门应加强项目绩效管理[8 ] ,

出台的政策要有益于提升科研质量 ,提高科学研究

效益。

2. 改革奖励制度、拔正研究导向 ,鼓励提高研

究质量水平。奖励的核心应该是创新性 ,是质量水

平 ,而目前很多单位对发表 SCI 论文千篇一律地在

当年一次性给予等额奖励 ,这种看似“公平”的奖励

办法只讲数量不论质量 ,不利于提高科研质量。可

改革为分类 (根据学科特点) 、分级 (根据成果质量) 、

分批 (对产生高影响的优秀成果作二次奖励)进行奖

励。湖北省政府两年一次的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

奖和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人事厅、科学技术厅两年

一度联合颁发的优秀学术论文奖可适当延长评奖成

果产出时限 ,以便保证能依据产生的实际效果评奖 ,

使鼓励提高研究质量水平的导向和效果落到实处。

3. 找准适合自己的期刊发表论文 ,以提高引用

率 ,扩大影响力。科研人员大都期盼能在 Nature、

Science 等顶级的综合性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

果 ,若能成功自然会加大影响 ,为简历加分不少 ,对

此应予争取并予鼓励。但也有经验[9 ] 表明 ,发表论

文需要看准论文的目标读者 ,发表在高质量专业期

刊上的文章会更加容易被同行看到 ,这样就可能更

容易地得到更多的引用 ,会更加有利于提高引用率 ,

扩大影响力。所以发表论文一定要找准适合的期

刊 ,做到有的放矢。

4. 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参加国际会议除了可

以及时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外 ,还能及时了解相关

领域最新研究动态 ,也是与国际同行进行面对面交

流探讨 ,结识更多国际同行的有效渠道和捷径 ,这些

都对往后的研究工作有很好的促进和帮助。

5. 当被邀撰写评论文章时不要轻易谢绝。在

我们接触到的科研人员中也往往有被国内外期刊邀

请为其撰写专题评论文章的情况 ,但有的往往认为

撰写评论比较花时间精力、自己年青不够资历 ,故以

没有时间等原因而婉言谢绝。被邀请者应该想到通

过撰写评论可让自己系统研阅本专题文献 ,进一步

理清其来龙去脉 ,能使自己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高

更远 ,于己于人都有帮助。何况特邀评论一般都能

顺利得以发表 ,受同行关注和引用的几率高 ,还可能

带动读者对撰稿人其他研究论文的关注和引用 ,这

些都对扩大影响有所帮助。年青科学家不可高估自

己 ,但也不要低估自己 ,撰写专题评论邀请的机会并

非每位学者都能获得 ,被邀请者不要过于保守 ,而应

该把握好这种机会。

我们相信 ,随着我省基础研究队伍实力的不断

加强 ,国家对基础研究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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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进一步改善 ,湖北基础科学研究必将获得更

多的发展机遇 ,取得更大进步 ,我们期待湖北科学家

在世界科学前沿有更大更多的作为 ,未来在国际学

术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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