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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　要】　对《管理科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刊载的论文及其作者和引文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作者的地区分布

和系统分布的特点，确定了管理科学领域多产作者和多产单位的数量和比例，并研究了引文数量、比例、语种、文献

类型及年代，揭示了近年来我国管理科学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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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科学学报》自１９９８年创刊以来，经过短短

的几年时间，在我国管理科学界已有较大影响。作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办的刊

物，该刊以学术带头刊物的身份，被公认为其学术质

量能够反映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本文在

统计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间有关数据的基础上，着重对该

刊的论文及其作者和引文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勾

画出我国管理科学领域科学论文产出的分布和影响

力的概貌，为各有关科教管理部门进行科技决策、资

源配置、人才选拔、项目评估、课题规划等提供了一

些重要的参考依据。

7�１　论文的统计分析

7�１．１　载文量的统计分析

7�《管理科学学报》１９９８年创刊时为季刊，２００１年

改为双月刊，此后，载文量显著增加，说明我国管理

科学的研究在迅速发展，大量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从表１可以看见，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载文量

分别为６３篇、６２篇、５４篇，２００１年载文量猛增至７２

篇，四年期间总共载文２５１篇。

7�表１　载文量统计

7�年度 7�１９９８ ��7�１９９９ !(7�２０００ "�7�２００１ $�7�合计

7�载文量（篇） 7�６３ ��7�６２  �7�５４ "n7�７２ #�7�２５１ %m

7�１．２　论文内容的统计分析

7�根据其研究内容，表２将２５１篇论文大致分为

专论、研究论文、应用研究、研究简报、专题研究、研

究综述、科学基金管理等七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

这样的划分也许不很科学，如：研究论文中也包含应

用研究方面的论文。但为了说明问题，根据该刊每

年度的总目次，笔者采用了以上划分。从表２可以

看到，近年来发表在该刊的研究论文共有１８３篇，占

７２．９％；其次，是由我国管理科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

（如：朱熔基、成思危、蒋正华、戴汝为、王众托、郭重

庆、于景元、席酉民、芮明杰等）撰写的专论共有２５

篇，占９．９６％；由于该刊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管理科学部主办，因而该刊也刊登了有关科学基

金管理方面的文章，但数量不多，只有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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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２　论文作者的统计分析

7�２．１　论文作者的合作情况

7�作者是科学文献的一个鲜明的外部特征。科学

合作尤其是论著合作是现代科研活动的一种最基

本、最常见、最主要的形式。《管理科学学报》的作者

合作度及合著率见表３。

7�表２　论文研究内容统计

7�内 7�容 7�篇 7�数
7�年 7�度
7�专论 7�研究论文 7�应用研究 7�研究简报 7�专题研究 7�研究综述 7�科学基金管理 7�合计

7�１９９８ ��7�１０ ��7�４７ ��7�０ �H7�５ ��7�０ ��7�０ ��7�１ "�7�６３ $�

7�１９９９ ��7�６ ��7�４２ ��7�５ �H7�６ ��7�０ ��7�２ ��7�１ "�7�６２ $�

7�２０００ ��7�６ ��7�３７ ��7�４ �H7�５ ��7�０ ��7�２ ��7�０ "�7�５４ $�

7�２００１ ��7�３ ��7�５７ ��7�７ �H7�４ ��7�１ ��7�０ ��7�０ "�7�７２ $�

7�历年合计篇数 7�２５ ��7�１８３ ��7�１６ �_7�２０ �07�１ ��7�４ ��7�２ "�7�２５１ $�

7�比例（％） 7�９ ��．９６ 7�７２ �I．９０ 7�６ ��．３７ 7�７ ��．９７ 7�０ ��．４０ 7�１ �v．６０ 7�０ !�．８ 7�１００ $�

7�表３　历年作者合作情况统计

7�年度 7�１人 7�２人 7�３人 7�４人 7�４人以上 7�小计 7�作者数（人次） 7�合作度 7�合著率（％）

7�１９９８ �`7�１８ ��7�２３ �I7�１９ ��7�３ ��7�０ ��7�６３ �v7�１３３ ��7�２ !�．１１ 7�７１ #�．４３

7�１９９９ �`7�１０ ��7�２６ �I7�２０ ��7�４ ��7�２ ��7�６２ �v7�１５１ ��7�２ !�．４４ 7�８３ #�．８７

7�２０００ �`7�９ ��7�２０ �I7�２３ ��7�１ ��7�１ ��7�５４ �v7�１２７ ��7�２ !�．３５ 7�８３ #�．３３

7�２００１ �`7�１３ ��7�３０ �I7�２７ ��7�２ ��7�０ ��7�７２ �v7�１６２ ��7�２ !�．２５ 7�８１ #�．９４

7�合计 7�５０ ��7�９９ �I7�８９ ��7�１０ �17�３ ��7�２５１ ��7�５７３ ��7�２ !�．２８ 7�８０ #�．０８

7�　　从统计数据看，总体上来说，合作度与合著率都

较高，其中由一个作者撰写的论文数为５０，只占全

部论文的１９．９２％，两人及以上多个作者合作的论

文数则为２０１，达到了８０．０８％，对科学研究而言，合

作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跨学科、跨行业的

合作，可为管理科学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在

该刊论文作者的合作中，有高校与金融、科研、政府

机构的合作、高校与高校的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信

托投资公司的合作。此外，国际合作的论文也有２

篇。

7�２．２　论文作者的系统分布与地区分布

7�分析《管理科学学报》的论文作者，其系统分布

大体可分为四大类：一是高等院校，二是科研机构，

三是政府部门，四是企业及其他机构。该刊论文作

者系统分布情况如表４。

7�表４　论文作者的系统分布

7�序号 7�系统名称
7�作　者

7�人数 7�比例（％）

7�１ �N7�高等院校 7�４８６ ��7�８４ �d．８２

7�２ �N7�科研机构 7�４８ �{7�８ �M．３８

7�３ �N7�政府部门 7�３０ �{7�５ �M．２３

7�４ �N7�企业及其他机构 7�９ �d7�１ �M．５７

7�合计 7�５７３ ��7�１００ ��

7�　　从表４可见，该刊作者中，来自高等院校的占绝

大多数，达到了８４．８２％，其次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

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其比例为８．３８％，而政府部

门、企业及其他机构的作者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说

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管理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

和重要力量，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与其教学工作和

实际应用的需要是分不开的，而教学工作和实际应

用的实践又推动了管理科学研究的进展。

7�《管理科学学报》作者的地区分布情况见表５。
7�表５　论文作者的地区分布

7�序号 7�地 区
7�作者

7�人数 7�比例（％）
7�序号 7�地区
7�作者

7�人数 7�比例（％）

7�１ �(7�北京 7�１３７ ��7�２３  V．９１ 7�２０ !�7�英国 7�１ #�7�０ $�．１７
7�２ �(7�天津 7�９６ �m7�１６  V．７６ 7�２１ !�7�比利时 7�１ #�7�０ $�．１７

7�３ �(7�上海 7�７７ �m7�１３  V．４４ 7�２２ !�7�宁夏 7�０ #�7�０ %�

7�４ �(7�江苏 7�５１ �m7�８  ?．９０ 7�２３ !�7�甘肃 7�０ #�7�０ %�

7�５ �(7�陕西 7�３７ �m7�６  ?．４６ 7�２４ !�7�青海 7�０ #�7�０ %�
7�６ �(7�黑龙江 7�３６ �m7�６  ?．２９ 7�２５ !�7�新疆 7�０ #�7�０ %�

7�７ �(7�湖北 7�２９ �m7�５  ?．０７ 7�２６ !�7�广西 7�０ #�7�０ %�

7�８ �(7�辽宁 7�２１ �m7�３  ?．６６ 7�２７ !�7�澳门 7�０ #�7�０ %�

7�９ �(7�四川 7�２０ �m7�３  ?．４９ 7�２８ !�7�台湾 7�０ #�7�０ %�
7�１０ �?7�湖南 7�１８ �m7�３  ?．１４ 7�２９ !�7�海南 7�０ #�7�０ %�

7�１１ �?7�安徽 7�１１ �m7�１  ?．９２ 7�３０ !�7�山西 7�０ #�7�０ %�

7�１２ �?7�福建 7�９ �V7�１  ?．５７ 7�３１ !�7�江西 7�０ #�7�０ %�

7�１３ �?7�广东 7�７ �V7�１  ?．２２ 7�３２ !�7�云南 7�０ #�7�０ %�
7�１４ �?7�山东 7�５ �V7�０  ?．８７ 7�３３ !�7�贵州 7�０ #�7�０ %�

7�１５ �?7�浙江 7�４ �V7�０  ?．７０ 7�３４ !�7�内蒙古 7�０ #�7�０ %�

7�１６ �?7�香港 7�４ �V7�０  ?．７０ 7�３５ !�7�西藏 7�０ #�7�０ %�

7�１７ �?7�河北 7�３ �V7�０  ?．５２ 7�３６ !�7�吉林 7�０ #�7�０ %�

7�１８ �?7�重庆 7�３ �V7�０  ?．５２

7�１９ �?7�河南 7�３ �V7�０  ?．５２
7�合计 7�５７３ $�7�１００ %=

7�　　从统计中可见，作者的地区分布是很不平衡的。

其中北京的最多，占了所有作者数的几乎四分之一；

7�·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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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天津、上海；作者数在２０人以上的有江苏、陕

西、黑龙江、湖北、辽宁、四川。以上９个省市的作者

数占了全部作者数的８７．９８％，可见这些地区是我

国管理科学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主要产区。但令人遗

憾的是，吉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广西、山西、江

西、云南、贵州、内蒙古、西藏、海南等１３个省、自治

区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至今没有一个作者在该刊发表

文章；澳门回归祖国２年多后，也无一人在该刊发表

文章；香港回归祖国４年多后，也只有４位作者在该

刊发表文章；另外，仅有２位作者来自国外，这说明，

该刊与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十分薄

弱，《管理科学学报》要真正成为面向世界的学术刊

物，尚任重道远。

7�２．３　多产作者与多产单位

7�表６反映了全部署名作者的发文量情况。统计

数据表明：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管理科学学报》共发文

２５１篇，为其撰文的作者共计５７３人，其中３１９人只

发表过１篇论文；４９人发表过２篇论文；３５人发表

了３篇以上的论文，占全部作者人数的２７．２３％，共

发表论文１２６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５０．２０％。根

据洛特卡和普赖斯对科学家的生产率和活动规律的

研究，发表３篇以上论文的作者是《管理科学学报》

的核心作者。这３５位作者分布在高等院校、中科院

和其他研究机构，见表７。

7�表６　不同发文量的作者统计

7�发文量（篇） 7�１ ��7�２ �27�３ ��7�４ ��7�５ ��7�６ ��7�７ �v7�８ ��7�９ !^7�１０ "�7�１１ #�7�合计

7�作

7�者

7�人数 7�３１９ ��7�４９ �I7�１５ ��7�８ ��7�４ ��7�４ ��7�１ �v7�１ ��7�１ !^7�０ "�7�１ #�7�５７３ %.

7�比例（％） 7�５５ ��．６７ 7�１７ ��．１０ 7�７ �a．８５ 7�５ ��．５９ 7�３ �I．４９ 7�４ ��．１９ 7�１ �1．２２ 7�１ ��．４０ 7�１ !�．５７ 7�０ "�7�１ #u．９２ 7�１００ %.

7�表７　核心作者统计

7�序号 7�论文篇数 7�姓名 7�作者单位名称 7�序号 7�论文篇数 7�姓名 7�作者单位名称

7�１ �a7�１１ ��7�盛昭瀚 7�东南大学、南京大学 7�１９ ��7�４ ��7�马军海 7�东南大学

7�２ �a7�９ ��7�薛华成 7�复旦大学 7�２０ ��7�４ ��7�陈国权 7�清华大学

7�３ �a7�８ ��7�黄梯云 7�哈尔滨工业大学 7�２１ ��7�３ ��7�周　泓 7�北航

7�４ �a7�７ ��7�成思危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科学部

7�２２ ��7�３ ��7�金碧辉 7�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7�５ �a7�６ ��7�汪寿阳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科学部、中科院系统所 7�２３ ��7�３ ��7�杨烈勋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科学部

7�６ �a7�６ ��7�王春峰 7�天津大学 7�２４ ��7�３ ��7�李若筠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科学部

7�７ �a7�６ ��7�席酉民 7�西安交通大学 7�２５ ��7�３ ��7�张　维 7�天津大学

7�８ �a7�６ ��7�黄丽华 7�复旦大学 7�２６ ��7�３ ��7�吴育华 7�天津大学

7�９ �a7�５ ��7�吴冲锋 7�上海交通大学 7�２７ ��7�３ ��7�魏巍贤 7�厦门大学

7�１０ �x7�５ ��7�唐小我 7�电子科技大学 7�２８ ��7�３ ��7�樊治平 7�东北大学

7�１１ �x7�５ ��7�张世英 7�天津大学 7�２９ ��7�３ ��7�刘海龙 7�沈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7�１２ �x7�５ ��7�邓述慧 7�中科院系统所 7�３０ ��7�３ ��7�仲伟俊 7�东南大学

7�１３ �x7�４ ��7�汪应洛 7�西安交通大学 7�３１ ��7�３ ��7�梅姝娥 7�东南大学

7�１４ �x7�４ ��7�赵纯均 7�清华大学 7�３２ ��7�３ ��7�李怀祖 7�西安交大

7�１５ �x7�４ ��7�宋逢明 7�清华大学 7�３３ ��7�３ ��7�曾　勇 7�电子科大

7�１６ �x7�４ ��7�潘承烈 7�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7�３４ ��7�３ ��7�郑绍濂 7�复旦大学

7�１７ �x7�４ ��7�李敏强 7�天津大学 7�３５ ��7�芮明杰 7�复旦大学

7�１８ �x7�４ ��7�寇纪淞 7�天津大学

7�　　经统计，在这些多产作者中有２８位是高校作

者，２位是中科院的作者，４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作者，１位是中国企业管理协

会的作者。在高校作者中，天津大学有６位，复旦大

学有４位，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有４位，清华大学有

３位，西安交通大学有３位，电子科技大学有２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沈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各

有１位。由此可见，中国科学院和这些高校具有十

分明显的人才优势。

7�多产单位的情况见表８。与多产作者情况几乎

相同，多产单位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

学部外，其余全部都是高校和中科院，这些单位人才

济济，均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实力雄厚，可以

7�·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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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８　多产单位统计

7�序号 7�单位名称
7�作者 7�论文

7�人次 7�比例（％） 7�篇数 7�比例（％）

7�１ ��7�天津大学 7�８７ �L7�１５ �M．１８ 7�３７ ��7�１４ ��．７４

7�２ ��7�复旦大学 7�５１ �L7�８ �6．９０ 7�２３ ��7�９ ��．１６

7�３ ��7�西安交通大学 7�３６ �L7�６ �6．２８ 7�１５ ��7�５ ��．９８

7�４ ��7�哈尔滨工业大学 7�３５ �L7�６ �6．１１ 7�１４ ��7�５ ��．５８

7�５ ��7�清华大学 7�３２ �L7�５ �6．５８ 7�１７ ��7�６ ��．７７

7�６ ��7�东南大学 7�３１ �L7�５ �6．４１ 7�１４ ��7�５ ��．５８

7�７ ��7�华中理工大学 7�２２ �L7�３ �6．８４ 7�１０ ��7�３ ��．９８

7�８ ��
7�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管理科
学部

7�１９ �L7�３ �6．３２ 7�１４ ��7�５ ��．５８

7�９ ��7�中科院系统所 7�１７ �L7�２ �6．９７ 7�１１ ��7�４ ��．３８

7�１０ ��7�上海交通大学 7�１４ �L7�２ �6．４４ 7�６ ��7�２ ��．３９

7�１１ ��7�东北大学 7�１３ �L7�２ �6．２７ 7�７ ��7�２ ��．７９

7�１２ ��7�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１２ �L7�２ �6．１０ 7�６ ��7�２ ��．３９

7�１３ ��7�电子科技大学 7�１１ �L7�１ �6．９２ 7�５ ��7�１ ��．９９

7�合计 7�３８０ �c7�６６ �M．３２ 7�１７９ ��7�７１ ��．３１

7�称之为中国管理科学领域学术论文的核心产业机

构。《管理科学学报》４年来出自这些单位的作者共

有３８０位，占发文作者总数的６６．３２％，共计发表论

7�文１７９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７１．３１％。在这１３个

多产单位中，天津大学的作者数达到了８７人次之

多，占据首位，第２位至第５位依次为复旦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如果按产

出论文数排列，则天津大学依然名列前茅，达３７篇

之多，其中第２位至第５位依次为复旦大学、清华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这７个单位显示

了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统计结

果证实了我国科学论文高产机构高度集中的现象。

7�３　引文的统计分析

7�３．１　引文数量的统计分析

7�引文数量是衡量科学研究人员对已有科研成果

和最新信息吸收量的主要指标，同时也是考察其吸

收能力的主要手段。《管理科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共出版１８期，刊载论文２５１篇，附有引文的论文

２４１篇，占载文量的９６．０２％，引文总条数为３２１３

条，详见表９。

7�表９　引文情况统计

7�年 7�度
7�项 7�目
7�论文总篇数
7�附引文的论文

7�篇数 7�附引文率（％）
7�引文总条数 7�篇均引文量
7�未附引文的论文

7�篇数 7�（％）

7�１９９８ ��7�６３ ��7�５８ ��7�９２ ��．０６ 7�６６１ ��7�１０  �．４９ 7�５ "t7�７ $．９４

7�１９９９ ��7�６２ ��7�６１ ��7�９８ ��．３９ 7�７１７ ��7�１１  �．５６ 7�１ "t7�１ $．６１

7�２０００ ��7�５４ ��7�５２ ��7�９６ ��．３０ 7�８２５ ��7�１５  �．２８ 7�２ "t7�３ $．７０

7�２００１ ��7�７２ ��7�７０ ��7�９７ ��．２２ 7�１０１０ �7�１４  �．０３ 7�２ "t7�２ $．７８

7�合计 7�２５１ ��7�２４１ ��7�９６ ��．０２ 7�３２１３ �7�１２  �．８０ 7�１０ "�7�３ $．９８

7�　　从表９中可以看出：（１）由于该刊比较注重论文

的学术规范性，故引文率一直很高，附引文率达到

7�９６．０２％；（２）该刊论文的篇均引文量为１２．８０，大于

我国自然科学中其他几个主要学科论文的篇均引文

量８．８６条，表明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的情报意识

和吸收、利用文献情报的能力很强。

7�３．２　引文语种的统计分析

7�通过考察引文语种的分布情况，可以了解一种

期刊乃至一个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横

向联系和交流程度，同时还可以了解科研人员对外

语语种的需求及其外语水平高低的程度。《管理科

学学报》引文的语种有３种，其引文语种的分布情况

如表１０所示。

7�　　从引文语种的整体来看，中文占３６．２３％，外文

占６３．７７％，这既说明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撰写

论文时利用的主要是本国文字的文献，也说明他们

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和横向联系较为密切，其外

语水平较高。在外文引文中，英文引文占６３．７１％，

德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我国管理科学研究

人员最常用的外语是英语，也说明管理科学领域里，

德文、俄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等语种的文献收藏

不足，研究人员除英文外的其他外文语种的水平有

待提高。

7�表１０　引文语种统计

7�语种 7�中文
7�外文

7�英文 7�德文
7�总计

7�引文条数 7�１１６４ ��7�２０４７ !�7�２ #�7�３２１３ %5

7�比例（％） 7�３６ �?．２３ 7�６３ !�．７１ 7�０ "�．０６ 7�１００ %�

7�３．３　引文文献类型的统计分析

7�统计分析引文文献类型的分布状况，可以了解

论文的文献来源和成份构成，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

体的情报价值、地位和利用情况。《管理科学学报》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引文文献类型见表１１。

7�　　由表１１可知：《管理科学学报》的引文主要来自

7�·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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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１１　引文文献类型统计

7�图　　书 7�期　　刊 7�其　　他 7�合　　计

7�引文数量 7�比例（％） 7�引文数量 7�比例（％） 7�引文数量 7�比例（％） 7�引文数量 7�比例（％）

7�１９９８ ��7�１８４ �_7�２７ ��．８４ 7�４１８ �^7�６３ ��．２３ 7�５９ �F7�８ ��．９３ 7�６６１ "\7�１００ $\

7�１９９９ ��7�２０６ �_7�２８ ��．７３ 7�４１５ �^7�５７ ��．８８ 7�９６ �F7�１３  �．３９ 7�７１７ "\7�１００ $\

7�２０００ ��7�２７０ �_7�３２ ��．７３ 7�４７２ �^7�５７ ��．２１ 7�８３ �F7�１０  �．０６ 7�８２５ "\7�１００ $\

7�２００１ ��7�２５５ �_7�２５ ��．２５ 7�６７３ �^7�６６ ��．６３ 7�８２ �F7�８ ��．１２ 7�１０１０ "�7�１００ $\

7�总计 7�９１５ �_7�２８ ��．４９ 7�１９７８ ��7�６１ ��．５６ 7�３２０ �]7�９ ��．９５ 7�３２１３ "�7�１００ $\

7�　　　注：其他类包括会议论文、研究报告、学位论文、内部资料、教材等。

7�期刊，占全部引文的６１．５６％，其次是图书，占全部

引文的２８．４９％，而且每年的期刊引文数均大于图

书引文数。由于期刊具有出版周期短、内容新颖、传

递速度快、信息量大、检索方便等优点，所以成为我

国管理科学研究的主要情报源和学术交流的载体。

数据表明我国管理科学学者对期刊的利用率相对较

高。图书是传统的传递知识信息的载体，具有内容

专深、论述系统、知识全面、观点成熟、可信度高的特

点，因此也成为管理科学研究人员经常参考和利用

的主要文献。

7�３．４　引文年代的统计分析

7�考察引文年代的分布，可以帮助我们从时间概

念上了解研究成果的出版、传播和使用情况，以及文

献的老化速度。《管理科学学报》４年间引用文献的

年代分布如表１２所示（表中未包括中文其他类型文

献和无年代标注的文献）。

7�表１２　引文年代统计

7�引文年限

7�中文图书 7�中文期刊 7�外文文献

7�引文频次
7�频率
7�（％）
7�累积频率
7�（％） 7�引文频次
7�频率
7�（％）
7�累积频率
7�（％） 7�引文频次
7�频率
7�（％）
7�累积频率
7�（％）

7�当　年 7�６ ��7�１ �2．４０ 7�１ ��．４０ 7�３３ ��7�５ �H．２８ 7�５ ��．２８ 7�１１ !�7�０ "^．５４ 7�０ $．５４

7�第２年 7�４１ ��7�９ �2．５８ 7�１０ ��．９８ 7�１４５ ��7�２３ �_．２０ 7�２８ ��．４８ 7�７９ !�7�３ "^．８９ 7�４ $．４３

7�第３年 7�６８ ��7�１５ �I．８９ 7�２６ ��．８７ 7�１６２ ��7�２５ �_．９２ 7�５４ ��．４０ 7�１５１ !.7�７ "^．４２ 7�１１ $�．８５

7�第４年 7�６３ ��7�１４ �I．７２ 7�４１ ��．５９ 7�９４ ��7�１５ �_．０４ 7�６９ ��．４４ 7�１８５ !.7�９ "^．１０ 7�２０ $�．９５

7�第５年 7�５１ ��7�１１ �I．９２ 7�５３ ��．５１ 7�５８ ��7�９ �H．２８ 7�７８ ��．７２ 7�１５０ !.7�７ "^．３７ 7�２８ $�．３２

7�第６年 7�３８ ��7�８ �2．８８ 7�６２ ��．３９ 7�４６ ��7�７ �H．３６ 7�８６ ��．０８ 7�１４３ !.7�７ "^．０３ 7�３５ $�．３５

7�第７年 7�２７ ��7�６ �2．３１ 7�６８ ��．７０ 7�３１ ��7�４ �H．９６ 7�９１ ��．０４ 7�１２７ !.7�６ "^．２４ 7�４１ $�．５９

7�第８年 7�２６ ��7�６ �2．０７ 7�７４ ��．７７ 7�２０ ��7�３ �H．２０ 7�９４ ��．２４ 7�１１０ !.7�５ "^．４１ 7�４７ $�．００

7�第９年 7�１１ ��7�２ �2．５７ 7�７７ ��．３４ 7�９ ��7�１ �H．４４ 7�９５ ��．６８ 7�１２２ !.7�６ "^．００ 7�５３ $�．００

7�第１０年 7�２２ ��7�５ �2．１４ 7�８２ ��．４８ 7�７ ��7�１ �H．１２ 7�９６ ��．８０ 7�９７ !�7�４ "^．７７ 7�５７ $�．７７

7�１０年以上 7�７５ ��7�１７ �I．５２ 7�１００ �G7�２０ ��7�３ �H．２０ 7�１００ �]7�８５９ !.7�４２ "u．２３ 7�１００ $s

7�合　计 7�４２８ ��7�６２５ ��7�２０３４

7�　　从表１２可知：（１）最多引文年限。中文图书的

最多引用年限是在出版后的第３年，占全部图书引

文的１５．８９％，最高引用区间是出版后２～６年，占

全部图书引文总数的６０．９９％；中文期刊论文的最

多引用年限是文献发表后的第３年，占全部期刊引

文的２５．９２％，发表后的２～４年是引用率最大区

间，占中文期刊引文的６４．１６％；外文文献引用最多

的年限是在出版后的第４年，占全部外文文献引文

的９．１０％，最高引用区间是出版后３～９年，占全部

外文文献引文的４８．５７％。《管理科学学报》引用当

年中文期刊的频率为５．２８％，与同类其他期刊的频

率相当，但文献从生产到利用之间的时差仍然较大。

（２）文献半衰期。所谓文献半衰期是指本学科（专

业）现时尚在利用的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

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它是衡量文献老化速度的重

要指标。《管理科学学报》４年来的引用文献中，中

文期刊的半衰期为２～３年；中文图书的半衰期为４

～５年。（３）衰减系数。衰减系数是指期刊引用文

献中近五年来文献所占的比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期刊所载论文的新颖性和使用寿命。期刊的衰减

系数越大，其学科文献老化速度越快。自然科学领

域的期刊衰减系数一般以５０～６０％居多。《管理科

学学报》的引用文献中，中文图书的衰减系数为

7�５３．５１％，中文期刊的衰减系数为７８．７２％，二者合

并的衰减系数为６８．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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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４　综合评价

7�（１）《管理科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的论文合著

率为８０．０８％，大于其他主要自然科学期刊的论文

合著率，这说明在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中，群体功能得

到了较好的发挥，以个体、分散、自由研究为主的现

象逐渐减少，合作研究程度较高。为了更加有效地

促进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管理科学学

术领域应进一步打破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体系，组

织跨地区、跨系统、跨单位、跨学科的合作攻关，以获

取有超前性、创造性、针对性的研究成果。

7�（２）《管理科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２５１篇论文

中，未 附引文的论 文仅有 １０篇，占全部 论文的

7�３．９８％，比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的平均比例１２％少８

个百分点，比国外科技期刊的１０％少６个百分点，

这反映了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已形成了引用参考

文献的良好习惯。而且，该刊平均每篇论文的引文

量为１２．８０条，大于我国自然科学中几个主要学科

期刊论文的８．８６条，说明作为核心期刊的作者，管

理科学研究人员的情报意识很强，利用文献情报的

能力也很强。

7�（３）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撰写论文时引用外

文文献的比例较高，已占全部引文的６３．７７％，这说

明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的外语水平较高，吸收国

外研究成果和最新知识的能力较强。今后应加强研

究人员除英语外的其他外语语种水平的培养和提

高，同时还应做好除英语外的其他外语语种书刊的

引进工作。

7�（４）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撰写论文引用最多

的是前２～４年发表的有关中文期刊，占全部中文期

刊的６４．１６％，这说明该领域期刊所载论文的学术

前沿性及其被主要利用的时效性。

7�（５）期刊和图书是管理科学研究人员利用的主

要资料来源。管理科学领域的图书情报部门还应加

强对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研究报告、内部资料的搜

集整理，因为这些文献的内容一般都涉及当前备受

关注、重大的学术问题，反映了本学科有影响力的科

学家、学术带头人以及科研新生力量的新颖的学术

思想和观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7�（６）《管理科学学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管理科学部主办的期刊，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学术风格和学术规范，成为反映我国管理科学研究

领域高水平、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的确属于

我国管理科学的核心期刊，该刊在较大程度上影响

和代表着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乃至相关科学研究的方

向、水平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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