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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福建 工程 学院学报》2004~2008年 5年 间所刊载的论文 的载文量 、作 者、所属 学科 、基金对论 文的资助 

情 况、被 引用情 况进行 了统计 分析 ，从 而反 映 出本 刊 的一 些特 点和 学术 水平 ，为提 高该 刊物 质 量提 出一些 有益 

建议。 

关键词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载文 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2．2 文献标 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248(2009)12—007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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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has made a statistic analysis ofthe situation ofpapers，authors，subject，and foundation support to the pa— 

per and citation in the Journal of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4 to 2008，reflected the particu— 

lar and academic level ofthe joumal，and put forward beneficial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the journ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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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文统计分析 

1．1年度载文量统计 

《学报》载文量统计见表 1。 

表 1 2004—2008年 《学报》载文量统计 

表 1可以看出，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以下简 

称 《学报》)2004~2008年 5年间共出版 27期共载 

文 813篇 (不包括卷首语 、总 目次、简讯等)，年均 

载文量为 162．6篇，平均每期载文 30．11篇 ，年载文 

量比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年均载文量 128篇多 34．6篇， 

多出27％．期均载文量比我国高校学报平均期载 25 

篇要多出 5．11篇，多出 20．4％，从 2005年开始学报 

从季刊变为双月刊，说明 《学报》的载文量较大，并 

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1．2 第一作者载文地域分布统计 

《学报》载文地域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 2004—2008年 《学报》载文地域分布统计 

表 2可以看出， 《学报》5年间载文 8l3篇，作 

者共有 830人，根据洛特卡定律只统计第一作者的规 

定．其中本校教职工共发表论文476篇，占载文总数 

的 58．55％，本省作者发表论文 269篇，占载文总数 

的33．09％．外省作者发表论文 67篇，占载文总数的 

8．24％ ．国外 作 者 发 表 论 文 1篇 ， 占载 文 总 数 的 

0．12％，表明 《学报》是立足于本校，主要以发表本 

校教职工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为主 ，同时能面向社 

会 ．以发表省内外论文为辅，从外面吸收相当数量高 

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以提高 《学报》的办刊质 

量和在全国的知名度，符合 《学报》的办刊宗旨。 

1．3 校 内各 系载文统计 

校内各系载文统计 (以第一作者为准)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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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报》校内各系作者载文量统计 

表 3可以看出各系载文不大平衡 ，属于学校重点 

学科的系部因有各项基金的资助．载文相对多些。其 

他学科相对较少 ；各系共计载文 370篇，占本校载文 

476篇的 77．73％，表明 《学报》载文仍以教学单位 

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为主。 

2 作者统计分析 

2．1 作者情况统计 (表 4) 

作者合作情况统计见表 4。 

表 4 《学报》作者合作情况统计 

表 4可以看出，在 813篇论文中，独立著者发表 

论 文 525篇 ， 占论 文总 数 的 64．58％ ，合 著者论 文 

288篇 ，占 35．42％ ，这 说 明随着科学 技术 的发展 ， 
一 方面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交叉学科、边 

缘学科、综合学科不断涌现，许多科研课题必须依靠 

集体的智慧才能完成，科研课题涉及面也越来越广， 

需要科研合作己经成为趋势 ．已逐渐得到广大科研工 

作者的共识，合作度将进一步提高。 

2．2 作者发文量统计 

表 5可以看出，发文量在 1～2篇的作者人数占 

作者总数的 90％，有 75．06％的人在署名作 者中只出 

现过一次 ，说明 《学报》作者基础扎实 ，力量雄厚 ， 

学术地位高，能广泛吸引作者。发文量在 3篇及 3篇 

表5 《学报》作者发文量统计 

以上的作者是核 t2,作者 ，人数占作者总数的 10％， 

说明少数作者是高产作者，作者独立完成课题研究的 

能力是有限的，核心作者人数和科研产出能力有待提 

高。 

3 学科分布统计分析 

表 6 《学报》载文学科分布统计 

表 6可 以看 出 ，社 会 科 学发 文 量 达 352篇 占 

43．3％，自然科学发文量 55篇占6．77％，工程与技术 

发文量 406篇 ，占49．94％，说 明 《学报》仍然 以工 

程与技术 为主 ，约 占一半左右 的份量 ，符合学校 的 

“以工为主”多学科全面发展的办学方针 。土木建筑 、 

机械、电子三个学科所载文数量占相当大的分量，这 

些学科都是学校的重点学科和重点专业，办学历史悠 

久 ，科研项 目、科研经费较多，科研力量较强，因此，学 

术论文较多、科研成果显著 ，特别是土木工程与建筑 

学发文量达 208篇．占25．58％，反映了该学科雄厚 

的科研实力，说明了该学科与近年来的社会需求和学 

科发展是一致的。 

4 基金资助项目论文统计 

4．1 年度资金项 目论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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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学报》基金资助项目论文统计 

从表 7可以看出 ，5年间 《学报》 的载文获各级 

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数量逐年增长趋势，表明我校的 

科研人员能够利用各种基金，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因 

此， 《学报》的作者和基金项目论文的比例还是比较 

高的，有的论文同时得到两项基金的资助，说明作者 

重视前瞻性的理论和技术课题的立项和对这些前沿课 

题的研究探索， 《学报》的学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大量的高技术性、高学术性论文投向了 《学报》，学 

校的教学科研能力在增强 ，一些科研项 目已经产生丰 

厚的研究成果 ，已经引起国内同行的重视。 

4．2 各级基金数量统计 

表 8 《学报》各级基金论文数量统计 

4．3 基金发 文前 10排名 

表 9 《学报》基金发文前 10名排序 

从表 8、表 9可以看出 ，从 国家到地方对我校教 

师的科研工作都是很重视的，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 

物力，特别是省、厅基金项 目资助较多，5年间共有 

1l2项 ，占基金 总数 的 72．73％，显示省 、厅科研 管 

理部门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的大力支持。但从基金项目 

的层次和发文数量看 ，基金项 目与高水平作者研究队 

伍的比例还不是很高， 《学报》还应积极采取措施， 

吸纳更多的基金项 目论文。 

5 载文被引用统计 

5．1 载文被 引年代分布 

从表 l0可以看出， 《学报》载文学术质量较高， 

5年间共载文 813篇，有 271篇被引用 590频次．占 

载文总量的 33．33％，也显示 《学报》被引用的最多 

次的年限大致在出版后的2～4年 

5．2 引用年 度数 量 统计 

表 11 《学报》论文逐年被引用情况 

从表 1 1可以看出， 《学报》虽然是才创办 5年， 

还是一份很年轻的期刊，但其刊载论文被引用在逐年 

增加，说明了 《学报》是一份很有学术分量的刊物 ， 

在学术界的影响也逐年提高。 

5．3 被 引用频 次前 1O排 名 

表 10 《学报》载文 被引用频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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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可以看出 ，这些文章在其学科研究方 向上 

有一定 的影响和地位 ，且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表明 

《学报》刊载有在本学科中影响大的高质量的学术论 

文，作者群中有学科带头人的。 

6 结语 

回顾 《学报》创刊 5年的历程，由于有严格的审 

稿 、用稿制度 ，保证本刊物的学术性和权威性 ，办刊 

方向明确 ，刊登了不少佳作，在广大的科研工作者 中 

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深受 国内外同 的欢 

迎和关注 ，在新理论 、新方法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 

报导学校的科研成果 ，活跃学术思想 、促 进学术交 

流、提高教学质量、推动学科建设、促进海西建设等 

方面都起到了极 为重要 的作用 。同时 ，我们也看到 

《学报》存在的不足： (1) 《学报》刊载的基金资助 

的论文只有 36．53％，与核心期刊及重点院校学报相 

比有一定差距 ，应加大刊载基金资助论文特别是省部 

级及其 以上级基金资助论文的组稿力度 ，以提高 《学 

报》的学术质量； (2) 《学报》覆盖的学科太多， 

特色不够鲜明，作为工科院校学报，工程与技术发文 

量406篇，占49．94％，主题不够突出。 (3)核心作 

者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还有待提高，扩大和稳定层次 

较高的核心作者群，积极采取措施，促使核心作者提 

高产量，以保证和提高 《学报》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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