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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经常认为这段话出自艾伯特·爱因斯坦，但实际上应出自威廉·布鲁斯·卡梅隆1，它经常出现在前言中，
那就是：“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被计量，已计量的东西不一定有价值。”

      这段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并不是说一切都不应被计量。许多事物是可计量的这点非常重要，能够为科研趋势提
供宝贵见地，在今天的科研界，这一点日趋重要。

      工程师们知道如何以正确且负责的方式使用他人开发的技术，车主们每天都在使用他们的专业成果。车主欢
迎工程师为他们的汽车不断做出贡献，因为这会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轻松。同样的，计量学指标领域的发展也依赖
计量学专业的学术研究和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正在将这些计量学的学术成果直接或间接地应用于科学
研究中。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计量学专家：本手册就以这些人为对象，旨在帮助他们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计
量学指标。

      本手册不是一本提供计量学指标最新进展的详细学术专著，而是一本SciVal（爱思唯尔科研管理工具的组成
部分）的实用工具书。随着SciVal的产品发展，本手册也将不断更新。本手册介绍了指标计算所需的底层数据、
指标是如何被计算及展示的，以及非绩效变量（variables besides performance）如何影响指标值。本手册还
就指标的使用领域、注意事项以及如何解决缺陷问题提出了建议。

      在本手册中只有一种绝对正确的指标使用方法，那就是：考虑问题时始终使用一种以上的指标，并通过同行
评议和/或专家意见支持自己的结论。如果不同类型的信息能够为彼此提供支持，那么这种“三角化”策略将有
助于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如果信息并未彼此验证，则表明这个领域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非黑
即白的规则。最好的使用策略就是运用常识。

      希望您觉得本手册不但有用，而且有趣。

Lisa Colledge博士
Elsevier

2014年1月

1：http://quoteinvestigator.com/2010/05/26/everything-counts-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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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本手册期间，SciVal显示的所有指标与信息均以Scopus为基础。本节重点介绍Scopus
的部分内容，有助于帮助用户理解SciVal指标，读者还可以从Scopus在线指南里2更多内容

1.1 Scopus数据库介绍

      Scopus拥有一个国际化的内容遴选委员会，始终独立负责Scopus内容评审和收录有关评审流程和遴选标
准的信息可在网上公开查询到3。委员会评审的内容包括期刊、会议文集、商业杂志、丛书及单行本图书。

      Scopus收录了约五千万种出版物。参考文献列表涉及来自1996年之后发表的2900万条记录以及可追溯至
1823年的2100万条1996年之前的记录。

1.1.1 Scopus数据库内容与SciVal

      SciVal使用Scopus数据库1996年之后的内容，以确保在SciVal里展现的被引频次是以连续年份数据为基础
的。

1.1.2 图书与SciVal
      
      Scopus收录的图书包括丛书和单行本图书。“图书”在SciVal中仅指那些单行本图书；由于不具有期刊指标
的特点，它们的性质有别于与丛书、期刊、会议文集和商业杂志。

      在作者提供的信息允许的情况下，Scopus会将引用内容链接到图书具体章节或图书本身。Scopus会选择
建立一种链接方式而不会同时建立两种。为显示具体章节作者的被引频次，SciVal记录链接至该章节的引用数
量；为显示整部著作作者的被引频次，SciVal记录链接至该著作的引用数量加上链接至所有章节的引用数量，以
确保作者获得其学术贡献产生的完整引用影响力。

1.2 Scopus与SciVal的数据更新

Scopus数据库内容是每天更新的。

      SciVal数据库内容是每周更新的。SciVal采用Scopus数据，然后对其进行结构化处理，以优化其对SciVal
指标与功能的支持。这也是SciVal数据的更新程度可能略微滞后于Scopus的原因。

1.3 学者档案

1.3.1 Scopus学者档案

      Scopus是全球唯一对收录论文按照作者进行自动分组的数据库。Scopus将同一位作者的所有著作归集于同
一个作者标识符（即学者档案）。学者档案有两种论文统计模式：

    •  采用匹配算法将论文自动归入学者档案：

2: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scopus

3: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scopus/content-overview

1. Scopus: SciVal指标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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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算法寻找作者姓名、归属机构、期刊组合以及学科类别的相似之处，据此对论文进行归类。 用户可能            
            会注意到，多个姓名变体归在同一学者档案下，这也是算法的价值所在。

        -  作者提供的信息并不总是统一或完整的，即使统一而完整，作者也具有流动性，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某些论
           文是否同属一位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匹配准确度（或精度）与覆盖度（或完整性）之间达
           到平衡，提高一方就会降低另一方。

        -  Scopus算法更偏向于准确度，只在匹配可信度至少达到99%时才会将论文归属为该作者，也就是说，
            在100篇论文中，99篇将得到正确归类。在这种准确度下，数据库的覆盖度将达到95%，也就是说，如
          果一位作者发表了100篇论文，Scopus会将平均95篇归属到该作者。

        -  以上准确度与覆盖度适用于整个Scopus数据库。在有些情况下，大量相似姓名会加剧学者档案间论文
          的分散性，如众所周知的中国作者姓名。同样的，作者姓名区别度越高，论文分散性越低，如西方国家
           作者。

        -  具有多位作者的论文将被归于多个学者档案下。

    •  根据反馈对论文进行手工分类。自动匹配算法永远达不到100%准确，因为算法使用的数 据不会100%完  
       整统一。因此，Scopus通过使用来自行业机构的反馈主动对算法进行补充，包括开放研究者（Open 
        Researcher）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ORCID））的反馈4，
       以及来自Scopus作者反馈团队用于改进学者档案的反馈5。

1.3.2 SciVal的作者和研究者

      Scopus提供的学者档案为SciVal用户提供了极大灵活性。SciVal用户可以使用学者档案实时定义及查看全球
任何研究者，无论这些作者与用户同属一所机构、或是用户在另一个国家的合作伙伴，还是与用户素昧平生的陌生
人。用户可以在其SciVal账户中定义任何数量的研究者，然后以这些研究者为基础，创造出任意数量的：

    •  学者群组。可以代表真实的研究团队、部门或其他组织团队、国际合作网络，或正在考虑组建的研究团队
       模型。

    •  文献集合。包含研究者的产出，如来自同一特定归属机构的论文，或由某种奖项资助的论文。

    •  文献集合群组。包含提交给国家奖项评审的文献集合，如英国的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6。

       SciVal中的“作者”（authors）和“研究者“（Researchers）具有不同含义：

    •  作者是指自动创建的Scopus“学者档案”。例如，“概况”（Overview）模块中的作者数量是指独立学
       档案的数量；这个数量也可能高于研究者数量，因为覆盖度为95%，意味着同一位研究者的论文可能被归
        于不同学者档案下。

    •  研究者是指人工输入的实体。SciVal用户可以合并学者档案，删除不属于该学者档案的文章，还可检索应

6 Elsevier科研管理解决方案|SciVal                      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scival



        -  此算法寻找作者姓名、归属机构、期刊组合以及学科类别的相似之处，据此对论文进行归类。 用户可能            
            会注意到，多个姓名变体归在同一学者档案下，这也是算法的价值所在。

        -  作者提供的信息并不总是统一或完整的，即使统一而完整，作者也具有流动性，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某些论
           文是否同属一位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匹配准确度（或精度）与覆盖度（或完整性）之间达
           到平衡，提高一方就会降低另一方。

        -  Scopus算法更偏向于准确度，只在匹配可信度至少达到99%时才会将论文归属为该作者，也就是说，
            在100篇论文中，99篇将得到正确归类。在这种准确度下，数据库的覆盖度将达到95%，也就是说，如
          果一位作者发表了100篇论文，Scopus会将平均95篇归属到该作者。

        -  以上准确度与覆盖度适用于整个Scopus数据库。在有些情况下，大量相似姓名会加剧学者档案间论文
          的分散性，如众所周知的中国作者姓名。同样的，作者姓名区别度越高，论文分散性越低，如西方国家
           作者。

        -  具有多位作者的论文将被归于多个学者档案下。

    •  根据反馈对论文进行手工分类。自动匹配算法永远达不到100%准确，因为算法使用的数 据不会100%完  
       整统一。因此，Scopus通过使用来自行业机构的反馈主动对算法进行补充，包括开放研究者（Open 
        Researcher）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ORCID））的反馈4，
       以及来自Scopus作者反馈团队用于改进学者档案的反馈5。

1.3.2 SciVal的作者和研究者

      Scopus提供的学者档案为SciVal用户提供了极大灵活性。SciVal用户可以使用学者档案实时定义及查看全球
任何研究者，无论这些作者与用户同属一所机构、或是用户在另一个国家的合作伙伴，还是与用户素昧平生的陌生
人。用户可以在其SciVal账户中定义任何数量的研究者，然后以这些研究者为基础，创造出任意数量的：

    •  学者群组。可以代表真实的研究团队、部门或其他组织团队、国际合作网络，或正在考虑组建的研究团队
       模型。

    •  文献集合。包含研究者的产出，如来自同一特定归属机构的论文，或由某种奖项资助的论文。

    •  文献集合群组。包含提交给国家奖项评审的文献集合，如英国的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6。

       SciVal中的“作者”（authors）和“研究者“（Researchers）具有不同含义：

    •  作者是指自动创建的Scopus“学者档案”。例如，“概况”（Overview）模块中的作者数量是指独立学
       档案的数量；这个数量也可能高于研究者数量，因为覆盖度为95%，意味着同一位研究者的论文可能被归
        于不同学者档案下。

    •  研究者是指人工输入的实体。SciVal用户可以合并学者档案，删除不属于该学者档案的文章，还可检索应

加入该学者档案的具体论文。供机构使用的“档案改进服务”（Profile Refinement Service）用于建立SciVal
研究者与研究者群组，该服务也采用类似的人工流程，由爱思唯尔为客户完成。SciVal区分人工创建的“研究者”
（由用户或爱思唯尔创建）与自动创建的“学者档案”。所有人工改进会反馈给Scopus，被用于提高源 数据
库的质量，供全体Scopus数据用户使用。这就意味着Scopus处理反馈后，SciVal的研究者将拥有唯一学者档
案，该信息可以在新论文收入索引后自动更新。
      
1.4 机构档案

1.4.1 Scopus机构档案

        Scopus是全球唯一对收录论文按单一归属机构进行自动分组的数据库。这些隶属于同一机构的文献群组被
称为机构档案，共有两种输入模式：

  •   采用匹配算法将论文自动归入机构档案：

        -  此算法寻找机构名称以及地址的相似之处，对论文进行归类。用户可能会注意到，多个名称变体被归入同
一机构档案下，这也是算法的价值所在。为了对论文进行分类，Scoups使用权威数据库，该数据库含有七万多条
经过人工校正的机构名称变体。

        -  作者提供的机构信息并不总是统一或完整的，因此我们始终无法确定某些文章是否同属一组。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必须在匹配准确度（或精度）与覆盖度（或完整性）之间达到平衡，否则提高一方就会降低
           另一方。

        -  Scopus算法更偏向于准确度，只有在匹配可信度至少达到99%时才会将论文归为一组，也就是说，在
          100篇论文中，99篇将得到正确归类。在这种准确度下，数据库的覆盖度将达到93%，也就是说，如果
           一个机构发表了100篇论文，平均来说Scopus会将93篇论文归于一组，而其他论文则可能被归于一个或
           多个组。

        -  具有多位作者，且作者属于多个机构的论文将被归于多个机构档案下。

    •  根据反馈对论文进行手工分类。匹配算法永远达不到100%正确，因为算法使用的数据并非100%完整或统
        一的。因此，Scopus使用相关机构的官方权威反馈意见对算法补充。

1.4.2 SciVal的里的机构和科研机构

       Scopus提供机构档案，为SciVal用户带来了极大便利：用户只需轻点鼠标，即可获得预先计算好的指标。
SciVal还可使用“科研机构群组”（Groups of Institutions）功能，如按照美国各州组成的科研机构群组。

       SciVal区分“机构”（affiliations）与“科研机构”（institutions）这两个术语：

    •  机构是指自动创建的Scopus机构档案。例如，医学院可以有一个是独立于大学之外机构档案。

    •  科研机构是指一组互有关联的机构档案，由人工创建，作为用户使用SciVal的便利起点；目前 SciVal已经定
       义了约4,500家机构供用户使用。任何一个医学院总是和其所属大学在SciVal里的科研机构分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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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出版物的版权属于机构还是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是可流动的，很有可能在其职业生涯中更换所属机构。这就提供了论文“属于”机构还是研究人员的
两种视角：

  •   “机构视角”通常认为，即使作者已经调离机构，其发表的论文仍然应属于该机构。换句话说，虽然作者已经
      调走，但论文不具移动性。
    

  •    “研究人员视角”通常认为，论文应和其作者一样具有移动性，应随着作者的职业发展而不断改变归属机构。

  •   人们需要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视角回答不同问题。SciVal同时提供这两种视角，因为论文同时与机构档案
      和学者档案建立联系，而机构档案和学者档案又互相独立：

  •   SciVal中的机构与机构群组采用“机构视角”

  •   SciVal中的研究研究人员、研究人员群组、文献集合与文献集合群组采用“研究人员视角”

1.6 机构类型

1.6.1 Scopus的机构类型
      
      Scopus根据机构的主要功能为机构档案分配机构类型。机构的主要功能一般可以从机构的名称上了解，也
可通过机构的网站进行确认。

      Scopus为机构分配以下机构类型：大学、学院、医学院、医院、研究所、公司、法律事务所、政府、军事
组织、非政府组织。

1.6.2 SciVal的机构类型

      SciVal将功能相似的Scopus机构类型合并在一起以简化用户操作。在SciVal里面，一共有以下五种机构类型
：学术机构、公司、政府机构、医疗机构及其他机构。

这五种机构类型分别包括以下不同的Scopus机构类型：

    •  学术机构：大学、学院、医学院和研究所

    •  公司：公司与法律事务所

    •  政府机构：政府与军事组织

    •  医疗机构：医院

    •  其他机构：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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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ww.journalmetrics.com

8: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1157710000039

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1157710000246

1.7 Scopus和SciVal的期刊指标

      Scopus和SciVal采用两种期刊指标。这两种指标由学术研究团队开发，指标的计算方法已经发表在同行评
议期刊上。这两种指标的信息可在网上查看到，所有指标值均可免费获取7，这两种指标是：

  •   SNIP8。篇均来源期刊归一化影响力指数（Source-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是“单篇论文原始影
      响力”（Raw Impact per Paper，即期刊实际收到的单篇论文引用量）与“引用潜力”（Citation Potential，
      即单篇文章在该期刊领域内预期引用量）之间的比值。SNIP考虑到了不同学科的特点，可用于比较不同领域
      的期刊。Scopus中所有期刊的SNIP指标的全球均值为1。

  •   SJR9。SCImago期刊排名（SCImago Journal Rank）是一个基于声誉的指标，其算法与谷歌 PageRank
类似。这种指标根据引用论文所在期刊的领域、质量与声誉来计算引用文献的引用权重评估引用值，因此“每篇
引用文献的引用权重值都是不相等”。SJR还考虑到了不同学科学术行为的区 别，可用于比较不同领域的期刊。
Scopus所有期刊的平均SJR值为1.000。

      期刊指标不适用于行业杂志。因为SNIP和SJR值的计算是以学术期刊为基础的，所以单行本图书也没有SNIP
和SJR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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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ww.snowballmetrics.com 

11: www.snowballmetrics.com/metrics

2.1 SciVal中的计量指标

SciVal提供范围广泛的指标：

  •   可灵活定制分析范围，从多角度诠释问题以适应不同用户的偏好；

  •   可确保用户能够交叉验证结论的“有效性”。在基于实证寻找问题的合理解释时，我们建议您至少选择两个
      计量指标来获取分析结果，如果这些结果能够相互加强印证结论，那么用户就可以更加确信结论是有效的；

SciVal提供的指标共分为6组，一个指标可能被会被分在多个组别中，如表1所示：

  •   科研效率指标集（Productivity Metrics）：提供一个实体科研产出数量的相关信息；

  •   引用影响力指标集（Citation Impact Metrics）：基于多种类型的被引频次计算，获取一个实体科研产出的
      影响力信息；

  •   科研合作指标集（Collaboration Metrics）：提供一个实体科研合作的信息；

  •   学科指标集（Disciplinarity Metrics）：提供一个实体科研产出基于学科的分析信息；

  •   雪球指标集（Snowball Metrics）10：该指标集由知名研究密集型大学定义并背书，主要在机构发展战略分
      析方面用于获取深入的洞察力：

        -  这些被认可且经过测试的指标定义在免费共享的“雪球指标集应用手册”11中可以找到；雪球指标集正
           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化标准；

        -  这些指标可被任何人按照自己的目的所应用。爱思维尔公司支持雪球指标集成为公认的行业标准，并在相
           关的系统和分析工具中实现了这些指标，其中就包括了SciVal平台；

        -  雪球（Snowball）指标在SciVal的使用界面中采用雪花标志标识，如图所示 ；

  •   与“体量”成正相关指标集（Power metrics）：这组指标的值随着对应实体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例如：大
       机构与小机构相比因为规模大，因此通常情况下会有更多的科研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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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

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期刊数量(Journal Count)

期刊学科分类数量(Journal Category Count)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

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 per Publication)

引用国家数量(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

归一化影响因子(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FWCI)

合作(Collaboration)

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

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高被引文献(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h指数(h-index)

引用影响力 科研合作 学科指标 雪球指标 “体量”指标

表1：SciVal中的计量指标集。其中与“体量”成正相关指标集（Power metric）列中半阴影格对应的指标只有选
中“绝对数值”选项时，才是一个“体量”指标（Power metric）；否则，如果选中“百分比”选项，则不是“体
量”指标（Power metric）。

2.2 SciVal中计量指标的计算与展示

2.2.1 计量指标计算所涉及的文献

      理想的状况下，每篇文献的信息是充分完整的，那么计算每个指标时所有计算范围的文献都应该被计算在内。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文献作者有时未提供完整的机构署名信息，某些文献由于所在期刊刚被Scopus收
录，导致没有对应的期刊计量指标……如果文献缺乏必要的信息就会被排除在指标计算之外。

2.2.2 去重

       SciVal允许用户将多个较小的实体聚合为一个实体进行研究。例如：美国各个州由其各自涵盖的研究机构实体
聚合而成，国家实体由多个地理区域实体聚合而成。

      同一篇文献可能属于多个小的实体，并可能被多次添加到聚合实体中。例如，作者R1与作者R2合作发表了文献
P1，此时，P1既属于R1也属于R2。如果R1和R2同属于一个研究组织，针对此研究组织进行计量分析时，会出现
P1出现两次的情况。

       SciVal的去重功能使一篇文献即使由多个作者合作完成，在聚合实体中也只被计为一篇文献。一个实体（聚合实
体）所涵盖的所有文献都是唯一、不重复的，因此用户在创建聚合实体时，可以确认相关的文献集合已经是SciVal
去重后的结果。在上述案例中，P1在R1和R2组合而成的实体中只会被计为1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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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零值和空值（Null）

       SciVal的指标解释中，零值和空值（没有数值）具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这个指标，要计算一个实体的文献产出数量。如果该实体在统计时间段
内没有文献产出，则科研产出指标显示为零。缺少发文对理解实体的学术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学术产出这个
指标绝不会出现空值。

      而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这个指标就不是这种情况，被引频次计算实体的文献被引用的次数。在统计
时间段内，如果实体没有发表文献，那么显示它的被引频次为零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发文自然不能得到引用，这
与实体有文献发表，却没有得到任何引用是不同的。

因此，SciVal对以下两种情况进行了区分：

  •   如果一个实体在统计的时间段内有文献发表，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引用，那么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就
       显示为零值。

  •   如果一个实体在统计的时间段内没有文献发表，那么这个实体就不能在该时间段内得到任何引用。在这种情
       况下，被引频次就显示为空值（Null）。例如，用户可能会注意到在标杆分析（Benchmarking）模块中
      如果按时间查看指标时，由于有空值出现，曲线会出现小段缺失。

       同样的处理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指标。例如：如果没有文献发表，也就不会存在国际合作。

       高被引文献（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这一指标在计算当年的数值时，只能在当年7月1日之后才被计
算出来。在此之前，当年的指标将显示为空值。最主要的原因是文献的被引频次具有时间累积性，当年发表的文
献由于刚刚发布，还没有累积足够的被引频次，此时文献按被引频次高低的百分比划分，无法划分。

2.2.4 “>current year”的情况

       Scopus收录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期刊。出版商有时会将期刊的某些卷期在它们尚未正式以纸媒方式出版前就
在线发布出来。例如，2013年底，用户在Scopus数据库就可以看到某些出版年份为2014年的，甚至更晚年份
的文献。

       SciVal极为重视数据的及时性，在这种情况下，数据中所有的信息都会呈现给用户。所有早于未来纸媒出版
日期，提前在线发表的文献，出版年被表示为“> current 。

比如在2013年会出现“>2013”，在2014年会出现“>2014”，等等。

2.2.5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s）

       SciVal中的被引频次是指文献发表以来截止到统计日期获得的总被引次数。引文影响力指标（Citation Impact）
指标在SciVal中往往用按年份统计的图或表显示，以此来表明其趋势。统计的起始年份指的是文献发表的年度，而
不是文献被引用的年度。

        较早发表的文献往往比新发表文献的被引频次高，这是因为前者有更长的时间被后续研究所引用。对于被引频次
（Citation Count ）和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这样的指标，计算过程中没有考虑时间累计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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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用户往往会注意到指标曲线在最近几年的表现为“下降”趋势。尽管有“下降”趋势的存在，相似实体之间的指
标比较仍然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时间累计因素对所有实体的影响均相同。如果用户想避免这种现象，他们可以选择
归一化影响因子（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这类计算过程中考虑了时间累计因素的指标。

2.2.6 计算选项

       SciVal用户在使用计量指标方面会有不同的需求。有些需求用可视化数据的方式就可以满足（如趋势信息），但
是有些需求需要改变计量算法。例如：

  •   一位学者，如果他是学术期刊的编辑，通常需要发表社论（Editorials）。这些社论会增加他科研产出指标的
       值，相应的引用影响力指标也会增加。在理解这位学者的影响力时，把他所有的科研产出看作一体，包括社论，
      进行影响力分析是公允的。因为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撰写社论同样是他们对学术做出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而，如果把这位学者同那些不是期刊编辑的学者进行比较时，排除掉那些社论及其所产生的引用或许更加公平。

  •   自引是指作者在新发表的文献中引用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自引通常是正常的学术行为，作者有责任确保读者
       能够注意到与其研究成果相关的其他工作。然而，一些用户在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时更希望在计算引用相关指标时
        排除掉著者自引的情况，尽管这对于另外一些用户来说或许并不重要。

       这些计算偏好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之分。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一个选项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在SciVal
中会提供相关选项，使得用户可以自己选择这些计算参数。每个指标都有自己的一组计算可选项，相关可选项汇总在
表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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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文献类           排除自引       绝对数值        学科主分类         合作          校企合作           百分位        期刊指标      数据范围

    筛选                     型筛选        (Self-citation      或百分数             或子类       （Colla         （ Academic-  （Percentile   （Journal      （ Data 

（Subject           （Publication-     exclusion)       (Absolute           （Main or          boration）   Corporate         level）            Metric）     Universe）

 Area filter）          type filter）                             count or           Sub-Category）                       Collaboration）

                                                                             percentage)

Scival默认                        无筛选             无筛选            未排除             百分数               主分类          国际合作       包含此               10%             SNIP             全球

                                                                                                                                                                                                   类合作

科研产出

(Scholarly Output）

期刊数量

(Journal Count)

期刊学科分类数量

(Journal Category 

Count)

被引频次

(Citation Count)

被引文献数量

(Citation Publications)

篇均被引频次

(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

引用国家数量

(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

归一化影响因子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合作(Collaboration)

合作影响力

(Collaboration Impact)

校企合作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校企合作影响力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高被引文献

(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

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h指数(h-index)

表2: SciVal相关指标的计算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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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1 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
    
       研究领域筛选将一个实体涉及的文章限定在特定的学科领域，基于限定后的文章计算相关指标。如果采用期刊
分类作为研究领域分类依据，如所附界面截图所示，期刊的主分类及其子类均可作为研究领域进行筛选。用户自
定义的研究领域也可以在某些模块中作为筛选依据，如截图中的研究领域“石墨烯（Graphene）”和“疟疾
(Malaria)”，即为用户自定义的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仅用于限定所选实体涉及的文献。它不会滤除文献获得的引用，进而
影响引文影响力（Citation Impact）系列指标的计算。即计算被引频次时不会考虑施引文献的研究领域。
 
     有些指标并没有经过领域归一化处理。由于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发文和引用规律，未归一化处理意味着学
科的差异性在指标计算过程中未被考虑。因此在进行非归一化指标值对比时，用户往往难以区分值的差异是来源学
科的不同，还是实体表现的不同。当然在相同的学科中进行比较时，这些非领域归一化的指标是非常有用的。对
于非归一化处理的计量指标比较，同一领域内相比才有意义。用户在实际使用非归一化指标值时可以：

    •  使用研究领域过滤器当选定一个非归一化的指标来比较涉及多个
        研究领域的实体（如机构或国家）时，利用研究领域筛选，使得
        这些实体在选定的研究领域具有可比性。

    •  使用领域归一化指标 如归一化影响因子（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该指标计算过程中对学科进行了归一化处
        理，消除了学科领域差异性。
      
SciVal的默认设置是无研究领域筛选。

2.2.6.2 出版物类型筛选（Publication-type filter）

      出版物类型筛选用于限定文献类型，如：学术论文、评论、书籍等。当用户在分析时判断区分文献类型对分析
结果很重要时，可以应用该筛选功能，例如：

    •  区分原创性研究论文（articles）和领域专家撰写的综述文章(reviews)；

    •  在工程和计算机领域中，有时会更加关注会议论文(conference proceedings)；

    •  在比较作为期刊编辑的学者和普通学者时，前者有机会发表社论(editorials)。

      出版物类型筛选（Publication-type filter），仅用于限定所选实体涉及的文献。该筛选功能不会滤除文献得
到的引用，进而影响引文影响力（Citation Impact）系列指标的计算，计算被引频次时不会考虑施引文献的出版
物类型。唯一的例外是高被引文献（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使用该筛选功能会限定用于产生引证阈值的
数据。

       SciVal的默认设置是无出版物类型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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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 排除自引（Self-citation exclusion）

      自引是指一个实体在新发表的文献中引用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自引通常被认为是对个人学术活动的连贯性
梳理，期刊自引，机构自引，国家或地区自引是相同的活动在不同层次的表现。

      自引行为没有本质上的错误。这是正常的和预期会发生的学术行为，新的科研成果根植于过往的工作和论文
成果；在新的成果中提醒读者关注过往重要的和相关的成果，可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新成果。事实上，与新成果
文献最为相关并且需要关注的文献可能就是同一实体过往发表的文献，让读者注意到作者先前已发表的最相关的
文献，也是作者的责任。

      自引也可能被滥用。虽然极为罕见，但一些违反学术道德的自引导致了自引行为有些蒙羞。在进行引用影响
力指标集分析时，SciVa为用户提供“排除自引(Self-citation exclusion)”的选项，用户可以自行判断一个实体
的自引率是否在正常范围内。SciVal可以区分作者、机构、国家或地区层面的自引，并依赖所分析实体的类型
施加合理的排除，不需要用户特别干预。

      SciVal的默认设置是不排除自引。

实例1a和1b展示了SciVal如何界定和排除自引。

2.2.6.4 绝对数（Absolute Number）和百分比选项（Percentage）

      SciVal中一些指标集的数值的计算提供两种选项： “绝对数值（Absolute Number）”或“百分比
（Percentage）”：

    •  当比较不同规模的实体时，建议用户选择“百分比（Percentage）”选项，以达到规模归一化的目的；

    •  当涉及出版物数量量级时，建议选择“绝对数值（Absolute number）”选项。

      SciVal的默认设置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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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被以下文献所引用

实例1a：自引的排除

案例描述：用户想要考察一个实体，可能是国家、研究机构或者研究者，这个实体由1篇文献（PP）构

成，共获得6次引用，分别来自文献P1、P2、P4、P5、P6、P7。

文  献

作  者

机  构

国  家

PP

AA

II

CC

文  献                        作  者                       机  构                     国  家

P1

P2

P4

P5

P6

P7

A1

AA

AA

AA

A2

A2

I1

I2

I3

II

II

I3

C1

C2

CC

CC

CC

CC

问题：如果某个指标的计算提供“排除自引(not to include self-citation)”选项，而用户选择了该选项，会发什
         么呢？

回答：如果正在被考察的实体是国家CC，则来自P4、P5、P6、P7的引用会被认为是“自引”，因为它们的署名国
         家与实体相同，即国家CC；在计算指标时这4次引用将不会被计算在内。

回答：如果正在被考察的实体是机构II，则来自P5、P6的引用会被认为是“自引”，因为它们的署名机构与实体
         相同，即机构II；在计算指标时这2次引用将不会被计算在内。

回答：如果正在被考察的实体是研究者，其中包含作者AA，则来自P2、P4、P5的引用会被认为是“自引”，因   
         为它们的作者同时也是实体中的作者，即作者AA；在计算指标时这3次引用将不会被计算在内。

无论考察的实体是什么，来自P1的引用都不会被认为是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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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1b：自引的排除

文  献                        作  者                       机  构                     国  家

文  献                        作  者                       机  构                     国  家

案例描述：用户正在考察一个实体，可能是国家、研究机构或者研究者，这个实体由3篇文献（P4、

P5、P6）构成：

     -  文献P4有2个作者：A2和A5。他们均署名机构是I2，国家是C2。

     -  文献P5有2个作者：A1和A3。作者A1有两个署名机构I1和I3，分别对应国家C1和C2；作者A3的署名机
        构是I2，国家是C2。

     -  文献P6与文献P5的作者相同：A1和A3。作者A1仍有两个署名机构，其一仍为国家C2的机构I3，而第二
        个则变为国家C4的机构I5；作者A3署名机构也变为I5，国家C4。

文献P4、P5、P6共得到3次引用，分别来自文献P1、P2、P43。

P4

P5

P6

A2

A5

A1

A3

A3

A1

I2

I2

I3

I1

I2

I5

I5

I3

C2

C2

C2

C1

C2

C4

C4

C2

P4、P5和P6被以下文章引用

P1

P2

P3

A1

A3

A3

A4

A4

A5

A6

A2

I6

I6

I2

I3

I3

I4

I2

I6

I6

I4

C4

C4

C2

C2

C2

C3

C2

C4

C4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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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果某个指标的计算提供“排除自引(not to include self-citation)”选项，而用户选择了该选项，会发什
          么呢？

回答：如果正在考察的实体为国家，分别为C1、C2、C4或者它们的组合时，那么：

           -  P1对P6的引用是自引，因为署名国家都有C4

           -  P2对P4、P5、P6的引用均是自引，因为署名国家都有C2

           -  P3对P4、P5、P6的引用均是自引，因为署名国家都有C2，并且P3和P6的另一个署名国家也相同，即C4

           -  P1对P4、P5的引用不是自引，因为它们没有相同的署名国家

回答：如果正在考察的实体为机构，分别为I1、I2、I3、I5或者它们的组合时，那么：

           -  P2对P4、P5、P6的引用均是自引，因为P2和P4、P5有相同的署名机构I2，和P5、 P6有相同的署名机
             构I3

           -  P3对P4、P5的引用均是自引，因为P3和P4、P5有相同的署名机构I2

           -  P1对P4、P5、P6的引用均不是自引，因为它们没有相同的署名机构

           -  P3对P6的引用也不是自引，它们也没有相同的署名机构

回答：如果正在考察的实体为研究者，并包含A1、A2、A3、A5或者它们的组合时，那么：

           -  P1对P5、P6的引用是自引，因为署名作者都有A1和A3

           -  P2对P5、P6的引用均是自引，因为署名作者都有A3

           -  P3对P4的引用是自引，因为署名作者都有A2和A5

           -  P1、P2对P4的引用不是自引，因为它们没有相同的署名作者

           -  P3对P5、P6的引用也不是自引，它们也没有相同的署名作者

19Elsevier科研管理解决方案|SciVal                    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scival



20

      在进行科研管理决策时，理想状态是拥有3种参考信息：同行评议、专家意见和基于数据的事实信息。当
这些互补的信息交叉验证并给出相似的结论时，用户就可以更加确信自己决策是正确的；当这些信息有相互
冲突时，则提醒人们需要花时间去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基于数据的事实信息可以更好地为解决问题提供多个视角。通常情况下，针对一个问题会向多人征询专业意
见，同时引入多人进行同行评议也非常典型；同理，通过选取两、三个甚至更多不同指标交叉验证从而获得的事实
信息也能确保结论的高可靠性。

      除了对问题进行多方面分析之外，指标选择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最合理的指标选择通常取决于用户的特定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能够突出某些要点，这些要点通常情况下是那些需要被记住的、用户可应用常识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SciVal提供了多种指标，使得用户能得到可以交叉验证所需的事实信息，以迎合用户可能提出来的大量且多样
的问题。它基于丰富强大的信息资源，帮助用户凝练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对其他来源的信息提供有益的补充。本章
的主要内容将介绍影响指标的各种因素，如何恰当地选择指标。

3.1明确问题

      使用数据和度量指标进行决策的目标是：任何指标中可察觉到的差异都应该反映出学术表现的差异。如果用户
选择的指标有助于回答提出的问题，首先必须取决于是否满足两个重要的因素：

    •  问题被明确阐述

    •  用户明白，除了学术表现之外还有别的因素会影响指标的值。而这个因素是否重要，也只有当问题被明确阐
       述之后才可以做出判断。

典型的问题通常有三种：

    •  绩效评估，比如国家为分配资助基金而对科研机构进行的绩效评估，或者是上级在讨论下属职业发展所作的
        绩效评估。在上述情况下，为了确保评价的公平性，除了学术表现指标的绝对差异之外，考量其他变量也是
       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化学学科和免疫学科之间进行比较时，如果使用的指标未考虑到免疫学科倾向于有更
       高的科研产出量和引用率，那么这种比较是不可取的。

    •  成果展示，比如在撰写竞争性的基金申请书或者吸引研究生来研究机构工作这些情况下，用户的目标通常是
       找到更好展示分析目标成果卓越度的方法，此时他们可能更愿意使用那些有利于己方的指标。比如，大型机
       构可能会选择 “能力指标(power metrics)” 这类指标，因为这类指标的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的增大而变大；
       反之，小型机构可能会选择规模归一化后的指标。

    •  特定场景，比如为研究团队招聘或者院系重组提供支持。学术表现之外影响指标值的因素是否重要，取决于特
       定场景的具体模式。

3.2除了学术表现，其它影响指标值的因素

本节讨论的是，绩效之外可能影响指标值的六种因素：

    •  规模                 •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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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物类型      •  数据库收录范围
 
    •  处理方法                 •  时间

      SciVal提供的相关指标是否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详见表3所示。如果针对特定问题，未考虑到某些非常重
要的因素，SciVal将为用户提供功能选项或其他指标测度；在本手册后续的章节会进行详细阐述。

科研产出量(Scholarly Output)

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

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

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

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

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

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ration)

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高被引文献(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h指数(h-indices)

规模归       学科领域 出版物类         与数据库收      不易人            无时间
一化?             归一化?         型归一化?         录范围相关?       为操控?           相关性?

表3: SciVal指标的特性。在“规模归一化”列中半阴影格对应的指标，SciVal提供两种选项： “百分比
（Percentage）”和“绝对数值（Absolute Number）”，前者为规模归一化的选项，后者则不是。

3.2.1规模

     有些指标的值会随着分析对象规模的增大而增加，比如显示分析对象生产力的“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
被引用总量的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 ）”。这些指标在本指南中被称为“能力指标集（Power metrics）”
（如表1所示）。

       在绩效评估时，考虑分析对象的规模差异往往是很重要的；比如，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
就考虑到了分析对象学术产出规模的差异，它对于揭示每条记录的被引效率来说很有帮助。然而，当展示成果时， 
“能力指标集（Power metrics）”对于大型研究机构来说比较有利，因为它在这些指标上的表现往往看上去更好；
被引数量 亦如此，规模较大合作网络的被引量往往比小的研究团队的被引量更多。

3.2.2学科

      不同学科的学术工作在研究方法和交流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行为差异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仅仅
是与特定研究领域相关的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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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被引频次类或篇均被引频次方面的指标都能有效显示这种学科差异。比如，神经科学领域在上述指标上
的得分往往明显高于工程学，但显然不能说明神经科学通常比工程学“好”。这类指标没有考虑到学科的差异
性，我们不建议使用它们进行学科之间的直接比较；我们推荐采用学科归一化的指标，比如“学科归一化影响
力指标(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以及免费的期刊计量指标SNIP和SJR12等等。

      这些行为差异不只影响被引频次类或篇均被引频次方面的指标，实际上它们会影响在科研管理中使用到的
所有指标，这其中就包括SciVal中的指标。是什么引起了这些差异呢？

  •   出版频率：与数学领域的学者相比，化学工程等领域的研究者发表论文更为频繁；

  •   参考文献列表的长度： 毒理学等领域文后所列参考文献往往比社会科学的要多得多；

  •    合著者的数量：物理学研究的合作通常比人文艺术领域要多，因而每篇论文的合著者更多。 

图1给出了所有学科的学术行为典型分布特征。

高

低

神经科学
生命科学

药理学和毒理学
        化学和化学工程

物理学 
环境科学

        健康科学
       地球科学
           生物学 
      社会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

                      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

艺术与人文

  •   出版频率
  •   参考文献列表长度
  •   合作者数量

图 1: 不同学科的学术行为特征

      学科差异性对指标来说意味着什么？神经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大多数指标值要高于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科学；
这并不足以反映学科表现，仅仅反映了这些学科的特定研究方式。当分析目标是展现神经科学的某项学术研究的
成果时，直接使用这些指标是恰当的，但是在进行绩效评估时就必须意识到这种学科差异对指标的影响。  

如果用户需要进行学科之间的比较，建议：

  •   使用“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功能：当比较涵盖多学科的分析对象（比如机构或国家）时，
      使用该功能可以聚焦于这些分析对象都有的学科领域；

12: www.journalmetr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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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择领域归一化后的指标（ field-normalized metrics），如领域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当考虑到学科对指标值的影响时，有许多定义学科的方法：

  •   期刊分类(Journal Classifications)可能是定义学科最常用的方法，

       -  比如，Scopus将其索引的期刊分为27个主类别(Main Categories)，又细分为300余个子类别 
          (Sub-Categories)；巴西CAPES基金13，也像其他许多组织一样，有自己的期刊分类；

       -  这些分类为用户使用SciVal 等工具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无论用户调查何种分析对象，都能使用具有相同含
            义的分类。比如：在不同研究机构里，化学系的涉及涵盖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可能有所不同，此时进行化学
          的基准对标分析会有问题。如果用户利用某一特定的期刊分类对这些研究机构的科研产出进行筛选，就
          可确信这是在相对具有一致定义的化学学科中进行的横向比较。正是上面的原因，SciVal中的“研究领
          域（Research Area filter）”提供基于期刊分类的数据筛选；

       -  期刊分类的缺点是，它们往往因为体系非常庞大而很难及时跟上研究的最新进展；另外期刊的分类决定了
          期刊所包含的每一篇文章的分类，过于武断。

  •   文献级别的分类（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s）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源于学术界学科演化速度
      的加快以及处理海量数据集技术的进步:

       -  这种分类并不像期刊分类那样武断地将期刊的学科类别直接赋予期刊中的文献，而是依据文献的参考文献
          以及引用它们的文献来确定分类；

       -  学者看待研究领域的方式是不断变换的，文献级别的分类对于跟上他们的步伐来说十分有用，而且有助于
          揭示新生、新兴领域。SciVal竞争力图谱中展示的全球研究优势，因为采用了文献级别的分类才如实地反
          映出当前研究热点，它呈现出近期出版物如何引用之前作品。基于同样的原因， SciVal中的学科归一化影
          响力指标（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时也采用了文献级别的分类。

       -  文献级别的分类缺点是:

       -  有些文献往往不易被分类，比如当文献没有或只有一个很短的参考文献列表，而且/或者它还没有被引用
           过的时候；

       -  要实现一个不断变化的分类体系，计算成本会非常高；

       -  由于引文模式变化引起的分类频繁变化，降低了指标计算中底层数据的透明度。

  •   用户自定义的学科（User-defined disciplines）, 比如通过在数据库的标题和摘要中选取特定检索关键词来
       定义:

       -  用户自定义学科的优点在于：确保用户能够自己定义他们的研究领域，只要这对于用户和他们的研究问题
          来说是有意义的即可。这是因为学者开展的研究可能并不能恰好符合已有期刊分类以及同行们此前的引用

13: http://www.iie.org/en/Program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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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而且当学者刚开始关注一个新的领域时，即使是文献级别的分类也无法探测到该领域开始形成的最
           初阶段。

       -  用户定义学科的缺点是这种定义很可能是独特的，这为其他想要使用或者证实这些自定义领域的人带来了
           挑战。

3.2.3出版物类型

      不同类型出版物的引用率往往不同。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综述文章往往比原创性文章吸引到更多的引用，事
实上其它不同类型文章的引用率也有差异，如图2所示：

图2: Scopus中不同类型文献的引用率。数据范围是2008-2012年期间发表的文献截至2013年八月的被引频次。

图2的横坐标，从左至右依次是：摘要报告、论文、图书、商业论文、书的章节、会议论文、会议评论、学位论文、
社论、勘误、待刊论文、书信、注解、综述、简短调查；纵坐标为篇均被引频次。

      如果需要评估整体科研成果的学术表现，或期刊编辑希望证实期刊总体生产率并保持社论对引用的积极影响
（自引），文献类型的差别可能并不重要。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关注特定的文献类型，例如：工程与计算
机科学领域有时需要特别关注会议论文；而在比较常撰写社论的期刊编辑和不担任期刊编辑的科研学者时，则需
要更多地关注原创研究论文。

      如果出版类型对于引用的影响对于用户要分析的问题来说需要去除，建议他们使用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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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用文献类型筛选（Publication-type filter）功能

  •   使用学科归一化影响力指标（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该指标对出版物类型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3.2.4数据库收录范围

       数据库对于其所收录的信息内容有专门的指南文档。Scopus根据其收录政策14 遴选契合其目标的信息内容；
该政策具有选择性，并不包括全球范围内的每一篇文献。这意味着分析目标所发表的某些文献如果没有被
Scopus索引，也就不能参与到SciVal 指标计算中。

数据库的收录范围涵盖下述两个方面：

  •   地理范围： Scopus索引的内容来自全球5000多家出版社。从图3Scopus所收录来源文献的地理分布图可    
      以看出这些出版商分布于全球，尤以美国和英国更为集中（颜色最深）。这一地理覆盖范围应当支持对于
      全球关注话题的全面分析；然而，对于主要是地域性研究的领域（比如民族文学、历史、文化）来说，
      Scopus 可能无法提供充分完整的数据。

  •   学科范围：Scopus持续扩张的收录内容意味着其覆盖的学科范围将会不断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新出版文献的
      引文收录情况来估计学科范围：这些引文能链接到Scopus 数据库记录的比例被假设为代表学科的已覆盖
      率；引文没有被数据库收录的话就被假设为缺乏覆盖。此方法估算出的是最低的覆盖水平，实际的学科覆
      盖率可能比图4所示的要高几个百分点。

图3: 截至2013年1月，Scopus来源文献（期刊、会议录和图书等）的地理分布。来源文献所属国为出版商版权
所在国。0-5,000代表来源文献的密度。

14: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scopus/content-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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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Scopus收录文献的学科覆盖范围估计。这里用到了发表于2008-2012年间文献的引文，由于Scopus的引
文索引始于1996年，所以发表于1996年之前的引文记录没有被计算在内，这造成图中的学科覆盖率低于实际情
况。此分析所用数据截至2013年8月。

      图4的横坐标依次为：综合，农业与生物学，艺术与人文，生物化学、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商业、管理与会
计学，化学工程，化学，计算机科学，决策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金融，能源，工程学，
环境科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材料科学，数学，医学，神经科学，护理学，药理学、毒理学与药剂学，物理与天
文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兽医，牙科，医疗专业人员

      在与同行进行大数据量集级别上的比较时，分析对象的科研产出有一些被遗漏通常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
数据库收录内容的缺失对于 “大”分析对象的影响是一样的，并不会影响到分析对象之间对比的有效性。但是，
要注意的是，当对比“小”的分析对象时，即使一篇文献的遗漏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比如，在评价某
个学者的学术表现时，他所发表文献或者引用他的文献如果没有全部被数据库收录，指标数值将会受到影响。分
析对象的“大”与“小”是一个需要判断的问题，而且也因学科不同而异。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使
用SciVal支持决策时，保持谨慎并运用常识。 

      数据库收录范围影响方面的问题常常与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有关：SciVal 中的指标在这些领域里有用吗？在
某些情况下，它们是有用的：

  •   理论上，SciVal所支持的决策应当建立在同行评审、专家意见以及数字实证基础之上。除了文献数量及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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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力，还有基金获取情况、创新性、社会影响力等都应该在评价中被考虑，尽管后面的信息尚未被SciVal收
       录。这对于所有学科都适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

  •   对于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来说，它们文献的学科覆盖率在Scopus或者其他商业数据库中往往都较低，
      这是个需要被进一步关注的问题。这种现象也是该领域学者出版行为的一个自然结果， 他们的科研成果往
      往是出版独立的书，而书与连续出版物之间的关联很难被捕捉到，尽管Scopus现在已专注于增加对书的收
      录。不过，如果牢记针对分析对象规模的指导方针，还是可以从SciVal中获取关于这些领域学术表现有价值
       的信息。

3.2.5人为操控

   
      有些情况下，可以利用人为操控以提升某些文献计量指标值。例如，为了提升报告上的数字而将一些研究单
位组合在一起以扩大规模，从而在使用能力指标集“Power metrics”时提高业绩表现。

      另一个例子是自引。自引从本质上来说并无不妥：它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行为，因为研究总是建立在之前发表
的成果之上，而且作者有责任为读者提供以往的资料作为参考以帮助他们理解最新的进展。然而，这种行为易遭
滥用，比如某些学者可能会选择引用自己其它本不相关的论文以增加自身的被引量，或者期刊编辑偶尔会强迫投
稿人在参考文献里增加很多自己期刊的论文引用。

      引文影响力指标集（Citation Impact）是SciVal中最容易受人为影响的指标。尽管自引的滥用十分少见，
但是用户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选择将自引从这些指标中排除出去（如表1所示）。其他的指标受人为操控的影响相
对要小的多，如科研产出与合作方面的指标。

3.2.6时间

      时间跨度对于某些指标来说十分重要。最明显的就是引文影响力（Citation Impact）指标集，因为出版物
积累引用需要一定的时间。h指数是另外一个例子，它对时间不敏感，如果用该指数评价处于研究生涯早期的青
年研究者用处不大，因为这些青年研究人员需要时间以积累更多的科研成果以及引用。

       一些与时间无关的指标可以在文献被收录于数据库时立即使用。比如通过使用机构署名信息来探寻合作关
系的那些指标。甚至有一个引文影响力（Citation Impact）指标也与时间无关：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这一指标使用的是文献所在期刊的被引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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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介绍了SciVal提供的具体指标以及这些指标的计算方法、使用场景，并强调了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我们建议选择多个指标相互配合使用，用于克服特定单一指标所带来的结果误差缺陷，或用于强调互为补充
的信息。这些建议指标如表4所示；这些建议并非强制规定，只是使用指南，以帮助用户选择适当的指标。 

...可配合使用的指标包括：

对
于

指
标

...

科研产出
(Scholarly 
output)

期刊分类计数
(Journal 
Category 
Count)

被引频次 
(Citation 
Count)

获得引用的文
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

篇均被引频次
(Citation per 
Publication)

期刊计数
(Journal Count)

科研产出
(Scholarly output)

期刊计数
(Journal Count)

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

被引频次 (Citation Count)

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 per 
Publication)

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
(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

领域归一化影响力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FWCI)

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

文献合作影响力
(Collaboration Impact)

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
rate Collaboration)

校企合作影响力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h指数(h-indices)

表4：指标配合使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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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合使用的指标包括：
施引文献覆盖国
家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

学科归一化影响
力(Field-Weigh-
ted Citation 
Impact, FWCI)

文献合作
(Collaboration)

文献合作影响力
(Collaboration 

Impact)

校企合作
(Academic
-Corporate 

Collaboration)

h指数
(h-indices)

高被引文献量
(Outputs in 
Top Percen-

tiles)

高百分位期刊中
的发文量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校企合作影响力
(Academic
-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对体量敏感的指标” 
与时间累计无关的指标
指标值高低的沟通信息
天然互补的指标
基于文献的真实表现，而不是其所在期刊的平均水平
文献至少需要被引用1次才能被使用 
避免在近些年出现“引用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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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ciVal中指标的展示

       SciVal的指标完全按照计算结果显示。有时用户可能倾向于使用多年平均值，以“抹平”趋势曲线的剧烈起
伏，但是SciVal不提供这种“抹平”手法，以保证指标数据的透明性。

       这就意味着SciVal的部分趋势线看起来“跌宕起伏”，特别是在遇到小型数据集（如单个研究者）指标计算
情况。当然，展示大型数据集的指标时，趋势线一般会比较平缓。 

4.2 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SciVal中的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反映了分析对象的生产力，即该分析对象有多少论文被Scopus
收录。

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是一个：

  •   生产率指标；       •    雪球指标；         •   体量敏感指标。

指标可用于：

  •    对比分析相似（近似规模和研究领域）分析对象的生产力，例如：有研究者数量相近的研究机构；有相近
       研究领域和职业生涯长度的研究者；

  •    当指标值比较大时，可以在图表中突出展示分析对象较同行的学术表现更好；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    以一种难以被人为操控的方式分析出版行为；

  •    当关于一种新方法的文献或者青年学者刚出现时就可以发现其早期活动。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当规模体量有较大差异的分析对象相互比较时，比如国家与研究机构，大型合作网络与独立研究者，或者长
       期稳定的研究领域和小型新兴研究领域相比较时：

       -  对比这类分析对象时，指标值的差异反映的可能是分析对象规模的差异而非生产力的差异；

       -  建议用户仅仅在对比相似分析对象时使用该指标，或者使用“篇均被引频次”这类体量归一化的指标进行
          比较。

  •   具有不同学科领域布局的分析对象进行基准对比分析时，

       -  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往往发文规律相差较大。例如，生命科学领域占比较高的研究机构，往往发文频率较
          高，与同等规模的人文科学领域占比较高的研究机构相比可能有更高的科研产出；

       -  在这种情况下，科研产出的不同更有可能反映学科特性的差异，而不能为生产力差异提供可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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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该指标来对比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分析对象时，应考虑到这些差异；

       -  在比较多学科分析对象（如机构或国家）时，建议用户通过筛选研究领域将分析聚焦于所有分析对象共有
          的领域，或者使用领域归一化的指标进行分析，如“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 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   理解在Scopus收录范围中有文献缺失的小型分析对象的生产力：

       -  小规模数据集合中单篇文献的缺失有可能对表观生产力的指标值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警惕。建议用户将“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指标用于对比大
          规模数据集，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的缺失对所有分析对象都产生类似影响，因此不会使比较结果失真。

可配合使用的指标包括：

  •    被引频次 (Citation Count)：分析对象所有文献被引用次数的总和，它是对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指标的自然补充；

  •    h指数(h-indices)：综合了科研产出和被引频次的指标；

  •    其他“体量敏感指标集（Power Metrics）”中的指标，这些指标的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变大而增加，具体
        包括：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绝对数值”），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绝对数值”），高百分位
        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值”），以及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的指标集，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累加
       的指标：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
      （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以及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参见示例2。

4.3 指标：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

      SciVal指标中的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反映一个分析对象的文献组合多样性，即这个分析对象的文献发
表在多少种不同的Scopus期刊上。

     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是一个：

  •   学科指标         

  •   体量敏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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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可用于：

  •   对比小规模分析对象，比如研究者和文献集合，其期刊分布组合的差异最为明显；

  •   当指标值相对较大时，可以在图表中突出展示一个相对较大的分析对象的表现；

  •   对比分析相关分析对象文献组合的多样性，比如研究机构模拟探讨招收各类研究者的效果，或者在某些研
      究领域建立合作网络的效果；

  •   展示分析对象的工作跨越传统学科的卓越性，并为投稿提供潜在的目标期刊；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   以一种难以被人为操控的方式分析出版行为；

  •   当关于一种新方法的文献或者青年学者刚出现时就可以发现其早期活动。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对比大型分析对象，比如研究机构和研究机构群组发表大量文章，并且文章所在期刊分布非常广泛，有可能
达到Scopus数据库最大限度导致区别或许看上去并不明显。建议用户在使用该指标时运用数据筛选选项，例如
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将比较范围缩小至大型分析对象的某些特定学科；

  •   当规模体量有较大差异的分析对象相互比较时，如有150位学者的系和30位学者的系

       -  比较此类分析对象时，体量敏感指标值的不同反映的可能是分析对象规模的差异，而不是文献组合多样性
          的差异；

       -  建议用户在对比同等规模分析对象时使用该指标，或者使用如“文献合作”这类体量归一化的指标进行比
          较。 

  •   具有不同学科领域布局的分析对象进行基准对比分析时，处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投稿的期刊范围可能大不
       相同：

       -  在这种情况下期刊数量差异反映的可能是学科特点的差异，并不能为文献组合差异提供可靠信息；

       -  使用该指标比较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时，应考虑这些差异；

       -  比较多种学科组成的分析对象（如机构或国家）时，建议用户通过筛选研究领域将分析聚焦于所有分析
          对象共有的领域，或者使用“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等学科归一化
          的指标；

  •   理解在Scopus覆盖范围内可能有缺失的小型分析对象的生产力：

       -  小型数据集中单篇文献的缺失有可能对文献组合的广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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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建议用户将“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指标用于对比大型数据
          集，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的缺失对所有分析对象都产生类似影响，因此不会使比较结果失真。

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凸显分析对象的学科广度，是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
      的自然补充；

  •   其他“体量敏感指标集（Power Metrics）”中的指标，这些指标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增大而值增加：科研产出
      （Scholarly outpu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获
       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绝对数值”），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绝对数值”），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绝对数值”），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值”），以及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累加的指标：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以及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4.4 指标：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

       SciVal中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反映分析对象学科组合的多样性，即分析对象文献发
表在多少种不同的期刊类别中。

      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的计算结果既可以基于主类别生成也可以通过子类别生成。其
中Scopus期刊主分类有27种，子分类有334种。SciVal中有2种方式对文献进行分类：

  •   “期刊主导型”分类法，假设一篇文献的分类取决于这篇文献所在期刊的分类。所有文献自动采用期刊对应的
      主题分类。这种分类方法适用于集中于一个核心领域、一般不发表其他领域相关文献的期刊；

  •   “文献主导型”分类法，假设期刊内的文献在期刊范畴的核心领域外有其他相关领域。文献主导型分类法允许
      从期刊中另行分配个别文献到与其相关的分类中。这对多学科期刊的文献有重要意义。

      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采用“文献主导型”分类法，一篇文献可以被分配到多种类别中。

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是一个：

  •   学科指标

  •   体量敏感指标

参见示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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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可用于：

  •   对比小规模分析对象，比如研究者群组和文献集群组，其期刊分布组合的差异最为明显；

  •   当指标值相对较大时，可以在图表中突出展示一个相对较大的分析对象的表现；

  •   对比分析相关分析对象学科组合的多样性，比如由特定基金的同一经费资助的合作网络；

  •   通过揭示分析对象的产出对不同学科读者的吸引力提供跨学科的证据；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   以一种难以被人为操控的方式分析出版行为；

  •   当关于一种新方法或者青年学者的文献刚出现时就可以发现其早期活动的不同。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对比大型的分析对象，比如研究机构和研究机构群组发表大量文章，并且文章所在期刊分布非常广泛，有可能
      达到Scopus数据库最大限度导致区别或许看上去并不明显。建议用 户在使用该指标时运用数据筛选选项，例
      如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将比较范围缩小至大型分析对象的某些特定学科；

  •   当规模体量有较大差异的分析对象相互比较时，如具有单一论文集合的大型合作网络：

       -  比较此类分析对象时，体量敏感指标值的不同反映的可能是分析对象规模的差异，而不是文献组合多样性的
          差异

       -  建议用户在对比同等规模分析对象时使用该指标，或者使用如“校企合作”这类体量归一化的指标进行比较。

  •   对比分析独特学科分析对象的生产力，从事独特学科研究的学者在从事跨学科研究中可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  在这种情况下，期刊分类计数的差异反映的可能是不同独特学科的特点，而不能为学科组合的差异提供可靠
          信息；

       -  使用该指标对比不同独特学科的分析对象时，应考虑到这一差异；

       -  当对比多学科分析对象（如机构或国家）时，建议用户通过筛选研究领域来聚焦于所有分析对象共有的一个领
          域，或者使用诸如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等领域归一化的指标。

  •   理解在Scopus覆盖范围内可能有缺失的小型分析对象的生产力：

       -  小型数据集中单篇文献的缺失有可能对文献组合的广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建议用户将“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指标用于对比大型数
          据集，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的缺失对所有分析对象都产生类似影响，因此不会使比较结果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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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突出分析对象的文献组合，也是对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的自然补充；

  •   其他“体量敏感指标集（Power Metrics）”中的指标，这些指标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增大而值增加：科研产
       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获得
       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绝对数值”），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
       oration，“绝对数值”），的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绝对数值”），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
      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值”），以及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累加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
       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以及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参见示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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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篇文献的分析对象

是 是

示例2：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和期刊分

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

实例：用户需要计算分析对象的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和期刊分类计数

（Journal Category Count），该分析对象有6篇文献，选择以下查看和计算选项。

选择时间范围

选择文献类型

选择研究领域

2008-2012

Articles, reviews and conference papers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文献ID
出版年
文献的来源出版物
文献类型

期刊子类别

期刊主类别

文献的期刊类别是否符合选择的研究领域？

文献是否符合选取的时间范围？

文献类别是否符合选择的文献类别？

文献是否通过步骤1,2和3？

文献1
2007

Bioscience Journal
Article

General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是

否

是

否

文献2
2009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Article

Animal Science
and Zoology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Aquatic Science，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是

是

是

文献是否符合用户选
择的选项？

步骤1

步骤2

步骤3

步骤4

问：
怎样计算科研产出？

问：
怎样计算期刊数量？

问：
怎样计算期刊类别
数量（主类别）？

问：
怎样计算期刊类别数
量（子类别）？

答：计算在步骤4中得到“是”
的文献数量。

答：注意步骤4中得到的“是”
的文献的唯一期刊标题。

–计算唯一期刊标题的数量

答：查找主分类

 –  去重

 –  计算唯一主分类的数量

答：查看子分类

 –  去重

 –  计算唯一子分类的数量

对筛选后文献的期刊标题进行去重。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Archiv für  Lebensmittelhygiene 

对通过筛选的文献的主类别名称进行去重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对通过筛选的文献的子类别进行去重。
Agronomy and Crop Science, Animal Science and Zoology, Aquatic Science, Horticulture

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3

期刊数量(Journal Count)=2

期刊主分类计数(Journal Main Category Count)=1

期刊子分类计数(Journal Sub-Category Coun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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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篇文献的分析对象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Archiv für Lebensmittelhygiene Archiv für Lebensmittelhygiene
Article In Press Review Article Report

Insect Science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Agronomy and Crop Science Horticulture Organic Chemistry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Chemistry

文献3                                     文献4                           文献5                             文献6
2009                                          2008                               2010                                2010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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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指标：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 
  
      SciVal中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表示特定分析对象的总体引用影响力，即该分析对象的科研产出总共
被引用的次数。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是一个：

  •   引文影响力指标；

  •   雪球指标；
 
  •   体量敏感指标。

       SciVal通常情况下以图表来表现历年的被引频次，这些年份通常是文献的出版年份，而不是施引文献的引用年份。

指标可用于： 

  •    对比分析相似（近似规模和研究领域）分析对象的可见度，如研究人员数量相近的学科机构，或类似学科的国际合作网络；

  •    当指标值比较大时，可以在图表中突出展示分析对象较同行的学术表现更好；

  •    展示出某一分析对象发表了一些高被引文献；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当规模体量有较大差异的分析对象相互比较可见度时，“体量敏感指标”更确切地反映了分析对象大小而不是可见度差

        异，一组机构（如美国的一个州）的引用数量通常高于单个机构。建议用户使用体量归一化影响力指标“篇均被引频次

      （Citation per Publication）”或者学科归一化影响力指标（Field-  Citation Impact）来分析不同大小实体间的可

       见度。

  •   具有不同学科领域布局的分析对象进行基准对比分析时：

       -  例如，医学和病毒学学者的发表与引用频率都较高，而商学院或语言学学者的发表与引用频率则较低；

       -  在没有说明差异时，该指标不适用于比较不同学科；

       -  在比较多学科分析对象（如机构或国家）时，建议用户通过筛选研究领域将分析聚焦于所有分析对象共
          有的领域，或者使用领域归一化的指标进行分析。 

  •   具有不同学科领域布局的分析对象进行基准对比分析时：

       -  例如，医学和病毒学学者的发表与引用频率都较高，而商学院或语言学学者的发表与引用频率则较低；

       -  在没有说明差异时，该指标不适用于比较不同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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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比较多学科分析对象（如机构或国家）时，建议用户通过筛选研究领域将分析聚焦于所有分析对象共有
          的领域，或者使用领域归一化的指标进行分析。

  •   研究某一分析对象的出版物被引信度，因为一篇或一些高被引文献有可能掩盖分析对象还有一些从未被引用
       的文献，建议用户选择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来反映信度。

  •   小规模分析对象完整的科研产出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可能存在差异：

       -  小规模数据集合中单篇文献的缺失有可能对分析对象的可见性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如果某位学者
          发表的论文未被收录，或引用该出版物的文献未被收录，则该学者的学术表现评估会受到影响；

       -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同时，若数据库引用缺失值较多，要考虑限制使用被引频次去对比
          相同学科数据集合；在指标不失效和数据缺失对所有实体产生效果较为接近的前提下可使用被引频次。

  •   有一种情况是过量的自引可能导致引用数量虚高。用户可以通过取消勾选“包括自引（Include self-
       citations）”选项，判断出自引比率是否过高。

  •   了解文献在发表初期的影响力，或研究者尚处于职业早期时的成果表现，因为较新的文献发表时间尚未累计
       到足够的引用导致采用被引频次指标不可信。建议用户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或者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指标。

  •   人们在使用数据时，不希望见到近几年的“下滑”趋势曲线。“下滑”曲线在被引频次里很常见，因为近期
      的新文献尚没有足够时间被人们引用。鉴于此，建议用户使用学科归一化影响力指标（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或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可配合使用的指标包括：

  •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和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为
      总体可见度融入补充视角，也在比较不同规模分析对象时表明差异性。此外学科归一化影响力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还考虑了学科间出版和引用行为的差异； 

  •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高被引文献（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可用于避免因文献发表时间较短、
       累计获得引用较少而导致引用数量在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的问题；

  •    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用于测量一个分析对象的文献随后将被引用的可靠性，不会因一个或
       多个文献被高频引用而受到影响；

  •    h指数（h-indices），它的价值在于将被引频次和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组合在一起，是自然的辅
       助指标；

  •    其他“体量敏感指标集（Power Metrics）”中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
      （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
      “绝对数值”），引用国家数量（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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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高被引文献(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 绝对数值”），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值”），
       以及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累加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以及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见例3. 

4.6 指标：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

      SciVal中的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表示一组文献的被引情况：即该分析对象的文献中有多少篇
文献至少被引用一次。

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是一个：

  •   引文影响力指标；

  •   当“绝对数量（Absolute Number）”选项被选中时是体量敏感指标，当“百分比（Percentage）”选项被
      选中时则不是。

       SciVal中常以图表来表现历年的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这些年份通常出版年份，而不是获得
引用的年份。

指标可用于：

  •   对比分析文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后续文献的引用；

  •   比较规模不同、学科相近分析对象的文献影响力，例如大规模产出国家和小规模产出国家的比较，或者大规模  
      研究团队和小规模研究团队的对比；

       -  在比较不同规模分析对象时，建议勾选“百分比（Percentage）”选项来实现该变量的归一化。

  •   在不考虑被引频次的情况下，展示分析对象有能力产出可信赖的被引文献；

  •   展现少数高被引论文对分析对象表现提升所施加的正面影响，高被引论文会显著影响文献集合的被引频次和篇
      均被引频次；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比较具有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所产出的文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后续文献的引用；

       -  例如，寄生虫学的研究团队与数学建模研究团队对比，前者因为其学科高频率的出版和引用行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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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从出版到被引用之间仅会经历一个短暂的间隔期，而后者间隔期相对更长；不建议用户在没有考虑学科
         差异性的情况下，选择此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  比较由多个学科组成的分析对象时（如机构或国家），建议运用学科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
          将分析对象集中于所有分析对象共有的学科领域； 

  •   了解分析对象文献的被引数量大小时，建议用户使用“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或“篇均被引频次
     （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来表示该信息；

  •   小规模分析对象完整的科研产出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可能存在差异：

       -  小规模数据集合中单篇文献的缺失有可能对分析对象的可见性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如果某位学者
          发表的论文未被收录，或引用该出版物的文献未被收录，则该学者的学术表现评估会受到影响；

       -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建议用户将“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 指标用于对比相
          同学科领域的大规模数据集，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的缺失对所有分析对象都产生类似影响，因此不会使
          比较结果失真；  

  •   过量的自引可能导致引用数量虚高。用户可以通过取消勾选“包括自引（Include self-citations)”选项，
       判断出自引比率是否过高；

  •   了解文献在发表初期的影响力，或研究者尚处于职业早期时的成果表现，因为较新的文献发表时间尚未累计
       到足够的引用导致被引频次指标不可信。建议用户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或者“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指标。

可配合使用的指标包括：

  •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和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表明引用影响力的大小，
       一篇或几篇高被引文献会对此指标带来积极影响；

  •   其他“体量敏感指标集（Power Metrics）”中的指标，这些指标的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变大而增加，
       具体包括：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
       ry Count)，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引用国家数量（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文献合作 
     （ 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
       高被引文献（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绝对数值”），高百分位期刊中的文献9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值”），以及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累加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
     （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以及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见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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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指标：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 

       SciVal中的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表示特定分析对象的文献获得的平均引用影响力：
即该分析对象的文献平均引用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是一个：

  •   引文影响力指标

  •   雪球指标

       SciVal中常以图表来表现历年的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这些年份通常是出版年份，
而不是获得引用的年份。

指标可用于：

  •   对比分析不同文献集合的平均引文影响力；

  •   比较规模不同、学科相近分析对象的文献平均影响力，如从事相似学科领域研究的研究团队，和相关研究人
      员间的比较；

  •   展现少数高被引论文对分析对象的文献平均影响力提升所施加的正面影响；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比较拥有独特学科领域分析对象的文献平均影响力，如拥有大型人文科学类学院的机构和没有人文科学类学
       校的机构。

       -  在没有说明差异时，该指标不适用于比较不同学科；

       -  比较由多个学科组成的分析对象（如机构或国家）时，建议运用学科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
          将分析目标集中于所有分析对象的共有领域，或者选择“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指标来衡量；

  •   研究某一分析对象的文献被引信度，可能存在少量的高被引文献显著提升本指标的数值，而一定数量的零被
      引文献被忽略的情况。建议用户选择“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来反映文献集合中被引用的
      数据量；

  •   小规模分析对象完整的科研产出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可能存在差异：

       -  小规模数据集合中单篇文献的缺失有可能对分析对象的可见性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如果某位学者
          发表的论文未被收录，或引用该出版物的文献未被收录，则该学者的学术表现评估会受到影响；

       -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建议用户将“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指标用

Elsevier科研管理解决方案|SciVal                      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scival42



      于对比同学科领域的大规模数据集，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的缺失对所有分析对象都产生类似影响，因此不
      会使比较结果失真；

  •   当分析对象科研产出规模过小，该指标会随着时间推移剧烈波动，即使在Scopus收录较完整的情况下也会
       产生此种现象。“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计算的是一个平均值，该值会显著受到小
      数据集影响；

  •   过量的自引可能导致引用数量虚高。用户可以通过取消勾选“包括自引（Include self-citations）”选项，
      判断出自引比率是否过高；

  •   了解文献在发表初期的影响力，或研究者尚处于职业早期时的成果表现，因为较新的文献发表时间尚未累
      计到足够的引用导致被引频次指标不可信。建议用户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或者“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指标；

  •   人们在使用数据时，不希望见到近几年的“下滑”趋势曲线。“下滑”曲线在被引频次里很常见，因为近期
      的新文献尚没有足够时间被人们引用。鉴于此，建议用户使用“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
      tion Impact）”指标。

可配合使用的指标包括：

  •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指标是对文献平均影响力的自然补充，同时考虑了
      学科间的行为差异；

  •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高被引文献（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和高百
       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可用于避免因文献发表时间较短、获得引
      用较少而导致引用数量在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的现象；

  •   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用于测量一个分析对象的文献随后将被引用的可靠性，不会一个或多
      个文献被高频引用而受到影响。

  •   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和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中有计算篇均被引频次的选项，它们是以具有合作性质的特定数据子集作为评价数据基础的。

  •   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累加
       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以及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见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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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象的6篇文献              

N/A

N/A  是

例3：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与篇均

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

场景：用户需要计算某个分析对象的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与篇均被引频次

（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该分析对象包括6篇文献，用户选定了以下的查看和计算选项。

文献是否匹配用户
选定的选项？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问题：
如何计算学术产出？

问题：
如何计算被引频次？   

问题：
如何计算被引文献
数量？   

问题：
如何计算篇均被引
频次？ 

出版时间范围选择
(Selected Publication Year range)

出版文献类型选择
( Selected Publication Types)

学科领域选择
(Selected Research Area)

2005 - 2013

Articles, reviews and editorials

Medicine

文献信息
出版时间
出版文献类型
此文献总被引频次

期刊二级分类

期刊主类别

文献期刊类别是否与被选研究范围匹配？

文献是否在被选时间范围内出版？

文献类型是否和被选文献类型匹配？

文献跳过了第1,2,3步骤吗？

文献  1
2008

Review
0

Anthropology

Social Science

否

是

是

否

文献 2
2007

Editorial
4

Management Science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Decision Sciences

是 否

是

是

是

答：计算出在第4步中选择“是”的文献数量。

答：检索出第4步中选择“是”的文献引用数量。

-第4步中选择是“是”的文献被引次数总和

答案：跳过第4步的文献是否被引至少一次？

“绝对数量(Absolute number)”选项,
算出至少被引一次文献的数量。               

“百分比(Percentage)”选项，用上述“绝对数量  
(Absolute number)”除以“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答案：用“被引频次(CitationCount)”除以“科研产  
出(Scholarly Output)”

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4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15

被引文献数量
(Cited Publications)=3

4

被引文献数量
=75%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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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的6篇文献 

Anatomy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nagement Immunology and Allergy General Medicine Emergency Medicine

Medicine Decision Sciences Medicine Medicine Medicine

是 否

文献3
2005

Article
7

文献4
2004

Article
9

文献5
2008

Article
0

文献6
2010

Article
4

是

是

是

7

是

是

否

是

否

N/A

N/A

是

是

是

是

0

否

是

是

是

是

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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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指标：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

       SciVal中的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反映了分析对象文献的区域知名度，即
有多少个国家已引用了该分析对象的文献。 

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是一个：

  •   引文影响力指标；              •   体量敏感指标。

       SciVal 通常情况下以图表来表示历年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 年份指文献发
表的年份而非被引用的年份。

指标可用于： 

  •   对比小规模分析对象，如研究组和文献集合，这时施引文献覆盖国家数量的差异会更明显；

  •   当指标值相对较大时，可以在图表中突出展示一个相对较大的分析对象的表现；

  •   对比分析相关分析对象文献组合的区域知名度，如：

       -  特定研究领域内的合作网络；
       -  研究领域相同、职业发展时长相似的研究人员；
       -  研究机构进行情景模拟：雇佣不同研究人员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力； 

  •   通过展现引文来源的区域多样性，证明作品有广泛的区域影响力；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   以一种难以被人为操控的方式分析出版行为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比较大型分析对象，如机构和国家。这些分析对象发表了大量的文献以至于获得的大量的引用，以至于施引
      文献覆盖国家计数值没有显著的区分度。建议用户在使用该指标时运用数据筛选选项，例如研究领域筛选
      （Research Area filter），将比较范围缩小至大型分析对象的某些特定学科。

  •   当规模体量有较大差异的分析对象相互比较时，如机构和院系进行比较，此体量相关指标值的不同反应的是
       分析对象规模不同，而不是区域可见性的区别。不建议用户使用该指标来比较规模不同的• 分析对象。 

  •   对比分析不同学科分析对象的合作关系：

       -  不同的学科，其文献的国际合作模式可能截然不同，例如民族文学与化学，或地方史与计算机科学；
       -  若无法解释上述差异，那么不建议使用该指标来比较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
       -  比较多种学科组成的分析对象（如机构或国家）时，建议用户通过筛选研究领域将分析聚焦于所有分析对
          象共有的领域；

  •  了解分析对象所拥有文献的被引数量大小时，建议用户使用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或篇均被引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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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等来获取有关信息。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其文献产出数量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数量可能存在差异：

       -  此时缺失一篇文献可能对其全球可视性的分析结果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当分析对象规模较大时，即使缺失
          一篇或少数文献分析结果也还是可接受的；

       -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尤其是分析年轻科研人员等小型分析对象时。当比较相同学科的较
          大规模数据集时，这时数据库收录的差异对全部分析对象有相似的影响，此时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
        （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这一指标还是可信的。

  •  调查新策略实施的早期阶段或年轻科研人员的文献表现时，这时根据引用信息来做决定的可靠性将会下降。
      这种情况下，建议用户使用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或其他无时间相关性的指标。

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和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用来获取关于被引数量大小
      的信息

  •   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用于说明分析对象科研产出的合作程度，是对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 
    （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指标的自然补充，后者提供了影响力的地理分布范围。

  •   其他“体量敏感指标集（Power Metrics）”中的指标，这些指标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增大而值增，包括：
      科研产出量（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绝对数量）、文献
      合作（Collaboration，绝对数量）、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绝对数量）、高被
      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绝对数量）、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量）和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累加的指标，包括：科研产出量(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
    （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和高端期刊产出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Elsevier科研管理解决方案|SciVal                      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scival 47



分析对象的 6 篇文献

例4: 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

实例：用户想要计算分析对象六篇文献的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这些文献分
别被文献A、B、C、D、E和F所引用，合计6次。

施引文献A

施引文献B

施引文献C

施引文献D

施引文献E

施引文献F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文献 1        文献 2            文献 3      文献 4             文献 5     文献 6

实例: 施引文献 A、B、C、D、E和F有如下的署名信息：

文献  A

文献  B

文献  C

文献  D

文献  E

文献  F

A2

A1 
A3 
A3

A1 
A1 
A2

A1 
A4

A1 
A3 
A5

A1 
A3
A2

I4

I1
I4
I2

I1
I3
I2

I1
I1

I1
I5
I1

I1
I8
I1

C2

C1
C2
C1

C1
C2
C1

C1
C1

C1
C3
C1

C1 
C4 
C1

被引文献                                        作者                               机构                                       国家

问：我该怎样计算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
答：计算施引文献署名信息表中不同国家的数量 
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bmer of Citing Countri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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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指标：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SciVal中的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是指分析对象文献的被引频次与数据库
中其他类似文献的平均被引频次的比较，即分析对象文献的被引频次与全球平均值的比值

  •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为 1.00 是指分析对象文献的被引频次恰好与根据全
       球类似文献的平均被引频次相同；“全球”的归一化影响因子或 Scopus 数据库的归一化影响因子为1.00；

  •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大于 1.00是指分析对象文献的被引频次多于根据
       全球类似文献的平均被引频次而得出的预期数量；例如，2.11意味着被引频次比全球平均值多111%；

  •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小于 1.00是指分析对象文献的被引频次少于根据
       全球类似文献的平均被引频次而得出的预期数量；例如，0.87意味着被 引频次比全球平均值少13%。 

        类似文献是指Scopus数据库中发表年份相同、文献类型相同、学科（如Scopus期刊分类）相同的文献：

  •   SciVal中的文献根据以下两种分类系统进行划分：

       -  “期刊分类”划分方式：假设某期刊的每个文献都属于同一学科，每篇文献自动划分到所在期刊所分配的
           学科分类。这种划分方式适用于那些专注于核心领域的期刊，它们不刊载同属于其他领域的文献；

       -  “文献级别的分类”划分方式：假设期刊刊载的文献可能与期刊所专注的核心领域无关，而与其他领域相关。
           文献级别的分类划分方式可将期刊中的单篇文献划分为其它相关类别；这对那些多学科期刊中的文献至关
           重要；

  •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采用“文献级别的分类”划分方式；

  •    文献按照子学科划分，并且可以划分到多个子学科中。计算类似文献的预期被引频次时，多学科的文献不能
       重复加权，这点至关重要。例如，如果文献P既属于寄生生物学又属于微生物学，计算P在其中一个子学科的
       影响力时，不可以重复计算影响力。SciVal会根据文献所属的多个学科类别平均划分文献和被引频次；如文
        献P按照0.5篇寄生生物学文献和0.5篇微生物学文献计算，其被引数量也由两个子学科所平均。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是一个：

  •   引文影响力指标                   •   雪球指标

       SciVal 通常情况下以图表来表现历年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年份是指文献发
表的年份而非被引用的年份，被引频次指文献发表当年及随后三年所累积获得的被引次数总和。

该指标可用于：

  •   对比分析不同分析对象，无论其规模、学科、出版时间、及文献类型构成是怎样的，如： 

       -  一个研究机构和该机构内的各个院系部门(研究小组) ；
       -  一个国家和该国的研究机构；
       -  一个地理区域和该地区的各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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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观察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高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0的程度，可方
      便地了解分析对象文献引用影响力方面的声誉；

  •   由于考虑了近期发表文献累计获得引用较低的情况，由此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避免了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和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指标中会出现
       的近几年趋势下滑的曲线；

  •   在Scopus数据库中收录不够完全的学科中，了解分析对象文献的被引表现，因为数据库收录范围的差异对分
      析对象文献和类似文献都有同样的影响，因此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值不
       受Scopus数据收录范围的影响；

  •   可以作为观察引用数据的默认指标，因为该指标考虑了到影响其他影响力指标的多个因素；

  •   以一种难以被人为操控的方式分析出版行为。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当分析对象文献被引数量大小的信息对分析目标至关重要时；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用户使用被引频次
     （Citation Count ）或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等指标；

  •   向更喜欢看到高数值的人展示优异表现时；在这种情况下，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或篇均被引频次
     （ 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指标会更适合；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导致指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剧烈波动状态不稳定时，虽然Scopus收录范围已经十分广
       泛、全面，但是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计算的是平均值，而小数据集中的
      无关文献仍会极大地影响计算结果；

  •   需要建立对SciVal指标的信任；本指标的计算涉及了多项因素的归一化处理，另外计算类似似文献的平均被
       引频次需要遍历Scopus数据库所有的数据，导致用户对指标的计算很难进行验证。如果用户需要建立对
       SciVal指标计算准确性的完全信任并实现可自行验证，那么建议用户选择更简单的影响力指标，如被引频次
     （Citation Count ）或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 

  •   研究新策略实施的早期阶段或年轻科研人员的文献表现，这时根据引用信息来做决定的可靠性将会下降。这种
      情况下，建议用户使用无时间相关性的指标，如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   彻底回答所有与表现相关的问题，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是个非 常有用的指
       标，但仅仅运用该指标而排除其他指标则会限制用户从SciVal中得到的丰富又可靠的信息。

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 ）和篇均被引频次（ 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该两个指 标反映了被引频
      次数量的大小，是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指标的自然补充。另外，上述指
      标简单易懂，数据和计算过程透明，用户可以自行验证从而建立对SciVal指标计算的信任；

  •   无时间性的指标，可以立即提供文献有用的可靠信息，而不依靠时间来累积有效信息，包括：科研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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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
      合作（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和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数学计算公式：

       一个由N篇文献组成的数据集，其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FWCI）的定义如下：

ci = 文献 i 的被引频次
ei = 所有类似文献在发表当年及随后三年的被引频次期望值

当一篇类似文献属于多个学科时，则使用调和平均数（harmonic mean）计算ei。
假设文献i同时属于两个学科，则：

eA, eB =文献数量和被引频次的分数计数（fractional counts），按照计算公式文献i 的eA  eB 均为0.5篇文献，
被引频次也会对应拆分为A与B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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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指标：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 

       SciVal中的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表示特定分析对象的文献获得的平均引用影响力：
即该分析对象的文献平均引用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是一个：

  •   引文影响力指标

  •   雪球指标

       SciVal中常以图表来表现历年的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这些年份通常是出版年份，
而不是获得引用的年份。

指标可用于：

  •   对比分析不同文献集合的平均引文影响力；

  •   比较规模不同、学科相近分析对象的文献平均影响力，如从事相似学科领域研究的研究团队，和相关研究人
      员间的比较；

  •   展现少数高被引论文对分析对象的文献平均影响力提升所施加的正面影响；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比较拥有独特学科领域分析对象的文献平均影响力，如拥有大型人文科学类学院的机构和没有人文科学类学
       校的机构。

       -  在没有说明差异时，该指标不适用于比较不同学科；

       -  比较由多个学科组成的分析对象（如机构或国家）时，建议运用学科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
          将分析目标集中于所有分析对象的共有领域，或者选择“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指标来衡量；

  •   研究某一分析对象的文献被引信度，可能存在少量的高被引文献显著提升本指标的数值，而一定数量的零被
      引文献被忽略的情况。建议用户选择“被引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s）”来反映文献集合中被引用的
      数据量；

  •   小规模分析对象完整的科研产出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可能存在差异：

       -  小规模数据集合中单篇文献的缺失有可能对分析对象的可见性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如果某位学者
          发表的论文未被收录，或引用该出版物的文献未被收录，则该学者的学术表现评估会受到影响；

       -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建议用户将“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指标用

8.3

0.0

0.0 / 8.3

0.00

161.9

2,161.5

2,161.5 / 161.9

13.35

1,349.8

35,770.8

35,770.8 / 1,349.8

26.50

7,829.6

141,665.2

141,665.2 / 7,829.6

18.09

– 计算分析对象文献的累计被引频次
– 文献发表后当年实际被引频次
– 文献发表后第一年的实际被引频次
– 文献发表后第二年的实际被引频次
– 文献发表后第三年的实际被引频次

– 文献发表当年及随后三年的实际被引频次

– 类似文献的被引频次期望值 

– 数据库中与文献1、文献2和文献3同年发
    表 、同类型、同学科的文献数量

– 数据库中所有与文献1、文献2、文献3同
    年发表、同类型、同学科的文献在发表当
    年及随后三年的总被引频次

– 数据库中所有与文献1、文献2、文献3
     同年发表、同类型、同学科的文献的平均
    篇均被引频次

– 运用调和平均数（harmonic mean）
    计算 属于多个学科类别的文献的预期被
    引频次
    
– 将收录入多个期刊类别的文献的篇均被引
    频次相加

将实际被引频次（步骤一的结果）分别除以
文献1、2和3被引频次期望值进行运算（步
骤二或步骤三的结果）

对步骤四结果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实体的归一化
影响因子

实例: 用户想要计算分析对象三篇文献的学科归一化影响力，假设他在SciVal中没有选择任何其它查看或计算选项。

Immunology Parasitology

例 5: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文献  

文献（发表）年份

文献类型 

期刊类别

文献 1

2009

Article

Immunology

文献 2

2010

Review

文献 3

2013

Erratum

Parasitology

步
骤

1
步

骤
2

步
骤

3
步

骤
4

步
骤

5

2
3
13
23

2+3+13+23

41

12
23
28
45

12+23+28+45

108

0
N/A (本例子计算时间为 2013年)
N/A (本例子计算时间为 2013年)
N/A (本例子计算时间为 2013年)

0

2/(1/26.5 + 1/13.4)

17.76

41/18.1

2.27

108/17.76
6.08

未被引用 => 0
0.00

      算术平均        

（2.27 + 6.08 + 0.0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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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指标：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 

      SciVal中的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是指分析对象
文献的国际、国内或机构合作及单独创作的程度。

      根据文献的机构署名信息，可将其归纳为四种合作
类型：国际、国内、机构内部合作及单独创作。单篇文
献的机构署名可能涵盖国际、国内或机构内部合作的一
种或多种合作形式，但为了保证文献的四种合作类型百
分比之和为100.0%，标注时仅仅选择其中的一个合作
类型。

利用以下级联决策树进行区域合作类型分类：

论文的权重0.9？综述的权重0.3？(0.9 of an article? 
0.3 of a review?)

Scopus中的文献可以属于多个期刊类别。计算篇均被
引频次期望值，将结果输入到学科归一化影响力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公式时，我们
按照比例计算每个期刊类别中不同类别的文献，然后
再分配相应的被引频次；不同的期刊类别会赋予相同
的权重。

例如，如果一篇文献的3个引用既属于寄生生物学
（Parasitology）又属于微生物学（Microbiology）
期刊类别，那么就会按照比例（0.5:0.5）分别赋予寄
生生物学（Parasitology）文献1.5个引用、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文献1.5个引用。

这种等比例分数计数确保了所有文献不论期刊类别，
都有相同的权重。

对文献和引用进行分式计算并将结果加起来，其净效
应按照0.9*论文(Article)数和0.3*综述(Review)计算，
见如下SciVal数据集统计资料。

SciVal 数据集统计资料

免疫学(Immunology),  论文(Article)

免疫学(Immunology), 综述(Review)

寄生生物学(Parasitology), 综述(Review)

寄生生物学(Parasitology), 勘误(Errata)

文献发表年份 论文数量
文献发表当年及随
后三年的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Scopus 数据，截至 2013年11月11日)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1,760.0
7,829.6
7,729.5
8,355.9
8,600.2
6,552.2

1,586.3
1,270.0
1,349.8
1,305.3
1,497.8
1,067.0

227.3
185.9
161.9
195.3
205.1
153.0

24.7
15.9
13.6
21.2
15.5
8.3

266,081.8
141,665.2
103,824.8
73,485.9
31,669.5
4,253.4

71,346.9
44,530.6
35,770.8
20,765.2
9,606.1
1,056.1

4,301.6
3,484.2
2,161.5
1,413.2
700.1
104.1

1.2
5.2
1.0
7.5
0.3
0.0

22.63
18.09
13.43
8.79
3.68
0.65

44.98
35.06
26.50
15.91
6.41
0.99

18.92
18.74
13.35
7.24
3.41
0.68

0.05
0.32
0.07
0.35
0.02
0.00

单独创作

国际合作 

国内合作

机构内部合作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多个作者?

多个国家?

多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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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是一个：

  •   文献合作指标；     •   雪球指标；      •   体量敏感指标（当选择“绝对数量”而非“百分比”计算选项时）



该指标可用于：

  •   研究一个数据集内国际合作及其他合作情况；

  •   比较分析规模不同但学科相似的分析对象：

       -  比较规模不同的分析对象时，建议用户选择“百分比”计算选项，以实现体量规模的归一化；

  •   展示一系列学术成果背后的广泛的国际合作；

  •   以一种难以被人为操控的方式分析出版行为；

  •   调查新策略实施的早期阶段或年轻科研人员的合作活动，该指标所需要计算有关于机构署名的数据不像应用影
       响力指标那样需要一段时间累计；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比较具有不同学科分布研究对象的合作：

       -  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合作模式各不相同，如数学与医学，人文学科与分子生物学；

       -  不建议用户使用该指标进行不同学科领域的直接比较；

       -  当比较多学科的机构或机构组（如美国的一个州）时，建议使用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等
          数据筛选选项，将分析的重点聚集在共同的研究领域中；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时，其文献产出数量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数量可能存在差异：

       -  此时缺失一篇文献可能对其分析结果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当分析对象规模较大时，即使缺失一篇或少数文献
          分析结果也还是可接受的；

       -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尤其是对小体量分析对象（如一位年轻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时。或者
          仅仅将本指标的比较限定在大型数据集合之间比较，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的缺失对所有分析对象均产生
          类似影响，不会造成比较结果失真；

  •   了解具有国家特色的学科活动，如芬兰文学和文化研究，这种情况下机构内部合作和国内合作可能比国际合作
       更有意义。

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是反应了分析对象文献的影响力的地理跨度。
      如果分析对象的国际化合作涉及到多个国家而并非一两个，虽然尽管这两种情况下国际合作程度都会达到
      100%，但显然多个国家的指标值可能会更好；

  •   文献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计算由不同类型合作所完成的文献的平均篇均被引频次

Elsevier科研管理解决方案|SciVal                    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scival54



     （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展现了合作对引文影响力的有利影响；

  •   所有其他的体量敏感指标 ，这些指标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增大而值增加：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
       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绝对数值”），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高被引文献量
       （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绝对数值”）、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值”）以及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累加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
     （Journal Category Count）、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和高百分位期刊中
      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见例6。 

4.11 指标：文献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

      SciVal中的文献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是指分析对象特定合作类型文献的引文影响力，即该
分析对象由国际、国内和机构内部合作完成的文献及单独创作完成的文献的被引频次。

      正如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指标中所述，文献可被分为四个合作类型。但这种分类仅适用于分析对象的
文献，计算被引频次时则不考虑施引文献本身的区域合作情况。例如，如果一篇文献是由国际合作完成的，若被
另外一篇由单独创作完成的文献引用，这个引用也会被计算在内。

该指标计算每种合作类型文献的篇均被引频次。文献合作影响力是一个：

  •   引用影响力指标        •   科研合作指标

      SciVal 通常情况下以图表来表现历年文献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年份是指文献发表时间而
非被引用的时间。

该指标可用于：

  •   比较分析对象特定合作类型所完成文献的平均影响力，如：

       -  比较国际合作文献的引文影响力和机构内部合作文献的引文影响力；

       -  比较国际合作文献的引文影响力和单独创作文献的引文影响力；

  •  比较规模不同但学科相似分析对象的文献合作引文影响力；

  •   证明建立和维持合作关系对分析对象引文影响力的贡献；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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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比较拥有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不同学科领域的引用行为存在差异，例如：

       -  与法律学科相比，病毒学等学科的引用频次可能会更高，这是因为病毒学的学者会频繁发表论文并且文后参
         考文献较多；这种差异反映的是特定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行为差异而非文献表现的差异；
 
       -  若没有考虑学科差异，不建议用户使用该指标来比较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

       -  当比较多学科的机构或国家时，建议使用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等数据筛选选项，将分析
          的重点聚集在共同的研究领域中；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时，其文献产出数量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数量可能存在差异：

       -  此时缺失一篇文献可能对其分析结果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当分析对象规模较大时，即使缺失一篇或少数文
          献分析结果也还是可接受的；

       -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尤其是对小体量分析对象（如一位年轻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时。或者
          仅仅将本指标的比较限定在大型数据集合之间比较，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的缺失对所有分析对象均产生类
          似影响，不会造成比较结果失真；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时，因此指标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剧烈波动，状态不稳定，即使    Scopus收录的内容
      十分全面。文献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计算的是平均值，而小体量数据集中无关文献会极
      大地影响指标计算结果；

  •   了解新策略实施的早期阶段或年轻科研人员的文献表现，这时根据引用信息来做决定的可靠性将会快速下
      降。这种情况下，可使用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或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 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指标解决。

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计算分析对象文献的平均被引频次，不虑其地域合作分布情
      况。该指标可作为一个对标标杆，用于判断不同合作类型的对影响力的贡献程度；

  •   学术合作（Collaboration），反映分析对象文献的国际、国内、机构内部合作及单独创作的程度。这是文
      献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天然的辅助指标；

  •   所有“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累加的指
       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和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见例6

4.12 指标：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SciVal中的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指标反映了学术界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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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该分析对象署名的文献由学术界与企业合作完成的文献数量。

      一篇文献可以由校企合作完成，也可以不是；具体要根据组织类型及Scopus对单位的划分而定。

      本指标可以计算合作论文及非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校企合作（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是一个：

  •   科研合作指标；      •   体量敏感指标（当选择“绝对数量”而非“百分比”计算选项时）

该指标可用于：

  •   一个数据集中学术界与企业的合作程度；

  •  比较规模不同但学科相关的分析对象的跨界合作，如研究团队或者卓越中心间的比较：

       -  比较规模不同的分析对象时，建议用户选择“百分比”计算选项以归一化“规模”这一因素；

  •   展现学术界与行业的密切合作，为一系列的学术产出提供有力的支持；

  •   以一种难以被人为操控的方式分析出版行为；

  •   调查新策略实施的早期阶段或年轻科研人员的合作活动，测度该指标的数据不会像引用影响力指标那样需要一
       段时间的累积；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比较分析学科不同的分析对象校企合作程度：

       -  不同学科的合作模式与出版行为存在差异，如比较计量经济学与药物研发，或科学哲学与毒理学；

       -  若没有考虑学科差异，不建议用户使用该指标来比较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

       -  建议使用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等数据筛选选项，将分析的重点聚集在共同的研究领
          域中；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时，其文献产出数量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数量可能存在差异：

       -  此时缺失一篇文献可能对其分析结果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当分析对象规模较大时，即使缺失一篇或少数文献
          分析结果也还是可接受的；

       -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尤其是对小体量分析对象（如一位年轻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时；或者仅仅
          将本指标的比较限定在大型数据集合之间比较，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的缺失对所 有分析对象均产生类似
          影响，不会造成比较结果失真。

  •   不建议将该指标用于工业界不关注的学科领域，如历史。



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计算有校企合作和无校企合作的文献的
      篇均被引频次，可以说明跨部门合作对引文影响力的贡献；  

  •   其他“体量敏感指标集（Power Metrics）”中的指标，这些指标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增大而值增加：科研产
      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被引
      频次（Citation Count），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绝对数值”）、施引文献覆盖国家
      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学术合作（Collaboration ，“绝对数量”)、高被引文献量  
    （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绝对数值”）、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值”）以及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累加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学术合作（Collaboration）和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见例6。

4.13 指标：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SciVal中的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是指分析对象文献的引文影响
力，无论这些文献署名是否有学术界和企业界合作：具体指明分析对象文献中，那些学术界与企业界合作署名的
文章引用影响力情况，以及指明那些没有校企合作的文献引用影响力发生在什么时候。

       一篇文献可以是校企合作，也可以不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施引文献自身是否是校企合作文献，它对分析
对象那些校企合作的文献引用都会被记为代表校企合作引文影响力的引用。

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是一种：

  •    引文影响力指标        •    科研合作指标

        SciVal 通常情况下以图表来表现历年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年
份是指文献发表时间而非被引用的时间。

该指标可用于：

  •    比较分析对象文献（有校企合作或无校企合作）的平均影响力，例如：

       -  比较有校企合作文献的引文影响力与无校企合作文献的引文影响力；

       -  比较那些与学术界有合作的企业研究人员引用影响力与无校企合作的企业研究人员引用影响力；

  •   比较不同规模分析对象之间跨界合作的文献引文影响力，但比较需要在相关学科范围内，例如比较神经科学
       领域中的大型国际合作网络与小型国际合作网络的校企合作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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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比较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不同学科文献的合作方式、出版方式与引用规律均可能不同：

       -  在某些学科例如心脏病学，文献的被引频次远高于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被引频次。心脏病学科的学者更加
          频繁地发表文章，文后参考文献较多；因此指标数值差异反映的是不同的学科领域规律，引用方式的不
          同并不能说明学术表现的差异；

       -  若没有考虑学科差异，不建议用户使用该指标来比较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

       -  建议使用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等数据筛选选项，将分析的重点聚集在共同的研究领域中；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时，其文献产出数量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数量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影响力分析出现偏差：

       -  此时缺失一篇文献可能对其分析结果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当分析对象规模较大时，即使缺失一篇或少数
          文献分析结果也还是可接受的；

       -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提高警惕，尤其是对小体量分析对象（如一位年轻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时；或者
          仅仅将本指标的比较限定在大型数据集合之间比较，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的缺失对所有分析对象均产生类
          似影响，不会造成比较结果失真；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时，指标值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剧烈波动，状态不稳定，即使Scopus收录的内容十分
      全面。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计算的是平均值， 而小体量数据
      集中无关文献会极大地影响指标计算结果；

  •   了解新策略实施的早期阶段或年轻科研人员的文献表现，这时根据引用信息来做决定的可靠性将会快速下
      降。这种情况下，可使用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或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指标解决。

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计算的是一个分析对象所有文献的平均引文影响力，无论是否存
      在校企合作情况。该指标作为基准分析指标，用于评估不同类型合作的表现；

  •   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是指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合作程度。它是校企合作影响力指
      标伴生指标；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累加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和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见例6

  •   彰显建立和维持学企合作为分析对象的引文影响力所作出的贡献；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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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创作(Single Authorship) = 1 国际合作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2 国内
合作(National Collaboration) = 0 机构内部合作(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 1

单独创作(Single Authorship)=(1/4)*100=25.0%国际合国际合作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作=(2/4)*100=50.0%国内合作(National Collaboration) 

=(0/4)*100=0.0%机构内部合作(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1/4)*100=25.0%

单独创作(Single Authorship) =1/1=1.0国际合作 (International Collabora-
tion)=(11+6)/2=8.5国内合作(National Collaboration) =0/0=0.0机构内部合作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4/1=4.0

实体的6篇文献

 

国际合作

Answer: Do the publications that received a "yes" in step 4  
have both an academic and a corporate institution in the 是

例 6: 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文献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
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与校企合作影响力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实例：用户想计算分析对象6篇文献的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文献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校企合作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与校企合作影响力（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指标。

所选文献年份范围

所选文献类型

所选研究领域

2005 至2012

Articles, reviews and editorials

Medicine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问：如何计算科研
产出(Scholarly 
output)?

问：如何计算文献

合作(Collabora-
tion)？

问题：如何计算文献合
作影响力(Collabora-
tion Impact）？

问题：如何计算校企
合作(Academic-
Corporate 
Collaboration）？

答：
用各合作类型的被引频次总和除以各类文献篇数

文献
出版年份
文献被引频次
文献类型
期刊子学科分类
期刊学科分类
作者
机构
国家
学术机构？
企业机构？

该文献的期刊学科分类与所选研究领域
是否匹配？

该文献出版年份是否符合所选出版
年份？

该文献类型是否符合所选文献类型？

该文献是否符合以上三步？

答：计算符合第四步的文献数量
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4

答：利用决策树，对符合第四步的每篇文献进行合作分类

(i)   该文献是否只有一位作者？如果是，则分类为单独创作。

(ii)  尚未分类的文献，其相关信息是否不只一个国家？如 
      果是，则分类为国际合作。

(iii)  尚未分类的文献，其相关信息是否不只一家机构？如
      果是，则分类为国内合作。
(iv)  其余文献分类为机构内部合作。

如果选择“绝对数量(Absolute number)"选项，各组文献
数量的求和。

如果选择“百分比（Percentage）”选项，各组文献的
“绝对数值”除以分析对象的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回答：用各合作类型的被引频次总和除以各类文献篇数

如果选择“绝对数量（Absolute Number）”选项，各
类文献（有或无校企合作）的总和。
如果选择“百分比（Percentage）”选项，各组文献的“
绝对数值”除以分析对象的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问题：
如何计算校企合作影
响力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文献  1
2011

8
Letter

Anatomy
Medicine

文献2
2009
11

Review
Dermatology

Medicine
作者 1
机构 1
国家 1

是
否

作者2
机构1
国家1

是
否

作者1
机构1
国家1

是
否

机构4
国家2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作者3
机构2
国家1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有校企合作= 1
无校企合作 = 3

校企合作= (1/4)*100 = 25.0% 无校企合作 = (3/4)*100 = 75.0%

校企合作影响力 = 11/1 = 11.0 无合作影响力 = (1+4+6) / 3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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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文献合作影响力（Collaboration Impact），
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与校企合作影响力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Impact）

文献 3
2011

1
Article

Anatomy
Medicine

作者 1

文献 4
2011

4
Editorial

Internal Medicine
Medicine

文献 5
2010

6
Review

General Medicine
Medicine

文献 6
2003
12

Article
Emergency Medicine

Medicine

机构 1
国家 1

是
否

机构 5

国家 3

是

否

机构 1
国家 1

是
否

机构 1
国家 1

是
否

机构 5
国家 3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国际合作

否

作者 1
机构 1
国家 1

是
否

作者 4
机构 1
国家 1

是
否

作者 4
机构 1
国家 1

是
否

作者 2
机构 1
国家 1

是
否

机构 2
国家 1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机构 3
国家 2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单独创作

否

作者 1作者 1

是

是

是

是

机构内部合作

否

实体的6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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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指标：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SciVal中的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是指分析对象文献在各高被引区间内的数量，高
被引区间分别为：前1%、5%、10%或25%。

Scopus所收录的所有数据，代表“全球”，被用于生成本指标：

  •   在每个出版年份，在Scopus中被引频次前1%、5%、10%和5%区间的最低被引频次阈值被计算出来。被引
      频次只要达到或超过该阈值，文章就会被记入高被引区间内。因此会出现符合条件的文章数量超过按照百分
      比计算出来的高被引区间文章精确数量的情况。

       -  以被引频次前10%区间为例，如果出现被引频次前11%的文章的被引频次与前10%区间最低被引频次阈
          值相等的情况，那么所有被引频次前11%的文章均会被计入被引频次前10%的区间内，即文章数量超过
          了10%；

  •   SciVal利用高被引区间最低被引频次阈值来计算不同百分比区间内分析对象的文献数量。

      SciVal用户可以自行选择数据范围（如某个国家）来生成该指标。如果用户选择中国、加拿大或英国，
SciVal指标计算中就会使用中国、加拿大或英国文献（发表）年份被引频次前1%，5%，10%或25%区间的最低被
引频次阈值。该选择不会筛选计算中的相关文献，只会影响高被引区间最低被引频次阈值。

      使用“文献类型（Publication Type）”选项仅会影响用于生成引用阈值的文献集合范围以及对应阈值。同
样情况适用与选择“排除自引”选项。

      高被引区间最低被引频次阈值的计算被安排在每年的7月1日，如果在7月1日前对当前年份的文献计算高被
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该指标的值为空值（Null）。最主要的原因是：该指标的计算一方
面需要将年度相对完整的文献划分成百分比区间（需要足够的时间以收录完整的年度数据），另外被引频次的阈
值计算也需要在文献在出版后有相对较长的时间以累积足够的引用。

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属于：

  •   引文影响力指标；

  •   雪球指标；

  •   体量敏感指标（当选择 “绝对数量”而非“百分比”选项时）。

      SciVal 通常情况下以图表来表现历年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年份是指文献发表时
间而非被引用的时间。

该指标可用于：

  •   对比学科相似但规模不同的分析对象为全球提供高影响力、高被引频次文献做出的贡献；

       -  比较不同规模分析对象时，建议选择“百分比（percentage）”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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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使用其他指标，如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或
      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没有区分度时，本指标可以帮助区分表现相类似分析对象的表现；

  •   展示分析对象卓越的科研绩效时，如具体说明这些分析对象拥有被引频次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文献；

  •   考虑到相对近期的文献被引次数较低，本指标是展示引用数据较好的一种形式，类似与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
       频次指标在展示近期文献时会出现“下降”趋势曲线。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比较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

       -  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出版和引用行为。被引频次在某些学科例如免疫学和微生物学，次数远高于数学等
          其他学科。前者学科的学者更频繁地发表文章，同时文后参考文献也较长；后者学科的学者很可能每
          五年才发表一篇文章，可能也仅参考1或2篇文献。此时指标值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差异，不
          代表学术表现的差异。

       -  若没有考虑学科差异，不建议用户使用该指标来比较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

       -  建议使用研究领域筛选（Research Area filter）等数据筛选选项，将分析的重点聚集在共同的研究领
          域中；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时，其文献产出数量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数量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分析出现偏差。小
      规模分析对象丢失一篇高被引文献，都会对结果会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虽然这类优秀的文献一般都会被
      收录在Scopus数据库，但建议用户对此保持警惕；

  •   过度的自引可能会人为地增高指标值。用户可以取消选择“包括自引（Include self-citations）”计算选
      项，自行判断自引是否高于正常水平；

  •   了解新策略实施的早期阶段或年轻科研人员的文献表现，这时根据引用信息来做决定的可靠性将会快速下降。
       这种情况下，可使用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指标解决；

  •   需要建立对SciVa指标的信任。被引频次阈值的计算基于Scopus收录的所有内容，因此用户难以确认具体
      的计算细节。如果需要建立对SciVal计算准确度的信任，建议用户选择更简单、可自行验证的指标，如篇
      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 

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该指标说明了后续研究对分析对象产出文献的依赖性（引
       用），具体指分析对象至少被引用了一次的文献数量。该指标的值不会受少数（一篇或多篇）具有非常高引
      用量文献的影响。

  •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指分析对象在高质量期刊中发表文献
       的比例，它与文献的自引无关，是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天然的辅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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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指分析对象在高质量期刊中发表
      文献的比例，它与文献的自引无关，是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天然的辅助指标。

  •   其他“体量敏感指标集（Power Metrics）”中的指标，这些指标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增大而值增加：科
       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绝对数值”）、
       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文献合作（Collabo ration，“绝对数值”）、
       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
        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值”）以及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累加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
    （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
      oration）和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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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7：高被引文献量

（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是

是

是

是

8

是

否

是

是

否

N/A

N/A

该文献的期刊类型与所选研究领域是否匹配？

该文献是否符合出版年份？
该文献类型是否符合所选文献类型？

该文献是否符合以上三步？
答：计算符合第四步的文献数量

答：分别查找找满足第四步的文献出版年份前
10%区间被引频次最低阈值。

–  该文献被引频次是否达到或超过阈值？

–  如果选择“绝对数值(Absolute number)”
     显示选项，计算满足前一步骤的文献量 

–  如果选择“百分比 (Percentage)” 显示选
     项，以“绝对数值(Absolute Number)” 
     除以分析对象的科研产出。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分析对象的6文献

实例:用户想计算分析对象6篇文献的高被引文献量，已选择下列浏览和计算选项

所选文献年份范围

所选文献类型

所选研究领域

所选百分比等级

所选数据范围

2004到2013

Articles, reviews and editorials

Chemistry

10%

World

文献

文献（出版）年份

文献被引频次

文献类型

期刊子学科

期刊学科分类

文献  1

2011

10

Article

Organic Chemistry

Chemistry

文献2

2009

42

Review

Pharmaceutical Science

Pharmacology, Toxicology & Pharmaceuticals

问：如何计算科研
产出？

问：如何计算高百分

比被 引文献量？

文献与用户选择
选项是否匹配？

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4

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 3

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3/4)*100 = 75.0%

例7：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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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N/A                                      39                                             13                                    39

N/A                                      否                                             是                                     是 

分析对象的6篇文献

此表格显示在文献发表年份，
处于被引频次前10%区间的
文献需要达到的最低被引频
次。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被引频次阈值
44
45
47
49
49
45
44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被引频次阈值
42
39
33
30
26
22
18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被引频次阈值
13
8
4
1
0

全球前10%区间被引频次最低阈值

文献 3

2011

15

Editorial

Geochemistry and Petrology

Earth & Planetary Sciences

文献4

2004

25

Editorial

Spectroscopy

Chemistry

文献5

2010

44

Review

Inorganic Chemistry

Chemistry

文献6

2004

44

Article

Organic Chemistry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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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指标：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SciVal中的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是指分析对象发
表在高被引期刊中文献的数量，其中高被引期刊依照前1%、5%、10%或25%的区间划分。

      高被引期刊采用期刊评价指标SNIP（Source-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 或SJR
（SCImago Journal Rank）界定。Scopus中所有具有SNIP和SJR值的来源文献依照期刊评价指标的大
小被划分到百分比区间中；对于单行本图书（Stand-alone Book）和商业出版物（Trade Journal），
因为它们没有期刊评价指标，因此这两种来源出版物不会参与到指标计算中。

本指标由Scopus收录的所有具有SNIP或SJR值的来源文献经过计算生成：

  •   在每个出版年份，在Scopus中期刊评价指标处于前1%、5%、10%和5%区间的最低SNIP和
      SJR阈值被计算出来。期刊评价指标只要达到或超过对应阈值，来源文献所刊载的文章就会被计算
       其中。

因此会出现符合条件的来源文献数量超过按照百分比计算出来的来源文献精确数量的情况：

       -  以被期刊评价指标前10%区间为例，如果出现排名前11%的来源文献的期刊评价指标与前10%区
         间对应最低阈值相等的情况，那么所有排名前11%的来源文献刊载的文章均会被计入前10%的区
           间内；由于Scopus中的期刊评价指标SNIP和SJR值的精确度达到了千分位，因此出现上述情况的
          几率很小。

  •   期刊评价指标SNIP和SJR的区间最低阈值会被单独计算出来，不存在两个指标组合形成的 阈值。

  •   SciVal使用这些期刊指标阈值筛选分析对象的文献，计算符合每个百分比范围内期刊所收录文献的数
      量。

  •   期刊评价指标在不同的年份有不同值，那么哪年的期刊指标值可用于指定文献的阈值对比匹配？

       -  出版年份当年的期刊指标及其阈值被用于分析指定文献是否被纳入指标值；

       -  Scopus中的期刊评价指标始于1999年，1999年的期刊评价指标值可用于1996至1999年出版的
          学术产出分析；

       -  由于当前年份的期刊评价指标值会在下一年发布，因此如果遇到当前期刊指标值还没有出版，会使
          用最近一年的期刊指标值，直到本年的指标值出版为止。

  •   在高被引期刊中存在 “0”引用的文献，这种文献也会被计入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值中。

      SNIP和SJR都是学科归一化后的期刊评价指标，这意味着该指标可用于比较不同学科的分析对象。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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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文影响力指标；

  •   体量敏感指标（当选择 “绝对数量”而非“百分比”选项时）。

       SciVal 通常情况下以图表来表现历年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年份是指文献发表时间而非被引用的时间。

该指标可用于：

  •   对比规模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的分析对象

       -  比较不同规模分析对象时，建议选择“百分比（percentage）”选项，以归一化规模因素；

       -  SNIP和SJR是学科归一化指标。指标已经考虑了不同领域间出版与引用行为的不同；

  •   展示高影响力期刊的文章数量，这些文章是潜在的全球最优秀的文章；

  •   将同行评审（Peer Review）因素引入指标里，因为同领域内专家决定了一篇文章是否能被某一期刊发表；

  •   避免某些引用相关指标会出现近年显著下降的趋势，如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和篇 均被引频次
     （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指标；

  •   由于期刊出版基于严格的同行评审，因此本指标难以被人为操控； 

  •   调查新战略实施早期或研究者早期的科研科研绩效。期刊评价指标可为评价提供支持，而不需要使用引用类
       指标，这是因为引用需要时间的累计；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SciVal使用的期刊评价指标SNIP 和
       SJR值可以从因特网免费下载：www.journalmetrics.com, 因此如果有需求，用户甚至
       可以自行定义阈值。

指标在以下场合需谨慎使用：

  •   如果评价分析的目的是考察文献的表现，而不是基于期刊的平均水平间接考察表现；文献的表现与其所发表
      期刊的表现并不具有直接相关性：

       -  一篇文献或许会发表在具有较高SNIP或SJR值的期刊上，但是文献本身可能从没被引用过；世界上最优
          秀的期刊也有从没被引用过的文献；

       -  一篇在低SNIP或SJR值期刊上发表的文献或许影响较大，被引频次较多；在期刊排名不高的期刊中或许
          发表被引频次非常高的文献；

  •   比较研究人员表现时，要注意他是否同时是高影响力期刊的编辑，因为作为编辑，可能会在期刊中发表较多
      的社论，这些社论也会包含在指标值中。这种情况下，建议使用“文献类型筛选（Publication Type 
      filter）”选项来排除社论，以确保参与比较的文献类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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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析对象规模较小时，其文献产出数量与被Scopus收录的文献数量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分析出现偏差。小规
      模分析对象丢失一篇的文献，都有可能对结果会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虽然表现好的期刊一般都会被收录在Scopus数据库，但建议用户对此保持警惕；

  •   提供透明的底层数据来建立SciVal指标的信任度。 

可用的辅助指标包括：

  •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 均篇被引频次（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 学科归一化影响力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FWCI）和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依赖于分析对
       象文献自身的影响力，而不是期刊平均水平；

  •   高被引文献量（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是分析对象在高被引百分比区间中文献的比例，指标值取决
      于这些文献本身被引频次。该指标是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天然的辅助指标；

  •   其他“体量敏感指标集（Power Metrics）”中的指标，这些指标值随着分析对象规模增大而值增加：科研
      产出（Scholarly Output）、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分类计数（Journal  Category Count）、
      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Cited Publication，“绝对数值”）、施引文献覆盖
      国家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校企合作
      （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绝对数值”）、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绝对数值”) 以及h指数（h-indices）；

  •   所有其他“无时间相关性指标”集合，那些基于文献提供及时、实用、可靠的信息，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累加的指标：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 期刊计数（Journal  Count）、期刊学科分类数量（Journal 
      Category Count）、文献合作（Collaboration）和校企合作（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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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所选百分比等级                                        10%

8.930

1.573

是

Selected Journal Metric: SNIP

实例：用户计算分析对象6篇文献的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选择以下浏览

和计算选项：

文献

文献出版年份

文献出版期刊

文献  1

2005

Perception

文献2

2006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问：
如何计算科研产出

问：
如何计算科研产出

检索出版年份期刊的SNIP值
 

查看出版年份前10%区间最低SNIP阈值 

第一步中期刊的 SNIP值是否大于等于第二步中
前10% 区间最低SNIP阈值？ 

0.851

1.590

否

答：对分析对象的文献计数

答：如果选择“绝对数值(Absolute number)”
显示选项，计算前10%的高百分比期刊中文献
数量。

– 如果选择“百分比（Percentage）”显示选
    项，以前10%的高百分比期刊中文献数量
    (绝对数量)除以科研产出。

              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6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Top 10%) = 2

      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Top 10%)= (2/6)*100 = 33.3%

分析对象的6篇文献

例8：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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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4.116

2.089

1.590

1.072

2006

4.024

2.047

1.573

1.061

2007

4.036

2.034

1.566

1.045

文献6

2006

Biophysics

0.036

1.573

否

文献5

2006

Vision Research

1.292

1.573

否

文献4

2007

Nature

7.100

1.566

是

文献 3

2007

Vision Research

1.130

1.566

否

高百分比最低SNIP阈值

分析对象的6篇文献

百分比等级

1%

5%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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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指标：h指数组（h-indices）

      在SciVal中，h指数组（h-indices）表征了对科研生产力（科研产出）和科研实体出版物引用影响力（被引
频次）的权衡。

       在SciVal中，h指数组（h-indices）提供了3种变体：h指数（h-index）, g指数（g-index）和m指数
（m-index）。g指数和m指数继承了h指数的优点，并解决了一些被看作是缺点的问题；因此将这些指标归为
一类，称为h指数组（h-indices）：

  •   h指数（h-index）目前被看作一种业界标准，这个指标可以提供科研工作者或者科研领域的学术表现信息，
      而这些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十分有用。假如，分析对象（可以是机构、团体、个人）科研实体A的9篇高被引
      文献，每篇至少被引用9次，则他/她的h指数是9；同理，科研实体B的13篇高被引文献，每篇至少被引用
      13次，则他/她的h指数是13；以此类推。

  •   g指数（g-index）是h指数的一个变体，它更关注数据集中高被引用的文献。h-index并未给予高被引用的文
      献额外的关注，但这些文献有可能代表了这个分析对象科研实体的声望；所以当这个问题被看作是h指数的缺
      陷的时候，可以使用g指数进行计量。通常情况下g指数大于等于h指数。

  •   m指数（m-index）是h指数的另一个变体，它描述了科研实体自首篇文献出版后其平均每一年的h指数。
      随着科研工作者职业生涯长度的增长，h指数也会随之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m指数能够解决这个缺陷，
      诸如比较同一个领域内不同从业时间的科研工作者的学术表现。m指数本身假定了自首篇文献出版之后科研
      实体的科研活动的完整性。

SciVal中的h指数组（h-indices）适用于基于科研工作者的实体分析和研究领域分析。

h指数组（h-indices）是：

  •   生产力评价指标（Productivity metrics）

  •   引用影响力评价指标（Citation Impact metrics）

  •   滚雪球指标（仅h指数）（Snowball Metrics）

  •   影响力指标（Power metrics）

      针对基于科研工作者的科研实体分析或者针对领域的分析，都是基于一个数据集里的所有文献得到单一值的
h指数、g指数和m指数，而不是逐年分别进行计算。在对标分析模块中，所有年份都是相同的值，所以，这些评
价指标可用于基准模块。即在图表中，h指数将被展示为一条水平线，则年份变量没有意义。

这些评价指标可用于：

  •   为平衡学术表现的两个基本因素，即科研产出和引用影响力，提供了对标分析的方法。

       -  一个科研实体出版文献的数量，即科研产出，为h指数作出了一个限制。假如一个科研工作者发表了1篇
          文献，并获得100次引用，而他/她的h指数也无法超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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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得引用的总次数，即被引频次，给h指数作出了另一个限制。假如一个科研工作者发表了100篇文献，
          而每一篇文献均获得0或1次引用，他/她的h指数仍旧无法超过1。

  •   由于这些指标各具优势，可作为一个相关的评价指标组使用。

  •   提升基础数据的透明性，以提高用户对SciVal测量指标的信心。

以下情况需谨慎使用这些指标：

  •   对比实体的数据集文献数量有明显差别：

       -  这些评价指标的值受限于实体的科研产出，当数据集中文献数量越多，该值趋于增长。

       -  对比的实体要属于同一学科，此时若由于对比实体的从业时间不同而造成科研产出数量的差别，可使用
          m指数消除该因素造成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m指数的差异是由于每年科研产出数量和获得的被引频
          次不同造成的，由此反映出用户感兴趣的业绩指标。

  •   即使对比的实体有相似的数据集规模，但是它们在不同的学科中：

       -  h指数组的值都受限于实体的被引频次，并且在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趋于最高；这反映出
          了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科研产出和引用的行为是存在差异的，不建议将h指数组用于对比不同学科的科研
          实体。

       -  不建议将h指数组用于对比不同学科的科研实体。例如对一个遗传学领域科研工作者和一个人机交互领域
           科研工作者的进行对比。

       -  如果对比的科研实体中包括了多类领域学科，诸如：跨学科研究团队，建议使用研究领域过滤器
        （Research Area filter）将比较范围集中于所有实体共有的一种领域。

  •   一个分析对象科研产出能力大小和引用影响力的标识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在谈及其规模的重要场合，用科研
      产出（Scholarly Output）和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表示。

  •   对比的科研实体规模小，并且实际产出文献量与Scopus覆盖情况不相符：

       -  如果产出文献总量是3或4篇，其中1篇的缺失会对该科研实体的学术表现产生显著负作用；而假如产出文献
           总量是100篇，缺失了其中1篇，这个后果是可以接受的。

       -  对这类情况唯一的做法就是保持警惕，尤其是当研究诸如青年学者等产出文献量少的科研实体时；或者限
          制h指数组指标只能用于对比数据集较大的科研实体，此时数据库覆盖范围缺失，有可能对 所有实体产生
           类似影响，因此不会导致结果失真。

  •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过多的自引会使得h指数组的值人为地增长。用户可以通过取消选定“包含自引
     （Include self-citations）”的选项，观察值的变化来判断自引水平是否高于普通情况。

  •   观测青年科研工作者的科研产出，他们出版的文献少，并且由于出版时间短，获得很少的被引频次。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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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下，h指标组的值是无法给出可靠信息的，此时，使用其他指标进行评价更适合，诸如合作文献数量
      （Collaboration）或者高百分位期刊中的文献（Publica 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有用的辅助指标是：

  •   科研产出（Scholarly Output）和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这两个指标给出了文献产出水平和引用 影
      响力的信息。

  •   “影响力指标”（Power metrics）集里的其他指标，这些指标的值会随着研究实体的数据集数量的增加而
       增加：文献数量（Scholarly Output），期刊数量（Journal Count），期刊类别数量（Journal Category 
      Count），被引频次（Citation Count），获得引用的文献数量（绝对值）（Cited Publications
      (“Absolute number”)），施引文献覆盖国家计数（Number of Citing  Countries），合作文献数量
    （绝对值）（Collaboration (“Absolute number”)）,产学研合作数量（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
      ration (“Absolute number”)），高被引文献（绝 对值）（Outputs in Top Percentiles (“Absolute 
       number”)），和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绝对值）（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Absolute number”))。

  •   时间独立性指标（time-independent metrics）集，这些指标在文献出版后立即能提供有用和可靠的信息，
      并且不依赖于出版到进行评价的时间内有用的数据的累积量，包括：文献数量（Scholarly  Output），期刊数
      量（Journal Count），期刊类别数量（Journal Category Count），合作文献数量（Collaboration），
      产学研合作数量（Academic-Corporate Collaboration），和高百分位期刊中的发文量（绝对值）
    （Publications in Top Journal Percentiles）。

例9：h指数组（h-indices）

      实例：用户将要计算一个拥有10篇发表文献的实体的 h指数组的指标值，并且没有选择任何视图或计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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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9：h指数组

（h-indices）



问题：

问题：

问题：

回答：

回答：

回答：

将文献进行排序

实例：用户将要计算一个拥有10篇发表文献的实体的 h指数组的指标值，并且没有选择任何视图或计算选项。

发表年 

文献获得的总被引频次

第一步

第二步

发表文献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为每篇文献分配一个排名，从1开始

如何计算h指数（h-index）？

-文献的被引频次（步骤1）是否至少大于等于它的排
名值（步骤2）？

-确认大于等于文献排名的最高被引频次值。

如何计算g指数？ 

-将该排名及之前排名的文献被引频次求和 

-计算排名的平方值（步骤2）  

-被引频次的和是否至少大于等于排名的平方值？

-确认大于等于排名的平方值的最高被引频次之和。

如何计算m指数？        

-数据集中最早的文献出版年   

-当前年    

-计算文献最早出版年至今的年份数量

-h指数除以经历的年份数量

1997

2014

2014-1997+1
18

5/18

M指数=0.3

2004

2

12

1

12≥1
是

h指数≥1

12
12

1X1
1

12≥1
是

g指数≥1

2003

5

12

2

12≥2
是

h指数≥2

12+12
24

2X2
4

24≥4
是

g指数≥2

1998

4

6

3

6≥3
是

h指数≥5

12+12+6
30

3X3
9

30≥9
是

g指数≥3

拥有10篇发表文献的科研实体

h指数=5

g指数=6

例9：h指数组（h-indices）

Elsevier科研管理解决方案|SciVal                      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scival78



1997

12

5

4

5≥4
是

h指数≥4

12+12+6+5
35

4X4
16

35≥16
是

g指数≥4

1997

4

5

5

5≥5
是

h指数=5

12+12+6+5+5
40

5X5
25

40≥25
是

g指数≥5

1998

12

4

6

4≥6
否

h指数<6

12+12+6+5+5+4
44

6X6
36

44≥36
是

g指数=6

2008

4

4

7

4≥7
否

h指数<7

12+12+6+5+5+4+4
48

7X7
49

48<49
否

g指数<7

1997

6

4

8

4≥8
否

h指数<8

12+12+6+5+5+4+4+4
52

8X8
64

52<64
否

g指数<8

2001

2

2

9

2≥9
否

h指数<9

12+12+6+5+5+4+4+4+2
54

9X9
81

54<81
否

g指数<9

2002

5

2

10

2≥10
否

h指数<10

12+12+6+5+5+4+4+4+2
56

10X10
100

56<100
否

g指数<10

拥有10篇发表文献的科研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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