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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以《期刊引证报告》（ＪＣＲ）内的６门学科为基础，分析期刊影响因子相关自被引率（ＳＣＲ－ＩＦ），为深入解析
自被引率（ＳＣＲ）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提供数据参考。【方法】分别在ＳＣＩ和ＳＳＣＩ中各选择相互独立的３门学科，充分考虑
学科规模和影响力大小的差异性，计算各期刊的ＳＣＲ、ＳＣＲ－ＩＦ，以及非影响因子相关自被引率（ＳＣＲ－ＮＩＦ），对比分析不同
ＪＣＲ学科以及不同期刊分区中ＳＣＲ－ＩＦ的分布特征。同时，对ＳＣＲ－ＩＦ与期刊其他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分析。【结果】列入研究的４０１种期刊中，ＳＣＲ－ＩＦ大于０的期刊占９３．７７％；６门学科内，ＳＣＲ－ＩＦ的平均值大于ＳＣＲ的平均
值，ＳＣＲ的平均值大于ＳＣＲ－ＮＩＦ的平均值；Ｑ１区和Ｑ２区期刊的ＳＣＲ－ＩＦ均小于Ｑ３区和Ｑ４区期刊的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ＩＦ与期
刊其他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具有相关性，但是相关系数较小。【结论】各学科期刊的ＳＣＲ－ＩＦ均大于ＳＣＲ和ＳＣＲ－ＮＩＦ；
ＳＣＲ－ＩＦ在影响力较高的期刊中相对较小。
关键词　 影响因子相关自被引率；非影响因子相关自被引率；期刊评价；学术期刊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４６ ／ ｃｊｓｔｐ．２０１７０７０３０５４８

　 　 影响因子在学术期刊的评价中有诸多不尽如人
意之处，但是至今仍未有其他期刊评价指标可以代
替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在全球性的ＳＣＩ
现象和影响因子崇拜的背景下，期刊影响因子不仅
引起学术期刊的高度重视，而且还受到科研人员的
极大关注［１］。提高期刊自引被认为是提高影响因
子最简单并且最容易实施的方法。目前，国内外学
者普遍认可期刊适当的自引是信息在科学传播中的
一种体现，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一些期刊不正当地提
高自引量，导致过度自引频繁发生，严重地影响了影
响因子对期刊的学术评价效力［２－４］。

期刊不正当地提高自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高
影响因子，然而计算影响因子所使用的被引频次仅
为前２年刊发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频次，与通
常所说的自被引率（ＳＣＲ）有所差异。通常意义上的
ＳＣＲ是指期刊的所有自引频次与总被引频次的比
值，因此ＳＣＲ并不能反映期刊自引对影响因子的实
际影响力。譬如，某期刊的ＳＣＲ较高，但是其自引
文献的发表时间都是３年前，不属于计算影响因子
所使用的前２年的文献，那么该自引对影响因子的
提高没有任何作用；如果某期刊ＳＣＲ相对较低，但

是其自引的文献均为计算影响因子所使用的前２年
发表的文献，那么该自引对影响因子的提高作用则
非常明显。虽然国内外有诸多关于自引的研究，并
制定了过度自引的部分标准［５］，但是很少研究能够
考虑到影响因子所使用的自引，金铁成［６］关注到了
期刊的２年ＳＣＲ，但仅分析了离散度和反应速度对
期刊２年ＳＣＲ的影响，尚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本研
究将对影响因子有贡献的ＳＣＲ定义为影响因子相
关自被引率（ＳＣＲ－ＩＦ），对影响因子没有作用的ＳＣＲ
定义为非影响因子相关自被引率（ＳＣＲ－ＮＩＦ）。那
么，二者在《期刊引证报告》（ＪＣＲ）不同学科中的差
异有多大？二者在不同影响力的期刊中是否有差
异？二者与期刊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性又如
何？本研究以ＪＣＲ内６门学科为基础分析上述问
题，为进一步解析ＳＣＲ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提供数
据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学科选择

以２０１５年版ＪＣＲ为基础，考虑学科独立性、学科
规模（学科内收录的期刊数量）以及学科影响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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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影响因子）状况，在学科综合排名的四分位数上下
选择入选学科，ＳＣＩ、ＳＳＣＩ各选择３门样本学科。
１．２　 数据获取

进入ＪＣＲ数据库，按照学科分类选择２０１５年
样本学科ＳＣＩ和ＳＳＣＩ的收录期刊，记录各期刊的自
引量（ｆＳＣ）、用于计算影响因子的自引量（ｆＳＣ－ＩＦ）、用
于计算影响因子的被引量（ｆＣ－ＩＦ）和总被引频次
（ｆＣ），同时记录各期刊的其他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
包括影响因子、５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被引半衰
期、引用半衰期、特征因子、论文影响分值等，同时记
录期刊的分区。
１．３　 数据分析

计算各期刊的ＳＣＲ－ＩＦ：
ＲＳＣＲ－ＩＦ ＝

ｆＳＣ－ＩＦ
ｆＣ－ＩＦ
； （１）

计算各期刊的ＳＣＲ－ＮＩＦ：
ＲＳＣＲ－ＮＩＦ ＝

ｆＳＣ － ｆＳＣ－ＩＦ
ｆＣ － ｆＣ－ＩＦ

； （２）
计算各期刊的ＳＣＲ：

ＲＳＣＲ ＝
ｆＳＣ
ｆＣ
。 （３）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 －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进一步的两两比较采用ＳＮＫ（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ｍａｎ－Ｋｅｕｌｓ）检验。使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对
期刊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ＳＣＲ与期刊各主要文献计
量学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一般状况

列入研究的３ 门ＳＣＩ 学科分别为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和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３ 门
ＳＳＣＩ学科分别为Ｗｏｍｅｎ′ 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
Ｐｅｎｏｌｏｇｙ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６门学科共计４０３种期刊，
ＪＣＲ未提供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的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 Ｐａ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种期刊的影响因子，故
本研究将这２种期刊排除，实际统计的期刊共计
４０１种，各学科一般状况见表１。由表１可知，入
选的３门ＳＣＩ学科间和３门ＳＳＣＩ学科间学科规
模、学科影响力均有梯度，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不
同学科间的差异。

表１　 列入研究的６门学科的一般状况

学科 期刊
数量／种

总被引
频次／次

影响
因子

５年影
响因子

即年
指标

被引半
衰期／年

引用半
衰期／年

特征
因子

论文影
响分值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３１ ５２１３ ２．３９４ ２．９３３ ０．７０９ ６．８０ ７．７５ ０．００７９４ ０．６７１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２０ ２８９３ １．８０６ ２．７２９ ０．３４４ ８．２２ ９．６５ ０．００３４６ ０．９９０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 Ｐｅｎｏｌｏｇｙ ５７ ８７７ １．２３９ １．６１９ ０．２８０ ７．７９ ９．６８ ０．００１７２ ０．６７７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９４ １７０１ １．３２９ １．４０８ ０．３２７ ８．３９ ９．８６ ０．００２１９ ０．４５４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６１ ３８７６ １．８７６ ２．２４２ ０．４７９ ８．０２ ９．６１ ０．００５５７ ０．８５７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０ ８６２ ０．９２７ １．１５４ ０．２５７ ８．５２ ９．４３ ０．００１７１ ０．５４４

注：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各有１种期刊在ＪＣＲ内没有提供影响因子，故实际列入研究的期刊数量分别为３０种和１１９种；被引半衰期和引
用半衰期大于１０．０年的期刊，均按１０．０年计算。

２．２　 学科内的ＳＣＲ、ＳＣＲ－ＩＦ和ＳＣＲ－ＮＩＦ
列入研究的６门学科的４０１种期刊中，ＳＣＲ－ＩＦ

为１的期刊共２种，分别为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的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和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 Ｐｅｎｏｌｏｇｙ
的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ｅｔ Ｓｏｃｉｅｔｅ，这２种期刊计算影响因子的被
引频次均来自于自引，ＳＣＲ－ＮＩＦ分别为０． ４８８和
０．３６９，均有较大的诱导性引用的嫌疑。１０种期刊的
ＳＣＲ－ＩＦ和ＳＣＲ－ＮＩＦ均为０；１５种期刊的ＳＣＲ－ＩＦ为
０，而ＳＣＲ－ＮＩＦ大于０。这２５种期刊的自引对影响因
子没有任何贡献，诱导性引用的嫌疑较小。

６门学科的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和ＳＣＲ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６门学科中，ＳＣＲ － ＩＦ的平均值大于
ＳＣＲ的平均值，ＳＣＲ的平均值大于ＳＣＲ－ＮＩＦ的平均

值，说明作者自行引用所投期刊文献或者期刊在引
导作者引用本刊已发表文献时，更倾向于使用近年
对影响因子有贡献的数据。从数值分析的角度来
看，ＳＣＲ－ＩＦ与ＳＣＲ的差值大于ＳＣＲ与ＳＣＲ－ＮＩＦ的
差值，即ＳＣＲ与ＳＣＲ－ＮＩＦ的数值更为接近。这与
各ＳＣＲ的计算公式有关，整体而言，ＳＣＲ和ＳＣＲ－
ＮＩＦ计算时所用的分子和分母更为接近。
２．３　 不同分区ＳＣＲ情况

按照ＪＣＲ期刊分区将列入研究的６门学科期
刊分组，Ｑ１区期刊列入Ｑ１区组，Ｑ２区期刊列入Ｑ２
区组，以此类推，将４０１种期刊分成４个区组，各小
组期刊的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以及ＳＣＲ见表３。由
表３可知，按ＳＣＲ、ＳＣＲ－ＩＦ和ＳＣＲ－ＮＩＦ数值对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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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６门学科的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以及ＳＣＲ ［均值±标准差（数值范围）］
学科 ＳＣＲ－ＩＦ ＳＣＲ－ＮＩＦ ＳＣＲ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０．１５０±０．１０７（０～０．４５５） ０．１０５±０．１１７（０～０．６４０） ０．１１６±０．１１７（０～０．６４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０．２１７±０．１５３（０～０．７４４） ０．１２４±０．１１６（０～０．５６１） ０．１３７±０．１１７（０～０．５４２）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 Ｐｅｎｏｌｏｇｙ ０．１４８±０．２１５（０～１．０００） 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０．９１７） ０．１２５±０．１４８（０～０．９３２）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０．１４６±０．１５１（０～０．８９７） ０．０８４±０．０８９（０～０．５６３） ０．０９０±０．０８６（０～０．５９６）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０．１２２±０．０８６（０～０．３６３） ０．０９４±０．０７４（０～０．４１０） ０．０９８±０．０７３（０～０．３９０）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０．１５８±０．１８７（０～１．０００） ０．１０５±０．０７０（０．０１６～０．２８６） ０．１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８）

小组进行排序，均为Ｑ１区组＜Ｑ２区组＜Ｑ３区组＜Ｑ４
区组，即随着影响因子在学科内的排序逐渐降低，
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ＳＣＲ均逐渐升高。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４个小组间的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
ＳＣＲ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方差检验Ｆ分别为
８．５７２、１０．８３５、１０．８３５，显著性系数Ｐ均小于０．００１。
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显示，Ｑ１区组与Ｑ２区组、Ｑ３
区组与Ｑ４区组间的ＳＣＲ－ Ｉ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９７４、０．７７１），其余组间的ＳＣＲ－ＩＦ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为Ｐ＜０．０５）；Ｑ１区组与Ｑ４区组、Ｑ２
区组与Ｑ４区组间的ＳＣＲ－ＮＩ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其余组间的ＳＣＲ－ＮＩ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为Ｐ＞０．０５）。Ｑ１区组与Ｑ２区组、
Ｑ３区组与Ｑ４区组间的ＳＣ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６７９、０．７７１），其余组间的ＳＣＲ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为Ｐ＜０．０５）。Ｍｉｍｏｕｎｉ等［７］基于１１７种儿
科学期刊的研究表明，影响因子较低的部分期刊，其
ＳＣＲ更高；Ｒｅｉｔｅｒ等［８］基于ＳＣＩ收录的皮肤科学期
刊的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低影响因子的期刊往往
具有较高的ＳＣＲ。这均与本研究结果相互印证，说
明通过提高自引以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方法在影响
力较低的期刊中更普遍。

表３　 不同区组期刊的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以及ＳＣＲ ［均值±标准差（数值范围）］
分组 期刊数量／种 ＳＣＲ－ＩＦ ＳＣＲ－ＮＩＦ ＳＣＲ

Ｑ１区组 ９７ ０．１２３±０．０９３（０．０１０～０．４４４） ０．０７８±０．０６９（０．００４～０．３１２） ０．０８０±０．０５９（０．００４～０．３１２）
Ｑ２区组 １００ ０．１３３±０．０９４（０～０．３９８） ０．０８５±０．０５９（０～０．２６８） ０．０９１±０．５９５（０～０．２６８）
Ｑ３区组 １０２ ０．１８５±０．１４０（０～０．６６７） ０．１０６±０．０８３（０．００７～０．３９０） ０．１１８±０．０８７（０．００７～０．３９０）
Ｑ４区组 １０２ ０．２１９±０．２３９（０～１．０００） ０．１５０±０．１５５（０～０．９３２） ０．１６３±０．１６０（０～０．９３２）

２．４　 相关性分析
对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ＳＣＲ与期刊其他主要文

献计量学指标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结果见
表４。由表４可知，ＳＣＲ、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与期刊
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５年影响因子、被引半衰期、
特征因子和论文影响分值差异均呈现显著负相关
（均为Ｐ＜０．０５），但相关系数均较小；与即年指标、引
用半衰期均不相关（均为Ｐ＞０．０５）。Ｓｗａｎｓｏｎ等［９］基

于１６９种整形外科期刊的研究表明，自引对总被引频
次影响较小，与本研究结果相互印证。ＳＣＲ－ＩＦ与
ＳＣＲ－ＮＩＦ、ＳＣＲ－ＩＦ与ＳＣＲ、ＳＣＲ－ＮＩＦ与ＳＣＲ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０．６３１、０．７６５、０．９６５（均为Ｐ＜０．００１）。与总
被引频次、影响因子、５年影响因子、被引半衰期、特
征因子和论文影响分值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相比，
ＳＣＲ－ＩＦ均略小于ＳＣＲ－ＮＩＦ，且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ＮＩＦ均
略小于ＳＣＲ，这可能与各指标的计算方式有关。

表４　 ＳＣＲ－ＩＦ、ＳＣＲ－ＩＦ、ＳＣＲ与期刊其他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ＳＣＲ－ＩＦ ＳＣＲ－ＮＩＦ ＳＣＲ
ｒ Ｐ ｒ Ｐ ｒ Ｐ

总被引频次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１
影响因子 －０．１７９ ＜０．００１ －０．２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２４３ ＜０．００１
５年影响因子 －０．１９０ ＜０．００１ －０．２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６ ＜０．００１
即年指标 －０．０７５ ０．１３６ －０．０５９ ０．２４６ －０．０５８ ０．２４７
被引半衰期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１ －０．３７３ ＜０．００１ －０．４４９ ＜０．００１
引用半衰期 ０．０７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７６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３
特征因子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９ ＜０．００１

论文影响分值 －０．２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２６８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８ ＜０．００１

注：ｒ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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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期刊有一定ＳＣＲ－ＩＦ属于正常现象

正如期刊有一定自引属于正常现象一样，在自引
中存在引用期刊自身近２年文献的情况也属于正常现
象，故ＳＣＲ－ＩＦ大于０是正常的。列入研究的４０１种期
刊中，ＳＣＲ－ＩＦ大于０的期刊共３７６种，占比９３．７７％，再
次说明ＪＣＲ期刊内有ＳＣＲ－ＩＦ为普遍现象。
３．２　 学科内ＳＣＲ－ＩＦ较ＳＣＲ、ＳＣＲ－ＮＩＦ高

考虑到学科的独立性以及学科规模和学科影响
力的层次差异性，本研究选择的６门学科可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不同发展状况的学科情况。结果显示，６
门学科的ＳＣＲ－ＩＦ的平均值大于ＳＣＲ的平均值，
ＳＣＲ的平均值大于ＳＣＲ－ＮＩＦ的平均值，ＳＣＲ－ＩＦ与
ＳＣＲ的差值大于ＳＣＲ与ＳＣＲ－ＮＩＦ的差值，说明作
者自行引用所投期刊文献或者期刊在引导作者引用
本刊已发表文献时，更倾向于使用近年对影响因子
有贡献的数据。
３．３　 影响力较高的期刊的ＳＣＲ－ＩＦ相对较小

ＪＣＲ按照期刊影响力大小将学科内的期刊等分
为４份，影响力最高的为Ｑ１区，最低的为Ｑ４区。
对于不同分区ＳＣＲ－ＩＦ的检测结果表明，Ｑ１区和Ｑ２
区期刊的ＳＣＲ－ＩＦ均小于Ｑ３区和Ｑ４区期刊，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影响力较大的一半期刊中，
ＳＣＲ－ＩＦ相对较小，然而在影响力较小的一半期刊
中，ＳＣＲ－ＩＦ相对较大，即在影响力较小的一半期刊
中，期刊依靠提高ＳＣＲ－ＩＦ来提高影响因子的行为
更为普遍。
３．４　 ＳＣＲ－ＩＦ与期刊其他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的

相关性不高
　 　 研究结果表明，ＳＣＲ、ＳＣＲ－ＩＦ和ＳＣＲ－ＮＩＦ均与

期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５年影响因子、被引半
衰期、特征因子和论文影响分值呈现负相关（均为
Ｐ＜０．０５），但是相关系数都很小，说明ＳＣＲ、ＳＣＲ－ＩＦ、
ＳＣＲ－ＮＩＦ与其他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性
不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ＪＣＲ ６门学科的期刊，分
析了ＳＣＲ－ＩＦ的特征，为进一步解读各ＳＣＲ在期刊
评价中的作用提供数据参考，同时为进一步矫正影
响因子、提高影响因子评价的客观性提供了一个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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