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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在科研绩效的评价中广泛应用的指标，如发表论文总量、论文总的被引次数、篇均引用次数、ｈ指数等

存在的问题，引入一个新的指标：θ—指数，并且用此指标分析了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科研人员的科研绩效，从而说明此指

标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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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人员的绩效的评价一直是个热点问题，根据特殊的原则选择一定的项目是评价的重要部分，

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个新的科学评价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计算科研人员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的影响来

评价。科研人员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的选择不外乎要考虑该人员发表论文的数量及质量。

一般地，许多评价指标考虑的是研究对象的出版物的全体，因此最简单的评价指标就是已发表论文

的总量。这个指标代表科研人员的全部的学术成果，而论文的总被引用数则代表其学术成果的总的影

响力。当然论文总被引用数依赖于发表论文的数量，一个大的论文引用数可以来自大量的已发表论文，

其实，每篇论文的引用分布（即引用率）是不同的，许多论文只有少量的引用次数（包括自引），但是增加

了总引用次数。

２００５年８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统计物理学家Ｊ．Ｅ．Ｈｉｒｓｃｈ提出的ｈ—指数①
②

，就考虑了科

研人员论文的论文数量和被引频次两个指标：如果一个科研人员发表的Ｎ篇论文中有ｈ篇论文的被引
次数至少为ｈ，那么他的ｈ指数为ｈ。如Ｅ．Ｗｉｔｔｅｎ的ｈ指数＝１１０，即他已发表了１１０篇论文，其中每篇
论文被引的次数至少为１１０次。可以计算一个人的 ｈ指数②

③

，也可计算一个团队、一个研究所、一个杂

志，甚至一个国家的ｈ指数［１］。也有学者给出了 ｈ指数的一个数学解释③
④

，一些改进的 ｈ指数也被提
出［２］，ｈ指数应用中的问题也可以在他处得见［３，４］。

一个科研人员的科研成就的大小应该根据其出版物对科学的影响来评价，而不是根据其出版物的

总量来评价。然而，从ｈ指数的定义可知，一个科研人员的 ｈ指数是小于等于其出版的论文数的（ｈ≤
Ｐ）。例如，一个科学家若发表了２５篇论文，则它的ｈ指数不可以超过２５，尽管有可能他的一些文章是
优质且总引用次数就达１０００以上。

论文的被引次数直接反映了其他科研工作者对该论文的肯定程度，而论文被参考和引用是在得到

了其它科研工作者对该论文的质量认可的基础上进行的，高的被引论文是科研工作者高质量成果中最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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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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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的最高水平成果，理应对科研评价的贡献大，但是在 ｈ指数的应用中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另
外，ｈ指数与其它指标相比，存在区分度不够明显的缺陷，尽管许多学者的ｈ指数一样，但是有可能其 ｈ
排序及不同论文不同被引次数叠加而产生的最终的学术影响不同。

１　θ—指数的定义
引进θ—指数这一新的文献计量指标的目的就是给具有高影响的论文（高被引用论文，即在所分析

的论文中获得相对高的引用的文章）更多的考虑。具有高影响的论文集合的论文数规定为全部论文数

的２０％（小数按四舍五入），θ—指数的具体定义是：设一个科学家发表了Ｐ篇论文，则他的高引用论文
集（即优秀论文集）中的论文篇数为Ｐθ＝０．２Ｐ。将该科学家所有发表的论文按引用次数大小排序，记位
于前Ｐθ篇的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之和为Ｃ（Ｐθ），则定义该科学家的θ—指数 ＝０．０１Ｃ（Ｐθ）。

θ指数可根据许多数据库（如美国 ＩＳＩ数据检索平台、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等）来计算。由
计算公式，根据某个科研人员的论文，考虑每篇论文的引用次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其对科学进步的影响。

之所以将研究对象的优秀论文集中文章的篇数确定为全部文献的２０％，这主要是考虑到“二八定
律”，即巴莱多定律，它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发明的。他认为，在任何一组东西
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２０％，其余８０％，多数都是次要的。习惯上，二八定律讨论的是顶端
的２０％，而非底部的２０％。

为说明θ—指数的应用，我们对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原广东教育学院）几位科研工作人员在ＩＳＩ数据
检索平台被检索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出相应的θ—指数，再将之与传统的文献计算指标相对比。

２　应用分析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美国ＩＳＩ网络检查平台（科学引文索引），它包括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Ａ＆ＨＣＩ，ＣＰＣＩ－Ｓ，ＣＰＣＩ－
ＳＳＨ，ＣＣＲ，ＩＣ等７个数据子库，在其中检索出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
及被引频次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到部分科研人员的每一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最后计算出他们各自的

θ—指数。
２．２　数据获取原则

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底，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在美国ＩＳＩ数据平台中共检出１８６篇，
其中被引论文１０３篇，总被引数６６８次，我们选择被收录８篇以上的学者，再以姓名检查出每篇论文的
被引次数，再将被引文献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计算出作者的θ—指数。
１）也许是 ＩＳＩ检查平台的数据库录入存在一些错误，也有可能是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单位署名不

规范，故我们在收集数据对一些单位名称作了更正。

２）作者姓名的不同拼法尽量查全，如杨必成有：ＹａｎｇＢＣ和ＹａｎｇＢ，慧萍有ＨｕｉＰ和 ＰｉｎｇＨ等。
３）选取所有学术论文和综述，除去ｂｏｏｋ，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ｅｔｔｅｒ，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等类

型文献。

４）特别注意的是，论文的单位必须是署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或广东教育学院），不区分排名．另
外，我们分析的数据，引用频次中没有删除自引。

５）符号：Ｐ表示文章总数；ｈ＝Ｐｈ表示ｈ指数及计算ｈ指数时的优秀论文数量；Ｐθ表示计算θ—指
数的论文数，即高影响的文集（优秀论文集）中文章的篇数，Ｐθ＝０．２Ｐ；Ｐ篇论文总的引用次数Ｃ；篇均
引用次数（Ｃ／Ｐ）ｔ；；高影响的论文集中论文篇均引用次数（Ｃ／Ｐ）θ；θ－指数θ；ｈ指数 ｈ；Ｃθ：Ｐθ篇论文被引
次数。

２．３　结果
表１给出了根据美国ＩＳＩ数据平台获得的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原广东教育学院）科研人员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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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分析的结果。

表１　数据分析结果

姓名 Ｐ Ｃ Ｐθ Ｃθ （Ｃ／Ｐ）ｔ （Ｃ／Ｐ）θ ｈ＝Ｐｈ θ

杨必成 ３６ ２０７ ７ １１６ ６．０８ １６．５７ ８ １．１６

李样明 ３１ １２９ ６ １０１ ４．１６１ １６．８３ ６ １．０１

江俊勤 ２７ ８７ ５ ４６ ３．４４ ９．２ ６ ０．４６

慧萍 ２０ ５４ ４ ３５ ２．７ ８．７５ ４ ０．３５

张秀莲 １１ １１０ ２ ８９ １３．２８６ ４４．５ ４ ０．９３

尹伟 １１ ２１ ２ １０ １．６２５ ５ ３ ０．１０

余超凡 ８ ３ ２ ２ ０．２８６ １ １ ０．０１

根据表１的数据，我们可以分析有关指标的相关性。通过计算，我们得出如表２的相关系数：
表２　 相关系数

Ｐ Ｃ Ｐθ Ｃθ （Ｃ／Ｐ）ｔ （Ｃ／Ｐ）θ ｈ＝Ｐｈ θ

Ｐ １

Ｃ ０．８１８０８ １

Ｐθ ０．９９４６２ ０．８０１１７ １

Ｃθ ０．７１６８９ ０．９５６５８ ０．６９７２８ １

（Ｃ／Ｐ）ｔ ０．０４０３９ ０．５４６７０ －０．００７３ ０．６６８４８ １

（Ｃ／Ｐ）θ －０．００１１ ０．４９５７７ －０．０４６８ ０．６５４７５ ０．９８９４１ １

ｈ＝Ｐｈ ０．９３８１３ ０．９１５４５ ０．９０５４３ ０．８２３６３ ０．３２１３１ ０．２６２５７ １

θ ０．６９７５４ ０．９５１１６ ０．６７６２３７ ０．９９９４８７ ０．６９１６２１ ０．６７８４２２ ０．８１３１５ １

３　结论
根据ｈ－指数的计算方法，将被研究对象的论文，按被引用次数，按降序排序，序号小于等于 ｈ－指

数的论文被考虑，此集合中的论文可认为是ｈ－指数的优秀论文集。比如，ｈ－指数 ＝８，则优秀论文集
中论文的篇数为８。一般地，用Ｈｉｒｓｃｈ的方法计算ｈ－指数时，要考虑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要大于
２０％，即Ｐｈ ＞Ｐθ（参考表１相应栏）。我们希望引入一个能给高引用次数的文章（即优秀论文集）更多
关注的指标，但是要考虑的论文的数量又不是太多，因此我们提出的新的θ－指数是比较好的。

我们注意到李样明与江俊勤、慧萍与张秀莲的ｈ－指数都是一样，但是 θ－指数揭示了他们的出版
物的影响力的差距，因此θ－指数可有效克服ｈ－指数区分度不够明显的缺陷。

从表１中注意到，张秀莲的出版物的篇均引用率与优秀论文集中篇均引用率都是最高的（见表１中
（Ｃ／Ｐ）ｈ，（Ｃ／Ｐ）θ栏），她有几篇具有较高引用次数的论文，但她发表的论文总量不多（Ｐ＝１１），故θ－指
数为０．９３，在统计对象中排第３。由此可看出θ－指数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既考虑研究对象出版物的
数量，又考虑质量，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

显然，当根据两个数量的样本数据计算出来的相关系数 ｒ＞０．８时，则这两个数量有高度线性相
关。从表２可以看出，θ－指数与ｈ－指数高度线性相关（当然，我们的样本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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