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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学术生产力与影响力的计量研究
———基于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李海东
（景德镇陶瓷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江西 景德镇 ３３３４０３）

摘　要：以主持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 ＰＩ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
方、维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数据库等，对项目ＰＩ基本信息、团队学术生产力、ＰＩ学术生产力和学术影
响力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ＰＩ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科研组织管理方式。绝对大数ＰＩ通过组建
高绩效科研团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学术生产力，项下产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但部分项目的 ＰＩ在研究中
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组建的研究团队规模偏小、阶段性研究成果偏少、ＰＩ发文量低、高水平论文少且影响力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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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Ｉ制（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最早流行于欧美
一些大学的科研项目管理中，近些年来在我国一

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得到广泛运用。ＰＩ制又称“科
研项目主持人制”“课题组长负责制”“学术带头

人制”，是ＰＩ按照一定的研究方向自主构建科研
团队和进行资源配置，围绕科研项目而开展研究

活动的科研管理体系。一般来讲，ＰＩ是具有较好
科研背景和管理水平并在某一领域成绩突出的研

究人员［１］。ＰＩ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
在承担相应责任的同时，对项目的研究进程、方向

具有主导权和指导权，能够对科研资源的配置方

式进行创新，比如可以跨单位、跨学科进行科研人

员的自主组织，充分吸收高校内部及高校之间的

各种学术资源，并将其整合进课题组中［２］，从而

以灵活的激励机制来实现重大研究成果的突破。

围绕着ＰＩ制，学界从ＰＩ制的内涵［３］、实施新

型ＰＩ制的必要性［４］、ＰＩ制下的 ＰＩ领导行为与团
队创造力、团队合作质量的关系［５，６］、ＰＩ制与团队
知识共享［７］、学术带头人领导力评价体系构建［８］

等主题开展了相关研究。刘益东指出，ＰＩ制是一
种比较有效的科研组织管理方式，既能够推动大

项目、大任务的合作攻关，又能够依托 ＰＩ及其核
心研究团队形成“网络／平台”式科研体制［４］。汤

超颖和商继美认为，ＰＩ变革型领导行为有利于提
高高校科研团队的创造力，促进团队创新和科研

任务的完成［５］。马卫华、程巧和薛永业以华南地

区２０个重大科研项目团队为实证研究样本，论证
了项目负责人领导行为对子课题负责人合作倾向

以及项目团队合作质量的影响机制［６］。李海东

从整体网络的视角，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论证了

ＰＩ在高校科研团队知识共享网络的核心位置［７］。

综上，尽管ＰＩ制在我国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
已经得到普遍运用，相应的ＰＩ制科研管理体系已
经初步建立起来，但对于 ＰＩ制的运行绩效以及
ＰＩ的科研产出影响力却缺少比较深入的探讨，特
别是定量研究。因此，本文将以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的 ＰＩ为研究对象，从 ＰＩ在团队
建设、研究成果产出以及学术影响力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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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讨ＰＩ在重大项目研究过程中所发挥的作
用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国家相关部门、高

校和科研机构在促进 ＰＩ制更为有效的运行和取
得良好成效提供决策参考。

１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本
情况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以国家社科基金官方网站提供的项

目数据库（ｈｔｔｐ：／／ｆｚ．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ｓｋｙｇｂ／ｓｋ／）为
权威数据来源，并结合网站上公布的项目结题信

息，对项目的研究进展与结题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以保证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其次，基于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和维普网，以项目编号和名称为主要检索关键词，

对各项目的科研成果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获

得各项目的科研产出数据。需要说明的是，本研

究之所以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选择 ２００８
年度重大项目数据，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

一，２００９年以后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
数据库中只能检索到项目立项的基本信息，比如

编号、项目负责人、立项单位、项目名称，而关于项

目是否结项、项目最终研究成果、项目是否获奖等

信息在项目数据库中未进行披露；第二，２００８年
及以前立项的重大项目可以检索到较为完整的信

息，但考虑到项目数据本身的可获得性、完整性和

时效性，选择最新的立项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比较

合适，特别是在时效性方面。因此，基于以上两点

考虑，本研究最终选取２００８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并以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２００９年的项下
论文为统计起始点，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
日，进而确定各项目的科研产出。

１．２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与结
题情况分析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评审
立项工作经过公开征集选题、专家评审选题、发布

招标公告、受理投标选题、组织通讯评审、公示建

议中标课题等环节，立项数为６２项，涉及申报单
位４２家。在项目结题方面，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网
站公布的项目结题公告信息，截止至 ２０１９年 １２
月３０日，共有５８个项目结项，结项率为 ９３．５５％
（见表１）。在已结项目中，结项时间最早的是在

２０１０年，较晚的是在 ２０１５年，绝大多数项目在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结项。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５年左右的研究周期规定，项目负责人基本上
都能带领研究团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的研

究任务并结题。

表１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结项时间分布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项目数 １ ７ ９ ２２ １３ ６

１．３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ＰＩ的基
本情况分析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 ＰＩ一共
是６６位，来自４２家单位。在这６６位ＰＩ中，女性
５位，占比 ８％，男性 ６１位，占比 ９２％；在年龄方
面，从项目立项年份来看，ＰＩ的年龄分布基本上
呈现出单峰状态，峰值在 ５１～５５岁年龄段，占比
为３６．４％；年龄段在４１～５０岁的ＰＩ为２９位，占比
为４３．９％，差不多占据了半壁江山（见图１），说明
青年人才逐渐成长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骨

干力量，并表现出较强的科研实力。从ＰＩ的职称
和学历来看，所有项目的 ＰＩ均具有正高级职称
（教授或研究员），其中 ８１．８％的 ＰＩ拥有博士学
位，９２．４％的ＰＩ为博士生导师。从ＰＩ的基本情况
来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受资助者普遍渡

过了学术积累期并处于学术生涯的上升期，基本

上有充分的精力、学术造诣以及团队组建能力，完

全胜任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

图１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ＰＩ的年龄分布

２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
团队规模及其发文基本情况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确要求，ＰＩ要确定
明确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目标，同时根据课题研究

需要设置不超过５个子课题，并对每个子课题分
别确定一名负责人。在研究项目启动时，鼓励 ＰＩ
注重采取多学科研究方法和组建跨学科研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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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进行联合攻关。研究团队规模的大小在一定

程度上也反映了重大项目研究过程中的人力投入

水平。因此，衡量科研团队的群体绩效水平，可以

通过比较团队规模与科研成果产出进行比较客观

的评价。考虑到项目申报书的团队成员与实际项

目研究开展时有较大差异，同时也考虑到研究数

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以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项下所有研究论文为样本，对论文的作

者进行统计，以明确各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参与

情况，从而确定各项目的团队规模。统计分析结

果表明，６２个重大项目一共有１２７１名研究人员
参与。在团队人员规模上，各项目之间有比较大

的差异（见表２）。团队规模在 １０人以下的项目
为１８个，占比为 ２９．０％；团队规模处于中等水平
的项目为３１个，占比为 ５０．０％；团队规模超大的
项目为１３个，占比为２１％。从团队规模和团队总
发文量之间的关系来看，尽管存在某些项目的研

究团队规模较大、发文量却比较低的现象，但若剔

除这些变异点，两个变量总体上仍然呈现出比较

明显的同向变化趋势，即随着团队规模逐渐增大，

相应的发文量也随之增加（见图２）。
表２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团队

规模及其发文情况

团队规模分布（人） １～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０３１人以上

项目数（个） １８ １５ １６ １３

占比（％） ２９．０ ２４．２ ２５．８ ２１．０

团队总人数（人） ８０ ２２１ ３９７ ５７３

论文数量（篇） １１７ ２７０ ５５３ ６８３

其中：ＣＳＳＣＩ论文数量（篇） ７９ １８７ ３３１ ４９０

图２　项目研究团队规模与项下发文量

３　ＰＩ项下学术生产力分析
３．１　ＰＩ项下发文分析

在６６位 ＰＩ中，以独立作者、第一作者，以及
其他排序参与发文的ＰＩ为５５人，占比为８３％，共
计发表各类学术论文６０８篇，ＣＳＳＣＩ论文４５９篇，
其他１１位ＰＩ发文量为零（见表３）。ＰＩ发文贡献
比值反映了ＰＩ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对项目阶段性
研究成果取得所发挥的作用大小。ＰＩ发文贡献
比值越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ＰＩ在项目研究过程
中充分发挥了负责人或者学术带头人的引领作

用，这可以通过对比ＰＩ在各类学术论文和 ＣＳＳＣＩ
论文发文贡献比值上反映出来。考虑到各项目项

下发文量比较高的情形（比如发文量在 １０篇以
上），ＰＩ发文贡献比值若在０．３以上，一定程度上
表明ＰＩ的确在推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但也有部分项目的

ＰＩ发文量比较低，对项目研究的推动直接贡献不
是很大，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取得更多的是依

赖于团队成员。

表３　项目ＰＩ发文量（１０篇以上）及其研究贡献

项目编号 项目ＰＩ

ＰＩ发文排序及发文量

独著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项下发文量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ＰＩ发文贡献比值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０８＆ＺＤ００１ 胡玉鸿 ２１ ２１ １７ ７３ ６０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８＆ＺＤ００９ 徐玖平 １０ １ １１ ４ １２ ５ ０．９２ ０．８０

０８＆ＺＤ０１０ 金太军 ３ １２ ８ ２３ ２０ ６２ ３９ ０．３７ ０．５１

０８＆ＺＤ０１３ 卫龙宝 １１ ６ １７ １４ ２１ １８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８＆ＺＤ０１６ 朱有志 ２ １３ １５ ９ ５３ ２５ ０．２８ ０．３６

０８＆ＺＤ０２１ 孔祥智 １ １０ １９ ５ ２ ３７ １９ ４３ ２０ ０．８６ ０．９５

０８＆ＺＤ０２２ 陈池波 ６ ９ ８ ２３ １８ ４４ ２７ ０．５２ ０．６７

０８＆ＺＤ０２４ 何广文 ４ ９ １３ ６ ２７ １４ ０．４８ ０．４３

０８＆ＺＤ０２７ 白永秀 ６ ２０ ２０ ４６ ３４ ９５ ７２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８＆ＺＤ０２８ 唐鸣 ４ １３ １１ ２８ ２３ ７２ ４１ ０．３９ ０．５６

０８＆ＺＤ０２９ 乌东峰 ６ ７ １３ １１ ３３ ２８ ０．３９ ０．３９

３１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

续表３

项目编号 项目ＰＩ

ＰＩ发文排序及发文量

独著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项下发文量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ＰＩ发文贡献比值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０８＆ＺＤ０３２ 郑风田 ５ １０ １ １６ ８ ２１ １１ ０．７６ ０．７３

０８＆ＺＤ０３４ 李文溥 １３ ２ ２ １ １ １９ １８ ７７ ６６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８＆ＺＤ０３５ 何德旭 １６ ５ １ ２２ ２０ ３０ ２６ ０．７３ ０．７７

０８＆ＺＤ０３７ 徐长生 ５ ７ ３ １５ １３ ４３ ３２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８＆ＺＤ０３９ 林汉川 ２１ ２１ １９ ３９ ３４ ０．５４ ０．５６

０８＆ＺＤ０４０ 唐晓华 １２ １０ ２２ １７ ４６ ２７ ０．４８ ０．６３

０８＆ＺＤ０４１ 夏杰长 ２ ５ １３ １ ２１ １５ ３７ ２７ ０．５７ ０．５６

０８＆ＺＤ０４４ 魏后凯 ４ １ ７ １ １３ １１ ３２ ２４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８＆ＺＤ０４６ 周德群 ２ ２９ ８ ３９ ２８ ４７ ３０ ０．８３ ０．９３

０８＆ＺＤ０４８ 李树茁 ５ １４ ６ ２ ２７ ２６ ５５ ５０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８＆ＺＤ０５６ 贾磊磊 １１ １ １２ ９ ２８ ２０ ０．４３ ０．４５

０８＆ＺＤ０５８ 张一兵 ３０ ３０ ２７ ３３ ３０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８＆ＺＤ０６０ 蒋晓丽 １ ７ ６ １４ １２ ４２ ２７ ０．３３ ０．４４

３．２　 ＰＩ与项下研究团队高产作者发文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完成，一方面取决

于ＰＩ的学术研究能力、团队构建与领导能力，另
一方面还与研究团队中学术带头人、科研骨干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关。对于学术带头人、科研骨

干的识别，可以通过该研究人员的项下发文量，特

别是ＣＳＳＣＩ发文量来确定。发文量的统计范围以
项目团队成员论文发表的作者具体排序确定，包

括独著、第一作者，其他排序则不在统计范围之

内。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６２个重大项目的６６
位ＰＩ以独著和第一作者所发表的各类学术论文
和ＣＳＳＣＩ论文数分布情况见表４和表５所示。同
时考虑到篇幅所限，本研究只列出发文数量达到

１０篇以上的研究人员信息（见表 ６）。根据表 ６
数据可知，有２０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发表数量达到
了１０篇以上（含 １０篇），其中 １２位研究人员为
ＰＩ，占比为６０％，说明绝大多数 ＰＩ在研究过程中
发挥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同时一大批崭露头角的

学术新秀和青年骨干在重大项目研究过程中也脱

颖而出，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

后备力量。

４　ＰＩ项下论文学术影响力分析
学术影响力既可以指涉一个机构或学科、一

个团队或个体的总体学术成就与贡献，也可以指

涉一个项目研究甚至一篇论文成果所具有的理论

价值与社会贡献。因此，可以将学术影响力理解

为研究影响力［９］。对于项下研究成果的学术影

响力，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价，分别是：

学术论文发文刊物的水平、论文被引量和成果应

用推广。

４．１　发文质量与水平评价
对评价科研项目的评价，除了学术论文发表

的数量之外，学术论文的发表刊物和水平也是重

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对于学术期刊影响力的评

价，目前，学界主要采用两个标准进行衡量，一个

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定期发布的《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学者的研究论文若能发表在《报告》评选的顶级

期刊和权威期刊上，表明这些研究成果在该学科

领域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创

新和实践影响力。通过对项下有发文的６０个项
目进行统计分析，３８个项目在顶级期刊和权威期
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８篇，表明一半以上的重
大项目都有高水平的独创性理论研究成果诞生

（见表７）。在ＰＩ论文发表方面，１６位 ＰＩ以独著
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顶级和权威期刊论文，共

计２９篇，占比为 ２６．８５％，表明 ＰＩ在项目研究中
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各项目的研

究团队在顶级和权威期刊论文的发表上也有卓越

表现，共计发表了７９篇高水平研究成果。

４１１



第３期 李海东：ＰＩ学术生产力与影响力的计量研究

表４　项下ＰＩ发表的各类学术论文分布情况

篇数 ０ １～３ ４～６ ７～１０ １１篇以上

ＰＩ数量 １４ ２５ １３ ３ １１

占所有ＰＩ的比重 ０．２１ ０．３８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１７

表５　项下ＰＩ发表的ＣＳＳＣＩ论文分布情况

篇数 ０ １～３ ４～６ ７～１０ １１篇以上

ＰＩ数量 ２２ ２１ １２ ４ ７

占所有ＰＩ的比重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１８ ０．０６ ０．１１

表６　项下ＰＩ与团队高产成员独著与第一作者发文贡献比值比较

序号 项目编号 作者姓名 发文 ＣＳＳＣＩ发文 项下发文 项下ＣＳＳＣＩ发文 论文贡献比值 ＣＳＳＣＩ论文贡献比值

１ ０８＆ＺＤ０５８ 张一兵（ＰＩ） ３０ ２７ ３３ ３０ ０．９１ ０．９０

２ ０８＆ＺＤ０２７ 白永秀（ＰＩ） ２６ ２１ ９５ ７２ ０．２７ ０．２９

３ ０８＆ＺＤ００１ 胡玉鸿（ＰＩ） ２１ １７ ７３ ６０ ０．２９ ０．２８

４ ０８＆ＺＤ０２８ 唐鸣（ＰＩ） １７ １４ ７２ ４１ ０．２４ ０．３４

５ ０８＆ＺＤ０３５ 何德旭（ＰＩ） １６ １３ ３０ ２６ ０．５３ ０．５０

６ ０８＆ＺＤ０１６ 范东君 １５ ７ ５３ ２５ ０．２８ ０．２８

７ ０８＆ＺＤ０１０ 金太军（ＰＩ） １５ １２ ６２ ３９ ０．２４ ０．３１

８ ０８＆ＺＤ０３０ 赵永亮 １３ １３ ６２ ３５ ０．２１ ０．３７

９ ０８＆ＺＤ０２８ 张丽琴 １３ ３ ７２ ４１ ０．１８ ０．０７

１０ ０８＆ＺＤ０３４ 李文溥（ＰＩ） １３ １２ ７７ ６６ ０．１７ ０．１８

１１ ０８＆ＺＤ０４０ 唐晓华（ＰＩ） １２ １０ ４６ ２７ ０．２６ ０．３７

１２ ０８＆ＺＤ０５６ 贾磊磊（ＰＩ） １２ ９ ２８ ２０ ０．４３ ０．４５

１３ ０８＆ＺＤ０３４ 黄飞鸣 １１ １１ ７７ ６６ ０．１４ ０．１７

１４ ０８＆ＺＤ０１３ 卫龙宝（ＰＩ） １１ １０ ２１ １８ ０．５２ ０．５６

１５ ０８＆ＺＤ０３２ 阮荣平 １１ ７ ２１ １１ ０．５２ ０．６４

１６ ０８＆ＺＤ０５５ 罗国强 １１ ６ ３５ １６ ０．３１ ０．３８

１７ ０８＆ＺＤ０２１ 孔祥智（ＰＩ） １１ ４ ４３ ２０ ０．２６ ０．２０

１８ ０８＆ＺＤ０４３ 洪进 １０ ８ ４１ ２７ ０．２４ ０．３０

１９ ０８＆ＺＤ０２４ 胡振 １０ ５ ２７ １４ ０．３７ ０．３６

２０ ０８＆ＺＤ００９ 徐玖平（ＰＩ） １０ ４ １２ ５ ０．８３ ０．８０

表７　ＰＩ及其研究团队在国内各学科顶级与权威期刊发文情况分析

项目编号 期刊名称及篇数 顶级 权威 其中ＰＩ发文数 合计

０８＆ＺＤ００１ 法学研究（１）、法学（６）、中国法学（１） １ ７ ３ ８

０８＆ＺＤ００２ 教育研究（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 ２ ２ ４

０８＆ＺＤ００４ 中国社会科学（１）、道德与文明（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８＆ＺＤ００５ 马克思主义研究（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０６ 中共党史研究（２） ２ ２

０８＆ＺＤ００７ 教育研究（１） 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０９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３）、管理学报（１） ４ ４ ４

０８＆ＺＤ０１０ 中国社会科学（１）、马克思主义研究（１）、哲学研究（１） ２ １ ２ ３

０８＆ＺＤ０１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６） ６ ６

０８＆ＺＤ０１５ 管理世界（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３） １ ３ ４

０８＆ＺＤ０１９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２０ 中国社会科学（３） ３ ２ ３

０８＆ＺＤ０２３ 统计研究（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２６ 金融研究（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２７ 管理世界（１）、经济研究（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２ １ ３

０８＆ＺＤ０３０ 管理世界（３）、经济研究（１） ４ ４

０８＆ＺＤ０３２ 管理世界（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 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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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项目编号 期刊名称及篇数 顶级 权威 其中ＰＩ发文数 合计

０８＆ＺＤ０３３ 中共党史研究（２） ２ ２

０８＆ＺＤ０３４ 经济研究（１）、人口研究（１）、统计研究（１）、世界经济（１） ２ ２ ４

０８＆ＺＤ０３５ 世界经济（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２ ２ ２

０８＆ＺＤ０３６ 金融研究（１） 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３７ 经济研究（１）、金融研究（２）、世界经济（２）、中国人口科学（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６ ７

０８＆ＺＤ０３８ 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３９ 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４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中国工业经济（３） ４ ３ ４

０８＆ＺＤ０４１ 经济研究（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１ ２

０８＆ＺＤ０４２ 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４３ 哲学动态（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３） ４ １ ４

０８＆ＺＤ０４４ 中国人口科学（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４５ 中国社会科学（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１） １ １ ２ ２

０８＆ＺＤ０４６ 管理学报（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３ ３

０８＆ＺＤ０４８ 中国人口科学（４） ４ １ ４

０８＆ＺＤ０５０ 经济研究（３）、管理世界（１）、金融研究（１） ４ １ ２ ５

０８＆ＺＤ０５４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当代亚太（１） ２ １ １ ３

０８＆ＺＤ０５５ 法学研究（１）、法学（１） １ １ ２

０８＆ＺＤ０５７ 新闻与传播研究（１）、国际新闻界（２） １ ２ ３

０８＆ＺＤ０５８ 文学评论（１）、哲学动态（１）、马克思主义研究（１） １ ２ ２ ３

０８＆ＺＤ０６０ 新闻与传播研究（１）、国际新闻界（２） １ ２ １ ３

　备注：考虑到绝大多数项目的研究论文发表和项目结项都是在２０１４年（含当年）以前完成，因此，期刊定级的依据采用《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期刊评价报告（２０１４）》。

　　另一个被学界广泛采用的标准是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每年遴选出来的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和集刊。发表
在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和集刊上的学术论文总体上质
量还是比较高的。根据统计结果，６２个重点项目
发表的ＣＳＳＣＩ论文总数为 １０８７篇，占发表论文
总数的６７％，表明依托重大项目而发表的学术论
文总体质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其中，发表

ＣＳＳＣＩ论文数超过５０篇的项目有４项；ＣＳＳＣＩ论
文数在３１～４９篇之间的项目有６项；但也有超过
三分之一的项目ＣＳＳＣＩ论文发表数小于１０篇，１７
个项目ＣＳＳＣＩ论文数小于５篇。
４．２　ＰＩ论文被引情况分析

对ＰＩ发表的学术论文被引量进行分析，可以
了解ＰＩ的学术影响力。ＰＩ的学术影响力不仅取
决于其论文的发表数量，还与其论文的被引次数

有关。衡量ＰＩ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可以
采用学术论文的总被引次数、篇均被引次数、被引

率以及Ｈ指数。在有学术论文发表的 ＰＩ中，５２
位ＰＩ发表的论文数量为３１３篇，合计共被引次数

为７９５１次，篇均被引次数为 ２５次，高于项下所
有论文篇均被引次数（１９次）（见表 ８）。在论文
被引量上，有２１位ＰＩ的论文总被引量超过了１００
次，其中的１３位ＰＩ达到了２００次以上，ＰＩ论文总
被引量最高为项目 ０８＆ＺＤ０４５，达到了 １１３２次；
按照ＰＩ论文篇均被引量来看，篇均被引量达到
３０次以上的ＰＩ为１５位。在这１５位 ＰＩ中，分析
其发文总量和论文总被引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发

现有两个特征比较明显：一是ＰＩ的发文总量比较
低，比如项目 ０８＆ＺＤ０１５、０８＆ＺＤ０４４、０８＆ＺＤ０４５，
但其论文总被引量却比较高，由此使得该ＰＩ的论
文篇均被引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二是ＰＩ的个人
发文量和论文总被引量均比较高，最后计算出来

的篇均被引量也比较高，比如项目 ０８＆ＺＤ０１０、
０８＆ＺＤ０２１、０８＆ＺＤ０２７、０８＆ＺＤ０３５。

探讨ＰＩ论文的学术影响力，除了论文总被引
量、篇均被引量指标之外，还可以采用 Ｈ指数（Ｈ
ｉｎｄｅｘ）来评价。Ｈ指数的计算是基于研究者的论
文数量及其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乔治·赫希认为，

研究者的Ｈ指数是指在一定期间内该研究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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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至少有Ｈ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Ｈ次。具体
计算方法是：将研究者发表的所有论文按被引次数

从高到低排序，从前往后查找排序后的列表，直到

某篇论文的序号大于该论文被引次数，所得序号减

１即为Ｈ指数。在有论文发表的５２位ＰＩ中，只要
有论文发表，就可根据论文被引次数确定其 Ｈ指
数（见表９）。其中，Ｈ指数在７以上的ＰＩ为１１位，
表明这些ＰＩ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每篇被引用了至

少７次的论文至少在７篇以上。但也有一半的ＰＩ
其Ｈ指数比较低，处于３以下的水平，特别地Ｈ指
数为１的ＰＩ有１３位，说明这些ＰＩ的论文影响力
明显偏低，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创新性不

足、影响力偏低的问题。总体来看，Ｈ指数比较准
确地反映了ＰＩ在主持该重大项目期间所取得的学
术成就。Ｈ指数越高，表明ＰＩ的论文影响力越大，
取得了比较多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表８　项下５２位ＰＩ发文被引情况分析

ＰＩ论文总被引量（次）

分布 １～１０ １１～３０ ３１～５０ ５１～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０以上

人数（位） ６ １１ ９ ５ ８ １３

ＰＩ论文篇均被引量（次）

分布 １～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５０ ５０以上

人数（位） １９ １２ ６ ５ ３ ７

表９　项下５２位ＰＩ的Ｈ指数

分布 １～３ ４～６ ７～９ １０以上

人数（位） ２９ １２ ６ ５

４．３　ＰＩ研究成果应用推广分析
在研究成果应用推广方面，主要分析研究成

果是否务实管用，与实践和重大问题解决相结合，

更好地运用于党和政府决策，运用于指导经济社

会发展。基于此，在这方面，本文将结合各立项课

题结题时发布的研究成果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进

行分析。在６２个项目中，有３３项研究成果为研
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的质量高低以及社会影响

力的大小取决于其是否真正地解决了某些重大社

会问题，能够被相关部门和机构采纳，从而达到预

期研究目标。通过梳理国家社科基金官方网站对

２００８年重大项目结项成果的简介信息，我们发
现，１２个项目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项目相关
研究成果发挥了很好的政策制定指导作用。比

如，围绕着汶川地震灾区重建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高晋康承担了《汶川大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相关重大法律问题研究———“政府—市

场”关系下的法律选择与社会再建》（０８＆ＺＤ００８）
项目，四川大学长江学者徐玖平承担了《汶川大

地震灾后“经济－社会－生态”统筹恢复重建研究》
（０８＆ＺＤ００９）项目。其中，高晋康研究团队从灾
后经济、社会、生态重建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调研

和理论应用研究，为推动汶川地震灾区低碳重建、

妥善解决灾后重建后续问题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

议，其中许多有益的建议被四川省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吸收、采纳，并运用在灾后重建的相关政策

中，为四川省灾后重建做出了贡献。徐玖平研究

团队完成的课题最终成果《地震救援·恢复·重

建系统工程》从地震灾害系统的特性与要素以及

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的整体与结构特征入

手，以系统工程的思想集成创新地震救援、恢复、

重建知识体系，总结全球地震灾害应对经验，提炼

科学有效的应对模式，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指导

巨震灾后重建工作。课题组撰写的研究报告、政

策建议等得到中央及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肯

定，被相关职能部门吸收和采纳。中国社科院财

贸所夏杰长承担的《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

究》（０８＆ＺＤ０４１）项目，研究团队围绕“服务下乡”
“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等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同时，本项目负责人还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做了第二十六次专题讲座《推动我国服务业大发

展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中央人民政府网、

全国人大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此次专题

讲座均有较详细报道，产生了广泛和重要的影响。

５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从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

进展和成果取得来看，ＰＩ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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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组织管理方式。围绕着不同领域的基础理论研

究和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解决等课题，一批名副其

实的一流学术带头人（即 ＰＩ）对重大项目的科研
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组建跨学科、跨院校的高水平

科研团队，创造出一大批高水平和有一定影响力

的研究成果，在推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

繁荣，以及为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解决

方案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肯定 ＰＩ制有效性的
同时，也要注意到ＰＩ在重大项目研究过程中还存
在着一些不足，比如部分项目的研究团队规模偏

小，导致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偏少。同时，也要

注意到某些项目科研团队规模比较大，但科研产

出却比较低，存在着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部分

ＰＩ的研究实力偏弱，发文量较低，未能在研究团
队中起到更好的引领作用。部分 ＰＩ的论文影响
力偏低，高水平科研成果匮乏。

在研究样本选取上，尽管本研究选取的６６位
ＰＩ仅仅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很小的一
部分群体，但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其他类别

课题的课题负责人相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的ＰＩ不仅是从众多学科中的学术骨干或学
术带头人中遴选出来的，而且在项目研究过程中

也担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更能体现ＰＩ在高校和
科研院所科研组织管理机制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

独特性作用。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这６６位 ＰＩ
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对他们的学术生产力和学

术影响力进行分析，既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了

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ＰＩ制的运行绩效，
又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ＰＩ自身的科研实力、对科
研资源的动员能力、分配和整合能力，对我国高校

和科研院所在未来重大项目立项中遴选和考核

ＰＩ绩效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对引导 ＰＩ助力学
科发展、培养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亦有一定的意义。

基于此，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ＰＩ的学术
生产力和影响力进行分析，是加强对 ＰＩ制的认
识、探讨ＰＩ制运行绩效、理解和评价ＰＩ的科研能
力、团队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尽管本研究综合运用多个数据库从学术生产

力和学术影响力两个视角对 ＰＩ制及其科研团队
的运行绩效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得出了一些

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在未来

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本研究主要探

讨了ＰＩ制科研团队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影响力，

这只是一种中观层次的描述与分析，但对于ＰＩ制
科研团队运行的微观机制却少有涉及。因此，在

未来的研究中，还需从群体及个体层次，对 ＰＩ制
科研团队的组织结构形式、团队内部的决策方式、

不同子课题组之间的沟通机制与知识共享机制、

科研团队的激励机制、ＰＩ制与青年教师学术成
长、ＰＩ的聘任形式与其科研绩效、科研团队群体
绩效的关系［１０］、ＰＩ制科研环境与研究生学术能
力培养［１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

索。其次，在学术产出力与学术影响力评价方面，

本研究主要是从论文产出数量、论文产出质量

（比如发文期刊等级、论文被引、Ｈ指数等）两个
方面进行评价，而对其他一些评价指标，比如学术

著作影响力、学术迹、Ｆ１０００评分、加权学术影响
指数（ＡＩ＿ｗ）等［１２，１３］，未能将之运用于研究之中，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综合采用多种指标进一步评

价ＰＩ的学术研究影响力。最后，在评价 ＰＩ的学
术成就和科研绩效时，本研究未将学术生产力与

学术影响力两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这是研究

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广泛调

研学界专家学者的意见，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赋

予评价指标不同权重，从而对ＰＩ的学术影响进行
更为科学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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