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叫“影响因子”？ 

                                               夏沙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攻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或是一个正在从

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抑或是一个正在进行科学传播的科普人士，你将不

可避免地会与一个学术指标打交道，那就是：影响因子（英文：Impact 

factor、缩写：IF）。 

如今的影响因子已经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从事学术或相关活动的

人，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可以说它不重要，大多数学术人员或机构都已经

无法忽视它的存在，甚至在国内影响因子已经成为了学术评价、学生毕

业、职称评定、文献研究、期刊评价等等的重要指标，那么到底什么是影

响因子呢？ 



 

一、影响因子的定义 

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定义来讲： 

影 响 因 子 是 美 国 科 学 情 报 研 究 所 （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 ISI）每年出版的《期刊引用报告》（JCR，全称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上的一项数据，指的是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

时期被引用的频率，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由美国科

学情报研究所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博士（Eugene Garfield）在 1960 年

代创立。其中的科学引文索引，即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

诞生于 1964 年，是最知名的文献检索工具之一。 

 

Eugene Garfield (September 16, 1925 – February 26, 2017) 



ISI 自创立之初就建立起了严格的期刊遴选标准和流程，并在美国费

城总部设立了由各领域专业人员构成的编辑发展部专门负责期刊的遴选

和评审工作，五十多年来坚持一贯而严格的选刊标准，遴选全球最高质

量的学术期刊，目前最新的引用数据已经涵盖了 80 个国家、234 个学科

的 11655 种期刊(据 2018 年 JCR)。 

1997 年，Thomson 公司将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创立于

1964 年)，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创立于 1973 年) 以

及 A&H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创立于 1978 年）数

据库整合，利用互联网开放环境，创建了网络版的多学科文献数据库—

—Web of Science。2016 年 7 月，Onex Corporate 与 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 完成了对 Thomson Scientific 的收购，并将其更名为科睿

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 



 

 

科睿唯安旗下的网站 Web of Science 包含的常见数据库有如下几个： 

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2.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3.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CPCI，原名 ISTP) 

4.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 

5.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 

6. Book Citation Index (BCI) 



 

而被 Web of Science 收录的期刊需要满足以下四项标准要求： 

1、期刊出版标准 

包括期刊出版的时效性、国际编辑惯例、英文文献编目信息、同行评

议过程和出版伦理等。严格的同行评议是保证出版质量的重要手段，非

自然的刻意自引或互引有悖于出版伦理，这些都是编辑发展部专业人员

在期刊遴选时重点关注的方面。 

2、编辑内容 

编辑发展部的专业人员会评估期刊的发表内容是否是该领域中高质

量的学术成果，是否能丰富数据库中的已有内容，或是否这个研究课题

已有多个期刊涉及。 

3、国际多样性 

对于面向全球的国际期刊，会从作者、编委、期刊的引用者考察其国

际多样性，面向特定地区的区域性高质量期刊也会被评估后入选。 

4、引文分析 

通过所建立的引文数据库，编辑会得到许多引文数据。这些数据有助

于确定对研究团体最重要、最有用和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编辑还会通

过对引文数据的分析衡量它的应用，通过衡量它的应用确定它的重要性

和影响力。 



对于已被 Web of Science 收录的期刊，也会应用上述标准进行持续

监测和评估，达不到上述标准的期刊将会被中断收录。被中断收录的期

刊一般可在 3 年后重新申请收录，若经评估达到收录标准将被重新收录。 

从具体的数值定义来讲： 

影响因子=该刊前 2 年所发表的论文在第 3 年被引用的次数/该刊 2

年内所发表的论文总数。 

举例来说，某期刊 2018 年影响因子的计算方式为： 

本刊 2017 年的文章在 2018 年的被引次数：48；本刊 2017 年的发

文量：187 

本刊 2016 年的文章在 2018 年的被引次数：128；本刊 2016 年的发

文量：154 

本刊 2016-2017 的文章在 2018 年的被引次数总计：48+128=176 

本刊 2016-2017 年的发文量总计：187+154=341 

本刊 2018 年的影响因子：176÷341=0.5161 



 

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影响因子在科技期刊评价方面的优点是不容忽视的，它深受文献检索

机构、科技信息中心以及期刊管理部门的青睐，并广泛应用于科研管理、

文献研究、馆藏资源评价及科技期刊评价。影响因子是一个量化和半质

化的指标，该指标用论文平均被引率反映了某期刊近期在科学发展和文

献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能客观反映该期刊近年来的学术影响力。一般认

为，影响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期刊被使用的真实客观情况，可以较公平

地评价各类学术期刊，通常一种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其发表的文献被

引用率越高，一方面说明这些文献报道的研究成果影响力越大，另一方

面也反映该刊物的学术水平越高。它不仅是一种评价期刊有用性和显示

度的指标，而且也是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当



然，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比较一般只适用于这个学科内部，不能对不同

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进行简单类比。 

就绝大多数的基础科学研究而言，在什么样档次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便具有什么样档次的水平，一目了然，一般不再需要额外鉴定。如果研究

成果不是在国际知名的 SCI 或 SSCI 刊物上发表，便很难被认为是国际水

平的。发表 SCI 或 SSCI 论文也是大多数重点高校博士生取得博士学位的

必要条件，多数高校甚至还要规定论文发表期刊的具体的影响因子水平、

作者排序和发表数量，容不得半点含糊。发表高影响因子的 SCI 或 SSCI

论文也往往是在学术领域获得荣誉、得到升迁、有话语权的金标准、硬道

理，各大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也往往必须根据 JCR 提供的数据制定

期刊引进政策；论文作者也往往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决定投稿方向；

发表高水平的、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也是联系出国深造时使国外导师了解

自己的最好方式。 

 

二、尴尬的中文期刊 

在我读博士期间，我们的导师所要求我们看的文献，基本都来自我们

这个领域的顶级或二级英文期刊，每次的组会文献分享，也基本要求我

们要从这些顶级期刊找论文，即便我们所找的文献来自比较一般的英文

期刊（一般的评价指标就是影响因子），都会被导师批评准备得不够认

真，更遑论中文期刊。虽然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初稿里引用了一两篇中文



期刊论文，但是在被导师修改时看到以后，也都被导师暗示删掉或者替

换了。为了符合学位申请的要求，在论文投稿时，我们也往往被导师要求

写成英文并积极向高影响因子的 SCI 期刊投稿，只有硕士研究生的最低

毕业要求才是只需要发表中文期刊即可。我相信大部分的理工科硕士生、

博士生应该跟我存在着一样或者类似的经历。 

这就是中文期刊所面临的尴尬现实。虽然中文期刊有核心期刊与非核

心期刊之分，但是即便是所谓的核心期刊，也往往很难找到质量较高的

文献，事实上那些有一定质量的研究往往已经优先发表在英文期刊甚至

是 SCI 或 SSCI 英文期刊上了，中文期刊往往沦为硕士研究生混个毕业拿

学位，事业单位员工混个论文评职称的无奈选择。大多数中文期刊的研

究质量令人失望，没有任何新意的重复性研究、假阳性研究、验证性研究

（即所谓的 me too 研究）比比皆是，实验设计与统计方法往往惨不忍

睹，大段抄袭与数据造假普遍存在，所谓的影响因子其实也并不为国际

上所认可，即便是在中国学术界，中文期刊的地位也是非常边缘化的。事

实上与其咒骂学术界的“崇洋媚外”，不如先努力提高中文期刊文章的质量

和影响力，真正发表出能被国际科学界接受的研究结果，那才是解决中

文期刊尴尬现状的根本办法。 

中文期刊的影响因子分为复合影响因子与综合影响因子，两者都和

SCI 期刊的影响因子统计方法相同，即影响因子=该刊前 2 年所发表的论

文在第 3 年被引用的次数/该刊 2 年内所发表的论文总数。其中，复合影



响因子以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献、会议论文

统计源文献为复合统计源文献计算；综合影响因子以科技类期刊及人文

社会科学类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计算，两者的区别在于统计范围的不同，

复合影响因子的统计范围不仅包含期刊，还包含了博硕士论文和会议论

文。 

但是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说的影响因子，指的是 SCI 或 SSCI 杂志的影

响因子，是全球公认的，也是最权威的评定标准。以 2017 年的 JCR-

S2017 数据为例，全球共有 8996 种 SCI 期刊，中国仅有 233 种杂志入

选了 SCI（包括港台，不等于中文期刊，多数是英文期刊）。而我们口

中的"中文期刊影响因子"，不论是复合影响因子，还是综合影响因子，

其实都不能代表真正的 SCI 期刊的影响因子，而是国内《中国科学文献

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等机构，为了给国内杂志进行分级而制订的标准，

就评价能力而言仅适用于国内，更不能跟收录标准非常严格的 SCI 杂志

的影响因子等同视之。 

 

三、如何科学看待“影响因子” 

2012 年，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与部分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商发起

并起草了《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号召科学地衡量、准确地评估科学

产出，停止使用单一的影响因子来评估科学家个人的科研成果。《旧金



山科研评估宣言》表示，影响因子创立之初是帮助图书管理员判断采购

哪些期刊工具，而不是用来衡量论文科学质量的；评估科研要基于“研

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截止至 2017 年，全球已有 

12719 位个人、859 家机构签署该宣言。 

这个《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对于目前的“唯影响因子论”而言确实具

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与批判了那些只追求影响因

子，却丧失了科研成果本身的科学价值的现象（如科研上的“广告增

刊”、“灌水论文”），强调了对于科研本身科学价值的呼吁。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矫枉过正，认为从此可以抛弃“影响因子”，甚至对

强调影响因子的人进行冷嘲热讽，而是应该明白： 

首先，不单纯以影响因子评估论文科学质量只是一种大方向上的指

导原则，是为了矫正“唯影响因子马首是瞻”的行为，避免教条主义，但

这并不等于科学共同体认为影响因子不重要，更不等于学术界已经否定

了影响因子的评价能力。对于绝大多数论文而言，影响因子的评价指标

依然具有第一等的指导意义，发表 SCI 论文的多少和论文被引用率的高

低，就目前而言依然是国际上通用的评价基础研究成果水平的标准，依

然是毕业、招聘、考核、评奖的重要指标，也是目前最公开、公正、公

平的评价指标，在没有更好办法的前提下，如果不按这个标准来，恐怕

只会在本来就已经乌烟瘴气的学术界滋生更多的学术腐败。 



其次，目前而言真正可以不谈影响因子，只谈“研究本身价值”的论文

是极少数，且正在显著减少。为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以国内为

例，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投稿的绝大多数的研究论文，在投稿之前，基本

都已经对自己的研究水平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即以这篇文章的质量是

可以投到 CNS 这样的顶级期刊上，还是投到自己所在领域的二级期刊

上，还是一般的 SCI 期刊上，还是只能投国内的中文期刊上，自己其实

早已是心中有数的，并且由于目前科研考核标准的影响，基本不存在高

质量的研究，却往非 SCI 的中文期刊上投稿的奇葩现象（除非是那些只

能用汉语进行研究的领域），那些具有“研究本身价值”的文章，也往往

绝大多数只出现在影响因子更高、期刊级别更高的杂志上。那些影响因

子很低甚至没有影响因子，“研究本身价值”却极高的论文，不能说从未

出现，但在现实中确实是凤毛麟角。 

最后，对于某篇具体的论文而言，可以忽视影响因子的前提是该研

究本身的原创实验立意、实验设计水平、数据统计方法、图表结论呈

现、实验结果分析等等符合科学研究规范，实验结果真实可信，实验结

论能被数据支持，在未来的时光里，实验结果也能被其他研究机构根据

该论文提供的实验方法所重复，这样的论文才有资格说影响因子不重

要，也才有资格说自己有“研究本身的价值”。如果你的论文本身连一篇

像样的论文都算不上，能发表出来都是靠着城墙一般的脸皮，又哪来的

资格谈什么“影响因子不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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