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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绩效与学科发展潜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李非凡袁 刘彩娥袁 李永芳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100124）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科研绩效和学科评价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高校利用

已有的数据库资源，定位学校优势学科和潜力学科，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服务。[方法 /过程]本文基

于 InCites 和 ESI 数据库提出一种高校科研绩效与学科发展潜力评价的方法。首先从科研影响力、国际合作

能力、学科产出力三维视角构建评价体系；其次根据数据结果从发文量、论文被引、引文影响力、国际合作、

ESI学科等二级指标全面剖析科研产出和潜力学科；最后形成一套较为全面的评价指标。为了更好的使用该方

法，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进行数据呈现。[结果 /结论]运用本方法可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高校科研绩效与

潜力学科，为学校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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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development, scientific re-

search performance and disciplinary evaluation have been increasingly paid attention. More and more universities

use the existing databases to find their advantageous subjects and disciplines that hav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provide services in their eff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InCites/ESI database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valuation method of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potential. Firstly,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compose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bility and disciplinary output ability. Secondly,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s are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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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citation frequency, citation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

tion and ESI disciplines. Finally, a set of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is formed. In order to make bet-

ter use of this method,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JUT) is taken as an example for data presentation. [Re-

sults/Conclusions] This method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metho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and dis-

ciplinary analysis of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ata for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universities.

ESI; InCites; research output; disciplinary service; evaluation method

1 引 言

2015 年 11 月袁 国务院印发 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曳 [1]袁 以推进中国一流大

学尧 一流学科建设 渊简称 野双一流冶 建设冤遥 在此背景

下袁 很多高校开始关注 野双一流冶 建设遥 2018 年 8 月袁
教育部尧 财政部尧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叶关于高等学

校加快 野双一流冶 建设的指导意见曳 [2]袁 进一步加快

野双一流冶 建设步伐袁 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遥 一流

学科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袁 而一流学科的评价

对一流学科的建设至关重要遥 面对一流学科建设所带

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袁 各高校主动利用科技论文和引

文数据袁 分析学校学科发展现状和学科竞争力袁 探明

优势学科袁 为学校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进行积极的

评价袁 并有针对性地为学科建设提供有效建议遥
国内外对高校科研绩效评价的研究袁 从数据来源

上看袁 有选取Web of Science[3] 渊WoS冤 引文数据库的

数据袁 也有选取ESl[4]和 InCites[5]作为科研学术评价的主

要数据源袁 其优点是数据规范和完整袁 包含各种计量

指标和各学科各年度的国际标杆数据曰 从研究维度视

角来看袁 大部分是单维输入视角袁 即只考量高校科研

产出袁 包括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袁 作为科研能力排

名的重要指标遥 其中袁 MUNOZ[6]用出版物数量衡量科

研产出袁 而且认为这是评估科研产出最常用的措施遥
WANG等[7]将高校科研出版物数量袁 专利数量和知识转移

收入作为科研产出的重要指标遥 SOMBATSOMPOP

等[8]依据 SCI 数据袁 选择发文量尧 引用量等指标对泰国

24 所大学绩效进行评估和排名遥 整体来看袁 针对单维

视角袁 多使用发表论文数作为科研产出重要衡量指

标[9]遥 也有学者从双维视角袁 即从投入-产出视角对高

校科研绩效进行评价 [10]遥 从评价指标上来看袁 不仅仅

要有绝对数量指标袁 还应包括影响力指标袁 设计指标

时应兼顾质和量遥 如邱均平[11]指出世界大学科研竞争

力应该由科研生产力尧 科研影响力尧 科研创新力尧 科

研发展力这 4 个部分构成袁 并下设 7 个二级指标遥 刘

楠[12]构建了基于科研产出尧 学科影响尧 学科发展尧 学

科创新的学科分析报告指标体系遥 白璐[13]从科研生产

力尧 科研影响力尧 载文期刊尧 作者统计尧 国际合作 5

个维度分析了学科发展态势遥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袁 国

内外关于高校科绩效考核的方法研究可分为定性研究

和定量研究两大类 [14]遥 定性研究主要包括同行评议遥
定量研究主要包括文献计量分析法尧 层次分析法袁 数

据包络法等遥 如程艾军[15]运用 ESI 和 InCites 数据对医

学院校学科发展现状进行 SWOT 分析袁 郭银清[16]运用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袁 对高校科研效益综合

评价模型进行了探讨遥 周丽琴 [17]应用元评价的相关原

理对高校科研绩效考核工作进行评估曰 沈立宏[18]提出

基于数据包络的分析方法对地方高校科研绩效进行评

价遥 SALAU[19]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大学科研创新绩效

进行评价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预测遥 段晓梅[20]基于投

入产出两方面建立高校科研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袁
并利用 DEA 对中国高校科研创新绩效进行实证分析遥

总体来说袁 已有研究虽然对高校科研绩效考核进

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袁 但目前中国高校科研绩效考核

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袁 有关评价理论尧 模型与评价方

法等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遥
笔者认为科研影响力尧 国际合作能力尧 学科产出

能力是高校科研创新实力的重要体现遥 基于此袁 从研

究视角上袁 以这三维视角构建高校科研创新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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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体系遥 从研究方法上袁 已有研究大都或运用

InCites 对高校论文产出进行分析袁 或对已进入 ESI 的

学科进行评价袁 笔者创新性的通过多维视角对高校科

研绩效进行评价袁 且对 ESI 学科进行动态评价袁 连续 6

年持续对潜力学科进行跟踪袁 并以作者所在的北京工

业大学为例进行数据呈现遥 期望本评价方法可为高校

科研绩效与学科分析工作提供思路袁 为学校的发展战

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遥

2 分析工具的选定

InCites 是一个基于 WoS 数据建立的科研评价与分

析工具袁 能够方便地对比分析机构总体论文和学术影

响力概况尧 机构优势学科的全球定位等袁 开展与全球

同行机构和学科之间对比分析袁 为研究绩效评价和学

科规划提供客观依据遥
InCites 数据库主界面提供了六大模块袁 ① People

渊人员冤院 分析机构的科研人员尧 科研团体的论文产出

和影响力遥 ②Organizations 渊机构冤院 分析全球各机构

的科研绩效和同行对比遥 ③Regions 渊区域冤院 分析各机

构的国际合作区域的分布遥 ④Research Areas 渊研究方

向冤院 分析机构在不同学科分类体系中的学科布局遥
⑤ Journals尧 Books尧 Conference Proceedings 渊期刊尧 图

书尧 会议录文献冤院 分析文献所发表的期刊尧 图书和会

议录分布遥 ⑥Funding Agencies 渊基金资助机构冤院 分析

基金资助机构的论文资助情况遥
上述六大模块界面都可通过数据库的筛选项进行

设置遥
ESI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评估指标袁 能够对高校的科

研实力和发展趋势进行长期跟踪分析袁 可以帮助高校

查找进入全球前 1%的 ESI 学科数量及 ESI 高被引论

文尧 热点论文及研究前沿袁 准确定位学校及学科在全

球范围的排名遥 如果高校目前还没有学科进入 ESI袁 可

以通过对各学科发文量尧 被引频次等指标综合分析各

学科的发展潜力袁 对那些未来有希望进入 ESI 前 1%的

潜力学科进行预测遥 ESI 是目前被学术界认可的衡量科

学研究绩效尧 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分析评价工具遥

ESI 数据库主要分为 3 个模块院 ① Indicators 渊数据

指标冤院 可根据多个选项来筛选数据集袁 包括 Research

Fields 渊研究领域冤尧 Authors 渊作者冤尧 Institutions 渊机
构冤尧 Journals 渊期刊冤尧 Countries-Territories 渊国家 / 地

区冤尧 Research Fronts 渊研究前沿冤曰 还可以选择不同

的显示结果袁 包括 Top Papers 渊高水平论文冤尧 Highly

Cited Papers 渊高被引论文冤尧 Hot Papers 渊热点论文冤遥
②Field Baseline渊学科基准值冤院 即评价基准线袁 是指某

一 ESI 学科论文的分年度期望被引次数袁 是衡量研究绩

效的基准袁 是帮助理解引文统计的标尺遥 ③ Citation

Thresholds 渊引用阈值冤院 是指在某一 ESI 学科中袁 将

论文按照被引次数降序排列袁 确定其排名或百分比位

于前列的最低被引次数遥
基于 ESI尧 InCites 开展的科研绩效评价尧 优势学

科评估及潜力学科预测袁 不仅拓展了信息服务功能袁
也为学校学科建设与规划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遥

3 评价指标确定

本文围绕科研影响力尧 国际合作能力尧 科研产出

力 3 个维度袁 确定了 3 组 11 个具体指标袁 具体指标如

表 1 所示遥

评价内容 具体指标 

论文被引百分比 

被引次数排名前 10%的论文百分比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CNCI） 

科研影响力 

篇均被引数 

国际合作论文数 国际合作能力 

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 

WoS 论文数 

ESI 高被引论文数 

ESI 高水平论文数 

进入 ESI 前 1%学科数 

学科产出力 

可能进入 ESI 前 1%潜力学科预测 

 

表 1 基于 ESI 和 InCites 的科研产出与学科评价指标

Table 1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and disciplinary evaluation

index based on InCites and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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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研与学科评价方法要要要三维度分

析法

通过 InCites 和 ESI 中的论文数据袁 结合上述评价

指标和学科发展战略需求袁 制定科研产出与学科评价

研究的分析思路袁 具体如图 1 所示遥
4.1 科研影响力分析

科研影响力袁 主要是指高校的科研学术辐射范围

以及获得的关注度遥 主要通过科研论文被引用情况来

揭示遥 具体包括以下指标院 ①论文被引百分比袁 该指

标是指一组出版物中至少被引用过一次的论文占总论

文数的百分比遥 表征了一个机构在某领域的研究有多

少受到关注遥 ②被引次数排名前 10%的论文百分比袁
按领域和出版年统计袁 排名前 10%的论文百分比遥 表

征了一个机构在某领域影响力较高的论文有多少遥
③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渊CNCI冤袁 通过归一化处

理袁 排除了学科尧 文献类型尧 出版年的影响袁 进行不

同规模尧 不同学科混合的论文集的比较遥 表征了一个

机构在某领域科研产出的影响力遥 CNCI 的全球基准值

为 1袁 大于 1 表明被引表现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袁 小于 1

则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遥 通过 CNCI 可以衡量一个学科

的影响力遥 ④篇均被引数院 由 WoS 论文被引总数除以

WoS 收录论文数而得遥
依托 InCites尧 ESI 等数据库袁 按照前文所列指标袁

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袁 给出图示和结论袁 更好的运用

和理解指标含义袁 进行科研产出和学科服务评价的分

析遥
将学科分类体系为 WoS袁 时间为 2015 年至 2019

年进行过滤袁 选择论文被引百分比尧 被引频次排名前

10%的论文百分比尧 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渊CNCI冤 和

篇均被引数这 4 个指标袁 分别对北京工业大学和全国

基准值尧 全球基准值进行分析袁 其中袁 全国基准值是

指论文被 WoS 收录的中国发文作者所在机构论文产出

的平均水平袁 全球基准值是论文被 WoS 收录的全球发

文作者所在机构论文产出的平均水平遥 结果如图 2~ 图

5 所示遥

图 1 基于 InCites 和 ESI 的高校科研绩效与学科发展研究思路

Fig.1 Research ideas on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ary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based on InCites and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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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数据库InCites 数据库
学科产出力科研影响力

论文被引百分比 篇均被引数 高被引论文

热点论文

高水平论文

被引次数排名前 10%的论文百分比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国际合作论文数

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

科研成果分析

国际合作力

完成学科服务分析报告

学科发展评估

ESI 学科发展

相对位置跟踪

进入全球 1%学科 未进入全球 1%学科

阈值差距跟踪

潜力学科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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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5要2019 年北京工业大学论文国际合作百分比

Fig.6 Percentage of BJ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pers from

2015 to 2019

综合图 2~ 图 5 可以看出袁 北京工业大学近 5 年的

整体科研实力表现不凡袁 所发论文的关注度袁 高影响

力论文和篇均影响力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遥
4.2 国际合作能力分析

国际合作能力袁 主要以国际合作论文数和百分比

进行表征遥 ①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表征了一个机构与

国外机构进行合作研究的程度袁 体现了机构的国际化

水平遥 ②国际合作论文数是指包含一位或多位国际共

同作者的论文数遥 这个指标可用来衡量机构的国际合作

程度袁 体现了机构或科研工作者吸引国际合作的能力遥
通过对国际合作能力分析袁 可以看出高校科研成

果是否与国际接轨袁 与哪个国家在哪个领域进行科研

合作袁 进一步挖掘合作伙伴袁 深化国际交流袁 提升自

身学科发展水平遥
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袁 利用 InCites 数据库对其在

WoS 所发的 Article 和 Review 论文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遥
从图 6 可看袁 北京工业大学近 5 年国际合作水平

大幅度增长袁 从国际合作论文上看袁 与 64 个国家和地

区有过合作袁 共计 1 168 家机构袁 发表 2 301 篇国际合

作论文遥 国内与中科院合作论文数最多袁 且被引情况

居于首位遥 国外与美国的合作论文数量最多遥 国际合

作的论文引文影响力显著高于国内合作袁 说明国际合

图 2 2015要2019 年北京工业大学论文被引百分比

Fig. 2 Percentage of BJUT cited papers from 2015 to 2019

图 3 2015要2019 年北京工业大学被引次数排名前 10%的论

文百分比

Fig.3 Top 10% of BJUT cited papers from 2015 to 2019

图 4 2015要2019 年北京工业大学论文引文影响力

Fig.4 Citation influence of BJUT papers from 2015 to 2019

图 5 2015要2019 年北京工业大学论文篇均被引数

Fig.5 Average cited number of BJUT papers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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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合 

作区域 

合作机构及 

发文量/篇 
CNCI 

被引频 

次/次 

高被引论 

文数/篇 
主要合作方向及合作论文数/篇 

中科院（710） 1.76 11 876 36 MATERIALS SCIENCE，MULTIDISCIPLINARY（142）； 

PHYSICS，APPLIED（91）；CHEMISTRY，PHYSICAL（80）；CHEMISTRY，

MULTIDISCIPLINARY（76）；NANOSCIENCE & NANOTECHNOLOGY（71） 

清华大学（270） 1.26 2 618 4 ENGINEERING，CIVIL（57）；MATERIALS SCIENCE，MULTIDISCIPLINARY（55）；

PHYSICS，APPLIED（37） 

哈尔滨工业大学（137） 1.57 1 914 3 BIOTECHNOLOGY & APPLIED MICROBIOLOGY（32）；ENERGY & FUELS（28）；

ENVIRONMENTAL SCIENCES（27） 

北京大学（105） 1.41 1 168 3 CHEMISTRY，PHYSICAL（25）；MATERIALS SCIENCE，MULTIDISCIPLINARY

（23）；CHEMISTRY，MULTIDISCIPLINARY（19） 

中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19） 1.04 1 026 0 MATERIALS SCIENCE，MULTIDISCIPLINARY（30）；CHEMISTRY，PHYSICAL

（17）；PHYSICS，APPLIED（16） 

加利福尼亚大学（58） 1.63 808 0 MATERIALS SCIENCE，MULTIDISCIPLINARY（15）；PHYSICS，APPLIED（7）；

CHEMISTRY，MULTIDISCIPLINARY（9） 

美国能源部（DOE）（47） 2.23 712 2 MATERIALS SCIENCE ， MULTIDISCIPLINARY （ 27 ）； CHEMISTRY ，

MULTIDISCIPLINARY（8）；NANOSCIENCE & NANOTECHNOLOGY（13） 

田纳西大学（40） 1.86 796 1 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 （ 28 ）；NANOSCIENCE & 

NANOTECHNOLOGY（17）；PHYSICS，APPLIED（16） 

德克萨斯大学系统（36） 1.71 613 1 MATERIALS SCIENCE ， MULTIDISCIPLINARY （ 9 ）； CHEMISTRY ，

MULTIDISCIPLINARY（7） 

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61） 1.29 499 0 ENGINEERING，CIVIL（5）；ENGINEERING，ELECTRICAL & ELECTRONIC（5） 

昆士兰大学（47） 1.81 726 0 MATERIALS SCIENCE，MULTIDISCIPLINARY（21）；PHYSICS，APPLIED（16）；

CHEMISTRY，PHYSICAL（13） 

西澳大学（41） 1.98 464 0 MATERIALS SCIENCE，MULTIDISCIPLINARY（20）；MECHANICS（7）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40） 1.37 323 1 MATERIALS SCIENCE ， MULTIDISCIPLINARY （ 12 ）； ENGINEERING ，

ELECTRICAL & ELECTRONIC（10）；CHEMISTRY，PHYSICAL（8） 

曼彻斯特大学（28） 1.25 305 0 MATERIALS SCIENCE，MULTIDISCIPLINARY (7)；PHYSICS，APPLIED（6） 

伦敦大学（17） 4.65 364 2 ENGINEERING，MECHANICAL（5）；THERMODYNAMICS（5） 

英国 

牛津大学（16） 1.40 160 1 MATHEMATICS，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3）；ENGINEERING，

MECHANICAL（2） 

 

表 2 国际合作机构科研产出相关指标

Table 2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indicato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作论文质量高袁 关注度高遥 从研究领域来看袁 除了国

内与哈工大合作发文在环境与能源领域袁 与国外的纽

约州立大学合作发文在土木工程领域外袁 大部分合作

发文研究都集中在材料科学领域 渊表 2冤遥

4.3 学科产出力分析

学科产出力是指高校或科研人员在某一学科领域

的科研论文的产出遥 具体包括 WoS 收录论文数尧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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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论文尧 进入 ESI 前 1%学科数和 ESI 高水平论文

数等遥
通常被 WoS 收录的论文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

学术价值遥 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袁 通

过 WoS 收录论文数来掌握机构发文量袁 可直接反映机

构的科研产力遥 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袁 对其近 5 年发

表的论文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遥 限定时间为 2015要
2019 年遥 图 7 呈现出该校近 5 年所发的 WoS 期刊论文

和会议论文发展趋势遥

ESI 高被引论文是指在过去 10 年发表的论文中袁
被引用次数在该学科处于全球前 1%水平的论文遥 是评

估高校顶级论文的指标遥 ESI 高水平论文数是 ESI 高被

引论文和热点论文取并集后的论文集合遥 进入 ESI 前

1%学科数是根据 ESI 的 22 个学科分类袁 机构近 10 年

来发表的论文总被引次数排在前 1%的学科数遥 该指标

主要用来衡量机构的优势学科遥
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袁 数据截至 2019 年 10 月 22

日袁 全球进入 ESI 的机构总量为 6 081 个遥 北京工业大学

近 10 年间论文被 SCIE/SSCI收录和引用情况如下院 ①论

文量 11 619 篇袁 世界排名 731曰 ②论文总被引 101 124

次袁 世界排名 1 227曰 ③篇均被引次数 8.7 次袁 世界排

名 5 474曰 ④ESI 高被引论文 124 篇袁 热点论文 7 篇遥
北京工业大学已有 4 个学科进入 ESI 学科全球前

1%袁 分别是材料科学尧 化学尧 工程以及环境 / 生态学

科袁 具体指标如表 3 所示遥
在对进入 ESI 学科数的分析时袁 可以分别从进入

ESI 学科排名相对位置追踪和预测可能进入 ESI 全球前

1%的潜力学科两个视角进行深入的分析遥
4.3.1 进入 ESI 学科排名相对位置追踪

连续 6 年跟踪记录北京工业大学进入 ESI 学科的

排名和相对位置遥 其中

相对位置 =(学科机构数－学科排名)/ 学科机构数

相对位置表征该学科在所有进入 ESI 学科机构数

中的位置排名袁 如 90%表示超过了学科中 90%的机构

渊表 4冤遥
4.3.2 可能进入 ESI 全球前 1%的潜力学科预测

ESI 阈值 渊ESI Thresholds冤 是指某学科进入 ESI

全球被引排名前 1%的机构中袁 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序

在最后一位的机构的被引频次袁 即进入 ESI 学科的临

界值遥 用 R 表示某一学科进入 ESI 的相对差距遥
= 渊学科总被引次数－该学科的 ESI 阈值冤

该学科的 ESI 阈值

当 R逸0 时袁 表明该学科已进入 ESI袁 且值越大袁
排名越靠前曰 当 R<0 时袁 绝对值越小袁 表明越接近阈

值袁 进入 ESI 的可能性越大遥
表 5 对北京工业大学有潜力入围 ESI 的 4 个学科

进行比较和预测袁 并计算潜力值 R袁 图 8 是对这 4 个

潜力学科连续跟踪 5 年后的比对结果遥 结合可看袁 生

序号 学科 
WOS 论文数 

/篇 

总引频次 

/次 

篇均被引频次 

/次 

高被引论文数 

/篇 

2019 年 10 月总被引排名 

/机构数/个 

1 MATERIALS SCIENCE  2 381 23 216  9.75 17 308/883 

2 CHEMISTRY 1 591 22 851 14.36 27 621/1 252 

3 ENGINEERING 2 947 20 639  7.00 39 261/1 468 

4 ENVIRONMENT/ECOLOGY  438  4 824 11.01  9 957/1 026 

 

表 3 北京工业大学进入 ESI 学科情况

Table 3 ESI disciplines of BJUT

图 7 北京工业大学 2015要2019 年 WOS 论文发表情况

Fig. 7 BJUT WOS papers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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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生物化学袁 数学均发展较好袁 潜力最大的学科是计

算机科学袁 在 2018 年已与阈值基本持平袁 2019 年超过

阈值袁 由于 ESI 和 InCites 数据库更新时间节点不同袁

所以在 ESI 中仍未显示进入 ESI 学科袁 但不久的将来

就会入围全球前 1%的学科袁 成为北京工业大学第五个

ESI 学科遥

学科 MATERIALS SCIENCE CHEMISTRY ENGINEERING ENVIRONMENT/ECOLOGY 

排名/机构数/个 308/883 621/1 252 261/1 468 957/1 026 2019 年 10 月 

相对位置/% 65.1 50.4 82.2 6.73 

排名/机构数/个 322/835 671/1 209 315/1 396 / 2018 年 11 月 

相对位置/% 61.4 44.5 77.4 / 

排名/机构数/个 337/792 744/1 169 385/1 304 / 2017 年 9 月 

相对位置/% 57.4 36.4 70.5 / 

排名/机构数/个 333/767 848/1 143 438/1 267 / 2016 年 9 月 

相对位置/% 56.6 25.8 65.4 / 

排名/机构数/个 349/726 927/1 083 482/1 184 / 2015 年 11 月 

相对位置/% 51.9 14.4 59.3 / 

排名/机构数/个 383/713 957/1 062 482/1 184 / 2014 年 9 月 

相对位置/% 46.3 9.9 52.9 / 

 

表 4 北京工业大学近 4 年进入 ESI 学科排名及相对位置情况

Table 4 ESI disciplines ranking and relative positions of BJUT in recent four years

ESI 学科 2009—2019 年发文量/篇 CNCI 总被引频次/次 ESI 阈值 ESI 潜力值（R） 

PHYSICS 1 687 0.71 13 287 20 985 -0.37           

BIOLOGY & BIOCHEMISTRY  367 1.19  5 294  6 538 -0.19           

COMPUTER SCIENCE  673 1.08  4 731  3 555  0.33           

MATHEMATICS  704 0.93  3 034  4 431 -0.32           

 

表 5 北京工业大学有潜力入围 ESI 学科预测

Table 5 Potential ESI disciplines prediction of BJ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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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The gap between potential ESI disciplines and threshold of BJ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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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和建议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袁 借助 InCites 和 ESI 数据库

助力高校学科服务研究袁 通过对高校科研产出和学科

发展方法的研究袁 制定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袁 提出一

套分析思路与方法袁 并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进行详细

说明遥
尽管该评价方法比较合理袁 且简便易操作袁 但是袁

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遥 如在做出合理科学的决策时袁 决

策者需要系统掌握各种相关数据袁 数据源是一切分析

工作的开始遥 尽管 ESI尧 InCites 是现今世界公认的衡

量科学研究绩效尧 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

工具袁 但其基础数据都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袁
而这一数据库对文献的搜集尧 学科的选择是有所侧重

的遥 所以仅以这一个数据源做学科分析和评价袁 会存

在 野信息孤岛冶 的问题遥 因此袁 引入多源异构数据库

显得尤为必要遥 但在整合数据时袁 各个平台的统计口

径尧 学科映射又存在着差异遥 数据处理和清洗需要高

级数据挖掘技术遥 引入高效尧 简便的数据处理技术袁
再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尧 归一化处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遥 所以今后开展学科服务评价时袁 引入和整合更多

的多元异构数据是一大难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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