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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量异常下降背景下期刊有效信息密度测度研究∗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

□俞立平

　　摘要　近十年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核心期刊和经济管理类期刊的载文量出现

异常下降现象,这可能会降低学术期刊的有效信息量.针对此问题,文章提出采用新扩散因子、
关键词指数、载文量三个指标标准化后进行调和平均来反映期刊信息密度,提出期刊信息密度因

子指标,并运用相关系数、回归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的统计方法对指标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

明:学术期刊信息密度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是一个较好的评价指标,与

影响因子不相关,与h指数和载文量正相关,且服从正态分布;期刊评价指标设计应该具有动态

防人为操控的功能.
关键词　载文量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　影响因子　h指数

分类号　G３０２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４

１　引言

近１０年来我国CSSCI核心期刊载文量出现了

持续下降现象(见图１).自CSSCI核心期刊产生以

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大致呈现了两个发展阶

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其特点是载文量总

体处于上升态势,从１９９８年的６７８０５篇增加到２００９
年的１５００６９篇,平均每年增长７４９％;第二阶段是

从２０１０年至今,载文量持续下降,２０１９年载文量为

１１９８６６篇,平均每年下降２２２％.
经济管理类论文发展规律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

期刊基本相同.经济管理类论文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载文量总体处于上升态

势,从１９９８年的２１６０７篇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８１０２
篇,平均每年增长７５５％;第二阶段是从２０１０年至

今,载文量持续下降,２０１９年载文量为３２３９７篇,平
均每年下降３８８％.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持续增加

的情况下,载文量下降是不正常的.根据教育部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９年我国人

图１　CSSCI核心期刊和经济管理类期刊载文量变化态势

文社会科学研发经费为５４６３亿元,研究人员为

４２５９３９人,２０１８年研发经费为１９０５４亿元,研发

人员为７６４２３５人,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１３３１％
和６０２％,均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由于广大高等院

校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力量,在人

文社会科学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无论是 CSSCI
期刊论文还是经济管理类期刊论文均同步下降,这
进一步说明其中包含着人为的因素,是一种异常

现象.
研究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及其测度问题非常重

要.所谓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就是单位版面内期

２９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术评价与创新绩效评价问题研究”(编号:１９FTQB０１１)和浙江省一流学科 A类项目(浙江工商大学统计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成果之一.
俞立平,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９０７９Ｇ１１６５,邮箱:yvliping＠１２６．com.



2
0

2
0

年
第4

期

刊学术论文知识和信息量的平均大小.在学术期刊

版面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载文量下降意味着论文篇

幅变长,总体上反映了期刊信息密度的下降.当然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只局限于宏观层面,对于微观

而言,决定单篇论文信息量的完全是其内容,与篇幅

长短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载文量下降背景下,研
究期刊的信息密度测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有利于补充完善现有学术期刊信息密度测度指

标的不足;(２)分析信息密度指标与其他文献计量指

标之间的关系,丰富学术期刊评价理论;(３)有利于

防止人为降低信息密度现象,稳定载文量,促进学术

期刊健康发展.
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最早是指每个印张的平均

论文数量.１９９４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五大

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其中信息密度是

指每个印张刊载结构、概念完整的文章数量的多少,
规定信息密度在５篇/印张以上才可评为优,低于３
篇/印张则列为不合格.这项规定当时对于期刊载

文量增加有显著影响,随着这项规定逐渐被废除,一
直到２００９年前后,这种影响才逐渐消除.

当时对信息密度的界定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何

英、李育琪等通过对版心尺寸进行修正进一步优化

了版面信息密度评价指标[１].孙景峰认为学术期刊

的信息密度是测定期刊输出能力和生产率的一个基

本依据,是评价期刊有用性的主要指标之一,但每印

张论文数量并不科学[２].李晓红、冯保初指出过分

强调信息密度,限制论文篇幅,影响论文完整性,不
利于阅读和引用,对学术风气也有不良影响[３].赵

均认为信息密度不能作为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中的定

量指标来使用,但是用作定性指标还是非常有意义

的[４].王蔚良、陈咏梅认为文章的长短与其学术质

量没有一个必然关系,不同学科和不同体裁的论文

篇幅也有差异[５].
针对近年来学术期刊出现的载文量下降现象,

李睿认为论文的核心在论证,所以应该关注论证质

量,而不是刻意增加篇幅[６].许力琴、顾黎等认为载

文量减少而页码不变,会使期刊的信息密度减少,从
而渐渐演变成虚肿的、隐形的“亚健康”状态,一些期

刊通过压缩载文量、做小分母来增加影响因子是不

对的[７].鉴于信息密度存在的问题,方润生提出了

科技期刊有效信息密度的概念,分析了科技期刊有

效信息密度、期刊目标、读者需求之间的关系[８].史

春薇、赵杉林等根据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介绍了有

效信息和无效信息的概念,分析了产生无效信息的

原因,主要有中英文摘要过长、推导过程太详细、专
业应知应会的知识介绍过多、科研背景介绍过多、参
考文献过多和图表加英文标题[９].李世涛认为论文

的学术水平高,出版周期短,可读性强,信息含量就

高,编辑 的 责 任 感 和 高 素 质 是 扩 大 信 息 量 的 保

证[１０].曾绍伦、陈于后等研究了信息密度指标与已

有期刊评价结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密度指

标与期刊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和篇均页数均呈现

负相关关系[１１].
从现有的研究看,关于信息密度问题的相关研

究主要是早年国家提出信息密度考核规定后不久,
一些学者开展的相关领域的研究,随后此类研究逐

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近年来期刊载文量的下

降,学术界重新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对于单纯用每

印张论文数量衡量信息密度的作法,学术界总体上

持反对态度,认为其不能很好地反映信息密度,其负

面效应较大.还有一些学者从广义有效信息密度的

角度进行了一些分析,但缺乏定量研究.总体上在

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１)摈弃每印张论文数量

作为信息密度指标,却没能提出更好地反映信息密

度或有效信息密度的指标;(２)在载文量异常下降的

背景下,迫切需要引入期刊有效信息密度考核指标,
以防止载文量异常下降现象日趋严重;(３)如果设计

出期刊有效信息密度考核指标,有必要分析其与其

他文献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该指标的适用

条件和注意事项作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例,基于中国知网

(CNKI)的引文数据,根据期刊扩散情况、关键词数

量和载文量,提出一个新的反映期刊有效信息密度

的指标———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然后分析其与其他

文献计量指标的关系,并对其适用条件进行了讨论.

２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提出的原因及其原理

２１　近年来期刊载文量下降原因及危害分析

期刊载文量持续下降的原因,很大程度是为了

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是用学

术期刊过去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年度的被引次数除

以载文量.由于分母是载文量,因此人们误认为只

要筛选出优秀论文,另外适当降低载文量,就能提高

影响因子.这是影响因子操控现象之一,是不道德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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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拉加(FalagasM E)和阿莱克西欧(Alexiou
VG)系统归纳了影响因子操控的行为,包括学术宣

传、引用干涉、拒绝消极研究、增加综述论文、喜欢合

著者多的论文、拒绝隐藏摘要研究、发表热门话题论

文、喜欢名家论文等等[１２].俞立平、宋夏云等基于

情报学 期 刊 的 研 究 发 现,载 文 量 与 影 响 因 子 无

关[１３].刘晨霞、张昕等对涉农类科技期刊的研究发

现,对载文量较小或较大的期刊而言,影响因子与载

文量正相关,对载文量中等的期刊而言,影响因子与

载文量呈负相关,但拟合优度并不高[１４].
降低载文量是否能提高影响因子,本质上取决

于学术期刊是否能够筛选出优秀论文.如果学术期

刊因为载文量的限制剔除的那些论文已经达到了发

表要求,那么降低载文量不仅不能提高影响因子,反
而有可能降低影响因子.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

平提升很快,期刊稿源非常丰富,那么这种情况出现

的概率就非常高.而我国目前即是这种状况,作为

具有一定研究质量的CSSCI核心期刊,其论文录用

率总体偏低.
撇开载文量与影响因子的关系不谈,人为降低

载文量还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１)迄今为止,通过

载文量操控影响因子的行为主要存在于中国,国外

尚未见报道,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声誉;
(２)在相同版面下,人为降低载文量牺牲了期刊的知

识和信息含量,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也
是学术期刊缺乏社会责任的体现.对于单篇论文而

言,在保证论证完整性的前提下,论文篇幅加长并不

能增加信息量,信息密度反而会降低;(３)我国人文

社会科学期刊办刊资源和办刊能力总体上比较丰

富,如果说２００９年论文达到高峰时办刊资源尚显不

足的话,那么经过１０年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得到了

根本改善.人为降低载文量,本质上是对办刊资源

的一种浪费.

２２　简单用论文篇幅来衡量信息密度的缺陷

传统采用每印张论文数量衡量期刊信息密度之

所以受到学术界反对,主要有以下原因:(１)学术论

文的信息量或者知识含量主要是由其内容决定的,
论文篇幅虽然某种程度上能反映一定的问题,但毕

竟有限;(２)人为限制信息密度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

种:一是人为延长论文的长度,降低信息密度;二是

将长篇论文分为两篇论文发表,同样降低信息密度;
三是缩小论文长度,表面上能提高信息密度,但可能

导致论文论述不够全面,影响论文质量.不管什么

方式,都是强行用形式来影响内容,均不可取;(３)期
刊信息密度受学科发展速度影响,此外不同学科期

刊的信息密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宜一概而论;(４)
用传统论文篇幅指标衡量信息密度,信息密度并非

越大越好,如果精简过多,导致论文难以看懂,这也

影响了信息和知识传播,本质上还是会降低信息密

度;(５)我国学术期刊属于准公共物品,论文篇幅本

质上应由作者和学术共同体决定,作为期刊主管部

门,本不应加以干预,除非学术期刊出现市场失灵

现象.
综上所述,不宜直接采用载文量、论文平均篇

幅、每印张论文数量等简单指标衡量学术期刊的信

息密度.

２３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原理

(１)期刊关键词视角

对于某一学术期刊而言,关键词数量越多,说明

其涉及的领域越广阔,拥有的信息密度越大.
当然不同期刊的办刊风格不同,有的期刊在某

一相对较窄的领域内展开研究,拥有较少数量的关

键词,有的期刊在相对较宽的范围内研究,拥有更多

的关键词.从研究问题和话题的角度,一般而言,拥
有更多关键词的期刊信息密度较大.当然,关键词

也只是衡量信息密度的一个方面,两篇论文关键词

相同,长度相同,信息密度也可能相差较大,完全取

决于论文内容,由于尚没有很好的指标能直接反映

内容,所以本文暂时从关键词的视角进行一些探索.
本文提出一个新的指标———关键词指数 KW,

即用期刊关键词数量除以载文量.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期刊,其关键词数量总体

上偏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做到同类可比,即在评

价时注意必要的细分,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这个问题.
(２)期刊论文扩散视角

期刊论文发表后,从被引用期刊角度也可以反

映其信息密度.弗兰森(FrandsenTF)提出新扩散

因子(NewJournalDiffusionFactors,NJDF),即用

期刊被引用刊数除以期刊载文量[１５].一般而言,期
刊论文发表后,引用其论文的往往是同学科的期刊,
此外还有一些相近学科的期刊.对于人文社会科学

而言,由于中国学科分类相对较细,因此引用期刊所

跨学科相对就会多一些.比如美国将经济管理学科

分为一个学科———经济学与商学,而我国分为理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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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应用经济、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

理、农林经济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许多分

支学科.
不同期刊的办刊风格、选题范围、重点内容相差

较大,某一期刊论文被引用刊数越多,说明该期刊覆

盖的学科领域越大,研究内容越广泛,相对而言就拥

有更高的信息密度.之所以不用扩散因子表示信息

密度,因为扩散因子是期刊每１００次引用所涉及的

期刊数,从引用角度看,许多引用信息是重复的,难
以衡量信息密度.

(３)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提出

基于以上分析,采用关键词指数、新扩散因子与

载文量同时衡量信息密度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本文

基于并联电路的原理,采用调和平均数来计算期刊

信息密度因子.关键词指数、载文量和新扩散因子

均可以用来测度信息密度,前两个是来源指标,第三

个是引用指标,三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期刊信息密

度因子的大小,但是其作用机制并不清晰,传统加权

汇总的评价方法并不合适,因此采用并联电路计算

电阻的原理来计算其共同效果即期刊信息密度因子

的大小是合适的.
由于期刊信息密度因子计算时,原始指标关键

词指数、载文量和新扩散因子的量纲并不相同,因
此,首先要进行归一化处理,采用极大值方法进行标

准化:

KW′i＝
KWi

max(KWi)

NJDF′i＝
NJDFi

max(NJDFi)

P′i＝
Pi

max(Pi)

(１)

这样期刊信息密度因子JIDF(JournalInformaＧ
tionDensityFactor)就是:

JIDF＝
１

１
KW′＋

１
NJDF′＋

１
P′

(２)

３　研究数据与实证结果

３１　研究数据

本文以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版 CSSCI核心期刊中的

７０种经济学期刊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据来自中

国知网(CNKI)的引文数据,可以检索到一定时间范

围内的期刊关键词数量、被引刊数、载文量,这样可

以计算关键词指数和新扩散因子,进而计算出期刊

信息密度因子.为了分析期刊信息密度因子与其他

文献计量指标的关系,进一步检索出影响因子、h指

数.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必须界

定同一时间范围,因此本文载文量时间范围为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被引量即统计年度为２０１８年.各变量

的描述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描述统计

统计量

期刊信息

密度因子

JIDF

影响因子

IF

h指数

H

载文量

P

均值 ０．１４９ ６．３２２ ２６．５２９ ２４６．７７１

极大值 ０．２０５ １８．７９３ ６６．０００ ６１５．０００

极小值 ０．０８３ ２．６４３ １１．０００ ７６．０００

标准差 ０．０２９ ３．０３８ ９．５７３ １１８．３８７

n ７０

３．２　实证研究结果

３．２．１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计算

经济学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计算结果如表２所

示,排在前面的期刊是«经济纵横»«农业经济问题»
«经济研究»«现代经济探讨»«中国工业经济»等.作

为经济学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经济研究»排第３
位,主要原因是其新扩散因子排第８位,载文量排第

１０位,但关键词指数不高,仅排６６位.在传统的

CSSCI评价中«经济研究»肯定排在第一,但这主要

是从期刊影响力角度进行排序的,本文排序不一致,
恰好说明信息密度因子提供了期刊的一些新的

信息.
表２　经济学期刊信息密度因子及其构成排序

期刊名称
关键词

指数

排

序

新扩散

因子

排

序
载文量

排

序

信息密

度因子

排

序

经济纵横 ３．３６６ ３８ １．４２６ ２４ ４２３ ６ ０．２０５ １

农业经济问题 ３．６６４ １３ １．６１４ １４ ３２１ １４ ０．２００ ２

经济研究 ２．７８８ ６６ １．８０４ ８ ３７２ １０ ０．１９９ ３

现代经济探讨 ３．４１９ ３２ １．３２６ ３０ ３９６ ８ ０．１９６ ４

中国工业经济 ３．５８２ ２０ ２．２９３ ３ ２３９ ３４ ０．１９２ ５

经济问题 ３．０１９ ５７ １．１５０ ４２ ５１５ ４ ０．１９０ ６

经济与管理研究 ４．０６８ ８ １．２９９ ３３ ３０８ １５ ０．１８８ ７

经济学家 ３．１１４ ５３ １．７３１ ９ ２９０ ２１ ０．１８７ ８

农村经济 ３．０１７ ５８ １．０８５ ４８ ４８４ ５ ０．１８３ ９

财经研究 ３．６２５ １６ １．５４２ １６ ２６４ ２９ ０．１８１ １０

经济学动态 ３．３２８ ４０ １．３７４ ２７ ３０５ １６ ０．１８１ １１

财经问题研究 ４．２２０ ４ ０．９３９ ５９ ４１３ ７ ０．１８０ １２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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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关键词

指数

排

序

新扩散

因子

排

序
载文量

排

序

信息密

度因子

排

序

金融研究 ３．０７３ ５５ １．４８３ １９ ３０２ １７ ０．１８０ １３

宏观经济研究 ３．２７３ ４４ １．１１１ ４６ ３８８ ９ ０．１７９ １４

经济问题探索 ３．１０２ ５４ ０．９４６ ５８ ５１９ ３ ０．１７６ １５

上海经济研究 ３．４５０ ２８ １．２３７ ３６ ３００ １８ ０．１７５ １６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３．８８７ １１ １．２０１ ３７ ２８４ ２３ ０．１７５ １７

农业技术经济 ３．６４１ １４ １．１７４ ３９ ２８１ ２４ ０．１７０ １８

财贸经济 ３．４２１ ３１ １．４８３ ２０ ２４０ ３３ ０．１７０ １９

财经科学 ３．２５９ ４５ １．３１５ ３１ ２７０ ２８ ０．１６９ ２０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３．４５６ ２７ ０．９９１ ５３ ３３８ １３ ０．１６６ ２１

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
３．３７８ ３７ １．５９４ １５ ２１７ ３９ ０．１６５ ２２

经济社会

体制比较
３．２０８ ５０ １．４９６ １７ ２２６ ３８ ０．１６３ ２３

财政研究 ２．９１２ ６３ １．４９４ １８ ２３９ ３５ ０．１６２ ２４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６７２ ６７ １．０６２ ４９ ３５４ １２ ０．１６１ ２５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９９５ ６０ １．９２４ ５ １９７ ４４ ０．１５９ ２６

当代财经 ３．４６２ ２４ ０．９６９ ５７ ２９２ ２０ ０．１５７ ２７

世界经济 ３．２９２ ４２ １．６１５ １３ １９２ ４７ ０．１５５ ２８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８８２ ６４ １．１５３ ４０ ２６２ ３０ ０．１５４ ２９

商业经济

与管理
４．０６９ ７ １．１５２ ４１ ２０４ ４３ ０．１５１ ３０

经济理论与

经济管理
３．２８２ ４３ １．３０６ ３２ ２０６ ４２ ０．１５１ ３１

南方经济 ３．４０７ ３５ １．３９２ ２６ １９４ ４６ ０．１５１ ３２

经济经纬 ３．５０８ ２２ ０．８５３ ６３ ２９９ １９ ０．１５０ ３３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学报
４．１７３ ６ １．１１７ ４４ １９７ ４５ ０．１４８ ３４

商业研究 ３．５４７ ２１ ０．６３９ ６９ ５３７ ２ ０．１４８ ３５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９３５ ６２ １．２４７ ３５ ２１５ ４０ ０．１４７ ３６

财贸研究 ３．２２４ ４８ １．００４ ５２ ２３７ ３６ ０．１４６ ３７

亚太经济 ３．２０８ ４９ ０．９７１ ５５ ２４５ ３２ ０．１４５ ３８

现代财经 ３．６３５ １５ １．０４８ ５０ ２０８ ４１ ０．１４４ ３９

财经理论

与实践
３．３６１ ３９ ０．８３９ ６４ ２７４ ２５ ０．１４４ ４０

财经论丛 ３．４５８ ２５ ０．７８５ ６５ ２８８ ２２ ０．１４２ ４１

国际贸易 ３．００７ ５９ ０．８６１ ６２ ２７３ ２６ ０．１４１ ４２

江西财经

大学学报
３．４１０ ３４ １．４３４ ２３ １６６ ５０ ０．１４１ ４３

改革 １．４１２ ７０ １．４５６ ２２ ３６２ １１ ０．１３７ ４４

国际经贸探索 ３．４１６ ３３ １．０８６ ４７ １８５ ４８ ０．１３７ ４５

广东财经

大学学报
５．３７６ １ ２．４１９ ２ １１７ ６３ ０．１３６ ４６

金融论坛 ４．２６０ ３ １．２４７ ３４ １５４ ５２ ０．１３６ ４７

当代经济科学 ３．８８６ １２ １．３３６ ２９ １４９ ５３ ０．１３４ ４８

经济学

(季刊)
２．８８０ ６５ ２．６１７ １ １３３ ５５ ０．１３３ ４９

期刊名称
关键词

指数

排

序

新扩散

因子

排

序
载文量

排

序

信息密

度因子

排

序

经济评论 ３．６１２ １８ １．８３６ ６ １３４ ５４ ０．１３３ ５０

当代经济研究 ３．１１４ ５２ ０．７３５ ６７ ２７２ ２７ ０．１３３ ５１

保险研究 ３．４５６ ２６ ０．７０８ ６８ ２５０ ３１ ０．１３０ ５２

证券市场导报 ３．０３４ ５６ ０．７８０ ６６ ２３６ ３７ ０．１２９ ５３

国际商务 ３．２３４ ４７ １．１２７ ４３ １５８ ５１ ０．１２７ ５４

产业经济研究 ４．２８３ ２ １．６４２ １１ １２０ ６１ ０．１２５ ５５

中国农村观察 ３．４４１ ２９ ２．０００ ４ １１８ ６２ ０．１２４ ５６

上海财经

大学学报
４．０００ ９ １．３９８ ２５ １２３ ６０ ０．１２２ ５７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９６０ ６１ １．８０６ ７ １２４ ５９ ０．１２２ ５８

中国经济问题 ３．４６５ ２３ １．３６４ ２８ １２９ ５８ ０．１２１ ５９

金融经济学研究 ３．２９３ ４１ １．１９５ ３８ １３３ ５６ ０．１１８ ６０

贵州财经

大学学报
３．４３６ ３０ １．１１３ ４５ １３３ ５７ ０．１１７ ６１

经济科学 ３．６０９ １９ １．６３６ １２ １１０ ６６ ０．１１５ ６２

南开经济研究 ３．１６１ ５１ １．７１４ １０ １１２ ６４ ０．１１５ ６３

政治经济

学评论
２．２００ ６８ ０．８８２ ６１ １７０ ４９ ０．１１１ ６４

税务研究 ２．０８０ ６９ ０．４７３ ７０ ６１５ １ ０．１１０ ６５

世界经济与

政治论坛
４．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４５ ５１ １１２ ６５ ０．１０７ ６６

金融评论 ３．２５７ ４６ ０．９７０ ５６ １０１ ６７ ０．０９６ ６７

现代日本经济 ４．１８９ ５ ０．９０５ ６０ ９５ ６８ ０．０９４ ６８

世界经济文汇 ３．６１８ １７ １．４６１ ２１ ７６ ７０ ０．０８８ ６９

劳动经济研究 ３．３８０ ３６ ０．９７５ ５４ ７９ ６９ ０．０８３ ７０

注:期刊信息密度因子从高到低排序,精确到小数点后 ３ 位导致部分期刊

相同.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描述统计如图２所示,其均

值为０１４９,极大值为０２０５,极小值为００８３.有趣

的是,在许多文献计量指标并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情

况下,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JarqueＧBera检验值为

１１４７,p值为０５６４,不能拒绝正态分布的原假设,
即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服从正态分布,这是作为评价

指标的一个较好性质.

３２２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首先,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指标,综合了关键词指

数、新期刊扩散因子和载文量３个指标,而这３个指

标又都与期刊的载文量直接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

能导致对“载文量”数据的过度性(或冗余性)使用依

赖,有可能会降低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评价效果.
如果载文量指标统计比较复杂,这个问题当然需要

重视.但是载文量作为文献计量学的基础指标,界
定清晰,统计相对简单,不会带来统计误差,因此不

会带来对关键词指数、新期刊扩散因子统计的影响.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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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描述统计

　　其次,有必要分析关键词指数、新扩散因子和载

文量的关系,或者其原始信息提供能力.在期刊信

息密度因子的构成要素中,关键词指数、新期刊扩散

因子中的载文量都在分母上,与关键词指数、新期刊

扩散因子负相关,而载文量指标作为一个单独的指

标,是正向的.这样两个指标负相关,一个指标就是

载文量自身,是正向的,正负指标共同作用会产生一

定的稀释效果,从而降低了期刊信息密度因子与载

文量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
进一步分析关键词指数、新期刊扩散因子和载

文量３个指标的相关性,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构成指标相关系数表

变量 关键词指数 新扩散因子 载文量

关键词指数 １．０００ ０．１５３ －０．３４８

新扩散因子 ０．１５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６９

载文量 －０．３４８ －０．３６９ １．０００

　　关键词指数和新扩散因子之间正相关,相关系

数不高,为０１５３,关键词指数与载文量负相关,相
关系数也不高,为－０３４８,新扩散因子与载文量也

是负相关,相关系数也较低,为－０３６９.相关系数

同时有正有负,总体相关度不高,说明这３个指标均

能提供独立信息,冗余信息较少,是理想的评价构成

要素.

３２３　文献计量指标与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关系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与影响因子、h指数、载文量

的关系如表４所示.期刊信息密度因子与影响因子

的相 关 系 数 为 ０４１９,与 h 指 数 的 相 关 系 数 为

０７０７,与载文量的相关系数为０６３３.信息密度与

影响因子相关度较低,说明其能够提供除了期刊影

响力以外的其他信息.h指数是一个兼顾影响力和

质量的指标,其与信息密度相关度较高,说明信息密

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信息密

度与载文量相关度中等,这是因为信息密度计算时

已经包括了载文量因素.
表４　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相关系数表

变量

期刊信息

密度因子

JIDF

影响因子

IF

h指数

H

载文量

P

JIDF １．０００ ０．４１９ ０．７０７ ０．６３３

IF ０．４１９ １．０００ ０．８４７ ０．０４８

H ０．７０７ ０．８４７ １．０００ ０．４３２

P ０．６３３ ０．０４８ ０．４３２ １．０００

　　以期刊信息密度因子作为因变量,影响因子、h
指数、载文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n＝７０　R２＝０７５１ (３)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０．７５１,属于中等偏高水平,

这同样说明解释变量不能以较高的水平拟合被解释

变量,本质上是被解释变量包含更多的信息即期刊

信息密度.影响因子与期刊信息密度因子不相关,h
指数与其正相关,弹性系数为０．３９９,载文量也与之

正相关,弹性系数为０．１６５.
３．２．４　独立样本t检验

(１)影响因子高低对期刊信息密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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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响因子由高到低排序,最高的为«经济研

究»,影响因子为１８．７９３,最低的为«世界经济与政治

论坛»,影响因子为２．６４３.大致根据３０∶７０的比例

进行分类,影响因子高于７的期刊有２０种,据此将

期刊分为高影响因子期刊与低影响因子期刊.
高影响因子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均值为０１５９,

低影响因子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均值为０１４４,两者

相差不大.独立样本t检验值为１．９２８,p值为００５８,
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影响因子与期刊信息密度因子

无关,这一点和回归分析的结果一致.
由于影响因子在学术期刊评价中所占地位比较

重要,而期刊信息密度因子与其不相关,这是作为评

价指标的一个非常好的性质.
(２)h指数高低对期刊信息密度的影响

将h指数由高到低排序,最高的为«经济研究»,

h指数为６６,最低的为«劳动经济研究»,h指数为

１１.同样大致按照３０∶７０的比例进行分类,h指数

高于３０的期刊有２１种,据此将期刊分为高h指数

期刊与低h指数期刊.
高h指数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均值为０１７３,

低h指数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均值为０１３８.独立

样本t检验值为５．４４６,p值为０,拒绝原假设,说明

高h指数期刊的信息密度均值大于低h指数期刊.
(３)载文量高低对期刊信息密度的影响

将载文量由高到低排序,继续大致根据３０∶７０
比例进行分类,发现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载文量超过３００
篇的期刊共有１８种,最高的是«税务研究»,载文量

为６１５篇,最低的为«世界经济文萃»,载文量仅为

７６篇.

１８种高载文量期刊的平均期刊信息密度因子

为０１７５,剩下的５２种低载文量期刊信息密度因子

均值为０１３９.独立样本t检验值为５．４１０,p值为

０,拒绝原假设,说明高载文量期刊的平均信息密度

要高于低载文量期刊的平均信息密度.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学术期刊信息密度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近１０年来我国CSSCI核心期刊和经济管理

类期刊的载文量出现持续下降的现象,这在人文社

会科学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的背景下是不正常的,其
主要原因是影响因子操控问题.学术期刊试图通过

控制载文量来提高影响因子,但这样做牺牲了期刊

的知识和信息量,浪费了办刊资源,而且目前通过载

文量操控影响因子现象主要出现在中国,这非常不

利于我国学术期刊界的整体形象,对于这个问题必

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４２　信息密度因子可以用来测度期刊的信息密度

本文采用新扩散因子、关键词指数、载文量３个

指标标准化后进行调和平均来反映信息密度,这３
个指标之间相关度较低,能够提供独立原始信息.
基于经济学期刊的数据,综合采用相关系数、回归分

析、独立样本t检验的研究表明,期刊信息密度因子

与影响因子不相关,与h指数和载文量正相关,能够

提供除期刊影响力以外的信息密度信息,并且期刊

信息密度因子服从正态分布,是一个较好的期刊评

价指标.

４３　期刊评价指标设计应该具有动态防人为操控

功能

影响因子操控现象在学术期刊中并不鲜见,载
文量下降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文献计量指标的设计

应该随时跟踪学术期刊的宏观发展动态,针对其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动态设计.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的推

广有利于防止载文量异常下降,在目前应该作为期

刊的评价指标,如果学术期刊信息密度发展逐渐恢

复正常,学术质量得到有效保证,那么期刊信息密度

因子在评价中的权重可以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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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rgetedreadingpromotionhastheadvantagesofstrongpertinenceandgoodeffect．Through
continuousinnovationandexplorationandaccordingtothereadinghabitsandgrowingenvironmentof
Mongolianpreparatorystudents,thelibraryof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ofScienceand Technology
selectstheliteraturethatcaninspireinterestinChinesereading,andthencarriesoutreadingpromotionacＧ
cordinglyandadoptstheMongolianandChinesebilingualreadingpromotionmethod．Throughspecificpractice,it
isrealizedthatthetargetedreadingpromotionactivitiescanbeeffectivelyimplemented,theselectionoftheright
groupisthefirststep,theprecisionpolicyisthekey,therichethnicliteratureresourcesistheguarantee,
andtheroleexchangingofofteachersandstudentsisthesublimationofthereadingpromotion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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