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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期刊

影响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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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统计了 2013∼ 2015 年信息科学部自动化学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 “杰青基金”) 项目申请人
代表性论著所属期刊的分布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杰青基金申
请人 “近 5 年内发表的 5 篇代表性论著” (以下简称 “代表性
论著”) 的选择与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期刊影响因
子和中科院 JCR 分区无明显相关, 表明基于 JCR 期刊影响
因子和中科院 JCR 分区所建立的学术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有望为建立更具有指导意义的、充
分符合各研究领域自身特点的期刊评估指标和学术评价体系
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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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investig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presenta-

tive papers of the applicant for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in automation domain from

2013 to 2015. Our result shows that applicants′ choices of five

representative papers are not obviously related to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from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or JCR Jour-

nal Partition Data Platfor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is implies that the academic appraisal systems based on these

two commonly used indexes have limitations. We believe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a novel index system for journal evaluation and

an academic appraisal system, which can fit the intrinsic char-

acteristics of each research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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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国通用的学术期刊评估指标主要来源于 Thom-

son Reuters公司每年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中的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IF) 以及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世界科学前沿分析中心每年发布的中科

院 JCR 期刊分区表. 然而, 这两种评价指标均有其局限性.

JCR 影响因子会因学科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尤其是基础科

学和应用科学、工程科学之间的差异显著; 依赖 JCR 影响因

子的评价体系将会直接制约不同学科之间的均衡发展[1]. 中

科院 JCR 期刊分区表旨在纠正国内科研界对不同学科期刊

影响因子数值差异的忽视[2], 其将期刊按照自定义的 13 个学

科进行大类分区, 并按照 JCR 已有学科分类体系进行小类

分区, 大类分区包括 Top 期刊. 分区表在 JCR 影响影子的

基础上使用三年平均影响因子衡量学术影响力, Top 期刊的

遴选考虑了最近两年的期刊被引频次的影响. 然而, 中科院

JCR 分区表的算法仍主要基于 JCR 影响因子, 在分区合理

性方面一直备受争议. 本文基于信息领域自动化学科杰青基

金项目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所属期刊的分布情况, 分析申请人

代表性论著的选择与 JCR 期刊影响因子和中科院 JCR 分区

的关系.

杰青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类别中资助强度较

大、申报门槛最高的人才类项目[1, 3], 其申请人往往都已经

获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并在各自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力[4−7]. 杰青基金申请书中要求提供的 “近 5 年内发表的 5

篇代表性论著” 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作为基金评审的重要参

考[8], 受到了申请人和同行评议专家的重视和关注. 因此, 杰

青基金申请书中代表性论著的期刊分布情况能够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优秀青年学者对本领域期刊影响力的评价和认可度.

本文以信息科学部自动化学科 (申请代码 F03) 为例, 统

计了 2013∼ 2015 年杰青基金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所属期刊的

分布情况, 对比了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期刊的出现频次与其

JCR 期刊影响因子和中科院 JCR 分区的关系, 分析了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期刊的认可度与影响因子和 JCR 分区的关系.

研究表明 JCR 影响因子和中科院 JCR 分区这两种传统的期

刊评估指标与杰青基金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没有明显相关性,

因此需要新的、更具有指导意义的、充分符合各研究领域学

科自身特点的期刊评估指标和学术成果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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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动化学科杰青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情况统计与

分析

1.1 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涉及的自动化学科杰青基金申请人的数据来源

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主要运用 iWork

Numbers 软件, 对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所属期刊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

期刊的影响因子参照 Thomson Reuters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 期刊的分区 (包括大类学科、Top

期刊等两项) 参照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世界科学前沿分

析中心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的中科院 JCR 期刊分区表1.

申请代码参照申请材料中申请人选择的第一申请代码,

并按照代码的前 4 位进行归类统计 (F0301: 控制理论与方

法, F0302: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F0303: 导航、制导与传

感技术, F0304: 模式识别, F0305: 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F0306: 机器人学及机器人技术, F0307: 认知科学及智能信

息处理);对于第一申请代码不足 4位的,单独记为一类 (F03:

自动化).

注意到同一申请人可能参与不同年份的杰青基金申请,

且同一申请人的同一篇文章可能用于不同年份杰青基金申请

的代表性论著, 因此涉及到申请人数目的统计, 以 “人次” 为

单位, 涉及到代表性论著的数目的统计, 以 “篇次” 为单位.

此外, 期刊出现的 “频次” 及 “频次 (%)” 分别表示某一代码

分类下, 该期刊在三年中全部申请人次的代表性论著的所属

期刊中出现的次数及百分比.

1.2 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情况统计与分析

本文对 2013∼ 2015 年间自动化学科杰青基金申请人代

表性论著的期刊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这三年间, 共有

申请人 180 人次, 代表性论著 900 篇次; 其中, 期刊论文 844

篇次, 会议论文 19 篇次, 书 37 篇次. 本文仅讨论其中的期刊

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

首先, 分别对全部申请人代表性论著的期刊的分布情况

进行统计. 申请人代表性论著的期刊论文 844 篇次, 涉及期

刊 219 种. 鉴于篇幅有限, 这里仅列出全部申请人代表性论

著出现频次最高的前 20 位期刊 (出现频次相同的, 以影响因

子大小排序), 并给出其对应的 JCR 期刊影响因子和中科院

分区 (大类学科、Top 期刊) 数据 (表 1). 在此基础上, 对申

请人代表性论著的期刊的影响因子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图 1).

图 1 展示了 JCR 期刊影响因子分布和代表性论著出现

频次的关系. 申请人代表性论著出现频率前 20 位的期刊的

影响因子分布在 0.885 和 6.701 之间, 其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

前 3 位期刊的影响因子集中在区间中部. 我们进一步分别对

全部申请人的代表性论著期刊的影响因子的分布趋势进行拟

合, 图中的实线是用 6 次多项式拟合的结果, 决定系数 R2 为

0.3505. 决定系数 R2 在 0 到 1 之间, 越接近 1, 表示拟合结

果更接近原始数据点的趋势. 可以看出, 总的来说, 影响因子

和出现频次并没有明显相关性.

表 1 给出了全部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期刊的中科院分区大

类学科分区和 Top 期刊的情况. 其中, 出现频次前 20 位的

期刊中, 仅有 20% 属于 1 区, 有 30% 属于 Top 期刊; 而 2

区、3 区和 4 区期刊分别占 55%、20% 和 5%. 因此, 就自动

化学科而言, 代表性论著出现频次高的期刊中 2 区占的比重

最大, 说明期刊分区和出现频次没有明显相关性. 此外, 出现

频次高的期刊中绝大多数的大类学科属于工程技术分区, 这

也符合自动化学科研究的特点.

表 1 全部申请人 “近 5 年内发表的 5 篇代表性论著” 的期刊的分布情况

Table 1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representative papers of all applications

排序
期刊信息 出现频次

影响因子
中科院分区

期刊 ISSN 期刊名 频次 频次 (%) 大类学科 Top 期刊

1 0005-1098 Automatica 76 9.00 3.635 工程技术 2 区 非

2 2162-237X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57 6.75 4.854 工程技术 1 区 是

3 0018-9286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43 5.09 2.777 工程技术 2 区 是

4 2168-2267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32 3.79 4.943 工程技术 2 区 非

5 0278-0046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24 2.84 6.383 工程技术 1 区 是

6 1063-6536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 23 2.73 2.818 工程技术 2 区 非

7 0020-0255 Information Sciences 19 2.25 3.364 工程技术 2 区 非

8 1053-587X 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 18 2.13 2.624 工程技术 2 区 是

9 1063-6706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17 2.01 6.701 工程技术 1 区 是

10 1083-4435 IEEE/ASME Transactions on Mechatronics 16 1.90 3.851 工程技术 2 区 非

11 0162-8828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3 1.54 6.077 工程技术 1 区 是

12 1057-7149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12 1.42 3.735 工程技术 2 区 非

13 0959-1524 Journal of Process Control 12 1.42 2.216 工程技术 2 区 非

14 1524-9050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11 1.30 2.534 工程技术 2 区 非

15 1049-89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11 1.30 2.527 工程技术 2 区 非

16 0925-2312 Neurocomputing 10 1.18 2.392 工程技术 3 区 非

17 0020-717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10 1.18 1.880 工程技术 3 区 非

18 1545-5955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8 0.95 2.696 工程技术 3 区 非

19 1674-733X Science China-Information Sciences 8 0.95 0.885 工程技术 4 区 非

20 2168-2291 IEEE Transactions on Human-Machine Systems 7 0.83 1.800 工程技术 3 区 非

合计: 期刊 219 种，844 篇次

1注: 为了与本文数据年代 (2013 年至 2015 年) 匹配, 仍参考 2015 年的 JCR 期刊分区表, 因此部分分区数据可能与最新版分区表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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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部申请人 “近 5 年内发表的 5 篇代表性论著” 的期刊影响因子
的分布情况

Fig. 1 Journal IF distribution of representative papers of

all applications

表 2 列出了 F0301 方向申请人代表性论著出现频次最

高的前 10 位期刊, 并给出对应的 JCR 期刊影响因子和中科

院分区 (大类学科、Top 期刊) 数据. 从表 2 可以看出, Au-

tomatica期刊 (影响因子 3.635) 既非 1 区, 也非 Top 期刊,

但是在 F0301 方向的申请人代表性论著的出现频次中, 以

明显优势位于第 1 位, 占 17.52%; 而影响因子为 6.701 的 1

区、Top 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仅排在

第 5 位. 表 1 也给出了类似的结果, 在全部申请人代表性论

著中, Automatica也是排在第 1 位, 而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仅排在第 9 位. 说明 Automatica尽管在

影响因子和中科院分区方面处于劣势, 但其作为控制理论领

域的传统权威期刊, 仍然受到了优秀青年学者的一致认可.

此外, 在 F0306 方向 (见表 3) 和 F0307 方向 (表 4) 的

申请人代表性论著中, 以明显优势位于出现频次第 1 位的

期刊分别是影响因子仅为 2.818 的 2 区非 Top 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和影响因子更

低的 3 区非 Top 期刊 Neural Computation.

表 2 申请代码为 F0301 的申请人 “近 5 年内发表的 5 篇代表性论著” 的期刊的分布情况

Table 2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representative papers of applications (F0301)

排序
期刊信息 出现频次

影响因子
中科院分区

期刊 ISSN 期刊名 频次 频次 (%) 大类学科 Top 期刊

1 0005-1098 Automatica 58 17.52 3.635 工程技术 2 区 非

2 0018-9286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32 9.67 2.777 工程技术 2 区 是

3 2162-237X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23 6.95 4.854 工程技术 1 区 是

4 1053-587X 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 17 5.14 2.624 工程技术 2 区 是

5 1063-6706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16 4.83 6.701 工程技术 1 区 是

6 1063-6536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 10 3.02 2.818 工程技术 2 区 非

7 2168-2267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9 2.72 4.943 工程技术 2 区 非

8 0959-1524 Journal of Process Control 9 2.72 2.216 工程技术 2 区 非

9 0020-717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9 2.72 1.880 工程技术 3 区 非

10 1049-89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7 2.11 2.527 工程技术 2 区 非

合计: 期刊 82 种，331 篇次

表 3 申请代码为 F0306 的申请人 “近 5 年内发表的 5 篇代表性论著” 的期刊的分布情况

Table 3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representative papers of applications (F0306)

排序
期刊信息 出现频次

影响因子
中科院分区

期刊 ISSN 期刊名 频次 频次 (%) 大类学科 Top 期刊

1 1063-6536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 11 8.94 2.818 工程技术 2 区 非

2 2162-237X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7 5.69 4.854 工程技术 1 区 是

3 1083-4435 IEEE/ASME Transactions on Mechatronics 7 5.69 3.851 工程技术 2 区 非

4 0263-5747 Robotica 6 4.88 0.824 工程技术 4 区 非

5 0278-0046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5 4.07 6.383 工程技术 1 区 是

合计: 期刊 64 种，123 篇次

表 4 申请代码为 F0307 的申请人 “近 5 年内发表的 5 篇代表性论著” 的期刊的分布情况

Table 4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representative papers of applications (F0307)

排序
期刊信息 出现频次

影响因子
中科院分区

期刊 ISSN 期刊名 频次 频次 (%) 大类学科 Top 期刊

1 0899-7667 Neural Computation 6 18.18 1.626 工程技术 3 区 非

2 2162-237X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4 12.12 4.854 工程技术 1 区 是

3 1053-8119 NeuroImage 3 9.09 5.463 医学 2 区 是

4 0006-8950 Brain 2 6.06 10.103 医学 1 区 是

5 0162-8828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 6.06 6.077 工程技术 1 区 是

合计: 期刊 17 种，33 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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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我们发现, 自动化学科杰青基金申请人代表

性论著 (期刊) 的出现频次和其影响因子及中科院分区没有

明显的相关性. 杰青基金申请人对代表性论著的选择充分体

现了优秀学者对学术期刊的认可度, 然而影响因子和中科院

分区对期刊的评价和定位与这一认可度并不匹配. 因此, 尽

管影响因子和中科院分区对期刊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有一定的

指导性评价作用, 但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尤其是对某些研

究领域的期刊的评价和定位并不准确.

2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统计了 2013∼ 2015 年信息科学部自动化学科杰

青基金项目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期刊的分布情况, 出现频率

最高的前 5 位期刊依次为 Automatica、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IEEE Transac-

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

netics 和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我

们将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期刊的出现频次分布情况与其 JCR

期刊影响因子和中科院 JCR 分区进行对比分析, 数据表明出

现频次与影响因子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出现频次高的期刊

属于中科院分区 2 区的占较大比重, 出现频次和中科院分区

没有正相关性. 进一步, 我们选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期刊进

行讨论, 分析表明一些传统权威期刊尽管在影响因子和中科

院分区这两个评价体系中不占优势, 但仍然抵抗住了其他高

影响因子和高分区期刊的冲击, 在优秀青年学者中保持了不

错的认可度. 总体来说, 尽管影响因子和中科院分区对期刊

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有一定的指导性评价作用, 但具有较大的

局限性, 特别是对某些研究领域的期刊的评价和定位并不准

确. 因此基于这两种期刊评估指标的学术评价体系必然有其

弊端和局限性.

本文分析表明, 杰青基金申请人对代表性论著的选择充

分体现了优秀青年学者对学术期刊的认可度, 这为弥补 JCR

影响因子和中科院 JCR 分区这两种传统的期刊评估指标的

局限性提供了可能. 我们认为, 通过统计更长时间段的杰青

基金申请人代表性论著期刊的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深层挖掘,

将能够更准确地刻画各领域优秀青年学者对本领域期刊影响

力的评价和认可度, 从而形成新的、更具有指导意义的期刊

评估指标, 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充分符合各研究领域

自身特点的学术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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