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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高校SSCI 论文计量分析*

———以部分农业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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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为了解和研究我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和特点,进一步促进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

展,以SSCI收录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等6所主要农业大学论文的相关数据为依据,从
论文数量、被引频次、文献类型、学科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结果表明,近5年是农业高校社科研究的

快速发展时期,但仍然存在SSCI论文整体数量少、学科覆盖面窄等问题,从政策支持、组建研究团队、SSCI数据

库使用等方面提出了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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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高校的专业设置走出了

传统的单一农业学科模式,增设了大量人文社科专

业,并取得了长足发展,很多专业成为国家级、省级

重点学科,是农业高校不可或缺的科研组成部分。
人文社科科研产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国际权威学

术刊物上发表有影响力的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SSCI)作为国际公

认的著名检索系统,只收录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最

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并以严格的选刊标准

和程序确保收录文献的高质量和权威性。因此

SSCI成为很多国家衡量社科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

和量化工具,是评价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研究实力的

依据之一。近年来,我国农业高校发表了大量的

SSCI论文,使农业高校的科研视角延伸到人文社科

领域,扩大了传统研究范围,增强了农业高校的科研

实力。虽然科研成果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

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本文通过对主要农业高校SS灢
CI论文相关数据的分析,反映农业高校社会科学研

究的现状和特点,为进一步提高农业院校社科研究

水平,拓展科学研究领域提供参考和借鉴。

暋暋一、数据来源

数据检索时间为2011年10月20日,选择SSCI

数据库的“地址暠字段,检索时段为“1991年至2011
年10月20日暠。检索了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

学、华南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山
东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10所农业高校被SS灢
CI数据库收录论文情况,检索“地址暠字段分别为

“chinaagruniv暠“nwa&funiv和 northwesta&f
univ暠“huazhongagruniv暠“nanjingagruniv暠“fujian
agrandforestryuniv暠“southchinaagruniv 和s
chinaagruniv暠“henanagruniv暠“sichuanagruniv暠
“shandongagruniv暠“hebeiagruniv暠,其中福建农

林大学检索结果为0,另9所大学检索结果见表1。
表1暋部分农业高校作者发表SSCI论文的数量

(1991年至2011年10月20日)

学校 论文/篇 学校 论文/篇

中国农业大学 144 华南农业大学 10
南京农业大学 43 山东农业大学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3 四川农业大学 3
河南农业大学 16 河北农业大学 1
华中农业大学 12

暋暋署名为通讯作者、第一作者、合作者的论文均为

有效论文(若作者所署的英文机构名拼写与以上不

同,可能会造成漏检,特此说明)。鉴于四川农业大

学、山东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收录论文数量过少,
本文仅以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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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等6所农业大学的有关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

暋暋二、数据统计与分析

1.SSCI收录论文基本情况

截至2011年10月20日,6所农业高校共发表

SSCI论文248篇(见图1),其中最早的一篇是1992
年中国农业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发表在《Land
Economics》上 的 论 文 《RecentDevelopmentsinthe

MarketforRuralLanduseinChina》,20世纪90年代6
校共仅发表5篇SSCI论文。2007年以后论文数量大

幅增加,且逐年增长,2007—2011年这5年6校各自

发表的SSCI论文总数分别为135篇、33篇、23篇、13
篇、12篇、8篇,分别占各自所有年份发表的SSCI论

文总数的93.75%、76.74%、100%、81.25%、100%、

80%,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的SSCI论

文都是2007年以后发表的,反映出近5年是上述6
所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

图1暋6所农业高校作者发表SSCI论文的年代分布

暋暋表2显示,6所学校论文篇均作者数分别为3.6
人、3.7人、3.0人、3.7人、4.9人、4.3人,篇均参考文

献分别为32.5篇、36.7篇、35.1篇、45.6篇、30.3篇、

40.6篇,说明社会科学研究对文献的依赖性更强,也
需要多个研究者合作。

表2暋6所农业高校作者发表SSCI论文的基本信息

(1992年至2011年10月20日)

学校
论文总
数/篇

篇均作者
数/人

篇均参考
文献数/篇

中国农业大学 144 3.6 32.5
南京农业大学 43 3.7 36.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3 3.0 35.1
河南农业大学 16 3.7 45.6
华中农业大学 12 4.9 30.3
华南农业大学 10 4.3 40.6

暋暋2.论文被引频次分析

表3显示,6所农业高校 SSCI论文被引频次

总计为584次,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2.35次。其

中河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

的论文平均被引频次超过了6所大学的平均被引

频次。被引用次数最多为59次,属评论文章,南
京 农 业 大 学 为 合 作 者,2007 年 在 《Agriculture
Ecosystems& Environm》杂志上发表;其次是被引

用35次,中国农业大学为合作者,2008年在《An灢
nalsofRegionalScience》发表。被引频次是论文影

响力的重要指标,被引用次数越多,其价值越高。
《科学评论索引》认为,阐述一种理论的论文如被

他人引用达到50人次,这篇论文可看作是所属学

科的经典论著。学术界通常认为,如果一种继承

性研究而连续发表的论文被他引10人次,这些论

文的总学术价值相当于专著[1]。由此可见,这2
篇文章在同行中很受关注,影响较大。

3.SSCI收录文献的类型

6所农业高校被SSCI收录的文献,以期刊论文

为主,此外还包括会议论文、书评、编辑资料。中国

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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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学被SSCI收录的文献除了期刊论文,都有

其他类型文献,见表4。

4.SSCI论文的来源出版物分析

6所农业高校的SSCI论文分别发表在82种、

26种、18种、13种、9种、8种出版物上,合计156
种,且 各 自 平 均 每 种 出 版 物 分 别 载 文 1.76 篇、

1.65篇、1.28篇、1.23篇、1.33篇、1.25篇。综

合6校情况,载文量最高的10种期刊共发表87篇

文章,占156种期刊发表论文总数的35.1%(见
表5),说明作者习惯投稿和录用率高的期刊都比

较集中。
在6所农业高校发表的248篇SSCI论文的来

源刊中,只有4种期刊影响因子超过2,反映出农业

高校SSCI论文的整体水平都不太高。但载文量最

高的10种期刊近5年的影响因子大多数都有所提

高,呈现出期刊质量上行的态势。
表3暋6所农业高校作者发表的SSCI论文被引频次统计(1992年至2011年10月20日)

学校 论文总数/篇 被引总次数 平均被引次数 单篇被引最多次数 被引10次以上篇数(占比/%)
中国农业大学 144 266 1.85 35 5(3.5)
南京农业大学 43 170 3.95 59 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3 32 1.39 12 1(4.3)
河南农业大学 16 81 5.06 14 4(25.0)
华中农业大学 12 7 0.58 3 0(0.0)
华南农业大学 10 28 2.80 11 1(10.0)

表4暋6所农业高校被SSCI收录的文献类型统计

(1992年至2011年10月20日) 篇

学校
论文

总数

期刊

论文

会议

论文
评论 书评

编辑

资料
中国农业大学 144 131 4 3 1 5
南京农业大学 43 37 5 1 0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3 19 1 1 0 2
河南农业大学 16 14 0 2 0 0
华中农业大学 12 12 0 0 0 0
华南农业大学 10 10 0 0 0 0

表5暋6所农业高校SSCI论文量最高的10种期刊信息

(1992年至2011年10月20日)
序

号
刊名

载文

数/篇
2010年影

响因子

近5年影

响因子
1ChinaAgriculturalEconomicReview 25 0.167 0.167
2 ChinaEconomicReview 13 0.947 1.250
3 LandUsePolicy 8 2.070 2.360
4 EnergyPolicy 8 2.614 3.020
5 JournalofPeasantStudies 6 1.612 1.108
6 China& WorldEconomy 6 0.575 0.000
7 EcologicalEconomics 6 2.754 3.232
8 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 6 2.004 2.789
9 EconomicModdlling 5 0.601 0.732
10 AgriculturalEconomics 4 1.329 1.320

暋暋5.论文所属学科分布

根据SSCI统计,6所农业高校的248篇SSCI
论文分属49个学科。由于学科交叉研究越来越广

泛,一篇论文同时分属多个学科,表6显示SSCI论

文分布较多的学科,7个学科收录了276篇文章,另
有21个学科分别只收录了1篇文章,表明农业院校

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优势学科少,另一方面研究的

学科内容又过于分散,不利于研究力量的合理利用。
表6暋6所农业高校作者发表的SSCI论文所属学科分布

(1992年至2011年10月20日)

学科
经济

学
农业

环境科学

与生态学
计算机 地理 能源 人类学

数量/篇 98 64 62 17 14 11 10

暋暋三、特点、问题及成因

2000年以来,农业高校SSCI论文开始逐步增

加,2007年后快速增长,影响因子较高的论文也是

在这一时期出现,特别是近5年6校的发文量都在

总量的70%以上,表明农业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的国际化在近5年取得了很大成绩。尽管如此,仍
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表1显示,截至2011年10
月20日,10所农业高校SSCI论文数量仅248篇,
平均每校发文量为24.8篇,载文量最高的10种期

刊中只有4种期刊影响因子超过2,而SSCI收录期

刊影响因子最高为21.952,其中经济学类期刊的影

响因子最高为7.432。6所农业高校SSCI论文中,
所属经济学论文最多,达98篇,占6所学校SSCI论

文总数的39.5%,但影响因子却不高,被引频次高

的论文也不多。所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农业高校

SSCI论文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农业高校社会科学专业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

法学等领域,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优势较为明显,各
校的社会科学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多是农业经济

学类,所以SSCI论文中归属经济学的文章比例较

高,如华中农业大学12篇论文中经济学类占4篇。
这个特点也带来了弊端,使社会科学研究局限在较

窄的学科范围,持续增长空间有限。此外,农业高校

SSCI论文高度集中在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

学,显示农业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能力普遍不太强,且
校际发展不平衡。

近10年农业高校SSCI论文大幅增加,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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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而言,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化

发展进一步深化,使得学术界更加广泛和深入地

参与国际交流,缩小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提高了

研究水平。而且,这个时期国家制定了发展人文

社会科学的多项政策,如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

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走

向世界,这无疑是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巨大

力量,也从政策层面诠释了2007年以后农业高校

SSCI论文大幅增长的原因。微观而言,这个时期

农业高校开始重视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农业院

校,首先关注的是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
Index,SCI)论文,对其扶持更多,但发展到今天,各
校SCI论文继续大量发表的潜力有限,因此,要持

续增长世界SCI、SSCI、EI这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

论文数,保持学校的整体科研优势,必须拓展权威

论文的发表渠道,于是农业院校更加重视社会科

学研究,使得这10年尤其是近5年成为农业高校

SSCI论文发展的第1个繁荣期。
但农业高校SSCI论文的发表也受到很多因素

的制约,外缘因素主要在于SSCI收录的期刊绝大

多数是欧美国家出版的英文期刊。据统计,欧美发

达国家出版的期刊占SSCI来源刊总数的97%,亚
洲国家出版的期刊占总数的1%不到[2]。这种地理

和文种上的极度西化现状极大地限制了我国SSCI
论文的发表。即使论文质量高,英语能力不强也发

表不了SSCI论文,这对于英语为非母语的研究者

而言无疑增加了一道障碍,毕竟以非母语写作学术

论文需要专门的语言学习,他人翻译难以准确表达

原文的含义,对于社会科学论文而言尤其如此。
内缘因素上,一方面受到社会科学专业类别和

规模的限制。社会科学不是农业高校的主体学科,
与综合院校相比,社会科学专业数量、规模、办学及

科研历史都存在较大差距。如华中农业大学设有经

管、文法、外语3个人文社会科学学院[3],同地区的

武汉大学却设有14个人文社会科学学院[4],以经管

学院为例,武汉大学有24个本科专业,华中农业大

学只有10个本科专业,差别显而易见。科研规模不

同,科研产出自然不同。这是农业高校社会科学研

究的先天不足,且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农业高校只能

在部分学科寻求突破,突出重点和特色,创造出属于

自己的优势成果。另一方面的局限在于研究内容的

本土化。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受本土文化背景与社会

发展程度的影响很大,东西方文化与社会的差异导

致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难以被欧美权威期刊接

受而无法进入SSCI数据库就不足为奇了。此外,
我国社会的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我

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同样落后于发达国家,得不到

国际主流学术界的认同,从而增加了我国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国际化的难度[5]。这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

界面临的问题,农业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同样不能

幸免。

暋暋四、对策与建议

1.制定鼓励政策,激发SSCI论文发表

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及影响因子反映了学校

的社会科学研究实力,校院两级领导应给予足够重

视,制定特定的政策,鼓励发表SSCI论文。如在现

阶段对发表SSCI论文的奖励力度可以超过SCI论

文,在职称评聘、岗位定级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倾

斜,激励SSCI论文的发表。

2.组建专门研究团队,加快SSCI论文发表

挑选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教师和研究生,组建

SSCI研究团队,以某个学科领域或专业主题为重点

开展集体攻关。学校提供一定的研究条件,如设置

专项项目、减少教学量从而保证充裕的研究时间、中
外文文献资源的保障、配备辅助外语人才、考察借鉴

国内外科研机构的相关经验等等。这些措施如果落

到实处,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较好的效果。

3.开拓思路,多途径多渠道发表SSCI论文

(1)扩大投稿刊源覆盖面。SSCI来源刊中与农

业院校社会科学专业相关的期刊数量较大,如经济

学304种、环境研究77种、法学128种、管理学140
种。不同的期刊办刊原则、主题范围、用稿倾向不尽

相同,了解各来源刊的特点,在更大的期刊范围内选

择合适的期刊投稿,有助于文章的入选。
(2)加强与自然科学的交流和贯通,挖掘SSCI

论文新的生长点。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大量出现,这使得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相互渗透,很多研究内容兼具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的特点,且许多课题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工作者共同完成,这也扩大了SSCI论文的来源。
此外,SSCI收录了部分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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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期刊文献,表6所示的能源和计算机2个学科

的期刊载文量排名较靠前,说明SSCI收录的论文

内容也涉及自然科学,含有社会科学元素的自然科

学论文也会被SSCI收录。如华中农业大学王彩云

作者发表的论文《Theimpactofinternationalcodes
ofcouductonemploymentconditionsandgender
issuesinChineseflowercompanies》被SSCI收录。
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能发表SSCI文章,只要文章内

容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并且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4.全面了解SSCI数据库,提高论文入选率

SSCI数据库不仅能够检索论文的引用信息,更
具有强大的分析功能。通过分析论文引证关系,了
解某学科或领域的发展脉络和总体趋势,跟踪学科

发展的最新进展;在选题分析中获取新的思路、发现

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了解某一

研究理论是如何发展和被应用,以便发现新的研究

思路等等,为科研选题与立项、人才引进、科研管理

和决策提供支撑信息。与SCI一样,SSCI对入选出

版物具有一套严格而完整的筛选标准和流程,入选

的出版物也有各自的办刊宗旨和投稿要求,SSCI提

供了与此相关的信息。了解这些将有助于向SSCI
来源刊投稿,提高论文入选率。因此,应在教师和学

生中大力宣传SSCI,以专题讲座、课程教学等多种

形式进行培训,使他们掌握SSCI各种功能的使用

方法,加快科研成果的发表[6]。

5.努力打造具有农业特色的社会科学精品刊

物,使之成为SSCI来源期刊

国内农业高校可以联合主办1~2种具有农业

特色的社会科学刊物,集中全国涉农期刊领域优秀

的编辑力量,按照SSCI来源期刊的标准编辑出版

刊物,在政策及经费上争取国家的支持,绝不以盈利

为目的,只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采用多种措施

使国内的高端论文不外流,如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

论文可视为SSCI论文、发表论文不收取版面费等

等。目的就是使之逐步成为国际权威的期刊,力争

在不远的将来进入SSCI数据库。本土的期刊成为

SSCI来源刊,将会极大地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科学

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S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也

会随之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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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Inordertoinvestigatethepresentsitu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socialscienceresearchinagri灢
culturaluniversitiesofChina,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socialscienceresearchinagriculturaluniversities,

thispaper,basedonthedataofSSCIpapersfrom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灢
tyand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etc,makesananalysisonquantitiesofpapers,citationfrequency,

typesofdocumentsanddistributionofdisciplinesetc.Theresultshowsthatsocialscienceresearchinagricultur灢
aluniversitieshasmadearapiddevelopmentinrecentfiveyears,butsuchproblemsassmallquantitiesofpa灢
persandnarrowcoverageofsubjects,etc.stillexist.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somerelevantsugges灢
tionsfrompolicysupport,constructionofresearchteamandutilizationofSSCIdatabas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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