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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世纪是小册子世纪, 19 世纪是书本

世纪, 20 世纪是期刊世纪”{1}。这是美国学者

布洛达斯 (R. N. B roadu s) 在本世纪 70 年代

初对各种类型文献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作用

的概括性评价。20 多年过去了, 期刊在传递

信息、促进人类文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我们不能不叹服论者的洞察力。然而, 庞大的

期刊数量, 连年猛涨的期刊价格, 严重紧缺的

期刊经费和读者有限的时间, 向人们提出了

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如何用最少的代价获取

最多的期刊, 如何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

信息量, 如何将研究成果投寄给最适当的期

刊发表? “核心期刊”的提出及其研究无疑为

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希望。

1　国外研究现状

核心期刊研究最早始于本世纪 30 年代

的英美各国, 二战期间一度停顿, 40 年代末

开始恢复研究。60 年代, 随着各国经济和科

技的迅速发展, 以及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

《科学引文索引》等一系列引文检索工具的问

世, 使其研究步入高潮。现在, 为了缓解期刊

价格猛涨和指导阅读的需要, 核心期刊研究

在国外依然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总体看来,

这些研究有 3 个特点:

(1) 核心期刊研究与布拉德福定律和引

文分析研究融为一体。光从篇名上看, 专门论

述核心期刊的似乎并不很多, 但细读内容, 发

现许多文章都与核心期刊研究有关。例如, 从

引文作用、引文质量、引文概念和引文动机的

研究来分析核心期刊的可靠性和合理性问

题; 通过引文分析, 将布拉德福定律扩大到研

究专业文献中的核心作者等。美国Chang y2
k [2 ]认为, 布氏定律同样也适用于筛选核心作

者。他所做的引文统计表明, 核心作者的著作

被引用最多, 核心作者大都是从事分类工作

的人员。又如, 加拿大学者A. C. M ichalo s[3 ]

探讨了引文影响因子与期刊订价的关系问

题。他通过统计《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乌利

希国际期刊指南》上的 39 种期刊的影响因子

和订价后发现, 价格的增加与影响因子的减

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 美国学者研究发

现, 由于学科不同, 布氏的书目分布也不相

同, 技术领域的分布曲线接近于线性, 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的文献书目分布则呈凸状曲

线[4 ]。

( 2) 大都利用《科学引文索引》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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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引文索引》等权威工具来筛选和研究核

心期刊。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呈现出两种态

势: 一是从大的学科或专业过渡到筛选和研

究较小的、专门范围的核心期刊, 如利用引文

分析法筛选出“妇女问题”的 20 种核心期刊;

二是筛选和研究交叉学科的核心期刊, 如文

献[ 5 ]利用《国际运筹学文摘》、《运筹学ö管理

科学: 国际文献文摘》、《计算机与控制文摘》、

《工程索引》、《电子与电学文摘》、《管理目

次》、《数学评论》和《物理文摘》筛选出 19 种

运筹学核心期刊[5 ]。

(3) 在多种方法中, 大都比较重视利用

引文分析法、专家意见法来筛选和研究核心

期刊。而在引文分析法中, 又较重视引文影响

因子的作用。例如, 美国一位学者根据《期刊

引用报告》(简称 JCR ) 中的影响因子, 加以

修正, 又参照专家意见, 综合考虑, 选出 6 种

政治学权威性核心期刊[6 ]。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 作者对传统计算公式所做的修改。即当计

算两年或两年以上 (比如, 1986～ 1989 年) 平

均影响因子时, 传统上按“[ ( 1989 年引用

1988 + 1987 年论文总数) + (1988 年引用

1987 + 1986 的论文总数) + (1987 年引用

1986+ 1985 论文总数) ]ö[ (1988+ 1987 论文

总数) + (1987+ 1986 论文总数) + (1986+

1985 论文总数) ]”方法计算。这样, 若 JCR 3

年的数据全部被收录, 那么中间年代 (1987

和 1986) 则被重复计算 2 次, 而 1985 年和

1988 年的数据仅被计算 1 次。由于JCR 每年

单独报告 1 次数据, 因此这种误差很容易通

过重新计算仅仅 1 年的引文影响因子而得到

补正。为此, 作者把计算方法改为“[ (1989 年

引用 1987 年的论文数) + (1988 年引用 1986

年的论文数) + (1987 年引用 1985 年的论文

数) ]ö[ 1987 年论文数+ 1986 年论文数+

1985 年论文数 ]”。这样, 调整后的引文影响

因子可按“1988 年引文影响因子= 1988 年引

用 1986 年论文数ö1986 年论文总数”计算。

从上述介绍可以大略看出, 国外同行注

重具体的方法、实例和细节的研究, 而对核心

期刊基本理论似乎不怎么感兴趣。但可以预

见,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核心期刊研究仍

将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2　国内研究现状

从 70 年代起, 国内开始研究核心期刊。

当时, 主要是介绍国外核心期刊研究概况和

特定学科的核心期刊。80 年代起, 开始较详

细地介绍外文核心期刊表, 探讨核心期刊的

测定方法、特点和形成原因等问题。与此同

时, 仿照《科学引文索引》, 探讨中文科学引文

索引的编制, 并初步筛选出了自然科学核心

期刊表。最近几年, 人们运用核心期刊的理论

和方法, 开始大规模编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中文核心期刊表。截至 1995 年底, 发表

论文 400 余篇, 专著和大型核心期刊目录 10

余部。值得指出的是, 从 80 年代末起, 由于我

国自然科学“学术榜”的建立, 以及职称评定

强调期刊等级, 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以外的

广大专业人员开始重视核心期刊问题。他们

的关注已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核心期刊研

究。综观过去, 已取得了以下进展:

(1) 系统引进和介绍了核心期刊知识

(包括核心期刊的定义、特点、意义、形成根据

和筛选方法等)。尽管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

并未完全统一, 但核心期刊这一术语和核心

期刊效应, 不仅已被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

专业人员普遍接受, 而且已被各行各业的人

士所认可。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研究

核心期刊问题的著述”[7 ]的《核心期刊概论》

(叶继元著) 获南京大学首届著作出版资助,

并于 1995 年 7 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它

对以往的核心期刊研究作了总结, 被认为是

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著作[8 ]。

(2) 筛选出了众多的中外文核心期刊

表。其中, 尤以自然科学的核心期刊表最为完

备和丰富, 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表也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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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的有《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陆

伯华主编)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庄守

经主编)。它们为评价馆藏、精选期刊、指导阅

读和向期刊投稿提供了基本依据。

(3) 开始利用计算机编制中文引文索引

和筛选核心期刊。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利用

模糊数学方法, 通过计算机处理, 筛选出造

船、动力和港机专业外文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课题组已建立来源数据 12 万条,

引文 40 万条,《中国科学引文索引》印刷型与

光盘都已问世。计算机技术的介入, 大大加强

了测定核心期刊的可靠性和精确性。

(4) 利用核心期刊原理, 优化管理工作。

其一是利用核心期刊表对照检查馆藏期刊,

制定订购策略及具体刊种, 并为地区或全国

性合理布局提供外刊保种范围。其二是利用

核心期刊原理, 优化藏书组织, 突出收藏重

点。实践表明, 核心期刊原理不仅适用于期刊

管理, 而且可推广至其他领域, 如对作者分布

和语词分布等的研究。此外, 在提高人们的工

作、学习和研究水平和效率方面, 核心期刊原

理也大有用场。

但在我国, 由于核心期刊研究的时间相

对不长, 因此, 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其

中主要有:

(1) 对核心期刊基本问题的研究较为薄

弱。其主要表现和必然结果之一是, 关于核心

期刊的定义、形成机制等问题的观点不一。多

数读者, 甚至一些文献信息专业人员对其准

确概念也很模糊, 如有的认为核心期刊就是

常用期刊、重要期刊, 或者认为是发行量高的

期刊, 名人、专家经常发表论著的期刊等等。

显然, 明确概念, 使其具有较为一致而科学的

定义是核心期刊研究与实践中的一个基本问

题, 应花力气深入研究。

(2) 测定核心期刊的方法有待完善。无

论是载文法、文摘法, 还是引文法等, 都有不

可避免的局限性。在我国已有的核心期刊表

中, 有的只简单地使用一种方法, 缺少权威专

家学者的审核和鉴定。就是同一学科的核心

期刊, 使用的方法和标准也不相同。尤其是中

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更

差。显然这与统计源、统计方法和分析方法有

关。因此, 要建立或完善中文引文数据库, 编

制权威性检索工具, 为科学测定核心期刊打

下基础, 就必须完善并综合采用科学而可信

的测定方法。

(3) 力作不多。尽管近年来我国研究核

心期刊的论文和工具书不少, 其中有的影响

还较大, 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内容雷同者较

多, 有创见的较少, 研究水平普遍不高。因此,

应组织力量进行系统研究, 一要注重吸收国

外最新研究成果, 二要结合我国期刊工作实

际进行研究, 亲手统计数据, 具体测评期刊。

只有这样, 才能发现问题, 多写文章, 写好文

章, 才能把我国核心期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

3　对几个关键问题的探讨

(1) 关于核心期刊概念。笔者以为, 目前

人们“普遍认为核心期刊又叫主要期刊、常用

期刊或基本期刊”[9 ]、发行量高的期刊等的观

点是不严格的。大家知道, 最早涉及核心期刊

概念并使其广泛流传的首推布拉德福。但布

氏并没直接使用“核心期刊”这个词, 而是间

接指出了“核心区期刊”(一小部分期刊)。根

据布氏定律, 核心期刊的最初含义包括: ①

必须是科技期刊; ② 必须有统计数据, 即载

文量; ③ 必须是少量期刊, 即至少 30 种期刊

才可产生 1 种核心期刊。随着 60 年代加菲尔

德引文规律的发现和统计方法的多样化, 布

氏定律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 不仅已从科技

期刊推广到了社科期刊, 而且通过引文量、文

摘量、利用量证实了布氏定律。因此, 根据核

心期刊的本来含义和发展情况以及目前使用

这一术语的现实, 综合多数学者意见, 其定义

大体可以这样来描述:“核心期刊是指发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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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 情报含量大, 被摘率、被引率和借阅率

都较高, 被公认为代表着学科 (或专业) 当代

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期刊。”

这一定义为不仅体现了核心期刊的学科

性、集中性和代表性等特点, 而且强调使用载

文法、文摘法、引文法和利用率等多种方法来

综合测定核心期刊, 同时还强调要得到专家

的“公认”。这样既重申了核心期刊主要是统

计学概念 (载文及引用等是其最基本的指

标) , 又主张把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有机结合

起来。为了较准确地理解核心期刊概念, 有 4

个问题值得注意:

① 应注意核心期刊与馆藏重要期刊的

区别。核心期刊面向的是某个学科 (或专业) ,

具有客观性和公认性, 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单

位根据自定标准而确定的。因此, 它与某个图

书馆需要或已经收藏的重要期刊有所区别

的。对于大型和学术性较强的图书情报单位

而言, 大多数核心期刊都是其馆藏所需要的

期刊; 而对中小型图书情报单位来说, 则未必

都是其需要的、最常用的期刊。为此, 有人提

出了“馆藏核心期刊”概念。如它指的是本馆

所需的核心期刊, 似乎还说得过去; 若把这一

概念代替或作为核心期刊理解, 那就恐怕不

妥。为此, 有人又用“馆藏重要期刊”代之, 但

这与馆藏所需的核心期刊还有所区别, 值得

斟酌。

② 应注意核心期刊的跨学科性。由于学

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 使得某一学科的核心

期刊有可能又是另一学科的核心期刊, 尤其

是一些多学科、综合性的核心期刊更是如此。

这一点不应忽视。

③ 应辩证地看待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是

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客观实际, 因此不应僵

化。随着科技发展和期刊之间的激烈竞争, 核

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会发生一些转换。一般

来说, 应依据文献老化速度或半衰期, 每隔 3

～ 5 年对核心期刊表做一次修改。诚然, 由于

马太效应影响, 一旦成为核心期刊, 尤其是权

威性核心期刊以后, 若没有特殊原因, 其核心

地位一般不会改变, 但名次会有所改变。

④ 应注意核心期刊与其所载论文的区

别与联系。从总体来说, 核心期刊中的论文优

于非核心期刊中的论文, 但非核心期刊上也

有高质量的文章。在期刊质量和期刊论文质

量不一致时, 应首先注重论文质量。只有这

样, 才能避免学术成果评价中的只重形式, 不

重内容的偏向。但是, 那种认为核心期刊论文

不能作为学术水平标准的观点, 亦是片面

的[10 ]。

(2) 关于测定、评判核心期刊中的引文

法与文摘法。近年来, 不少文章对引文法的科

学性展开了再讨论。有的认为, 引文法缺乏理

论根据, 没有层次性, 测定和评判结果不准

确。有的则持相反观点, 认为尽管引文法不是

绝对准确、完善无缺的方法, 但与其它方法相

比, 却是最客观、最公正、最准确、最权威的方

法。

显然, 这两种观点完全相反。那末, 应怎

样看待这一歧见? 其中哪一观点具有更多的

合理因素?笔者认为, 引文法相对于其它方法

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方法, 但由于引用动机多

种多样, 引用程度有轻有重, 而且易受语系、

情感和文献可获性等多种因素影响, 因此, 势

必会影响引文分析质量。正如引文法的创建

者加菲尔德 1990 年所说,“我们总是应当强

调, 当使用引文数据来评价任何事物时, 对引

文数据的解释一定要小心, 应清醒地认识其

局限。例如, 不同学科之间与同一学科之内,

作者数与期刊数会有很大差异, 因此, 作者与

刊物的引用水平与引用率也会随之不同。像

植物学和数学这些较小的领域产生的论文数

与引文数都比不上生物技术与遗传学这样的

学科。另外, 对于某些领域, 也许需要 10 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 一篇论文的被引次数才会像

个样子。而对于其他研究领域, 论文发表几年

之后, 引用数就可能达到最高峰。”由此看来,

用引文法来评判期刊是较准确的, 但并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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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利用其他方法 (例如专家法)来补正。因为

时至今日,“核心期刊”概念已由纯粹统计概

念发展成为数量与质量合一的概念。

那末, 引文法与文摘法在测定单学科核

心期刊上有无本质区别?目前, 存在两种相反

的观点[11 ]。在笔者看来, 两者在测定时是有

区别的, 但测定的结果并无本质区别, 即两者

从两个侧面反映期刊的质量。目前, 笔者正与

北大图书馆合编《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

刊总览》。现以其中的社会学为例, 根据 1993

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的 JCR 中的引文

量和影响因子, 我们分别排出了两张名次表,

再利用 1992～ 1993 年的《社会学文摘》, 列出

另一张名次表, 然后进行加权计算, 同时根据

专家意见排出了综合名次表, 从而筛选出西

文社会学核心期刊 190 余种。其中的前 20 名

及其与文摘法、引文法和影响因子法的排名

如表所示。

刊　　　　　　名
综合法测
定的名次

文摘法测
定的名次

引文法测
定的名次

影响因子测
定的名次

Am erican journal of p sycho therapy 1 152 1 2

Contempo rary socio logy 2 1 131 8

B rit ish journal of socio logy 3 6 53 1

Am erican journal of socio logy 4 4 4 12

Am erican socio logical review 5 41 2 4

D issert abstracts 6 2 12 ö

Social science & m edcine 7 7 3 19

Soclo logy= the journal of the B rit ish socio logical association 8 3 32 13

L aw social inqu iry 9 153 97 3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 l 10 72 5 14

Social fo rces 11 10 9 18

P rogress in hum an geography 12 11 54 9

Signs: jou rnal of wom en in cu ltu re and society 13 14 16 16

Industraial & labo r relations review 14 137 18 5

B rit ish journal of addiction 15 52 6 15

In ternational jou rnal of u 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8 50 17

L aw and society review s 17 54 132 7

Canadian journal of po lit ical science 18 112 92 6

Social p rob lem s 19 107 14 11

A nth ipode 20 140 65 10

　　从中可以看出, 引文法、影响因子法与文

摘法测定的名次大体相同的占一半, 说明文

摘法与引文法有相同之处, 亦有区别, 但这种

区别是不同本质的区别。这样, 就有可能使两

者的优势互补, 综合筛选出较为合理而公认

的核心期刊表。

(3) 关于联合攻关编制核心期刊目录等

工具书问题。核心期刊目录是核心期刊研究

的关键性成果, 它的质量、公认性与权威性直

接影响到核心期刊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

公认而具有权威性的核心期刊目录, 对期刊

的合理布局和资源共享, 对优化馆藏和指导

阅读, 对期刊投稿和期刊之间的合理竞争, 以

及对科学地评价学术成果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而增强公认性与权威性的一个重要办法

是, 在目前个人和单位纷纷编制核心期刊表

的基础上, 提倡联合攻关。即选择研究基础较

好、文献资源较丰富、有时间及其它工作条件

保证的单位来共同编制权威性强的中外各科

核心期刊目录。当前, 首先要填补核心期刊目

录体系中的空白点。其次, 对已有的核心期刊

目录应定期修订。同样, 对于筛选核心期刊具

有决定意义的工具书, 也应积极编制和修订。

1995 年北大图书馆与南大图书馆合编

的《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已于

1996 年 6 月 6 日在北大通 (下转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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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继元: 核心期刊研究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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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往数据中心的数据库中输入一条数

据, 数据中心也应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样双方

互惠互利: 数据中心得到的费用, 可以用来

改善工作条件, 更新设备和软件, 以便向用户

提供更加先进的工作环境; 用户在缴纳相应

的费用后, 就可得到所需的服务和数据, 以提

高自己的工作数量和质量。

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 幅员辽阔, 所以至

少应该有二至三家大型书目数据中心, 以适

应各地的要求。几家数据中心的同时存在, 应

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 促使它们之间的

相互公平竞争, 借此加速我国书馆现代化的

建设。

由于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数据中心, 各数

据中心提供的条件和服务手段是否能满足用

户的需要就成为吸引用户的关键。各数据中

心必须改善自身条件, 积极提供用户需要的

服务, 吸引用户, 从而扩大、增强自己的实力。

如此周而复始, 在发展中逐渐壮大。可以说,

大型书目数据中心的建设必将推动我国图书

馆工作的现代化进程。

刘　刚　北京图书馆自动化发展部副主任。通

讯地址: 北京白石桥路 39 号。邮码 100081。

(来稿时间: 1995. 12. 21。编发者: 黄文田)

(上接第 61 页) 　过鉴定, 1996 年内由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南京图书馆、南大图书馆等

正在联合编制《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

两部大型工具书将具有填补空白之功用。

1992 年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正

在修订, 也将在 1996 年出版。全国高校图书

馆期刊工作研究会正计划对国际科技核心期

刊目录进行修订并准备编制专题性核心期刊

表、中文评论文摘和索引等检索工具。联合攻

关有固定的编辑班子和连续修订制度, 又有

全国性权威专家审核, 因此可以坚信, 我国中

外文各专业核心期刊的筛选必将逐步完善。

在我国, 核心期刊研究正处于发展之中。

我们既要大胆探索, 又要谨慎求证; 对于核心

期刊的作用, 既不能一味拔高, 也不能一概否

定。这才是我国核心期刊研究应走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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