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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产品概述

1.1 系统概述

《高职院校科研成果统计分析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是由《中国学术期刊（光

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开发的高职院校科研评价辅

助工具。《数据库》首次实现对全国 1388所高职院校及其 42万名学者 2006年至今的科研

产出及学术影响力的统计分析，基本实现对全国本科院校的全覆盖。科研产出包括：国内外

期刊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中国专利、基金项目、奖励等，统计指标包括：科研成果数量

及影响力评价数据。《数据库》从地区、机构、作者和专业等多角度揭示高职院校及其科研

人员在各专业领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影响力，为高职院校科研管理人员评估本校及其他院校

科研成果和对接教育部专业评估提供客观、翔实的数据支撑，也为高职院校制定发展战略、

调整专业布局、引进优秀人才服务，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数据库》的重点服务对象包括教育管理部门、高职院校管理人员、高职院校科研人员

等。

1.2 服务对象

（1）教育管理部门

产品从整体上评估各专业、各地区高职院校科研产出整体状况，从而便于教育管理部门

对各地区、各高职院校的科研能力进行评价和管理，合理配置资源。

（2）高职院校科研管理处

产品对高职院校及其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和影响力进行统计分析，为科研和管理人员准

确掌握高职院校及其科研人员的科研实力，了解全国、各地区高职院校科研发展状况提供数

据支持，简化了高职院校科研和管理人员统计工作流程，节省了文献检索、数据处理等大量

时间。

（3）教师、科研工作者

产品可有效管理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帮助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及时回顾自己的

学术成果，了解科研成果得到哪些业内同行关注，了解指导研究生教学质量情况，对考评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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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职称评定实现更加客观的评价，对寻求潜在合作者、同行专家或评议专家提供参考。

1.3 产品框架图

系统总体框架如下图所示：

1.4 产品主要功能模块

（1）概览——揭示各专业、各地区高职院校科研产出整体状况。用于总体把握专业建

设和发展方向。该模块下可查看各地区国内外期刊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中国专利、基金

项目、和奖励的总体统计数据。

（2）全国高职——统计各高职院校各年度、各专业科研产出数量及其影响力。通过组

合选择专业、地区和发表年实现本地区某专业内高职院校的科研产出和影响力比较，也可通

过高职院校检索查看单个高职院校的指标情况。

（3）高职学者——对全国或各地区中不同专业下科研工作者的科研产出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揭示科研实力比较强的作者。同时，系统提供二次检索功能，通过设置检索条件可以

实现某一机构所有作者科研能力的比较分析，以及单个作者科研能力分析。

（4）本院分析——包括总体分析、作者分析、专业分析、期刊分析、引证分析、合作

机构分析、网络传播分析、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热词分析等功能。

总体分析：以年为单位，统计了 2006年至今的国内外期刊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中

国专利、基金项目、奖励等数据。可以与专业导航、是否第一机构、是否包含均值导航进行

组合查询，用于分析了解本校各项成果数量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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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析：统计了本校作者的 2006年至今的国内外期刊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中国

专利、基金项目、奖励等数据。可指定某个专业大类或专业小类，查询本校作者在该专业领

域的科研产出情况。

专业分析：可按照《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的专

业分类体系查看本校各领域发文情况，按照《国际专利分类表》（IPC分类）查询发明专利

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按照《洛迦诺分类表》（LOC分类）查询外观设计专利数量，明确

本校整体专业布局，以及在各专业中的研究方向。

期刊分析：统计了本校作者所发表的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包括在不同期刊上的发文数

量、被引频次、下载频次、期刊复合影响因子等指标。

引证分析、合作分析、网络传播分析：3个模块都属于学术影响力分析，分别统计了引

用本校成果的机构和期刊、与本校合作发文的机构、本校论文在国内外的历年下载情况，这

些机构是与本校学术交流活动频繁的机构。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热词分析：3个模块揭示了本校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以

及哪些是获得了学术关注和认可的高质量成果，可用于本校科研选题、评优和表彰参考。

（5）对比分析——提供与指定高职院校的科研产出的横向对比。可对任何一种科研成

果的任意指标进行对比，如各年国内期刊论文数、学术期刊论文数、核心期刊论文数、国家

级基金论文数、被引频次、下载频次、专利数、国际论文数等。若选择某专业，则统计数据

相应变为该专业下各个高职院校统计数据对比。该功能可灵活地用于与其他高职院校的总体

情况、专业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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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操作指引

2.1 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署使用协议时，《中国学术

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为每个单位分配唯一的账户和密码，通过账号和绑定

ip号段进行身份认证。

2.2 界面设置

（1）登录系统

在登录界面（见下图）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系统，登陆错误则提示重新登陆，正确

则跳转到登录首页。

（2）概览

登录系统后默认进入概览界面。可揭示各专业、各地区高职院校科研产出整体状况。用

4



于总体把握专业建设和发展方向，帮助教育管理部门和高职院校决策机构进行科学的战略决

策。概览模块包括地区分析、专业分析、年度分析、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热词分析子模

块。

1、地区分析：统计了各省（直辖市）国内期刊论文、国际期刊论文、国内会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中国专利、基金项目、奖励等。其中，国内期刊论文包括学术期刊论文、核

心期刊论文两个子级。学术期刊论文的统计源以《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来源刊（含

辑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评价刊、《中国英文学术期刊国际国内引证报告》

评价刊、《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TOP 期刊、总署认定的学术刊且不在上述期刊名

单中质量较好的新刊，取并集且排重，共计 5923种期刊。国内期刊论文的统计源为《中国

引文数据库》，共计 11225种期刊。学术性期刊源列表以外的期刊不计入“学术期刊发文量”

类指标，但计入“国内期刊论文量”指标。核心期刊论文包括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中科院

收录刊、社科院收录刊、中信所收录刊收录的论文。本系统其他模块中国内期刊论文、学术

期刊论文、核心期刊论文的统计源均已此为标准，以下不再赘述。

可通过勾选某个专业大类或专业小类，改变统计表格的数据为该专业数据。还可通过勾

选 2006-2018年的某个年度，改变统计表格数据为该年、该专业全国各省市成果数量。该组

数据体现了各省市在各专业发展的情况数据。

点击图表右上方的小图标按钮，可以切换展现模式，也可以 excel 格式保存数据。例如，

点击 按钮，可以切换进入数据模式，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 按钮，可以查看各地区

中各专业科研成果产出的趋势图。点击 按钮，可以 excel 格式导出数据。本系统中其他

图表都有此功能，以下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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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分析：统计了各专业国内期刊论文等各类成果数量。可通过勾选某一省市，查

看该省市各个专业的成果数。还可复选某一年，查看该年度某省市各个专业论文数。该组数

据提供了专业发展总体情况数据。

3、年度分析：统计了各年度国内期刊论文及各类成果数量。可通过勾选某专业大类或

专业小类，改变统计表格为某专业各个年度成果统计数。也可复选地区至某一省市，统计表

格变为该省市某一专业各个年度论文数量。该组数据提供了成果数的年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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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被引论文：对同一专业同一年度国内期刊论文按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序，依次遴

选前 0.1%、1%、10%、20%为本专业本年度各档高被引论文。高被引论文列表代表了本专

业最具影响力的优秀论文，可作为遴选代表作、评优的基础。高被引论文同时可反映在学术

领域的需求点、热点、共同关注点。

5、热点论文：按照下载频次由高到低排序后，遴选某专业近 3年发表的国内期刊论文

在最近一年下载频次排名前 1%的论文为热点论文。热点论文可作为新发表或技术应用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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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论文的补充。因为这一类论文的影响力无法通过被引频次体现出来，高下载论文弥补了被

引频次作为评价指标的不足。

6、热词分析：统计各专业在论文关键词部分出现词频最多的词（并可生成可视化图谱

直观显示），代表了当前最受高职院校科研工作者关注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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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高职

统计各高职院校在各年度、各专业科研成果数量及其影响力。以高职院校为统计单位，

统计了各高职院校的国内期刊论文、国际期刊论文、国内会议论文、国际会议论文、中国专

利数、基金项目数、奖励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某省市，可呈现该省市高职院校的统计数据，可使各省市教育厅明晰

本省市各个高职院校科研成果数量及影响力。若选择“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普通高

职院校”类别，则结果中只呈现相应级别高职院校的数据。亦可选择专业大类、专业小类，

统计各高职院校在指定专业上各科研类型产出情况。

高职院校国内学术期刊论文统计报表中，提供了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热点论文

数量以及综合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篇均下载频次等学术影响力评价

指标。可按照任意指标进行排序，系统默认按论文数量排序。评价指标中的综合指数是依据

普赖斯定律根据发文量和被引频次选出核心区，计算核心区平均值并以此为基准，计算每所

高职院校与该基准的相对水平。综合指数为 100时，则达到核心集的平均水平。综合指数越

高表明高出平均值的水平的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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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类目导航下，可选择某个专业大类或专业小类，右侧统计数据为各高职院校在

该专业下的科研成果统计，系统默认按论文数量排名，点击表头标题栏，可实现按其他指标

的排序，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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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组合筛选条件，实现不同专业、不同地区、各年、各高职院校的科研成果排名分析。

例如：选择“电子信息大类”中“广东”地区高职院校的排名情况。

系统提供检索功能，通过检索框输入需查询的高职院校，可实现单个高职院校或某类高

职院校指标查询。例如输入“江苏”，系统可将“江苏”相关高职院校检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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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内期刊统计外，还提供国际期刊、国内会议、国际会议、中国专利、基金项目和奖

励统计，可设定专业、年、地区进行组合筛选，以下不赘述。

（4）高职学者

统计了高职院校学者各专业发表论文数量。本模块以人为单位，统计其各年度、各专业

发文量、被引频次、他引频次、下载频次、高被引论文数、高下载论文数等数据和综合指数、

H指数等评价指标。

该模块导航栏提供：科研产出类型、奖励类型、专业类型、地区、发表年份、是否第一

作者选项。指定某一省市，列表中只出现该省市的学者列表。指定某一专业，列表中的各项

统计数据是学者在指定专业中的发文量。可按照任意指标进行排序，系统默认按论文数量排

序。需要说明的是，对国际期刊论文和国际会议论文，由于人名规范存在困难，中国人姓名

拼音简写规则混乱，一个人存在多种写法，且存在大量重名现象，计算机难以自动对学者成

果进行归并，需要作者认领成果后才能统计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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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还提供对作者所在机构的检索功能。输入一个机构名称后，检索结果为该高职院校

学者发表文章统计报表。

点击学者姓名可以查看该学者科研成果统计分析报告，以进一步分析这位学者的研究领

域、学术专长以及该学者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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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内期刊统计外，还提供国内会议、中国专利、基金项目、和奖励统计，可设定专业、

年、地区进行组合筛选，以下不赘述。

（5）本院分析

1、总体分析：以年为单位，统计 2006年至今本校的成果数量，包括国内外期刊论文、

国内外会议论文、中国专利、基金项目、奖励等数据。用于纵向对比本校在近年的发展趋势。

组合选择导航栏的专业分类、是否第一机构、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均值/普通高职院校均

值，可进一步了解本校各个专业近年的趋势变化，与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平均水平相比的

优势或差距。

14



2、作者分析：统计本校作者的成果数量与影响力指标。可指定某个专业大类或专业小

类，查询本校作者在该专业邻域的科研产出情况。用于评估本校作者的科研能力与影响力水

平。

3、专业分析：统计本校各专业大类、专业小类的发文量及评价指标。导航栏可组合选

择年度，统计本校各专业各年的成果数量，评估本校各专业发展水平，发现本校优势专业、

15



有潜力的专业及较薄弱的专业等。

4、期刊分析：统计本校作者发表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包括在不同期刊上的发文数量、

被引频次、下载频次、期刊复合影响因子等指标。用于分析本校各专业主要投稿期刊及论文

影响力，为科研人员选择投稿期刊提供参考。

5、引证分析：统计施引机构和施引期刊的引用频次，展示本校学术影响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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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作机构分析：统计与本校合作发文的机构，以便更好地发展合作、促进共赢。

7、网络传播分析：统计本校每年发表的论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每年被国内外用户下

载和浏览的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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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校的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热词分析：按全国统一标准遴选的高被引论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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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论文中，本校入选的论文，在本模块予以展示，并可以检索到具体的作者和篇目详情。本

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热词，反映了本校哪些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本校主要研

究课题的方向集中在哪些领域。通过这 3个模块的对比分析，可帮助科研处、科研人员更好

地自我评估、确定科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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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比分析

提供与指定高职院校的科研产出的横向对比（最多可指定 10家机构）。可对任何一种

科研成果的任意指标进行对比，如各年国内期刊论文数、学术期刊论文数、核心刊论文数、

基金论文数、被引频次、下载频次、国际期刊论文数、国内会议论文数、国际会议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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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数、基金项目数、奖励数等。可在导航栏中勾选某个专业大类或专业小类，则对比

的统计数据相应变为该专业各个高职院校 2006年至今的统计数据。可灵活地用于与兄弟院

校、竞争院校的总体、专业的对比分析。

国内期刊论文评价指标的对比分析，包括国内期刊论文数、被引频次、下载频次、核心

论文数、基金论文数等多角度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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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期刊论文评价指标的对比分析，包括国际期刊论文发文量、SCI发文量、SSCI发文

量、A&HCI发文量、ESCI发文量等指标的比较分析。

国际期刊论文发文量对比

中国专利的对比包括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中国专利授权数量、专利技术转移数量的对比

分析，专利类型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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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的对比包括国家级基金项目数量、部委级基金项目数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数量和资助金额、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量等指标的比较分析。

奖励的对比包括是全部奖励、国家级奖励、部委级奖励、省级奖励、学协会奖励等不同

级别奖励的比较分析。

第三部分：其他说明
本产品支持 windows XP、windows 7、Max os x 等操作系统，兼容 IE，chrome，Firefox，

360 安全浏览器等主流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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