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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和巴西国际期刊比较研究*

摘要：文章以2009-2012年JCR收录的中国、印度和巴西科技期刊为数据来源，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三

国科技期刊的出版情况、学科主题分布以及文献计量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了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科

技期刊的优势和劣势。从比较分析得出，中国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高于巴西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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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期刊被JCR收录数量（种）

国别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年平均
增长率% 4年平均值

111

68

65

7387

122

94

89

8073

140

100

96

8336

140

99

99

8411

8.04

13.33

15.06

4.42

128.25

90.25

87.25

8051.75

中国、印度和巴西作为世界上新兴的经济体，经济

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广受关注，近年来，三国加大科

技投入，以期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获得进步和突破，其

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科技论文的产出情况，它是监测科学

技术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而科技论文的产出载体是

科技期刊，科技期刊能够有效和迅速地刊登科技人员

的主要研究成果，提供学术交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科技期刊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科研竞争力，同时

也是科学生产率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1]。因此，通过比

较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科技期刊的情况能够反映三国

的科技竞争力，为当今我国科技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

依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汤森路透公司出版的《Jou r 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JCR是一种对世界权威

期刊进行系统客观评价的有效工具[2]，它可以根据期刊

引用数据反映期刊的重要程度，可查询期刊的影响因

子等重要数据指标，同时JCR在全球范围内收录最有影

响力的期刊，能够代表国家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1]。我

们于2013年7月检索下载了2009-2012年被JCR收录的

中国、印度和巴西的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载文

量、期刊所属学科主题、期刊在各自学科主题的影响因

子分区、期刊刊期、语种和出版单位等数据，采用文献

计量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对比分析，进行三国科技期刊

的出版状况和学术水平研究。其中，中国被JCR收录的

期刊中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出版的期刊。

2 统计与分析

2.1 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刊概况

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刊的

情况见表1。
由表1可见，2009-2012年，中国和巴西被SCI收

* 本文由2013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课题"基于科学计量学的金砖五国科技合作现状及预测研究"资助（编号：2013GXS4K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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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被收录期刊出版单位情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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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期刊数量逐年递增，而印度被收录的期刊数量

在2009-2011年持续增长，2012年略有下降，被收录

期刊数量较2011年减少1种。中国被SCI收录的期刊

数量最多，4年均值分别为印度和巴西期刊数量的

1.42倍和1.47倍，但年平均增长率（8.04%）则低于印度

（13.33%）和巴西（15.06%）。巴西被收录的期刊数量

的4年均值低于印度，但至2012年已于印度持平。中

国、印度和巴西三国期刊被收录的年平均增长率均高

于SCI收录期刊的年平均增长率，说明新兴经济体国家

中高质量期刊数量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速，这些国家

与国际其他国家相比，期刊质量的提高速度也较快。其

中，中国在期刊数量上表现突出，而印度和巴西的增长

速度则较高。

2.1.1 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

刊的语种分布

中国和巴西的官方语言分别为中文和葡萄牙文，英

文为印度全国性的通用语言，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
收录的期刊语种分布有所不同。2009-2012年，中国被

JCR收录期刊的语种分别为中文、英文和多语种，4年
间中文期刊数量基本维持在17种左右，被收录的英文

期刊数量逐年增加，比例不断上升，因此中文期刊所

占比例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14.41%下降到2012年的

11.43%；印度被收录的全部为英文语种期刊；巴西在

2009-2012年被收录期刊的语种为葡萄牙语、英语和多

语种，在4年间葡萄牙语期刊的数量一直是占到期刊总

数的40%以上，英文期刊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

38.46%下降到2012年的34.34%。

2.1.2 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

刊的出版周期分布

期刊的出版周期反映的是期刊传播科技信息的速

度，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出版周期已成为期刊

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

被JCR收录期刊的出版周期，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三国

期刊出版的质量。2009-2012年中国被收录的期刊中季

刊、双月刊和月刊三种出版形式始终占据主要位置，其

中，季刊和月刊占被收录期刊总数的比例在上升，所占

比例最高值分别为2012年的28.17%和34.51%，双月刊

所占的比例在逐年下降，最高值为2009年的41.44%；

但双月刊的数量最多。

2009-2012年印度期刊的出版周期中季刊是最主

要的出版形式，所占总数的比例从2009年的32.35%逐

年上升到2012年的45.46%，双月刊所占比例从2009年
的26.47%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21.21%，月刊的数量4年
中始终为14种，半年刊的数量从2009年的10种上升为

2011年的13种，2012为12种，所占的比例略低于月刊，也

是一种主要的出版形式。

2009-2012年巴西期刊以出版季刊为主，占总数

的比例均在47%以上，最高达到2009年的50.77%，其

次是双月刊和月刊，所占比例最高值分别为2011年的

28.13%和2009年的10.77%。

2.1.3 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刊的

出版单位分布

期刊的出版单位体现了期刊的出版实力，可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出版水平。在此，我们仅

就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期刊出版单位的情况进行比

较，见表2。
由表2可见，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分别被JCR收

录期刊140种、99种和99种，由本国出版单位出版的期

刊分别占期刊总数的57.14%、90.91%和94.95%，印度

和巴西期刊基本以本国出版为主，国际合作出版的期刊

数量很少，分别占本国期刊总数的不足10%和6%；国际

合作出版期刊的国别数量也不尽相同，中国、印度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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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刊所属学科主题情况

国别/年份

69

48

50

173

39.88

27.75

28.9

80

64

60

174

45.98

36.78

34.48

90

72

65

176

51.14

40.91

36.93

91

69

69

176

51.71

39.21

39.21

2009年占学科主
题总数比例%

2009年
（个）

2010年占学科主
题总数比例%

2010年
（个）

2011年占学科主
题总数比例%

2011年
（个）

2012年占学科主
题总数比例%

2012年
（个）

西分别与5个、4个和3个国家的出版机构合作。中国与

国际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的期刊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印度

和巴西。在国际合作的出版机构中，三国均与美国出版

机构合作出版期刊的数量最多，分别占到国际合作的

51.67%、55.56%和60%。

2.2 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刊的学

科分布

2009-2012年JCR收录的期刊数量逐年增加，从

7387种增加到8411种，分属不同的学科主题，学科主题

的数量由173个增加到176个。表3反映了2009-2012年中

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刊所属学科的数量。

由表3可见，中国期刊所属学科主题的数量逐年增

长，且4年间均超过印度和巴西。2011-2012年，中国期

刊所属学科主题的数量已超过学科主题总数量的一

半，即中国期刊已涵盖一半以上的学科主题，中国在超

过一半的学科主题的期刊已得到国际著名检索系统的

认可。印度期刊所属学科主题的数量在2011年最高，首

次超过学科主题总数量的40%，2012年有所回落；巴西

期刊所属学科主题的数量逐年增加，至2012年与印度

持平，但4年间均未达到学科主题总数的40%。这说明，

中国优秀期刊涵盖的学科主题高于印度和巴西，涉猎

较广，印度次之，巴西第三。

2 0 0 9 - 2 0 1 2 年中国期刊数 量排名前三的

学科主题均为“M A T E R I A L S  S C I E N C E ，

M U LT I D I S C I PL I N A RY”、“M E TA L L U RG Y 
&  M E T A L L U R G I C A L  E N G I N E E R I N G”和

“C H EM IST RY，M U LT I DISCI PLI NA RY”；印

度进入前三的学科主题分别为“CH EM IST RY”，

M U LT I D I S C I P L I N A RY”（4年排名第一）”、

“A G R O N O M Y”（3年排名第二）、“P L A N T 
SCIENCES”（3年）和“M U LTI DISCI PLI NA RY 

SCIENCES”（3年），其中“AGRONOMY”由2009年
的第11名上升至2010年第二名，并一直保持到2012年；

巴西排名前三的学科均属生命科学，学科主题分别为

“AGRICULTURE, MULTIDISCIPLINARY”（3年
第一，1年第二）、“VETERINARY SCIENCES”（4
年）、“ZOOLOGY”（2年）、“AGRONOMY”（2年）、

“BIOLOGY”（1年）和“TROPICAL MEDICINE”（1
年）。由此可见，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的优势学科各

不相同，中国是材料科学、冶金工程和化学，印度是化

学、农学和植物科学，巴西是农学、兽医科学、动物学、

生物学和热带医学。这与三国国际论文的学科分布大

致相同。

2.3 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刊的被

引频次分布

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的期刊进行比较

时，我们采用的数据是2009-2012年4年间均被收录的

期刊数量，这是因为连续被收录的期刊显示出稳定的

生命力和发展力，其他无论是中途被剔除出JCR数据库

系统的期刊还是刚刚进入的期刊，都显示出其本身发

展过程中的一种不稳定性和偶然性[1]，连续收录的期刊

进行比较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连续被JCR收录的

期刊数量分别是92种、61种和56种，共209种。4年中刊

均被引次数排名前3位的，第1、第3为中国期刊，第2为
印度期刊，最高值为中国期刊《ACTA PHYS SIN-CH 
ED》；排名前10位的期刊中，中国期刊有5种，分别位列

第1、第3、第5至第7位；巴西有3种，分别位列第4、第8和
第9；印度有2种，分别位列第2和第10。排名前20位的期

刊中，中国期刊有10种，占50%，巴西期刊有6种，印度

期刊4种。在年刊均被引频次指标中，中国期刊占有明

显优势。为了更为直观地比较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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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国、印度和巴西年刊均被引频次分区表

国别/年刊均被引
频次区段

TC＞5000

3.26%

1.64%

1.79%

3.26%

1.64%

7.14%

55.43%

57.37%

57.14%

7.69%

16.39%

8.93%

30.44%

22.95%

25%

3000＜TC≤5000 1000＜TC≤3000 100＜TC≤1000 0＜TC≤100

中国

印度

巴西

表5 中国、印度和巴西年刊均影响因子分区表

国别/年刊均影响
因子

IMP＞2

5.44%

0

0

3.26%

4.92%

3.70%

46.74%

29.51%

46.30%

27.18%

60.66%

40.74%

17.39%

4.92%

9.26%

1.5＜IMP≤2 1＜IMP≤1.5 0.5＜IMP≤1 0＜IMP≤0.5

收录期刊的情况，我们将209种期刊按年均被引频次占

相应国家期刊总数的比例分成几个区段，见表4。
由表4可见，中国被JCR收录期刊的年刊均被引频

次占中国收录期刊总数的比例在被引频次大于5000的
高频次区域和小于100的低频次区域所占比例的数值

在三国中是最高和最低的；在年刊均被引频次小于等

于5000和大于3000的区域中，巴西期刊所占比例最高，

中国第二，印度第三；在年刊均被引频次小于等于3000
大于1000的区域内，中国期刊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巴

西，第三是印度；在年刊均被引频次小于等于1000大于

100的区域内，印度期刊所占比例最高，第二是巴西，中

国第三。中国期刊相对于巴西和印度而言有较为广泛

的引用。

2.4 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刊的影

响因子分布

中国、印度和巴西2009-2012年连续被JCR收录的

209种期刊中，按年刊均影响因子排序，排名前5位的

均为中国期刊，年刊均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是《CELL 
RESEARCH》，为9.071，这5种期刊的年刊均影响因

子均大于2.0；排名前10位的期刊中有中国期刊6种，印

度期刊3种，巴西期刊1种；排名前20位的期刊中，中国

期刊14种，印度期刊3种，巴西期刊3种。中国、印度和

巴西三国年刊均影响因子平均值分别为0.976、0.521和
0.62。由此可见，中国的期刊相较印度和巴西期刊，有

较大的学术影响力，期刊的学术质量也较高一些。

表5显示的是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年刊

均影响因子分区情况，由表可见，在影响因子大于2的
区域中只有中国期刊，占连续4年收录中国期刊总数的

5.44%，印度和巴西均无期刊分布；在影响因子小于0.5
的区域中，中国期刊所占的比例低于印度和巴西，最高

为印度，其次为巴西；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期刊大量

分布在影响因子小于1的区域内，其中，印度期刊所占的

比例为90.17%，巴西为87.04%，中国为73.92%。由此可

见，在中国、印度和巴西2009-2012年连续收录的209种
期刊中，中国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于巴西和印度，在高影

响因子区域，中国期刊的数量大于巴西和印度，在低影

响因子的区域内，中国期刊的数量低于巴西和印度。

2.5 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

刊的影响因子分区分布

为了更科学地对期刊进行评价，汤森路透公司在其

出版的《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根据不

同的学科主题以统计学上的四分位数法将期刊按影响

因子的高低分为四个区（Q1至Q4），如一区是各学科影

响因子位居前25%的期刊。一般而言，分区位置越高，

期刊的影响力越大[3]。为了更为有效地比较中国、印度

和巴西期刊，我们采用2012年JCR的学科主题分区，研

究三国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情况。

由于1种期刊可以分属在最多4个不同的学科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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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年刊均载文量分区表

国别/年刊
均载文量

载文量＞1000 500＜载文量
≤1000

157.2＜载文量
≤500

100＜载文量
≤157.2

50＜载文量
≤100

0＜载文量≤50

2.17%

1.64%

　

5.43%

　

　

34.78%

13.11%

30.36%

19.57%

26.23%

16.07%

29.35%

24.59%

39.29%

8.70%

33.87%

14.29%

中，因此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共有439种期刊

分属在124个学科主题，其中分别有中国、巴西期刊各

1种、印度期刊2种无影响因子数值，因此只针对这435
种期刊进行研究。中国期刊198种，印度期刊118种，巴

西期刊119种，分别分布在89、69个和67个学科主题中，

中国学科主题分布期刊数量最多的是“MATERIALS 
SCIENCE，MULTIDISCIPLINARY，”为11种；印

度为“CHEMISTRY， MULTIDISCIPLINARY，”
为 7 种期刊；巴西为“ B I O C H E M I S T R Y  & 
MOL E C U L A R  BIOL O GY和AGR IC U LT U R E , 
MULTIDISCIPLINARY，”各为6种。分布在Q1区的

期刊共有16种，中国14种，印度和巴西各1种，分别占

各国期刊总数的7.07%、0.84%和0.84%。中国的优

势学科“META LLU RGY & META LLU RGICA L 
ENGINEERING”10种期刊没有分布在Q1区，印度和

巴西也是如此，三国分布在Q1区期刊的学科主题没有

交集，中国在Q1区的“CELL BIOLOGY”和“PLANT 
SCIENCES”学科主题中分别各有2种期刊。分布在Q2
区的有51种，中国34种，印度8种，巴西9种，分别占各国

期刊总数的17.17%、6.78%和7.56%；分布在Q3区的期

刊共有112种，其中，中国63种，印度和巴西各23种、26
种，分别占各国期刊总数的31.82%、19.49%和21.85%；

分布在Q4区的期刊数量是256种，其中中国是87种，印

度和巴西分别是86种和83种，分别占各国期刊总数的

43.94%、72.88%和69.75%。由此可见，中国期刊在Q1
和Q2区分布的比例高于印度和巴西，巴西第二，印度第

三；在Q4区的分布中国最低，巴西次之，印度最高。

2.6 中国、印度和巴西被JCR收录期刊的载

文量分布

期刊的载文量是描述期刊生产能力的指标之一，

常受到普遍的关注。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三

国被JCR连续收录期刊的年刊均载文量列前3位的分

别是中国2种（第一和第三）、印度1种（第二）；位居前

十的有9种期刊是中国、印度1种；位居前20的中国期刊

16种，印度2种，巴西2种。差距十分显著，印度2种期刊

的年刊均载文量大于巴西2种期刊的年刊均载文量。

中国、印度和巴西期刊的年刊均载文量平均值分别是

211.9篇、111.12篇和117.6篇，中国期刊分别是印度期刊

和巴西期刊的1.9倍和1.8倍。三国209种期刊的年刊均

载文量的平均值为157.23篇。2010、2011和2012年JCR
期刊的载文量的平均值分别为135.7篇、139.5篇和143.9
篇。中国期刊的年刊均载文量也高于JCR期刊。

表6显示的是2009-2012年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期

刊年刊均载文量的分区域情况。由表可见，在载文量大

于500篇的高端区域中，中国期刊占有较大优势，除中

国外，只有印度的1种期刊在此区域，巴西无期刊分布。

在载文量小于157.2篇的区域中，中国期刊数量占中国

期刊总数的比例低于印度和巴西期刊所占各国期刊总

数的比例，所以中国期刊的年刊均载文量高于巴西和印

度，巴西第二，印度第三。

3 结语

通过比较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被JCR收录期刊的

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被收录期刊数量保持

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并且在语种、出版周期和出版单位

等方面各有特色。2009-2012年，三国期刊被收录的年平

均增长率均高于SCI收录期刊的年平均增长率，其中，中

国在期刊数量上表现突出，而印度和巴西的增长速度则

较高。期刊的语种方面，中国和巴西被JCR收录的期刊

中均为多个语种，印度则全部为英文期刊。中国的SCI期
刊中双月刊占主要比例，印度巴西则是季刊占多数。此

外，中国与国际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的期刊所占比例远远

高于印度和巴西，表明这也成为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

尤其是学术期刊走向国际化的主要手段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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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被收录期刊的学科主

题分布状况有所差别，中国期刊的涉猎范围更广，印度

次之，巴西第三。2009-2012年，中国期刊所属学科主题

的数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并且已经超过学科主题总

数量的一半。巴西被收录期刊的学科主题数量虽然也

在逐年递增，但所占比例均未超过学科总数的40%。印

度则呈现先增长后回落的变化趋势，并在2011年首次

超过学科主题总数量的40%。

三国期刊的优势学科也各不相同。中国是材料科

学、冶金工程和化学，印度是化学、农学和植物科学，巴

西是农学、兽医科学、动物学、生物学和热带医学。这与

三国国际论文的学科分布大致相同。

（3）中国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均高于印度和巴西，巴

西仅次中国，印度第三。2009-2012年，从三国连续被

收录期刊的年刊均被印频次、年刊均影响因子和期刊

的所属学科分区来看，中国期刊表现均比较突出。中国

被JCR收录期刊的年刊均被引频次占中国收录期刊总

数的比例在被引频次大于5000的高频次区域和小于100

的低频次区域所占比例的数值在三国中是最高和最

低的。2009-2012年，三国被连续收录的209种期刊

中，中国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于巴西和印度，在高影响因

子区域，中国期刊的数量大于巴西和印度，在低影响因

子的区域内，中国期刊的数量低于巴西和印度。

（4）中国连续被JCR收录的期刊的刊载论文的能

力高于印度和巴西。2009-2012年，中国期刊的年刊均

载文量高于印度和巴西，也高于JCR收录期刊的年平均

载文量，巴西载文量第二，印度第三。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相似的中国、印度和巴西三

个国家中，期刊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中国、印度和巴

西三国期刊在出版周期、语种和出版单位等方面均各

有特色；三国期刊所涵盖的学科主题差别较大，中国在

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科主题有期刊分布，三国期刊的优

势学科各不相同，中国与巴西和印度有较大不同，印度

与巴西有相似度；高水平期刊相较印度和巴西学科分布

较为广泛，中国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受众要高于印度和

巴西，期刊质量优于印度和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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