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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美国《工程索引》网络版数据库,对收录重庆大学 2000～2007 年间科技论文进行了定量统计与分

析.结果表明:8年来,重庆大学科研实力迅速增长,在重庆地区的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全国 985、211高校相比,

尚有较大差距;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旨在为学校制定未来科技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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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准确、科学、客观地评价我校科研工作的状况,更好地推动我校科研工作的发展,对我校 8 年间教师、科技人员

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和论文被收录、引用情况作出统计与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笔者主要对 2000～2007年间(2000

年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合校),美国《工程索引》(《EI》)网络版收录我校科技论文进行统计与分

析. 

1 资料统计来源与方法 

EI是 EngineeringIndex的简称,是由美国工程信息中心制作的综合性工程技术检索数据库.EICompendexWeb是 EI的网络版,

是由 EICompendex(光盘版)和 EIPageone 合并的 Internet 版本,为世界上最全面的工程技术类数据库.EICompendex 数据来源于

世界 50多个国家的 5600余种工程类期刊、会议论文集和技术报告.拥有超过 1000万条记录,而且每年新增超过 65万条,数据库

每周更新.EI公司在 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2007年被收录的在中国出版的期刊已达 300种.1998年,EI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

立了 EI中国镜像站,提供基于 Web方式的信息服务,受到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1]. 

重庆大学图书馆订购了 EI网络数据库,可以检索 1970年至今的文献,通过检索、分析 EI 收录重庆大学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

情况,有助于了解与发现科研发展方向、强势学科和带头学者,同时也为科研人员在科研方面提供参考.本文统计的数据均来自 EI

网络版数据库, 

按照国际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通行做法,根据 EICompendexWeb提供的按第一作者所在单位来确定论文的归属,通过清华大学图

书馆镜像服务站点,在作者工作单位(author affiliation)字段中进行检索.其检索策略为选择 Quick Search,输入检索

式:(Chongq＊)wnaf;年限选择为 searchfrom2000to2007.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尽量减少漏检的情况,尊重师生的劳动成果,保

证查全率,上述检索式没有限制得很严格.在机检的基础上,笔者还对每一文献条目进行了人工浏览,确保是本校的研究成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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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检索截止时间为 2009 年 5月底(由于数据库每周更新,2008年收录数据还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只统计到 2007年 12月)[2]. 

2 相关信息分析及结果 

2.1 科技论文被收录情况 

2000-2007年重庆大学科技论文被 EI网络版收录统计结果见表 1.可以看出,2000-2007年,EI网络版收录我校教师发表论文

共 4814篇,年平均发文量为 601篇.在此 8年间,2007年是我校被收录论文的高峰期,是被收录论文为最多的一年,共被收录 1140

篇,占总收录论文的 23.68%;其中,电气工程学科和机械学科被收录论文较多,分别为 165 篇、123篇.建管与房地产学科被收录论

文篇数较少,仅 6篇。 

 

2.2 EI收录总数呈增长趋势 

从表 1 可以看到,我校论文被 EI 的收录保持了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前 4 年论文数保持在 300 左右的水平上,2004 年论文

数开始成倍增长,到 2005 年收录论文总数突破 1000 篇,为 2000 年的 3 倍.以上数据表明,2004 年开始,我校的整体科研水平有了

质的飞跃,显示出我校科研工作跨越式发展的态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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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I收录我校论文的学科分布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 8 年内,重庆大学被 EI 网络版收录科技论文较多的学科是机械、电气、光电、计算机、材料,被收录论

文分别是 739、655、491、399、355篇,各占全校被收录论文总数的 15%、14%、10%、8%、7%.这些学科都属我校近年来科研实力

较强的学科,建管与房地产、软件学科 8年来发表文章相对偏少,分别为 45、48篇,这可能是因为 EI是工程技术类综合检索刊物,

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倾向性,但确实有些学科科研力量薄弱,资金投入不足,人才比较匮乏.所以,加大人才的引进和科研资金的

投入,加强学科建设,加大被 EI收录论文的奖励,可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使学校科研水平不断提高[4]. 

2.4 合作现象普遍 

统计结果显示,在被 EI 收录的文章中,通常合作的现象非常普遍,8 年来我校与外单位的合作也有增多的趋势,这在多学科相

互交叉、讲究团队精神的信息化时代是非常突出的特性.从表 1、图 1中可以看出,8年间重庆大学通过合作完成的论文占到了总

论文数的 44%,其中国际合作为 13%,这说明学校鼓励教师多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相关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论文的合作者,特别是国际合作者往往是具有较强专业背景的专家,他们的加入为我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起到

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2.5 与国内重点院校的比较 

以上调查结果使我们看到,8 年来我校在科研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振奋,但离创建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差距还

很大.表 2 表明,2007 年 EI 收录我国高校论文前 10 名排序中,收录论文数最高达 3393 篇,最少也是 1276 篇,而我校被 EI 核心数

据库收录论文只有 1140多篇,与全国其他 985、211高校相比,我校差距较大.但是,随着我校论文奖励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国际国

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我校论文被 EI数据库收录的数量与质量一定会更上一个台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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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与相应对策 

3.1 对学校管理层及广大师生的建议与对策 

3.1.1 完善激励政策,加大奖励力度 

稳定科研团队,扩大科研投入,是促进高水平论文产出的基本条件.近年来,重庆大学科研奖励政策调动了全校师生从事科学

研究的积极性,促进了我校 EI收录论文数量的快速增长,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该奖励政策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学校应立足长远,

加大对高水平科技论文的奖励力度,鼓励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向国际影响较大的 EI核心期刊投稿,尤其应加大对有重大影响的原

创科研成果的奖励力度,有必要对连续产出 EI科技论文较多的青年教师给予重点支持和奖励,以促使他们尽快成长. 

3.1.2 完善学科建设,创建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 

学科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平台,也是衡量大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一流的大学,大都拥有一批一流的学科[6].从 2000—2007

年我校被 EI 收录论文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机械、电气、光电等是我校传统优势学科.学校在保持原有工程技术领先的情况下,在

计算机、材料、动力工程、土木工程等学科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但在软件工程、建管与房地产、经管等方面相对较弱.因此,学

校要发挥重点学科的优势,全面提升国内、国际竞争力,缩小与国内知名大学的差距,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同时还要不断扶

持弱小学科,通过学科建设,使其科研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在此基础上,创建高水平的科研平台,瞄准国际前沿和科学研究的热点,

明确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集中已有的相关科技资源,成立跨院系、多学科交叉联合的学科与工程研究基地,针对重大问题,联合

攻关,致力于学科建设,探索新的增长点,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 

3.1.3 发挥研究生的作用,发表高水平科技论文 

重庆大学现有理工科博士生和硕士生 16000 余名,他们是学校科研工作的重要生力军.大部分博士生和一部分硕士生主要从

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方面具有很大潜力,撰写和发表高水平科技论文也是培养高素质博士生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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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的重要环节.因此,应重视发挥研究生在学校科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制定对博

士生及硕士生关于发表高水平论文方面的明确要求,以此作为 EI论文的一个增长点. 

3.1.4 积极向 EI期刊源投稿,参加国际会议并提交论文 

科研人员,要会查询检索工具的期刊源,便于向此类期刊投稿;同时,学校应该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师生向国外的权威期

刊投稿,这样更有助于老师们跟踪国外的最新科研动态,真正提高本学科的学术水平.另外,从统计结果看,我校被收录论文国内

和国际合作不到 50%.学校应出台相应措施,鼓励在校师生参加国际会议并_提交论文,这样不仅可以扩大国际交流,而且可以提高

论文入选率,从而提升单位的排名层次与专业技术水平. 

3.1.5 单位名称的英译表述要统一规范 

在数据的整理与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学校合并、学科整合、专业设置等原因,单位名称有些变化.另外,有些论文中部

门注明不完整,在 EI 中,作者单位标引更是混乱.英译名称不规范容易造成漏检、难检.随着国际交流增多,为避免由于漏检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应根据有关规定和标准,由专门部门牵头(如科研处),对学院、各教研室、各实验室、附属医院及各科室等部门制

定规范的工作单位英译名称格式,并发布在校园网上,指导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时使用统一、规范的格式[7];同时,发表文章还要注明

邮政编码. 

3.2 对高校图书馆的对策与建议 

图书馆应配合学校的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做好信息咨询工作,积极开展定期服务,数据库检索培训、科技查新等业务.加强

对被 EI收录期刊的宣传,及时披露 EI最新收录中国期刊目录,经常举办 EI专题知识讲座,使教师充分认识和了解 EI的功能和特

点,掌握从科研课题出发检索相关文献的技巧和方法,尤其是如何利用检索结果的分析功能了解外刊的投稿方向和渠道,使教师

能够有的放矢地投稿[8]. 

4 结语 

通过对 2000—2007年被 EICompendex收录的科技论文的统计分析得知,重庆大学被 EI收录科技论文数大体呈现逐年上升趋

势,近 8年稳步增长,但与国内其他知名大学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被 EI 收录论文较多的学科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机械学院、电

气学院、计算机学院、光电学院等.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EI论文收录主要偏重工程技术领域,而对生物工程、医学、自然科

学等基础学科论文的报道相对较少,因此用它全面评价学术研究水平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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