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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心期刊"问题是挑动中国大陆学界神经的敏感而沉重的话题# 纵观三十年来核心期刊研究历程$研

究该问题的论文呈现如下特点%论文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被引频次绝对量呈现递增态势$研究内容从对核心期刊

技术指标的研讨逐渐扩展到对其功能运用的探讨#当核心期刊功能泛化$从运用于单纯的选购图书$扩展到作为一种

制度来评价期刊&评价学术水平&评价科研成果$进而将其作为期刊编辑水平评估和学术水平评价&科研成果评价的

重要标准$甚至逐步演变成唯一的标准后$由于牵涉到利益问题$也就从学术问题逐步演变成公共问题&社会问题$核

心期刊的负面效应就日益显现# 由于办刊实力&办刊背景&办刊历史不同$期刊存在不同档次是一个不容讳言的客观

事实#作为期刊从业者$特别是非核心期刊从业者$唯有抱着敬业务实的态度&冷静恬淡的心情对待这一现象'核心期

刊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期刊分级$意味着金字塔结构$处在塔尖的刊物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刊物只能是塔基(#

关键词#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分析)期刊评价)学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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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主要指学界惯称的$E))EF来源期刊

目录%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问题是中国学界#

特别是中国大陆学界持续关注的& 敏感的焦点和热点

问题'对于核心期刊#中国学术界从 ?GH>年开始研究#

至今已历 D?年#特别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学术期刊从

业者# 对该问题的关注保持了罕见的& 持续不断的热

情#而且这种关注已经从图书馆工作人员&学术期刊从

业者向整个社会扩展&蔓延#成为了像中国高考&大学

英语四六级考试一样的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爱之者欲

之生#恨之者欲之死#毁誉参半#从它被引进之日起#争

论一直没有停息(无论支持者或者反对者#都能够找到

充分的理由支撑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主题)))核心期刊%I

个字#即可检索出 ?DID?条!篇"文章目录!

#对三十年

来核心期刊研究历程进行疏理# 不但对于相关行业从

业者# 而且对于整个社会正确认识这一独特的学术现

象和社会现象都是极为有益的( 笔者拟从研究该问题

的论文数量&被引频次&研究内容几方面入手#对其研

究历程做一次全面疏理(

一&从论文的数量疏理

对核心期刊的研究#从世界范围说#最早可以追溯

到 ;>世纪 <>年代#其始作俑者为加菲尔德博士(中国

大陆学界对此展开研究#则始于 ;>世纪 J>年代*而对

此正式形成研究论文#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提供的

信息#则始于 ;>世纪 H>年代初(对三十年来核心期刊

研究历程进行历时性扫描# 有助于从宏观上总体把握

这一现象( 因此#笔者首先从发表论文的数量疏理( 这

期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 超过了

同一时期对任何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 笔者为了说明

的方便# 按其历时性过程将每一个十年划分为一个阶

段#D>年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这种划分并不代

表或意味着有其他更深的意义# 仅仅是为了论述方便

并给读者一个简单清晰的印象(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提供的信息#第一个十年

!?GH>!?GG>年"#实际为 ??年#共计发表相关论文 D>=

条!篇"*第二个十年!?GG?!;>>>年"#共计发表相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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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文章名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被引

频次

$ 刘东维 我国情报学基础文献和核心著者 情报科学 $%&"'(&'!% !)

! 王秀成

利用引文分析法测定核心期刊的

局限性及综合测定核心期刊的新

模型

情报理论

与实践
$%&%'$!'!* +$

) 陈光祚
布拉福德定律在测定核心期刊中

的局限性

图书情报

工作
$%&$,-.,-+ $*

/ 王津生 浅谈布拉德福分散定律及其应用
图书馆

学刊
$%&-,-/,.- $.

0 严怡民等
关于情报学若干基本问题的重新

认识
情报学刊 $%&%,&,+% $$

" 屈福才 文献的计量化研究 情报科学 $%&$,$-,+& %

" 邱均平
!中文自然科学引文索引"的开发

研究与统计分析
情报科学 $%&%,-&,+% %

&

赫彦生

江乃武

我国科技人员利用期刊的现状与

展望
情报学刊 $%&+,-&,+% &

& 陆伯华 用文摘法确定核心期刊及其局限性 情报科学 $%&.,-",.- &

$-

熊第志

严仁缉

综合性期刊的重要性与科技文献

的#老化$%从医学文献谈起
情报科学 $%&$,-",.- *

$-

潘一辅

丰成君

罗文杰等

从引文分析看我国情报学理论的

发展
情报科学 $%&",-&,+% *

$-

杨廷郊

崔庆礼

王永刚

建立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1213'的可行性探讨
情报科学 $%&%,$!,!* *

$( 李锡初
确定核心期刊的两种方法%%%加

权综合法(模糊线性加权变换法

图书情报

工作
$%&%,(!,$0 *

篇均4次 $$5.

喻世华)三十年来*核心期刊$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及研究历程回顾

文 .-+& 条&篇'+第三个十年&+--$!+-$$ 年',实际上

$-年多一点,共计发表相关论文 $--%&条&篇'-

从发表论文数量的历时性分析可以非常直观地感

到,研究该问题论文的数量呈几何级数的爆炸似增长,

从中透露出的信息非常明显)如果仅仅是学术问题,对

这一问题的研究早已终结+它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已

经变成了一个公众关心的公共问题(社会问题-

二!从论文的被引频次疏理

被引频次是文献计量学评价期刊的最重要指标,

是核心期刊概念得以产生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三个阶

段论文的被引频次展开疏理, 对于该问题研究情况的

把握,无疑是一条捷径-为了简洁直观,一目了然,笔者

对三个阶段论文被引频次的具体情况用文字表述,对

前十名的情况用列表方式呈现给读者-

在第一个十年的 .-#篇文章中,被引频次超过 $-

次&含 $-次'的论文只有 #篇,被引频次超过 #次&含

#次' 的论文也只有 +"篇, 被引频次超过 $次 &含 $

次'的论文仅有 $$% 篇,用文献计量学评价期刊的指标

看,有 $&"篇文章并没有产生社会影响-第一个十年被

引频次前 $-篇的论文见表 $-

在第二个十年 .-+&篇文章中, 被引频次超过 $-

次&含 $-次'的论文有 &$篇,被引频次超过 #次&含 #

次'的论文有 +$/篇,被引频次超过一次&含 $次'的论

文有 &.% 篇, 用文献计量学评价期刊的指标看,有

+$&%篇文章并没有产生社会影响- 第二个十年被引频

次前 $-篇的论文见表 +-

在第三个十年 $--%&篇文章中,被引频次超过 $-

次&含 $-次'的论文有 +$&篇,被引频次超过 #次&含

#次'的论文有 "++篇,被引频次超过一次&含 $次'的

论文有 + $$% 篇,用文献计量学评价期刊的指标看,有

*%*%篇文章并没有产生社会影响- 第三个十年被引频

次前 $-篇的论文见表 .-

如果对三个阶段的被引频次做一比较, 将对其整

体情况更为清晰,见表 /-

从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分析, 三个阶段差异非常

明显- 从被引频次的绝对量看, 三个阶段呈现递增态

势+从论文被引占总论文数的比例看,呈现下降趋势-

如果文献计量学评价期刊的最重要指标是可靠的,三

个阶段研究论文被引频次高低透露出的信息说明,对

核心期刊的关心呈现持续不断的高涨态势, 但论文总

体质量呈现下降趋势-

三!从论文的研究内容疏理

对三十年来核心期刊研究历程扫描, 最重要也是

表 ! !"#$!!""$年被引频次与"主题#核心期刊$

有关的前 !$篇论文

表 % !""!!%$$$年被引频次与"主题#核心期刊$

有关的前 !$篇论文

序号 作者 文章名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被引

频次

$ 徐云
高校图书馆为重点学科建设服务

的内容与方法

图书情报

知识
+---'-"'$# #*

+ 叶继元 电子期刊收集策略探微
中国图书

馆学报
$%%&'-%'$# #$

. 肖 珑
互联网上的全文数据库与全文服

务

大学图书

馆学报
+---'-#'+- /&

/

冉强辉

伍烈尧

何剑秋等

对科技期刊学术质量评估体系中

参考文献构建指标的调查与研究
编辑学报 $%%.'$+'.$ /&

# 不 详
!离子交换与吸附"被选列为全国

中文核心期刊

离子交换

与吸附
$%%#'-+'+- /*

"

张学福

冷伏海

王 巍

!情报学报"被引分析与研究 情报学报 $%%&'$-'+/ /.

* 王引斌
测定核心期刊的新方法%%%%%主

成分分析法
情报学报 $%%&'$-'+/ /+

& 杨 毅 期刊订购原则的重新评估
大学图书

馆学报
$%%%'-#'+- .*

%

靖培栋

刘忠厚

图书馆外文核心期刊购买模型探

讨

中国图书

馆学报
$%%%'-*'$# ..

$- 李 军
$%%&!$%%% 年中文体育类核心期

刊载文及引文分析
体育科学 +---'-%'$- ..

篇均6次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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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文章名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被引

频次

$

陈立敏

谭力文

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实

证方法研究###兼与波特指标及

产业分类法比较

中国工业

经济
!""&'"('$) $!$

! 邱均平
信息计量学 !九" 第九讲 文献信

息引证规律和引文分析法

情报理论

与实践
!%%$'%('*% +&

* 何小清
高校文献资源建设中各种载体信

息的构成和配置研究

大学图书

馆学报
!%%*'%#'*% ,)

&

邵伟德

尚志强

论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的现状与未

来发展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 (-

( 杜 伟
高校科研评价现状与完善途径探

析

高等教育

研究
!%%&'%)'!( (*

,

马永军

倪向阳

参考文献的评价功能及其对我国

学术期刊评价的影响
编辑学报 !%%*'%!'!+ &-

)

叶继元

朱 强

论文评价与期刊评价###兼及核

心期刊的概念
学术界 &+

#%

李晓文

张立元

时铁国

高校学报可持续发展探究 编辑学报 !%%!'%+'*% &%

篇均.次 ,%/-

+

夏 旭

张春晖

$高校图书馆工作% 近期载文&引

文分析及影响因子研究

高校图书

馆工作
!%%$'%+'!( &,

- 关世杰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 十年回顾与

反思

对外大

传播
!%%,'$!'$% &!

表 ! "##$!"%&&年被引频次与!主题"核心期刊#

有关的前十篇论文

阶段
总论

文数

被引

频次

超过

$%次

.篇

占总

论文

数比

例.0

被引

频次

超过 (

次.篇

占总

论文

数比

例.0

被引

频次

超过 #

次.篇

占总

论文

数比

例.0

没有

被引

的文

章

占总

论文

数比

例.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困难的是对研究内容的疏理' 时间跨度长###三十

多年(论文数量多)###*%%%多篇(怎么做都容易挂一

漏万(或者论述重复* 笔者认为(按历时性过程疏理研

究内容(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一"对核心期刊技术指标的研讨

对核心期刊技术指标的研讨( 主要集中在第一阶

段!#-+%!#--%年"* 在其 *%(篇论文中(被引频次 (次

以上!含 (次"的论文为 !,篇(其中影响最大+最有价

值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对核心期刊技术指标的研讨,如

布拉福德定律&情报学基础&引文分析法&计量化研究&

文摘法&加权综合法&模糊线性加权变换法&建立引文

索引数据库(等等*

最早引进文献统计学!12342567892:;"概念的是王

津生($-+"年( 他在 -浅谈布拉德福分散定律及其应

用%一文中(介绍了国际文献学&情报学界将文献统计

学!12342567892:;"研究方法运用于图书&期刊的情况<$=

*

核心期刊概念由此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学界视野*以后(

围绕.布拉德福分散定律及其应用/展开了深入的理论

探讨(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陈光祚的-布拉福德定

律在测定核心期刊中的局限性 %

<!=

(杨廷郊+马费的-城

布拉德福定律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

(屈福才的-文献的

计量化研究%

<&=

(陆伯华的-用文摘法确定核心期刊及其

局限性%

<(=

(许文霞+刘迅-书目计量学的理论与实践%

<,=

(

刘东维的-我国情报学基础文献和核心著者%

<)=

(潘一辅

等人的-从引文分析看我国情报学理论的发展%

<+=

(王伟

的->?@A@B期刊筛选模型的确立)))选择核心期刊方

法述评%

<-=

(罗式胜的-核心期刊综合鉴定法探讨%

<#%=

(李

锡初的-确定核心期刊的两种方法)))加权综合法+模

糊线性加权变换法%

<##=

(严怡民等人的-关于情报学若干

基本问题的重新认识%

<#!=

(邱均平的-0中文自然科学引

文索引1的开发研究与统计分析%

<#*=

(邱翔鸥的-关于情

报学核心期刊的测定%

<#&=

(王秀成-利用引文分析法测定

核心期刊的局限性及综合测定核心期刊的新模型%

<#(=

(

秦立富的-核心期刊 CD选择法%

<#,=

(杨廷郊的-建立中

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EFEG" 的可行性探讨%

<$)=

(等

等* $--%年(刘永胜做了-$-+%年以来的期刊研究文献

及其著者%

<$+=

(对该阶段的研究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总

结(划了一个比较完满的句号*

这十年的研究( 为我国建立比较完备的期刊指标

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直接促成了 $--!年-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的正式登台亮相*这部对中国大陆学界

产生深远影响的2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目前已经出到

第 (版(虽然它的评价指标每次都有所调整(但大多没

有超过 !%世纪 +%年代的理论探讨'

第一个十年对核心期刊技术指标的研讨( 虽然有

争议(但分歧并不是很尖锐(也不是很大(基本上是学

术范围内的讨论'以后的两个十年(虽然还有对核心期

刊技术指标的探讨( 但都只是技术上的某些调整+修

正(也不是研究的主流(可以略而不论'

!二"对核心期刊功能运用的探讨

对核心期刊功能运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第二+第

三两个阶段'在这两个十年中(论文数量呈几何级数的

爆炸似增长( 重点从核心期刊技术指标的研讨转向了

对核心期刊功能运用的探讨' 将核心期刊功能运用于

图书馆选购期刊+图书(是文献计量学的重要功用(几

乎与引进核心期刊同步(如 $-+%年徐棕发表了-期刊

选订工作的几点体会%($-+$年龚义台发表了-布拉德

表 ' 三个阶段被引频次一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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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定律及其在科技期刊订购工作中的应用!"等等# 这

是大陆学界现存较早的实用研究" 也是引进核心期刊

概念的初衷"即用有限的经费采购到最有价值的图书#

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引起太多争议和非议#

争议和非议是随着核心期刊功能扩展开始的# 当

核心期刊功能泛化" 从运用于单纯的选购图书扩展到

评价期刊$ 评价学术水平$ 评价科研成果等复杂领域

时"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就日益显现"对核心期刊质疑

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质疑与批评也越来越尖锐#而将

核心期刊作为一种制度来评价期刊$评价学术水平$评

价科研成果" 进而将其作为期刊编辑水平评估和学术

水平评价$科研成果评价的重要标准"甚至逐步演变成

唯一的标准后"由于牵涉到利益问题"也就从学术问题

逐步演变成公共问题$社会问题# 对此展开的研究"就

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运用于期刊评价引起的非议

核心期刊运用于评价期刊引起的质疑" 最早可以追

溯到 $&&"年"张癱等人的%论期刊工作的马太效应&

'$&(

"

已经敏感预测到期刊分级可能对非核心期刊发展的不

利影响# 随后"从质疑%核心期刊&

')*(到质疑核心期刊定

义'!$(的检讨声音不绝于耳# 周祥森认为%核心期刊&对

学术期刊编辑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 '!!(

"郑小枚客气一

些"对%核心&的流行与大多数学报处于边缘状况进行

了认真思考 '!+(

"傅广荣等人则对核心期刊的筛选与利

用错位展开了分析'!,(

"邢东田呼吁走出中文核心期刊制

的误区并探寻出路')-(

"李玉进直言核心期刊评价存在负

面效应')"(

#随后研讨核心期刊制度对高校学报产生负面

影响的论文大量问世"如%期刊评定对高校学报质量的

制约&

').(

$%核心期刊论对高校学报的冲击及影响&

')/(等#刘

守旗干脆直言%办学报不能跟着'核心(转&

')&(

"于捷年$

李晓东也直言%核心期刊&与期刊%级别&对学术期刊会

产生不利影响'+0(

# 曹骏$宋丽萍对%以刊评文&的利弊进

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 '1$(

"宿伯杰对%核心期刊&的科

学性与期刊%核心&身份出现引发我国科技期刊的不正

当竞争进行了探究 '+)(

"周贤军$朱艳华论述了%核心期

刊&对出版工作的负面影响 '++(

"张琳则对%当前学术评

价机制对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的影响&

'+,(作了分析论述"

范建凤更是将 %当前学术评价机制的特点及其对高校

学报工作的负效应&

'+-(联系起来#

在对核心期刊的质疑和批评声浪中" 不能不提到

专门从事期刊研究的学者钱荣贵先生#钱先生对%核心

期刊&与期刊评价问题潜心研究多年"相继发表了)国

外 %核心期刊& 的理论源流!

'+"(

$)真容欲露 又添阴

霾***就%核心期刊&问题与张林祥先生商榷!

'+.(

$)%核

心期刊& 的负面效应$ 成因及消除策略!

'+/(

$)%核心期

刊&不能成为评价论文的工具!

'+&(

$)走向终结的%核心

期刊&现象 !

',0(

$)我国学术期刊的问题与出路 !

',$(等多

篇论文# )00"年"钱先生出版了)%核心期刊&与期刊评

价!

',)(一书"$$家期刊对该书进行了推介#该书对%核心

期刊&与期刊评价问题做了系统论述$总结#

尽管对%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的批评$质疑不断"

钱荣贵先生预言的%核心期刊&走向终结不但没有成为

现实"而是扩展到大陆学界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究其

原因" 除了期刊存在不同档次是一个不容讳言的客观

事实外" 更主要的是期刊分级牵涉到利益博弈# 这一

点"有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俞立平等人的%学术期刊

评价中不同利益主体关系研究&

',+(对此作出了分析#

%泛滥成灾的'核心期刊(现象&

',,(实际上与巨大的经济

利益有关# 这不但引起学界关注" 也引起了媒体的关

注# )00/年 )月 )/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居浓$王婧的

)核心期刊%版面费&真相!"掀开了核心期刊与金钱之间

利益输送的面纱',-(

# )00&年 ,月 ))日")中国青年报!发

表)核心期刊被指%钱稿交易见文就发&!的文章!

+第二

天,即 )00& 年 , 月 )+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 $2$!以

)学术刊物敛财千万解读.硬指标评价形同虚设!为题

做过一期节目"

#媒体的连续报道"特别是央视的报道"

露出了%核心期刊&光环下的%皇帝的新装&"揭露了某

些所谓%核心期刊&散发出的铜臭# %核心期刊&收取高

额版面费"早已是国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不少研究文

章早就对此予以揭露"如郝幼幼的%学术期刊版面费问

题管窥&

',"(

$高磊$江湃的%近年核心期刊单位价格上涨

的数学模型分析&

',.(

$王会的%版面费是学术研究中不

和谐的怪胎&

',/(

$李桂丽等人的%学术期刊版面费问题的

经济学思考&

',&(

"等等# 这一系列文章加上媒体的介入"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对于核心期刊背后存在

的巨大利益驱动以及功能泛化后导致的编辑腐败'-*(

"产

生了对%核心期刊异化&进行治理的检讨呼声'-$(

#

笔者认为"如果核心期刊仅限于期刊评价"应该说

不存在太多的问题# 由于办刊实力$办刊背景$办刊历

史不同" 期刊存在不同档次是一个不容讳言的客观事

实# 作为期刊从业者"特别是非核心期刊从业者"唯有

抱着敬业务实的态度$ 冷静恬淡的心情对待这一现象

,核心期刊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期刊分级"意味着金字塔

结构"处在塔尖的刊物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刊物只能是

喻世华.三十年来%核心期刊&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及研究历程回顾 $)&



!"#$年 $%月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塔基"#但是$当核心期刊成为一种标志和象征$甚至成

为牟利的工具后$核心期刊对于期刊形象的败坏%对于

期刊发展就只剩下负面影响了$ 对核心期刊的讨伐就

在情理之中#

!&运用于学术水平评价及其相关领域引起的非议

运用核心期刊评价期刊带来的问题已经令社会侧

目而视$变成公共问题%社会问题$而将其功能进一步

扩大$运用于学术水平评价%职称评定%学位授予以及

科研成果评价等更广泛的领域$ 其局限性和带来的危

害就更加明显$引起的非议就成了题中之义#

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是核心期刊评价论文质量

的可靠性和公信力问题# 早在 $'''年$党亚茹就对核

心期刊的评价功能及其局限性展开了研究()!*

$陈益君%

陆国强同样认为利用核心期刊评价论文质量存在局限

性 ()+*

$徐兴余则对利用核心期刊进行学术评价存在的

悖谬性进行了研究(),*

$孙景峰%张和仕从核心期刊作用

的异化())*与泛化()-*角度研究了学术论文质量评价问题#

杨一琼%李林平也是对该问题投入较多精力的研究者$

杨一琼先后发表了 &核心期刊的学术评价功能及其局

限性研究'

().*

%&试析核心期刊滥用的原因及弊端'

()/*

$李

林平则发表了 &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应适用有

度'

()'*和&核心期刊现象与学术评价的制度性缺失'

(-"*

#

另外就此问题展开研究的$有贺小英等人的&正确认识

核心期刊与学术论文水平的关系'

(-$*

$关鉴航的&(核心

期刊)衍生学术评价功能引发的思考'

(-!*

$颜昌学的&科

技论文评价不宜(以刊论文)'

(-+*

$林丽芳的&(核心期刊)

学术评价的局限性研究'

(-,*

$李英芝的&(核心期刊)被用

于学术评价的两面性'

(-)*

$张秀红的&核心期刊的功能泛

化与学术评价的制度缺失'

(--*

$鄢琦%鄢佳程的&012%中

文核心期刊与高校科研论文水平的评价'

(-.*

$等等#

其次$ 与核心期刊评价论文质量的可靠性有关的

衍生品$是将核心期刊运用于职称评定%学位授予%科

研成果评价等相关领域#对此展开研究的有王滨铸%王

富礼的&对职称评定中有关期刊等级问题的商榷'

(-/*

$何

汶的&职称评定中期刊认定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思路'

(-'*

$

孙莹的&高校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要求'

(.%*

$刘炼的&核

心期刊对学术研究影响不利'

(.$*

$等等# 由于职称评定%

学位授予%科研成果评价都牵涉到当事者的具体利益$

为此展开的博弈% 存在的弊端和黑幕本应有更多的研

究成果$目前的研究只是揭露了冰山一角#

应该看到$ 在对核心期刊功能异化产生质疑的同

时$ 也有不少文章表示了对核心期刊的认同以及对如

何进入核心期刊的路径探讨等等$不赘述#

综上所述$如何看待核心期刊$见仁见智$没有统

一答案$也不可能有统一答案#纵观三十年来核心期刊

研究历程$历时之长$影响之大$内容之广泛%深入$都

已经超出纯学术研究范围$其功能呈泛化趋势$被广泛

运用于期刊评价%学术水平评价%科研成果评价等诸多

领域$并与人们的学位%职称等实际利益挂钩$使其从

学术问题变成了公共问题%社会问题#引进核心期刊的

初衷与其引进后产生的负面影响之间的悖论$ 正像一

位伟人所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注释!

!关于!核心期刊"#其查阅路径为!中国知网"数据库!数

字出版物超市 !! 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 文

献检索" !!!主题$$$核心期刊"#截至时间为 "#$$%#&%"'%

"&核心期刊被指!钱稿交易见文就发"'#&中国青年报'

"()*+#,%""# -../012345446378292"))*),""2))),:#;<5-.8%

#&学术刊物敛财千万解读0硬指标评价形同虚设'#中央电

视台&新闻 <=<'"##*+#,+"># -../022???53@-9@53782AB237@.C@.2

"))*D),2">237@.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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