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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评估的逻辑模型

▪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Outcomes & 

Impact

▪ Knowledge / 

Research output

▪ Technology / 

Technology 

transfer

▪ People** / 

Trainees

Outputs

Inputs

Strategy

▪ Researchers

▪ Administrators

▪ Faculty

▪ Students

▪ Public budgets

▪ Endowments

▪ Tuition

▪ Research grants

▪ Industry partnerships

▪ Leadership team

▪ Regulatory framework

▪ Strategic vision

Resources

▪ Engagement

▪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disciplinary, 

demographic, etc.)

▪ Funding prioritization & 

management

▪ Autonomy

▪ Research freedom

▪ Culture of excellence

Implementation & 

Administration

▪ Teaching

▪ Service

▪ Research

Activities

Talent

Governance

Funding*

投入 活动 产出 影响力

• Academic/ Scholarly impact

• Economic impact

• Soci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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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计量学指标并不是要取代专家(评议)，而是为了能够对研究工作进行观察和评论，从而使专家掌握

足够的信息，形成根据更充分的意见，并在更高的信息集成水平上更具权威性。
———Dr. Ronald Rousseau, “评价科研机构的文献计量学和经济计量学指标”，《科研评价与指标》，红旗出版社，第17页，2000年

定量分析与同行评议

定量分析与同行评议

• 全球化，自上而下的视角

• 加权的、相对的度量方法

• 能够揭示最新研究的贡献

引文分析：定量

• 小范围内，自下而上的视角

• 绝对的、主观认知和判断

• 会受到较早以前研究成果的影响

同行评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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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代表什么？

Citation = Usefulness 

✓ Influence

✓ Impact 

✓ performance

Citation Quality

Academic/Scholarly impact 

学术影响力

“Research quality would be more and more defined as to what citations measure.” 

Henk Moed (2017).  Applied Evaluative Informetrics，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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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绩效评估: 从国家到个人

基本准则：

✓ 基础研究优于应用研究

✓ 整体优于个体

✓ 长期优于短期

✓ 相对指标优于绝对指标

✓ 多指标优于单指标

总的来说：

同类对比，而非“拿苹果与橘子比较”

—— Henk F. Moed, Citation Analysis in Research 

Evaluation, (Spring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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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科学计量学的最高准则

分析采用的方法应该直截了当并易于解释，以便其他人能够理解并进行核查。

这种透明度可以确保文献计量学的结果有效可靠。

公开、客观地呈现结果!

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结合科学计量学的深入分析，为决

策者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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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领域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

Dr. Eugene Garfield

（1925. 9.16–2017.2.26）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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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计量分析作为目前主流的研究评价方法，源于20世纪中
叶兴起的科学计量学和科学引文分析1,2。

• 作为科学引文索引的创始者，科睿唯安在文献计量研究领域
非常活跃，幷一直致力于为研究评价开发基于多指标的计量
分析工具。

1. Narin F. Evaluative bibliometrics: The use of publication and citation analysis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ctivity[M], Cherry Hill, NJ: Computer 
Horizons, 1976 
2. Braun T., Glänzel W., Schubert A. Scientometric indicators, A 32-country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publishing performance and citation 
impact[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 Co., 1985



案例-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定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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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简介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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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数据源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文献类型仅包括：Articles, Review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识别各研究领域中有影响力的Research Fronts、个人、机构、论文、期刊和国家的研究分析工具

❖ 近10年滚动数据，每两个月更新（10年2个月-11年）

❖ 22个ESI学科

✓ 每种期刊只对应一个学科

✓ 对多学科的期刊基于文献层级进行二次分类

❖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 Research Fr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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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学科：引文影响力位于全球机构前1%

➢ 仅以被引用次数进行排名，与文章数量无关;

➢ 将SCIE/SSCI收录的期刊划分到22个学科大类，

每种期刊只对应一个学科*

数学 工程学 材料科学 计算机科学 环境科学/生态学

化学 免疫学 临床医学 经济和管理学 精神病学/心理学

地学 农业科学 微生物学 植物学和动物学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物理学 空间科学 社会科学 药理学和毒理学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 多学科 (Multidisciplinary) *

ESI数据更新时间 文献覆盖范围

2020.05 2010.01-2020.02    10年2个月

2020.07 2010.01-2020.04    10年4个月

2020.09 2010.01-2020.06    10年6个月

2020.11 2010.01-2020.08    10年8个月

2021.01 2010.01-2020.10    10年10个月

2021.03 2010.01-2020.12    11年

2021.05 2011.01-2021.02    10年2个月

ESI每2个月更新



ESI前1%学科排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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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1机构 ***

排名第2机构 ***

…….

排名第999机构 ***

排名第1000机构 ***

排名第1001机构 ***

……

排名第10万个机构 ***

某学
科全
球发
表论
文

假定2020年5月份的ESI数据中，某学科2010.01-2020.02 总共有1000万篇论文，

由10万个科研机构发表，将所有机构的论文总被频次按照降序排列。

进入ESI前1%学科

未进入ESI前1%学科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快速定位高影响力成果

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在同年同学科发表的论文中进入全球前1％

热点论文(Hot Paper)：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在最近两个月中其影响力排在某学科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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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被引( Co-Citation )原理： 共被引是一种新的文献耦合形式

Research Fronts

计算一对文献被第三方同时引用的次数，越多的文献引用这一对文献，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强。

当论文A和论文B同时被论文P引用

A和B很有可能具有研究主题方面的相关性

A

P

B

当共被引频率较高时，即形成了一组文献

它们之间具有研究主题方面的相关性

A

B

C



Research Fronts
利用co-citation analysis对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一组高被引论文的标题中的主要关键词组成Research Fronts

ESI Research Fronts的生成过程

定位近六年
高被引论文

“核心论文” 将核心论文作
为Research 

Fronts的基础

运行算法

定位存在
共被引关系的

论文对

聚类
Research 

Fronts

➢ Research Fronts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

角去洞悉科学研究是如何展开的，揭示了不

同研究者因探究科学问题产生的关联性。

探索研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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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ESI Research Fronts？

按照具体学科浏览前沿

根据关键词查找前沿

Research Fr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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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获取某学科Research Fronts

点击查看
高被引论文 论文的平均

发表年份
Research Fronts
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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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根据关键词获取Research Fronts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查看核心论文
了解研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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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立足全球基准 高标准引领科研

关注学科建设：ESI学科

关注高影响力论文：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关注人才：高影响力科学家

关注热点研究：Research Fronts



InCites简介及其应用



InCites综合性科研绩效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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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主要分析维度

所有作者

所有作者所属机构

作者与机构的对应关系

RID/ORCID 

超过1.4万个归并的机构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352国家和地区

全球及某一国家基准值

20种学科分类体系

支持利用关键词等检索创建自定义数据集

全球经过变体归并的基金资助机构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结合Impact Factor, Quartile, 追踪研究
发表的期刊是否产生高影响力



InCites 数据源 -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8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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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178个学科的9300多种高质量学术期刊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58个社会科学学科的3400多种权威学术期刊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收录28个人文艺术领域学科的1800多种期刊的数据内容
➢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 --2005年至今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会议录引文索引– 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超过200,000个会议录，涉及250多个学科

➢ Book Citation Index - S&SSH

(图书引文索引–自然科学版 + 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收录超过101,800种学术专著，同时每年增加10,000种新书

会议

图书

期刊



InCites 中的多种学科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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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250+个）

▪ ESI学科分类（22个）

▪ 中国：教育部一级学科

（China SCADC Subject 97 Narrow）

▪ 意大利：ANVUR

▪ 澳大利亚：Australia FOR Level 1/2

▪ 巴西：FAPESP、CAPES

▪ 英国：UK REA（2008）、UK REF （2014/2021）

▪ 日本：KAKEN

▪ 拉脱维亚：RIS3

▪ 波兰：PL19

▪ GIPP全球机构概况研究领域

▪ 经合组织：OECD

▪ ……

学科体系多元

1. 3大 Incites 独有学科体系

2. 区域学科体系丰富：中国
教育部一级学科



InCites多维度指标

ESI指标文章指标 合作指标标准化指标 期刊指标 Text here

机构调查 国家指标

Web of Science
文献量

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用次数

被引用论文数量

论文被引百分比

H-index

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
影响力-国家规范化

被引次数排名前1%
的论文百分比

被引次数排名前10%
的论文百分比

相对于全球平均水
平的引文影响力

基线

高被引论文百分比

热门论文百分比

热门论文数量

高被引论文数量

国家

机构类型

州/省

Q1期刊中论文的百
分比

Q2期刊中论文的百
分比

Q3期刊中论文的百
分比

Q4期刊中论文的百
分比

JIF 期刊中的论文

Q1期刊中的论文

Q2期刊中的论文

Q3期刊中的论文

Q4期刊中的论文

期刊规范化的引文
影响力

国际合作百分比

产业合作百分比

国际合作论文数量

教学人员/学生

国际教学人员/教学
人员

博士学位/教学人员

博士学位/硕士学位

机构收入/教学人员

论文/教学+研究人
员

论文/教学+研究人
员

国际合作论文/论文

研究收入/教学人员-
正规化

产学研究收入/教学
人员研究声誉-全球

国际学生/学生

教学声誉-全球

InCites指标手册下载地址：https://clarivate.com.cn/products/qrc_download/

作者位置
指标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末位作者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末位作者%

DOAJ金色文档

其他金色文档

所有开放存取文档

绿色已出版文档

绿色已录用文档

铜色文档

DOAJ金色文档%

其他金色文档%

所有开放存取文档%

绿色已出版文档%

绿色已录用文档%

铜色文档%

开放获取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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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定量分析指标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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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的绝对数量

问题：
发表1000篇的机构就一
定优于发表900篇的吗？

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

问题：
被引用100次的文章就一
定优于被引90次的吗？

考虑到学科和出版年
代差异后的比较

问题：
当绝对数量差异较大时如
何比较？

一系列相对指标的组合



指标标准化

学科 发表年份 文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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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数据受到学科、发表年份和文献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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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
Economics学
科发表的文献
类型为article
的文章篇均被
引频次

对于任何一篇2006
年在Economics学
科出版的article:

若CNCI>1, 说明其
引文影响力已经超
过全球平均水平

若CNCI<1, 说明引
文影响力不及全球
平均水平

文献类型:

Article

期刊所在学科: 
Economics

16/25.82 =0.62

期刊出版年: 

2006

新“皇冠指标”

论文集合（如一所大学）的CNCI值等于所有论文CNCI值的平均值

标准化的指标——CNCI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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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指标——百分位

论文1 被引用1365次

论文2 被引用1278次

论文3 被引用1139次

论文4 被引用987次

论文5 被引用935次

论文6 被引用821次

……

论文100 被引用4次

百分位2%

百分位5%

百分位100%

⚫ 思想：与同行比较，在同行中所处的位置

⚫ 计算举例：若一篇论文的被引次数在同行论文（同学科、同出版年、
同文献类型的论文）中排在前10%的位置，则该论文的百分位数为10%

InCites中与百分位有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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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InCites

入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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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表现

• 研究人员表现

• 合作情况

• 期刊分布

• 基金来源

• 区域产出

研究领域 研究人员 机构表现

机构合作 基金资助 期刊表现

国际对标 国际合作 人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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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1. 从已有报告开始

2. 创建全新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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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InCites

常用分析

6大主要分析维度



分析
筛选条件、指标、

基准线全部整合到
页面左侧

个性化选项
系统将保留您最近一次

的筛选项

出版年
快速使用常见的

分析设置

筛选项
在完整列表中选择
筛选条件，并可以
轻松判断已经限定

了哪些条件

聚焦分析维度
快速分析选定的实体并重新聚焦

筛选条件
随时追踪、管理当
前限定的筛选条件

页面显示选项卡
充分利用屏幕空间，在
“表”和“可视化”两个选项
卡之间切换

数据显示
查看数据量，查找特定
主体，更改排序方式，
添加或删除某指标

表头管理
添加或删除指标列，移
动位置，对指标列进行
排序等

进一步探索分析
隐藏、显示勾选项，锁定到上方等

（勾选某项后出现）

常用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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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筛选条件、指标、

基准线全部整合到
页面左侧

个性化选项
系统将保留您最近一次

的筛选项

出版年
快速使用常见的

分析设置

筛选项
在完整列表中选择
筛选条件，并可以
轻松判断已经限定

了哪些条件

聚焦分析维度
快速分析选定的实体并重新聚焦

筛选条件
随时追踪、管理当
前限定的筛选条件

页面显示选项卡
充分利用屏幕空间，在
“表”和“可视化”两个选项
卡之间切换

数据显示
查看数据量，查找特定
主体，更改排序方式，
添加或删除某指标

表头管理
添加或删除指标列，移
动位置，对指标列进行
排序等

进一步探索分析
隐藏、显示勾选项，锁定到上方等

（勾选某项后出现）

常用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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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筛选入口②
快速添加和删除指标以修

改您的分析

指标筛选入口①
指标与筛选条件、基准

值一起全部整合到页面左
侧，方便查找与使用

指标筛选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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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分析界面

构建一个分析
点击某一筛选条件后，

可快速添加具体分析主
体，阈值，指标等

数据下载
点击向下箭头可下载当
前表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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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制
选择需要显示的主
体数量，选择是否
显示基准值等

添加到报告中
替换之前的“保存tile”
选项选择可视化图表

轻松找到正确的可
视化选项

可视化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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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据下载
可下载论文列表及论文
级 别 的 详 细 指 标 数 据
（一次最多下载50,000
条记录）

重新聚焦
在论文详情窗口下
方点击重新聚焦，
展开新的分析

论文级详细数据
选择合适的指标来展

示论文级别的详细数据

查看详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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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

机构

区域

研究方向

出版物

基金资助机构

…

• Incites数据集

• 自定义数据集

InCites分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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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数据与科研绩效分析

二、InCites ESI及常用指标

三、知己知彼洞察学科态势

四、聚焦热点把握研究前沿



整体态势分析

• 体量和趋势

• 优势与潜力研究方向

• 人才分析

• 合作情况

• 期刊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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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体量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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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 C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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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体量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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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体量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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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优势与潜力研究方向 · Web of Science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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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优势与潜力研究方向 · Web of Science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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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优势与潜力研究方向 · ESI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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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已进入全球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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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优势与潜力研究方向 · 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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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聚类 引用于被引用的参考文献
（对1980年以前出版的文
献的引用也被考虑在内）

识别文献之间的引文关系
（包含1980年至今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有文献）

基于这些关系对
文献进行聚类

CWTS的支持算法关注文献间的

引文关系，这些引用关系的强度

将相关文献汇聚到一起，形成离

散的相关文献聚类

数据统计聚焦在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1980年至今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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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类到主题

通过与CWTS和ISI合作，

InCites团队测试了算法，并根

据需要调整了参数，以满足我们

对10-15个宏主题、200-400个

中观主题和~2500个微观主题

的初始要求

Micro 微观主题

小聚类被迭代地组合，直到达
到最小聚类大小的阈值

相同的上级归
属使得聚类关

系更加巩固

Meso 中观主题

Macro 宏观主题

为了避免某一主题落在两个上级主
题之间，使用人为参数将该主题与

单个上级主题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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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Topics
的三级结构

Macro topics 宏观主题 10个

Meso topics 中观主题 326个

Micro topics 微观主题 2444个

Micro topics
2444 micro Citation Topics

Macro topics
10 macro Citation Topics

1 Clinical & Life Sciences (38.3% of all documents)
2 Chemistry (12.5%)
3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 Ecology (10%)
4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 Computer Science (9%)
5 Physics (8.6%)
6 Social Sciences (8.5%)
7 Engineering & Materials Science (5.3%)
8 Earth Sciences (3.4%)
9 Mathematics (2.5%)
10 Arts & Humanities (2%)

Meso topics
326 meso 
Citation Topics

1 Clinical & Life Sciences (132 meso topics)
2 Chemistry (37)
3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 Ecology (24)
4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 Computer Science (26)
5 Physics (27)
6 Social Sciences (28)
7 Engineering & Materials Science (20)
8 Earth Sciences (12)
9 Mathematics (8)
10 Arts & Humanities (12)



整体态势分析 · 优势与潜力研究方向 · Citation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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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集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负载预测

中国

知识管理

股票收益

全球指数稳定性

定点

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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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人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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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
咨询

教学

权威期
刊编委

基金

科技成
果转化

论文

著作

会议主
题发言

专利

奖项

…

论文表现是学者绩效的组成部

分，但论文不代表全部



整体态势分析 · 人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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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呈现：从h指数到百分位射束图

物理学家Jorge Hirsch于2005年创建了h指数，h指数是一种

被广泛应用但却不一定能够全面反映科研人员论文和引文

影响力的指标。它将一系列论文及其被引次数缩减为单个

数字。h指数取决于职业生涯的长度和学科。来自德国马

普学会的Lutz Bornmann和Robin Haunschild提出的另一种方

法（Bornmann和Haunschild，2018）：将研究人员的文章

放在适合进行比较的背景中。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均按与

其具有相同学科和出版年份的期刊的平均值进行“规范

化”，并将该值转换为百分位数。相对单纯的平均值而言，

这种方法因为引用分布偏斜度很大，从而能更准确地衡量

集中趋势。射束图可用于开展公平的、有意义的评估，能

够迅速传达h指数永远不能传达的信息。
• 利用多维度指标评估个人，这些指标可以揭示

不同学科内职业生涯和引用模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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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平台中的作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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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人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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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人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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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人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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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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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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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 CNCI



整体态势分析 · 期刊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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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分析 · 期刊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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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分析

• 前1%学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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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0202应用经济学

76



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0202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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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0202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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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0202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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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0202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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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0202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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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0202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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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0202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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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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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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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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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ESI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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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ESI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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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态势分析 · 一级学科 · ESI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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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数据与科研绩效分析

二、InCites ESI及常用指标

三、知己知彼洞察学科态势

四、聚焦热点把握研究前沿



热点前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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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

快速定位高影响力成果

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在同年同学科发表的论文中进入全球前1％

热点论文(Hot Paper)：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在最近两个月中其影响力排在某学科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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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Research Fronts
利用co-citation analysis对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一组高被引论文的标题中的主要关键词组成Research Fronts

ESI Research Fronts的生成过程

定位近六年
高被引论文

“核心论文” 将核心论文作
为Research 

Fronts的基础

运行算法

定位存在
共被引关系的

论文对

聚类
Research 

Fronts

➢ Research Fronts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

角去洞悉科学研究是如何展开的，揭示了不

同研究者因探究科学问题产生的关联性。

探索研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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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Research Fronts及参与情况

96数据来源： ESI



借助ESI聚焦热点
把握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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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科院合作研究前沿报告

自2014年起，Clarivate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发

布研究前沿报告。《2020研究前沿》报告依托于中

国科学院杰出的文献分析实力，根据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和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础

科学指标，简称ESI）的高质量数据，遴选出了2020

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11大学科领域排名最前的

110个热点前沿和38个新兴前沿。

相关报告还有：与中国工程院合作发布的《全球工程

前沿》系列和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的《农业前沿》

系列等。



与中科院合作研究前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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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help文档获取更多信息

10
0



小结

101Insert footer



信息分析对一线科研的支持作用

• 国内外的研究热
点是什么？

• 本领域的大牛都
在研究什么？

• 同行都是怎样解
决此类问题的？

• 新提出的某个理
论是否得到更多
证实？

• 这个研究方法还
可以应用到哪些
领域？

•

•

•

•

•

•

•

•

•

•

• 本领域的卓越期
刊有哪些？

• 此类研究成果应
该发表在哪些期
刊上？

• 有哪些期刊是OA
期刊？

• 这本期刊的声誉
如何？

• 如何让同行发现
我的研究成果？

• 如何通过学术会
议扩大学术影响
力？

• 如何更多参与学
术社区的任务？

• 本人的学术论文
哪些属于代表性
成果？

• 我的研究成果有
哪些可能的应用
前景？

• 我的研究成果是
否得到了企业的
关注？

• 我的论文是否被
专利引用过？

• 哪些企业在对我
的研究感兴趣？

• 产业界在关注哪
些基础研究？

• 潜在的产业合作
伙伴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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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析对科研管理与决策的支撑作用

• 本校优势方向分析

• 全球研究热点与前

沿分析

• 同行对标分析

• 合作绩效分析

• 校内关键人才识别

• 外部引进人才评估 • 国家基金申请分析

• 资助绩效分析

• 激励政策支持

• 效果评估分析



Web of Science助力中国高校科研发展

基金资助

研
究

开
展

成果推广

成
果

分
析

❑ 全球领先的数据信息

❑ 出版商中立的产品平台

❑ 强大的数据科学能力

❑ 专业咨询与分析

❑ 深度领域知识

❑ 与您的信息整合

DI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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