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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SI和一级学科评估的高水平基础学科发展研究 
— — 以物理学科为例 

余同普，银 燕，邵福球，田成林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以物理学科为例，基于ESI数据库最新统计资料并结合2012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结果，详细 

阐述了物理等基础学科的发展现状 ，并就我校建设一流基础学科存在的优势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做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学科评估；ESI排名；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13)04 —00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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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subjects such as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recent ESI 

ranking and the national level discipline evaluation(2012)．With the aim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ly leading university， 

superiorities，inferiorities，and urgent problems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NUDT)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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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建设 

高水平大学 ，必须要有一流的学科建设 。学科是一所大学 

教学和科研实力的集中体现，是衡量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 

的重要载体。上世纪末我 国开始实施 了著名 的 “985工 

程”，它是我国政府首次提出为建设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而实施的高等教育工程。近年来， 

国家针对部分非985高校的优势学科实施了 “985工程优势 

学科创新平台项 目”，该项目是以国家和行业急需的重点领 

域和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学科前沿， 

加大学科结构调整力度 ，促进学科交叉 ，大力提高学科的 

科技创新能力和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瓶颈问题的能 

力而进行的国家级教育建设工程。可以说，面对 日益激烈 

的全球化智力竞争，国家各部 门、大学和研究机构 已经充 

分意识到学科建设对于一所大学、一个 国家教育竞争力和 

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在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各高校 

开始了大规模学科建设的热潮 ，一部分传统优势学科如数 

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不断完善和升级，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 ；还有一部分学科 由于各种原因，过去没有得到很好的 

发展，近年来在国家 “985工程”和 “211工程”的强力推 

动下，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蜕变。 
一 所大学要得到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具 

有一流的基础学科。钱老在几十年以前就敏锐地觉察到了 

这点，提出了在国防科技大学大力发展基础物理和数学学 

科的号召。经过军工人和科大人前后几代专家、学者和普 

通教职员工艰苦卓绝的努力和长期积累沉淀 ，国防科技大 

学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上有 了跨越式发展，实现了从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其中原子与分子物理学获得全国重点 

学科 (二级学科)，物理学成功申请获批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大量高水平文章陆续见刊，一批具有重大军事和国防 

应用前景的新兴科研方向凸显，成为国防科技大学这所理 

工结合 、以工为主的高校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从教育部最 

近几次发布的全 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结果 中可以看 

出⋯，我校物理学、数学等基础学科整体排名均有显著进 

步，在全国高校特别是以工科见长的高校 中处于中上游， 

在军事院校位于前列。2013年 3月 ，ESI数据库最新公布 

的资料显示 ，国防科技大学物理学继工程学后第二个成 

功进入全球学术机构前 1％排名，这标志着国防科技大学基 

础学科在国际可比性学术指标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本文以 

物理学科为例，ESI数据库最新统计资料并结合 2012年全 

国一级学科评估结果，阐述基础物理学科的发展概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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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防科技大学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物理学科所存在的优 

势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做初步探讨。 

二、ESI数据库评价体系 

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学科，首先必须解决具有什么 

样水平的学科才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的学科?这就是说 ， 

必须找到一套可以比较的、公认的、具有可比性的参数或 

者指标来量化学科发展水平。上世纪末 ，我们国家曾一度 

盛行向文章数 目看齐，在那段时间，国内兴起了大办期刊 

杂志的热潮，各级各类杂志应运而生。直至 目前，几乎 国 

内每所大学都出版有 自己的学报，大学学报还分为 自然科 

学版、哲学版或者人文社会科学版等。期刊杂志多 了，有 

利于科研工作者学术交流，然而，未免鱼龙混杂、参差不 

齐。于是国家引入了国外的 SCI、El、SCIE体制，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科学、工程引文索引体系。这套体系将不同类 

型、等级的杂志按照影响因子分类，每年评定一次，只有 

公信力好 、办刊能力强和学术影响力大的期刊杂志才能进 

入 SCI／EI数据库 目录。一时间，国内开始比拼 SCI、EI论 

文数目，全国绝大部分高校都将发表 SCI、EI论文与学位 、 

论文评优、职称和项 目申请挂钩。这种过分强调 SCI、EI 

论文发表的模式在我们学科发展的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据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是除美 国以外发表 

科研论文总数最多的国家，而且这个数字正在 日益逼近美 

国。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有两面性，SCI论文多了，是不是 

学术影响力一定就高呢?显然两者不能直接画上等号。中 

国每年发表那么多 SCI文章，科研经费也很充裕，为什么 

中国还是没能造就出一个本土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大 

师呢?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为了更加科学地评价科 

研水平 和影响力，汤森路透集 团 Web of Science(SCIE／ 

SSCI)开发了ES1数据库作为衡量科研工作者和学术机构 

科研能力的指标。这套主要以论文及其被引用次数作为唯 
一 标准的体系在衡量基础学科如物理 、数学时具有重要参 

考意义。 

ESI，全文为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意为基本科 

学指标数据库 。它是由世界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 

国科技信息所 (ISI)于 2001年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 

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是基于汤森路透 

Web of Science(SCIE／SSCI)所收录的全球 11000多种学术 

期刊的 1000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 

ESI对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SCIE、SSCI库中近 1 1年 

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 ，对各年度论文按被引频次的高低确 

定出衡量研究绩效的阈值，分别排出居世界前 1％的研究机 

构、科学家、研究论文 ，居世界前 50％的国家／地区和居前 

0．1％的热点论文与前沿论文。ESI针对22个专业领域，通 

过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 

文 、热点论文和前沿论文等 6大指标，从各个角度对各个 

国家／地区的科研水平 、机构学术声誉 、科学家学术影响力 

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面衡量 。j。我们国家近几年开 

始重视 ESI排名，各高校纷纷引入ESI评价体系，在加强学 

科建设的同时，努力提高 ESI排名，逐步向世界一流大学 

(ESI排名达到或接近世界前 0．1％)的宏伟 目标迈进。 

三、从 ESI学科排名和教育部 2012年一级学 

科评估结果看基础学科发展 

汤森路透集团于 2013年 3月更新了最新一期的 ESI排 

名 ，结果显示，国防科技大学工程学和物理学双双进入 

ESI世界排名前 1％，其中，物理学是第一次进入该排名。 

2002—2012年间国防科技大学共发表 1483篇 SCI物理学论 

文，总被引 5353次，在全球近 8万家学术机构中排名第 

754位。可喜的是，这是科大人长期不懈 、执着追求的结 

果。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沉甸甸的数据也让我们第 
一 次亲身感受到了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物理学科还 

有多远。图一给出的是物理学科 ESI排名世界前八的大学 

(不包括 中科 院系统和德国马普所等科研机构 )。数据显 

示 ，日本东京大学在 2002—2012年间共发表 16843篇物 

理 SCI论文，总被引 222480次，篇均被引 13．21次，此三 

项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 3．6倍、6．7倍和 1．85倍 ，论文 

总数几乎达到整个中科院系统的一半，总被引次数占中科 

院系统总和的 7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传统小 、精、 

尖高校，虽然在2002—2012年间只发表了9508篇物理 SCI 

论文，但是总被引次数接近东京大学，达到 202488次 ，篇 

均被引高达21．3次，远远超过中科院系统和东京大学等高 

校。作为美国最为著名的军方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 

家实验室在物理学等基础研究方面也可圈可点，相关指标 

远远高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的排名。另外 ，哈 

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作为美国传统名校 ，在物理学科 ESI 

各项指标上也遥遥领先，篇均被引次数均超过 20次，成为 

名符其实的物理学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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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研机构 

图一 国防科技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物理学科 ESI排名比较 

数据来源：http：／／www．cdgdc．edu．cn／webrn'ac'xww／queryXKt~． 

do?nag=1&xkpgdxselect=07(I2． 

图二给出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物理学科 ESI排名情况。 

可以看到 ，传统理科见长的高校如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科 

ESI世界排名第 51位，2002—2012年内共发表物理 SCI论 

文7670篇 ，被引 74321次，篇均被引达到 9．7次。与上述 

世界一流高校特别是麻省理工学院相 比，中国科技大学的 

文章总数依然偏少 ，篇均被引次数明显低于麻省理工，但 

正在接近世界一流高校的平均水平。与国内其他高校如同 

样是理科见长的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相比，中国科技大学 

。00H l蠡瓣霹瓣露糕蹬 瓣 ，巅横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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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项指标上均领先。从 图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 

意思的现象，中科 院高能所 (简称 “高能所”)在过去 

2002—2012年间共发表 SCI论文 1749篇，篇均被引高达 

25．91次，达到甚至高于世界一流高校水平，总排名位于全 

球第 120位。这可能与其学科方向有关，因为高能所主要 

是基础理论研究 ，对于 国外相关实验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国内外交流合作也很频繁 ，部分高水平论文被引次数超过 

千余次，因此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我们学生在外学 习与 

会期间就经常看到高能所专家、学者身影，他们与多个大 

型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研究。相比这些国内一流科研机构和 

大学，我校物理学科的发展也可圈可点。目前我校物理学 

科涵盖有原子与分子物理、理论物理、等离子体物理 、粒 

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无线电物理、光学和声学等 7个二 

级学科 ，其主体在理学院物理系，总科研人员 目前在岗不 

到5O人，2002—2012年间年均共发表SCI论文 135篇，篇 

均被引 3．6次，这在我们以工科见长的高校，特别是军事 

院校，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与兄弟院校相比，特别 

是同类型的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甚至清华大学相 比，我们 

的物理学科因为规模、研究方向等因素的制约，在论文总 

数 、总被引次数和篇均被引指标上均 明显低于上海交通大 

学 ，更远低于中国科技大学等理科见长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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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国防科技大学与国内部分著名高校物理学科 ESI排名比较 

数据来源：http．．／／www．od c．edu．cn／webrms／xww／queryXKt~． 

do?nag：l&xkpgdxsele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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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国防科技大学与国内部分著名高校物理学科评估结果 

数据来源：http：／／www．cdgdc．edu．cn／webrms／xww／queryXKPG． 

do?flag=l&xkpgdxselect=07O2． 

如果说基于ESI排名的评价体系不足以反映基础学科 

的全貌 ，那么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一级学科排名也许能为我 

们提供较为全面的数据。2013年 1月底，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正式发布了第三次全国一级学科评估结 

果⋯。在物理学一级学科中，全国具有 “博士一级”授权 

的高校共55所 ，本次有 42所参评；还有部分具有 “博士 

二级”授权和硕士授权的高校参加了评估，共计 87所。评 

估指标包括学术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声誉等， 

各项加权平均后得到总体排名情况，如图三所示，这里我 

们仅列出了部分高校的统计情况。其 中，中国科技大学在 

2007—2009年评估结果位于第二位，在这一轮评估结果中 

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并列第一，大体上与 ESI相对排名 
一 致，表明这些高校的投入与产出是成正 比的。我校在本 

次学科评估中表现突出，与物理学科传统强校四川大学和 

同样以工科见长 的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并列 21 

位 ，高于北京理工大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这主要得 

益于近几年来我校物理学科师资队伍的不断优化和高水平 

科研成果的孵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我校物理学 

科在ESI前 1％的排名，我们在全国高校的位置远低于21 

位 ，这充分暴露出我们高水平科研成果产 出不足，高素质 

领军人才和学术大师的缺失。如何将学科评估中体现的优 

势如学术队伍、师资力量、人才培养等转化为科研成果， 

促进学科良性可持续发展将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亟需解决的 

现实问题。 

四、问题对策初探 

要切实提高基础学科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必须在团 

队建设 、学术大师引进、高水平学术论文产出和国内外合 

作上苦下功夫。纵观国外一流高校，我们不难看出，一流 

的物理学科必须有若干个一流的学术团队构成 ，每个团队 

都有一到两个核心和一批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青年学者组 

成。没有团队的学科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任何个人的 

单打独斗都是不可持续的。具体来说就是： 

(一)团队建设 

团队建成了，才能形成整体作战的能力，才能谈得上 

国际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国外的博士后找工作 ，多半不 

会问你毕业于哪所高校，只会问你师出何门，这就是团队 

的重要性。显然，团队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 

蹴而就 ，必须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才能形成。目前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各级教育部门都设有创新团队项 目。国防科技 

大学也在校预研等项 目中专门提供资金资助创新团队建设。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小团队特别是具有发展潜力的年 

轻团队的发展 目前还存在各种各样问题。这些小团队具有 

自己的发展特色，目标明确 ，具有活力，但是 目前力量薄 

弱，亟需学校各级层面的支撑 ，从而带领整个学科方向可 

持续发展。 

(二)学术大师引进 

学术大师是一支团队的核心灵魂人物。一个团队具有 

什么样的学术大师，就能带领出什么样的学术队伍。因此 

我们必须在高层次人才的全职引进方面下 (下转第72页 ) 

000Ix 瓣嚣馨簿麓爝 瓣 ， 皤议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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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Ware)作为基于互联网的教学平 台，能够为学生提 

供课程大纲、教学与实验安排 、设计工具、教师课程主页 

等链接 ，通过这些链接，可以方便地访问到教师的讲义课 

件 、相关器件的数据手册、实验要求和指导、以及必要的 

参考书等，而且这些课程资源都是完全公开的。帝国理工 

的学生需要通过学籍注册号登陆访问网络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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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切实引进我们需要的、负责的、全身心投入工作的 

领军性学术大师充实学术队伍，锻造出一支具有兵团作战 

能力的学科团队。在学术大师引进方面，纵观国内高校 ， 

我们已经远远落后。目前国家层面上先后出台了千人计划 、 

青年千人计划 、百人计划和长江学者计划等等，但是这些 

人才计划在军事院校如何有效实施 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 ， 

急需解决。 

《三)高水平学术论文产出 

SCI论文多当然标志着我们学术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 

是高水平学术论文特别是高被引论文更具学术意义。从上 

述国际一流物理学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普林斯 

顿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等篇均被引远高于一般 

大学。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可喜的是， 

我们学校已经意识到高水平学术论文的重要性，出台了各 

种各样的政策来鼓励和引导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产出。虽然 

部分手段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但是总体上 目前政策具有较 

好的积极意义。 

(四)国内外合作交流 

合作与交流是目前国内高校特别是军事院校存在的短 

板。国外的科研机构十分重视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合作交流， 

定期互访，取长补短等等。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合作研 

究，提升自身的学术影响力是摆在我们军事院校面前的现 

实问题。要建设一流的基础学科，就必须不断拓展国内外 

合作交流渠道，加强合作交流手段机制平台建设，强化合 

作交流研究。 

(责任编辑：胡志刚) 

最后 ，一流的基础学科不是～蹴而就的，也不是立竿 

见影的，必须长期不懈地努力，坚持创新和发展不动摇， 

全系上下拧成一股绳，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学术沉 

淀和积累才有可能实现。 

五、结束语 

以物理学科为例，根据 ESI数据库近年来最新统计资 

料并结合2012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结果，本文详细阐述基 

础学科的发展概况，并就建设高水平基础学科存在的优势 

和亟需解决的瓶颈问题做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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