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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对一流学科研究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了解其现状有

重要意义。结果显示：一流学科研究的论文数受国家政策影响；核心作者及发文量较少，影响

力有限；国家应继续加大对一流学科研究的资助力度；世界一流学科是目标，学科建设是关键，

研究型大学是阵地，一流大学是归宿，学科评价和重点学科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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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教育发展的重要

目标任务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到２１
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２０１７年新春
伊始，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制

定的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

施办法 （暂行）》（以下简称 《办法》）正式印发，

《办法》对世界 “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

设的遴选条件、遴选程序、支持方式、动态调整

和组织实施作了明确［１］。“双一流”建设的核心是

“一流学科”，只有将 “一流学科”建设作为抓手，

才有可能实现 “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

在ＣＮＫＩ中，以 “一流学科”为篇名，来源类

别选择 “核心期刊”和 “ＣＳＳＣＩ”，由于对 “一流

学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９８年，故而选择
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６年的期刊文献，共计７５篇，剔
除简介、征文通知和无作者的文献等，筛选出６１
篇与 “一流学科”高度相关的论文并采用ＳＡＴＩ３２
等软件对它们进行计量分析，以了解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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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流学科研究的计量分析

（一）文献数量分布

ＣＮＫＩ能搜索到的研究一流学科的最早的文献
是杨潮、邢以群和陈抗生合作完成的 《用好职务

岗位资源 推动一流学科建设》 （１９９８年发表于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第 ４期上）。从表 １可知，

从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６年，共有６１篇论文研究一流学
科，平均每年发表的文献量为３篇。从２０１５年国
务院发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总体方案》以来，到 ２０１６年文献量达到高峰，
发表４０篇文献，占总文献量的 ６５５７％。有理由
相信，随着 “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深入研

究 “一流学科”的论文将不断增多。

表１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６年一流学科研究文献数量分布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文献数 （篇） ４０ ２ ２ １ ３ １ １ １ １ ３ ２ ３ １

（二）期刊分布

６１篇论文分布在３１种核心期刊上，平均每类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１．９７篇 （见表２）。发表４篇
论文及以上的期刊包括：《中国高教研究》、《中国

高等教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教育发

展研究》。４种期刊共发表２６篇研究一流学科的论
文，占总发文量的４２６２％。发表３篇论文的期刊
包括 《现代教育管理》和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它们共发表论文６篇，占总发文量的９８４％。发
表２篇论文的期刊包括：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高教发展与评估》、《实验技术与管理》、《大学教

育科学》。它们共发表论文 ８篇，占总发文量的
１３１１％。其余期刊均发表论文１篇，２１种期刊共
发表论文２１篇，占总发文量的３４４３％。

表２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６年一流学科研究核心期刊发文量情况

期刊 数量 （篇）

中国高教研究 １０

中国高等教育 ８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４

教育发展研究 ４

现代教育管理 ３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３

大学教育科学 ２

实验技术与管理 ２

高教发展与评估 ２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２

黑龙江高教研究 １

探索与争鸣 １

续表２

期刊 数量 （篇）

中国记者 １

湖北社会科学 １

中国成人教育 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１

教育研究 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１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１

河南社会科学 １

江苏高教 １

高校理论战线 １

研究生教育研究 １

中国科技论坛 １

高等教育研究 １

研究与发展管理 １

理论视野 １

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 １

社会主义研究 １

中国大学教学 １

教育探索 １

（三）作者分布

将第一作者视为核心作者并对其进行统计，

发文２篇的作者共 ５位，分别是武建鑫、张德
祥、朱明、刘国瑜和李春林，发文量 １０篇，占
总发文量的 １６３９％ （见表 ３）。从作者所在单
位来看，武建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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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祥来自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朱

明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李

春林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

国瑜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５所高校均来自东部，属于全国重点大学，反映
一流学科研究的区域失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为原 “９８５工
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为原 “２１１工程”重
点建设高校。

除此之外，其余作者发文量均为 １篇，分别
是：周光礼、马利凯、李庚香、郭富根、汪锋、

徐小洲、徐春、程光旭、戴智华、莫蕾钰、张鹏、

李学勤、杨潮、常文磊、宁滨、赵沁平、凌健、

卢晓中、刘伟、何晋秋、郑浩、熊晓琳、杨兴林、

张伟、程孝良、王建华、靳诺、彭道林、蒋洪新、

肖友英、郭凌雁、李一希、周炜、刘瑞儒、姜凡、

陈杰、胡岳华、柴天佑、钟伟军、唐元虎、赵蓉

英、刘路、方阳春、陆振康、蒋传海、范芙蓉、

宣勇、刘经南、凌辉、王焰新、张凤娟。

表３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６年一流学科研究第一作者单位、院校层次及发文情况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院校层次 发表论文数量 （篇）

武建鑫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张德祥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朱　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李春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刘国瑜 南京农业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四）研究机构及基金分布

１研究机构分布
发文量在２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共１３所，发

表论文３４篇，占总发文量的 ５５７４％ （见表 ４）。
其中，排名前４的研究机构包括：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农业大学。４所大
学共发表论文 １６篇，占总发文量的 ２６２３％，占
３４篇文献的４７０６％。其余高校均发表论文２篇，
包括：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它

们共发表论文 １８篇，占总发文量的 ２９５１％，占

３４篇文献的５２９４％。
从院校层次来看，均为全国或地方重点建设

高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属于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南京
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属

于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浙江工业大学属
于浙江省属重点大学。１３所高校，除武汉大学和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中部以外，其余高校均处于东

部，显示东部高校相比中西部高校，更加关注一

流学科建设并有更强的研究实力。

表４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６年研究一流学科的研究机构的发文量

研究机构 院校层次 发文量 （篇）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省属重点大学 ６

中国人民大学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４

浙江大学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３

南京农业大学 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３

武汉大学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大连理工大学 原 “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北京师范大学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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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研究机构 院校层次 发文量 （篇）

东北大学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上海交通大学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哈尔滨工业大学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清华大学 原 “９８５工程”、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华中师范大学 原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

２．基金分布
７篇论文获基金资助，占总论文数的１１４８％，

其中国家层次的基金共３种，分别是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它们共资助６篇论文，占总发文量的９８４％，占７
篇论文的８５７１％。地方层次的基金为上海科技发
展基金，资助 １篇论文，占总发文量的 １６４％，
占７篇论文的１４２９％ （见表５）。对基金分布情况
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国家层次的基金在基金类

别中处于核心地位，反映国家对一流学科建设的

高度重视，但基金项目较少，国家和地方还需要

继续加强支持，使研究一流学科的成果更加丰富，

为 “双一流”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表５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６年一流学科研究受助基金类别及论文数

基金类别 发文量 （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４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１

上海科技发展基金 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１

（五）论文被引分布

６１篇论文共被引 ３４２次，平均被引 ６次。将
被引数在９次及以上的论文筛选出来，共１３篇论
文，被引量２６３次，占总被引量的７６９０％ （见表

６）。被引量排名前４的作者分别是：周光礼、徐
小洲、陆振康、刘经南。他们的论文共被引 １４０
次，占总被引量的４０９４％，占２６３次的５３２３％。
其中周光礼和武建鑫合作的论文 《什么是世界一

流学科》，于２０１６年发表在 《中国高教研究》上，

被引４７次，占总被引量的 １３７４％，占 ２６３次的
１７８７％。徐小洲和梅伟惠合著的论文 《论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的战略起点》，于２００７年发表在 《高

等教育研究》上，被引次数为３５次，占总被引量
的１０２３％，占２６３次的１３３１％。陆振康的论文
《一流学科建设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中之重》，

于２００４年发表在 《江苏高教》上，被引次数为３０
次，占总被引量的８７７％，占２６３次的１１４１％。
刘经南的论文发表在 《中国高等教育》上，题目

是 《树立大学科建设理念 推进一流学科的跨越式

发展》，被引２８次，占总被引量的８１９％，占２６３
次的１０６５％。

表６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６年一流学科研究论文被引情况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表年份 （年） 被引次数 （次）

周光礼，武建鑫 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 中国高教研究 ２０１６ ４７

徐小洲，梅伟惠
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

起点
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７ ３５

陆振康
一流学科建设是创建世界一流

大学的重中之重
江苏高教 ２００４ ３０

刘经南
树立大学科建设理念 推进一流

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０５ ２８

赵沁平 建设一流学科 培养创新人才 中国高等教育 １９９９ ２３

朱　明，杨晓江
世界一流学科评价之大学排名

指标分析
高教发展与评估 ２０１２ １７

３９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总第１８８期）

续表６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表年份 （年） 被引次数 （次）

宣　勇
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要实现 “三

个转变”
中国高教研究 ２０１６ １５

张　伟，徐广宇，
缪　楠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潜

力与对策———基于 ＥＳＩ学科评
价数据的分析

现代教育管理 ２０１６ １５

唐元虎，向方霓，

卢长利
如何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００ １２

凌　辉，张　媛
一流学科建设需要一流实验室

作为支撑
实验技术与管理 ２０１４ １２

朱　明
基于大学排名的世界一流学科

评价问题研究
研究生教育研究 ２０１２ １０

王建华 一流学科评估的理论探讨 大学教育科学 ２０１２ １０

张德祥
谋划优势 内涵发展 加快建设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 ２０１０ ９

（六）关键词共现分析

从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来看，分别是 “一

流学科”、“世界一流学科”、“学科建设”、“重点

学科”、“学科点”、 “学科评价”、 “世界一流大

学”、“基础研究”、“高水平大学”、“大学排名”、

“人才培养”和 “一流大学”，频次从高到低为２９
次、１４次、１３次、５次、４次、４次、３次、３次、
３次、３次、３次和３次 （见表７）。从词频可以看
到，学者在研究一流学科时，重点分析学科如何

建设、学科如何评价、重点学科问题、大学排名

问题以及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问题。

从关键词共现情况来看， “一流学科”和

“重点学科”、“学科点”及 “学科建设”的共现

频次分别为５次、４次、３次 （见表７），表明学
者从重点学科建设的视角来分析一流学科何以成

为可能并将学科点视为建成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

支撑点。 “世界一流学科”和 “学科建设”及

“学科评价”的共现频次分别为 ３次、３次 （见

表７），说明学者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世界一流学
科与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价的关系上，试图通过评

价与建设，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发展，这既是

对国家政策的回应，也是尽快将我国建设成为高

等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诉求。 “重点学

科”和 “学科点”的共现频次为３次，反映学者
对学科点培育重点学科并促进世界一流学科发展

的关注。

表７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６年一流学科研究关键词共现矩阵

一流

学科

世界

一流

学科

学科

建设

重点

学科

学科

点

学科

评价

世界

一流

大学

基础

研究

高

水平

大学

大学

排名

人才

培养

一流

大学

一流学科 ２９ ０ ３ ５ ４ ０ １ ２ ２ １ ２ １

世界一流学科 ０ １４ ３ ０ ０ ３ ２ ０ ０ ２ ０ ０

学科建设 ３ ３ １３ ０ ０ ２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重点学科 ５ ０ ０ ５ ３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学科点 ４ ０ ０ ３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学科评价 ０ ３ ２ ０ ０ ４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世界一流大学 １ ２ １ ０ ０ １ ３ ０ ０ １ ０ ０

基础研究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１ ０

高水平大学 ２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３ ０ ２ ０

大学排名 １ ２ ０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３ ０ ０

人才培养 ２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２ ０ ３ ０

一流大学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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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结论

对一流学科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运用

ＳＡＴＩ３２等软件，对一流学科研究文献的数量分
布、关键词分布、论文被引分布、期刊分布、作

者分布、研究机构和基金分布等计量分析，研究

结论如下。

（一）论文数受国家政策影响并持续增长

一流学科研究的论文数受国家政策影响并有

可能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到２０１６年文献量达到高峰。“什么是一流学
科？”“如何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学科的特征？”

等等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在国家

高度重视一流学科建设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在积

极推动一流学科的建设，比如江苏省在２０１６年颁
布了 《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对进入国家层

面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的省

属高校，江苏省将给予重点支持，同时将目标分

为三个阶段，到２１世纪中叶，更多的大学和学科
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随着中央和地方一流学科

建设的不断开展，各种问题将会不断增多，学界

有必要回应各种争论和解决相应的问题。因此，

关于一流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将持续增加。

（二）刊载一流学科建设的期刊较多

３１种期刊显示对一流学科研究的兴趣，其中
《中国高教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和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学报》尤为关注，这将对世界一流学科

的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中国高教研究》发表论

文１０篇，在一流学科研究中发文量第一，它由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显示学界高度关注一流学

科的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发表论文８篇，位居
第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发表论文４篇，
位列第三。三种期刊发表论文２２篇，占总发文量
的３６０７％。

（三）核心作者及发文量较少，区域失衡

核心作者及发文量较少，影响力有限，而且

他们都来自东部重点大学，反映区域失衡的现状。

将发表２篇论文的作者视为核心作者，共５位，他
们发表 １０篇论文，占总发文量的 １６３９％。这 ５
位作者均来自东部重点大学，反映东部重点高校

在一流学科的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此外，浙江

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浙江大学位居发文量

前三甲，东中西部在一流学科研究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东部高校相比中西部高校，更加关注一流

学科建设并有更强的研究实力。

（四）论文被引量较高，关注学科评价和学科

建设

论文被引量排名前４的作者分别是周光礼、徐
小洲、陆振康和刘经南，他们的论文共被引 １４０
次，占总被引量的４０９４％，占２６３次的５３２３％。
学者们认为，世界一流学科是目标，学科建设是

关键，基础研究、重点学科、学科评价、学科点

和人才培养是突破口，一流大学是归宿，值得注

意的是，学科评价和重点学科被视为重中之重。

研究者们认为，为了更好地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有必要加强学科评价和提升基础研究的能力。基

础研究固然与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但

是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更应值得我们重视，在今

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如何增强高校的应用研究

能力，将是摆在所有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的研究

主题。

国家层次的基金在基金类别中处于核心地位，

反映国家对一流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但基金项

目较少，国家和地方还需要继续加强支持，使研

究一流学科的成果更加丰富，为 “双一流”建设

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２０１５年由中央政府推
动 “双一流”建设，反映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重视

程度。一流学科建设有利于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

有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这些都是国家支持

一流学科研究的现实背景，相信随着一流学科建

设的持续推进，国家将加大对一流学科研究的扶

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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