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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领域

学者学术影响力研究
———基于１９７９年—２０１７年 ＣＮＫＩ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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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１９７９年—２０１７年中国知网的数据，运用引文分析法与秩和比法，结合总发文
量、第一作者发文量、引用下载比、论文总他引量、高被引论文他引量、高被引著作他引量等

多项指标，综合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学术影响力，研究分析了

各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的前２０名学者，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学科研究热点、研究力
量分布、学科发展方向与学科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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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界，每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都
需要众多学者的共同推动，学者或学术群体的学

术影响力对于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学者学术影响力是在某一时期学者对

其所处研究领域内其他研究者及其研究活动的影

响范围和深度，根本来源是学者研究成果的质量

和数量［１］。国内外关于学者学术影响力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国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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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别从学者的网络影响、学

者影响力的学科差异、学者影响力的主要参数方

面对学者的学术影响力做了具体而深入的研

究［２－４］。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也对学者的学术影

响力开展了相关研究，如武建鑫、杜建等构建了

学术影响力的指标体系［５－６］；张忻等以论文数量、

期刊分区和影响因子及论文被引次数作为评价指

标建立了学者学术影响力评价的层次分析模型［７］；

刘萍等结合传统引文指标与学者文献的引用关系

数据对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进行综合测度［８］；熊建

辉分析了国内高师院校教育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

力［９］；郑江淮、姚俊、崔建强、刘文娟等分别对

经济学、社会学、体育科学领域的学者学术影响

力予以全面分析［１０－１３］。上述研究成果丰富了学者

学术影响力的研究内容，为本研究提供了多方位

的参照系。

高等教育管理是高等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与教育学和管理学有密切关系，具有新兴学

科、交叉学科与边缘学科的性质，其学科归属与

学科性质仍存有一些争议。文中高等教育管理在

概念外延方面至少包括高等教育管理 （行政）、大

学管理 （行政）、高校管理 （行政）等。本文运用

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多项定量指标对高等教

育管理研究领域学者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研究，

旨在为高等教育管理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人才培

养质量提高与学术交流等提供具有理论价值与实

践意义的辅助性参考与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２０１８年３月，通过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及其中
国引文数据库，时间设定为１９７９年—２０１７年，以
“高等教育＋管理／行政”“大学＋管理／行政”“高
校＋管理／行政”为主题关键词，尽可能扩大检索
范围以获得更多相关论文与著作，最终检索到３３
万余篇论文、６千余部著作，作为总体研究样本，
在分指标统计后，剔除部分非相关性与相关性较

低的论文与著作，合并不同单位的同一作者数据，

最后进行研究结果的列表分析。

（二）研究方法

１引文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

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

辑方法，对学术期刊、论文、著作等各种分析对

象的引证与被引证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

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本文通

过分析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相关论文与著作的引文

统计数据，筛选出指标数值较高的前若干名，作

为学者学术影响力的主要参数。

２秩和比法 （Ｒａｎｋｓｕｍｒａｔｉｏ，简称 ＲＳＲ法）。
秩和比法是我国学者田凤调教授提出的，集古典

参数统计与近代非参数统计各自优点于一体的统

计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四格表资料的综合评价，

也适用于行 ×列表资料的综合评价，同时也适用
于计量资料和分类资料的综合评价［１４］。秩和比

（ＲＳＲ）是表中行 （或列）秩次合计的平均值或加

权平均值，是一个非参数计量的综合指数，具有０
－１区间连续变量的特征，本文使用加权秩和比，
计算公式如下：

ＷＲＳＲｉ＝∑
ｍ

ｊ＝１
ＷｊＲｉｊ

其中，Ｗｊ为第ｊ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ｍ

ｊ＝１
Ｗｊ＝１；Ｒｉｊ

为第ｉ行 （评价对象）第ｊ列 （评价指标）元素的

秩。ＲＳＲ对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排序分析，为了
产生具有可比性的评价值，评价系统中的高优指

标从大到小排序，低优指标从小到大排序，同一

指标数值相同者编平均秩，最终通过加权秩和比

计算获得无量纲的统计量 ＲＳＲ。本文通过发文量、
引用下载比、高被引频次论文和高被引频次著作

等指标统计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学者数据，计算

出不同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数值。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者发文量分析

一般来说，论文数量是论文质量的基础与载

体，发文量是学者学术水平及学术影响力的基本

参数。因此，发文量是测度学术影响力的一项重

要指标。本文从论文检索结果中提取总发文量前

１００名学者，分别进行总发文量、核心期刊论文
数、第一作者论文数前５０名的分指标排序，运用
秩和比统计方法计算数值后列出前２０名予以分析，
如表１所示。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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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统计 （前２０名）

序号 学者 单位 总发文量 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ＲＳＲ

１ 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 ７９ ６３ ６２ ０９８４

２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７４ ５１ ６１ ０９３４

３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 ５６ ４８ ４４ ０８６１

４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 ５５ ４４ ４２ ０８０３

５ 潘懋元 厦门大学 ５３ ３６ ４４ ０７７９

６ 周光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５１ ３９ ３７ ０７０５

７ 眭依凡 江西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４５ ３１ ４１ ０６６４

８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４４ ２７ ４１ ０５９８

９ 刘　尧 浙江师范大学 ５０ １２ ５０ ０５５７

１０ 胡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４３ ２６ ３５ ０５２５

１１ 林　健 清华大学 ３８ ２９ ３０ ０５０１

１２ 史秋衡 厦门大学 ３５ ２２ ３２ ０４１０

１３ 董泽芳 华中师范大学 ３５ ３０ ２４ ０３９３

１４ 李福华 青岛大学 ３４ ２５ ２９ ０３７７

１５ 秦惠民 中国人民大学 ３０ ２４ ２８ ０３０３

１６ 马廷奇 武汉理工大学 ３０ １７ ３０ ０２８７

１７ 蔡国春 江苏师范大学 ２９ ２２ ２７ ０２３８

１８ 薛天祥 华东师范大学 ３３ １５ ２４ ０１８９

１９ 程勉中 江南大学 ２５ １０ ２５ ０１１５

２０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３ １７ ２３ ０１０７

　　统计结果显示，高等教育管理领域学者总发
文量超过５０篇的有７位，分别是：别敦荣 （华中

科技大学／厦门大学）７９篇、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７４篇、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

５６篇、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５５篇、潘懋元
（厦门大学）５３篇、周光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５１篇、刘尧 （浙江师范大学）５０篇，
７名学者共计发文４１８篇，占２０名学者总发文量
的４８５％。２０名学者中有 ８人来自师范大学，５
人来自综合性大学，４人来自理工科大学，２人同
时来自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科大学，说明师范大学

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学者的主要来源地。另外，２０
名学者中，除１人来自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其余１９人全部来自大学，说明大学是高等教育管
理研究的主要阵地。

１核心期刊论文分析。从期刊质量与影响力
角度来看，核心期刊的关注度较高、学术质量较

高、学术影响范围较大，是反映学者学术影响力

的一个重要指标。统计结果显示，核心期刊发文

量超过４０篇的有４位，分别是别敦荣 （华中科技

大学／厦门大学）６３篇、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５１篇、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４８
篇、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４４篇，４名学者共
计发文２０６篇，占２０名学者核心期刊总发文量的
３５％。从单位性质来看，师范大学发文２１１篇，占
比３５９％，分别超过综合性大学与理工科大学的
发文量，说明师范大学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

具有较好的人才储备优势。

２第一作者论文分析。第一作者是学术论文
的主要设计者、撰写者与贡献者，因此把第一作

者作为学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参数。统计结果显

示，第一作者发文量超过５０篇有３位，分别是别
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６２篇、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６１篇、刘尧 （浙江

师范大学）５０篇，３名学者共计发文１７３篇，占第
一作者总发文量的２３７％。师范大学第一作者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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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２８６篇，占总发文量的 ３９２％，显示出师范大
学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学术生产力。

（二）学者论文引用下载分析

总被引频次是指某学者所发表论文的被引次

数总和，是衡量一位学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同行对研究成果的署名评议［１５］。

总被引频次能够反映学者学术影响力的整体水平，

但被引量会受极大值的影响，而且论文总数较多

也会导致总被引量偏大。因此，本文引入下载量

与引用下载比的分析指标，可以更加公平地反映

学术影响力的数学均值。引用下载比是基于论文

下载频次的平均引用率来反映学术成果影响力的

一项指标，用来弥补总被引频次在学者学术影响

力评价中的不足。本文从论文检索结果中提取第

一作者发文量前１００名学者，分别进行第一作者发
文量、总引用量、总下载量、引用下载比前５０名
的分指标排序，运用秩和比统计方法计算数值后

列出前２０名予以分析，如表２所示。

表２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学者论文引用下载统计 （前２０名）

序号 学者 单位 发文量 引用量 下载量 引用下载比 （％） ＲＳＲ

１ 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 ６２ １９３８ ６８７１６ ２８２ ０９８３

２ 潘懋元 厦门大学 ４４ ４６３５ ７４１５３ ６２５ ０９６６

３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 ４４ １４７２ ５１８９７ ２８４ ０８４７

４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 ４２ １３８９ ４９５３５ ２８０ ０７９７

５ 林　健 清华大学 ３０ １８５９ ４７１５８ ３９４ ０７７１

６ 周光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３７ １０５０ ４４１４７ ２３８ ０６８５

７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６１ ８３９ ３１２９４ ２６８ ０６７８

８ 蔡国春 江苏师范大学 ２７ １６５２ ３０３８９ ５４４ ０６２７

９ 秦惠民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８ １１２７ ２３０８０ ４８８ ０５５９

１０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 ２５ １００８ ３８６２８ ２６１ ０５４２

１１ 李福华 青岛大学 ２９ ９５７ ２２５４９ ４２４ ０４９２

１２ 刘　尧 浙江师范大学 ５０ ６６１ １７５７７ ３７６ ０４７５

１３ 眭依凡 江西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４１ ８２６ １７３１６ ４７７ ０４５８

１４ 董泽芳 华中师范大学 ２４ ９２５ ３００３５ ３０８ ０４４１

１５ 马廷奇 武汉理工大学 ３０ ８２４ ２０８４６ ３９５ ０４３２

１６ 顾佩华 汕头大学 ３ １１１８ １３２４４ ８４４ ０２８８

１７ 赵国栋 北京大学 １９ ７１３ １４２１５ ５０２ ０２１２

１８ 谢安邦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４ ７６５ １４０９３ ５４３ ０１８６

１９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３ ６１７ ９０３０ ６８３ ０１５３

２０ 宣　华 清华大学 １９ ５４３ ８０６２ ６７４ ００９３

　　统计结果显示，第一作者论文的被引频次总
和最高的是潘懋元 （厦门大学）４６３５次，占２０名
学者总被引频次的 １８６％；超过 １５００次的有 ３
位，分别是：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
１９３８次、林健 （清华大学）１８５９次、蔡国春 （江

苏师范大学）１６５２次，３名学者共计５４４９次，占
２０名学者总被引频次的２１９％；超过１０００次不足
１５００次的有６位，分别是：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

学）１４７２次、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１３８９次、
秦惠民 （中国人民大学）１１２７次、顾佩华 （汕头

大学）１１１８次、周光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１０５０次、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１００８
次，６名学者共计７１６４次，占２０名学者总被引频
次的２８８％。来自师范大学的学者共６位，总被
引频次为 ６３０１次，占 ２０名学者总被引频次的
２５３％，说明师范大学的学者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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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学者所在区域来看，２０
名学者中目前有１６人来自北京或沿海地区，表明
这些地区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比较活跃并起

着学术引领作用。

统计结果显示，第一作者论文的下载频次总

和超过５万次的有３位，分别是：潘懋元 （厦门大

学）７４１５３次、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
６８７１６次、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５１８９７次，３
名学者共计１９４７６６次，占２０名学者总下载频次的
３１１％；超过 ３万次不足 ５万次的有 ７位，分别
是：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４９５３５次、林健 （清

华大学４７１５８）次、周光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４４１４７次、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

３８６２８次、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３１２９４次、蔡国春 （江苏师范大学）３０３８９次、董
泽芳 （华中师范大学）３００３５次，７名学者共计
２７１１８６次，占２０名学者总下载频次的４３３％。来
自师范大学的学者共６位，总下载频次为１６１３０７
次，占２０名学者总下载频次的２５８％。从区域分
布来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较为活跃，中部地区仅有武汉市的个别重点大学

有所表现，而西部地区高校则相对比较沉寂，说

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与区域经济和教育的发

达程度呈正相关的态势。

一个人在其研究领域文献中的被引用数量更

能够反映其对本学科的影响力，它表明了某一研究

者的研究成果受关注的程度，以及对学科发展的影

响程度［１６］。论文的下载数量同样可以反映学者的

学术影响范围，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关注程度。引

用下载比可以平均反映论文引用的学术影响程度

及学者的学术影响力，避免了单个引用量指标的

片面性。统计结果显示，引用下载比超过５％的学
者有８位，分别是：顾佩华 （汕头大学）８４４％、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６８３％、宣华 （清华大

学）６７４％、潘懋元 （厦门大学）６２５％、胡赤
弟 （宁波大学）５９０％、蔡国春 （江苏师范大学）

５４４％、谢安邦 （华东师范大学）５４３％、赵国
栋 （北京大学）５０２％，说明上述作者的论文被
下载１００次便有５次以上被引用的记录。引用下载
比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论文的影响效果及学者的

影响力。

（三）学者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

被引频次在学术评价中被用来测度学术论文

显示度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被引频次的高

低反映了学术成果被学术界重视的程度，以及在

学术交流和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力，也

间接反映该文的学术水平和价值［１７］。高被引频次

论文是一段时期内被引用频次较多的学术论文，

其受到的关注度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分析研

究高被引频次论文有助于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研究

内容，揭示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掌握该研究领

域的发展趋势。本文从论文检索结果中提取前１００
篇高被引频次论文，分别进行被引量、他引量、

下载量前５０篇的分指标排序，运用秩和比统计方
法计算数值后列出前２０名予以分析，如表３所示。

表３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高被引频次论文 （前２０名）

序号 题目 作者 单位 来源 年份 被引量 他引量 下载量 ＲＳＲ

１ 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 潘懋元 厦门大学 复旦教育论坛 ２００３ ７８２ ７７８ ６００１ ０９８３

２
从ＣＤＩＯ到ＥＩＰ－ＣＤＩＯ
———汕头大学工程教育与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

顾佩华等 汕头大学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２００８ ７０８ ６９８ ５２９４ ０８９８

３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通用标准研制
林　健 清华大学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２０１０ ５３９ ５１８ ５７７７ ０８８１

４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探讨 木志荣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６ ３８５ ３８５ ８２９７ ０８４７

５ 高等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胡赤弟 宁波大学 教育研究 ２００５ ４１２ ４０８ ４５４９ ０７８５

６ 论高校学科建设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０ ４７２ ４７０ ３７０７ ０７８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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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序号 题目 作者 单位 来源 年份 被引量 他引量 下载量 ＲＳＲ

７
高校的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的

调整———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

改革方向的探索

谢安邦等
华东师范

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 １９９８ ３５５ ３５４ ３１２９ ０５９３

８
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概念

释义
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
厦门大学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２０００ ３３６ ３３３ ２８０４ ０５４２

９
清华大学综合教务系统在教务

管理中的应用
宣　华等 清华大学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２００２ ３７８ ３７４ １７２８ ０５２５

１０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概念的界定

———中美两国高校学生工作术

语之比较

蔡国春 江苏师范大学
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２０００ ３１５ ３１５ ２５６３ ０４９２

１１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界定

与要素解析
董泽芳 华中师范大学 大学教育科学 ２０１２ ２３２ ２２９ ７３５３ ０４８３

１２ 再探大学分类 武书连
广东管理科学

研究院

科学学与

科学技术管理
２００２ ３０１ ２９８ ２３７５ ０４４１

１３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大学管理体

制创新
李福华 青岛大学 教育研究 ２００７ ２３９ ２３５ ３１３３ ０４２４

１４
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

的基石
龚怡祖 南京农业大学 教育研究 ２００９ １８４ １８１ ５９１７ ０３５６

１５
关于大学 “去行政化”几个重

要问题的探析
钟秉林 东南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１０ ２２８ ２２４ ４０２２ ０３３３

１６
从 “非典”防控看高校的危机

管理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高教研究 ２００３ ２８９ ２８９ １１９６ ０３２２

１７ 高等学校 “专业”内涵研究 卢晓东等 北京大学 教育研究 ２００２ ２３９ ２３０ ２２０９ ０３１４

１８
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新机

制探索
张建祥 陕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２ ２３５ ２３５ １４９９ ０２６３

１９ 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 李　军 湖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７ １６２ １６２ ３５２６ ０２２１

２０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教改

革和发展
袁贵仁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００ ２２９ ２２９ １８５７ ０２１２

　　统计结果显示，在 １９７９年—２０１７年的近 ４０
年间，高被引频次论文主要出现在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２
年间，这一时期也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最繁荣的

时期。高被引频次论文最早出现的是１９９８年谢安
邦 （华东师范大学）的 《高校的权力结构与权力

结构的调整》，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是上世纪末高等

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
现代大学制度、高校管理制度、学科专业建设、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教育信息化等研究主题先后

成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相关论文如

潘懋元 （厦门大学）的 《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

题》被引用７８２次，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的

《论高校学科建设》被引用４７２次，别敦荣 （华中

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的 《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

概念释义》被引用３３６次，宣华 （清华大学）的

《清华大学综合教务系统在教务管理中的应用》被

引用３７８次；２００５年以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大学治理、创新创业教育、高等工程教育等研究

主题成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持续关注的热点，

时至今日依然兴盛不衰，相关论文如胡赤弟 （宁

波大学）的 《高等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被

引用４１２次，木志荣 （厦门大学）的 《我国大学

生创业教育模式探讨》被引用 ３８５次，顾佩华
（汕头大学）的 《从 ＣＤＩＯ到 ＥＩＰ－ＣＤＩＯ———汕头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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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工程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被引用 ７０８
次，钟秉林 （东南大学）的 《关于大学 “去行政

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被引用２２８次。高被
引频次论文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背景和高等教育

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有密切关系。

从高被引频次论文刊登的期刊分析，２０篇论
文中 《高等教育研究》刊登５篇，《教育研究》刊
登４篇，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与 《中国高等教

育》分别刊登２篇，说明上述期刊在高等教育管
理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从高被引频次论

文主题分析，２０篇论文中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与结构的论文８篇，占总数的４０％；关于高校管
理制度改革的论文６篇，占总数的３０％；关于高
校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的论文 ６篇，占总数的
３０％。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高被引
频次论文主要归属于上述三大板块，也是高等教

育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四）学者高被引频次著作分析

通常认为高被引频次著作具有较高的关注度

并能反映学术研究热点，被引用次数越多，说明

学术著作的关注程度越高、学术影响力越大。高

被引频次著作代表学者的学术思想，反映学者的

学术水平及学术质量，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学者

是否拥有本学科的代表性成果，是否能够引领学

术前沿。通过高被引频次著作分析，可以发现某

一时期的学科研究热点及学术影响力较大的著作，

也可以反映各类出版社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学

术影响。本文从著作检索结果中提取前５０部高被
引频次著作，分别进行被引量、他引量前３０部的
分指标排序，运用秩和比统计方法计算数值后列

出前２０名予以分析，如表４所示。

表４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高被引频次著作 （前２０名）

序号 著作名 作者 作者单位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被引量 他引量 ＲＳＲ

１ 高等教育学 谢安邦 华东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２２２９ ２２２９ ０９７６

２ 高等教育管理学 薛天祥 华东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７

３ 高等教育管理学 姚启和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７６３ ７６３ ０８７８

４ 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 眭依凡 江西师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６７２ ６７１ ０８２９

５ 高校辅导员理论与实务 陈立民 复旦大学 中国言实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６５７ ６５７ ０７８１

６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６１８ ６１８ ０７３２

７ 比较高等教育 谢安邦 华东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５８６ ５８６ ０６８３

８ 中美大学学术管理 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５５６ ５５６ ０６３４

９ 简明高等教育学 周　川 苏州大学 河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４９８ ４９８ ０５８５

１０ 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 湛中乐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４７５ ４７４ ０５３７

１１ 高等学校的分层与管理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３６３ ３６３ ０４８８

１２
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

架构
李福华 青岛大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３４１ ３４１ ０４３９

１３ 大学教育与管理心理学 周晓虹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３１８ ３１８ ０３９１

１４ 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 胡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３０３ ３０３ ０３４１

１５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潘懋元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２９８ ２９８ ０２９３

１６ 现代大学管理机制 程勉中 江南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９４ ２９３ ０２４４

１７
我国大学创业教育的观念、理

念与实践
席升阳 华中科技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８１ ２８０ ０１９５

１８ 高等教育成本管理论 陈敬良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２６１ ２６１ ０１４６

１９ 高等教育管理学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６１ ２６０ ００９８

２０ 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 周光礼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２４２ ２３８ ００４９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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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结果显示，高被引频次著作主要出现在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８年间，此后的相关著作还没有及时
在被引频次方面体现出影响力。较早出现的高被

引频次著作是周晓虹 （南京大学）的 《大学教育

与管理心理学》与谢安邦 （华东师范大学）的

《高等教育学》 （被引用２２２９次，最高纪录），这
两本著作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有着重要影响。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４年，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迅速发展时
期，共出现１２部高被引频次著作，部分著作的被
引频次达到相当高的数值，如薛天祥 （华东师范

大学）的 《高等教育管理学》被引用１０００次，姚
启和 （华中科技大学）的 《高等教育管理学》被

引用７６３次，眭依凡 （江西师范大学）的 《大学

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被引用 ６７２次，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的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

构》被引用６１８次，上述著作是该时期高等教育
管理研究领域高被引频次著作中的杰出代表。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８年，随着高等教育理论界与高校对现代
大学制度、大学治理、辅导员管理、创新创业教

育等研究主题与实践工作的逐渐重视，相关理论

研究成果被广泛关注，如陈立民 （复旦大学）的

《高校辅导员理论与实务》被引用６５７次，李福华
（青岛大学）的 《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

构》被引用３４１次。２０１０年以后，应用型人才培
养成为高教界的研究热点，如潘懋元 （厦门大学）

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被引用

２９８次。
从高被引频次著作的出版社分析，２０部著作

中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３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２部，其他出
版社各出版１部，上述出版社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具有重要影响。从高被引频次著作的归属范畴分

析，２０部著作中属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范畴的著
作９部，占总数的４５％；属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范畴的著作３部，占总数的１５％；属于比较高等
教育研究范畴的著作２部，占总数的１０％；属于
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法治、

高校人才培养等研究范畴的著作 ６部，占总数的
２５％，上述研究范畴的高被引频次著作为高等教育
管理研究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五）学者学术影响力综合分析

综合上述统计分析指标，本文选取总发文量、

第一作者发文量、引用下载比、论文总他引量、

高被引论文他引量、高被引著作他引量等６个指标
作为综合分析指标，各项指标相互补充，分析结

果更加公平与客观。由于中文核心期刊 （北大版）

始于１９９２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
始于１９９８年，故核心期刊发文量未列入综合分析
指标。本文从论文与著作检索结果中分别提取各

项指标前１００名学者，运用秩和比统计方法计算数
值后列出前２０名，如表５所示。

表５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学者学术影响力综合统计 （前２０名）

序号 作者 单位
总发

文量

第一作者

发文量

引用下

载比 （％）
论文总

他引量

高被引论

文他引量

高被引著

作他引量
ＲＳＲ

１ 潘懋元 厦门大学 ５３ ４４ ６２５ ４５９９ ７７８ ２９８ ０９８６

２ 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 ７９ ６２ ２８２ １８９９ ３３３ ５５６ ０９１４

３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 ５５ ４２ ２８０ １３６１ ４７０ ２１１ ０７６２

４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 ５６ ４４ ２８４ １４５７ ２２４ １５４ ０７１１

５ 眭依凡 江西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４５ ４１ ４７７ ８０９ １５０ ６７１ ０６７６

６ 林　健 清华大学 ３８ ３０ ３９４ １８２２ ５１８ ５４ ０６７１

７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７４ ６１ ２６８ ８２２ ８０ ３６３ ０６４８

８ 李福华 青岛大学 ３４ ２９ ４２４ ９３８ ２３５ ３４１ ０６２９

９ 蔡国春 江苏师范大学 ２９ ２７ ５４４ １６３５ ３１５ １１０ ０６１２

１０ 谢安邦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２ １４ ５４３ ７５７ ３５４ ２２２９ ０５９６

１１ 顾佩华 汕头大学 ３ ３ ８４４ １０９６ ６９８ １４５ ０５８１

１２ 秦惠民 中国人民大学 ３０ ２８ ４８８ １１１６ １６８ １９４ ０５６７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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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序号 作者 单位
总发

文量

第一作者

发文量

引用下

载比 （％）
论文总

他引量

高被引论

文他引量

高被引著

作他引量
ＲＳＲ

１３ 周光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５１ ３７ ２３８ １０２９ １１２ ２３８ ０５４３

１４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 ３１ ２５ ２６１ ９８８ １８１ ９０２ ０５２４

１５ 刘　尧 浙江师范大学 ５０ ５０ ３７６ ６４８ １２０ １０ ０４８６

１６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３ ２３ ６８３ ６０５ ２８９ １７７ ０４７６

１７ 胡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４３ ３５ ２５２ ６３３ ６３ ３０３ ０４３２

１８ 董泽芳 华中师范大学 ３５ ２４ ３０８ ９０７ ２２９ １８ ０４１９

１９ 胡赤弟 宁波大学 １８ ９ ５９０ ５９９ ４０８ ６６ ０４１３

２０ 马廷奇 武汉理工大学 ３０ ３０ ３９５ ８０８ ８２ １０２ ０４０１

　　统计结果显示，上述 ２０名学者是 １９７９年—
２０１７年间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学者。有
的学者在某一方面指标表现比较突出，有的学者

在所有方面指标都表现较好。限于篇幅，未能列

出更多的学者名单。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运用引文分析法、秩和比法等文献计量分析

法，结合多项分析指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学术影响力，研究

结果更加客观、公正、准确，在一定程度上真实

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的成绩，

而且为学科研究热点、研究力量分布、学科发展

方向与学科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证数据。

在总发文量方面，位居前５名的学者分别为：
别敦荣、马陆亭、钟秉林、刘献君、潘懋元；在

第一作者发文量方面，位居前５名的学者分别为：
别敦荣、马陆亭、刘尧、钟秉林、潘懋元；在引

用下载比方面，位居前５名的学者分别为：顾佩
华、纪宝成、宣华、潘懋元、蔡国春；在论文总

他引量方面，位居前５名的学者分别为：潘懋元、
别敦荣、林健、蔡国春、钟秉林；在高被引论文

他引量方面，位居前５名的学者分别为：潘懋元、
顾佩华、林健、刘献君、胡赤弟；在高被引著作

他引量方面，位居前５名的学者分别为：谢安邦、
薛天祥、姚启和、眭依凡、陈立民。

采用秩和比法对各分析指标值进行秩代换，

弥补了单项指标在定量评价中的不足，提高了计

量分析的客观性、公正性与准确性。基于总发文

量、第一作者发文量、引用下载比、论文总他引

量、高被引论文他引量、高被引著作他引量等６项
指标综合分析，统计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学

术成就较高与学术影响力较大的学者为：潘懋元、

别敦荣、刘献君、钟秉林、眭依凡、林健、马陆

亭、李福华、蔡国春、谢安邦、顾佩华、秦惠民、

周光礼、张应强、刘尧、纪宝成、胡建华、董泽

芳、胡赤弟、马廷奇。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数据搜集的过

程中，由于数据库不完善、检索方式复杂与检索

时间较长的原因，原始统计数据可能有一定误差；

在指标体系设计的过程中，部分指标还没有完全

纳入，如ｈ指数、影响因子等；在指标统计分析的
过程中，单项指标的权重设置仍需要慎重考虑。

上述问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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