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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 2007年全国新
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统计数据可知，哲学、社会科
学类期刊共 2339种， 其中理论经济学作为人文社
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占有一定的比例，此外综合类
期刊也会转载部分理论经济学类文章。“复印报刊
资料”理论经济学系列期刊共 5种，即《复印报刊资
料·理论经济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与实践》、《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复印报刊资
料·世界经济导刊》、《复印报刊资料·生态环境与保
护》。 2003～2007年间，这 5种理论经济学系列期
刊共转载论文 5743篇，年均转载 1147篇左右。 其
中，转载的论文中有 3235篇被 CSSCI收录，占总转
载量的 56.3%，而近 43.7%的转载论文来自非 CSS-
CI的来源期刊，这说明“复印报刊资料”中理论经
济学系列期刊在选稿时不仅仅局限于 CSSCI 的来
源期刊范围，而且面向所有刊发理论经济学类论文
的期刊，从中选取优质文章提供给读者。

多年来，《复印报刊资料》已成为评价人文社会
期刊和论文的学术影响的标准和尺度之一，不少学
者分析了《复印报刊资料》的作用，利用《复印报刊

资料》的相关统计数据，针对某学科期刊的论文转
载及下载情况进行分析。当然在理论经济学方面也
是如此，有学者借助于《复印报刊资料》对理论经济
学论文转载文献来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许多经济学类期刊杂志社通报该刊被《复
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排名情况，以此评价该刊
的近期成绩。这充分说明了“复印报刊资料”受到经
济学界和经济学期刊界的高度重视。但很少有研究
如何反映“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系列期刊的
学术影响的文章，为此，本文将根据“复印报刊资
料”中各理论经济学期刊转载论文在 CSSCI中被引
用情况， 各期刊的影响因子及其和同类期刊的比
较，来探讨“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系列期刊的
学术影响力及学术地位。最后通过对 CSSCI中经济
学论文高引用论文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复印报
刊资料”对经济学研究领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
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主要转载“理论
经济学”（一级学科）所涵盖领域的论文。 选稿范围
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包括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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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刊物名称 转载数量 是否 CSSCI

1 经济学动态 77 √

2 当代经济研究 42 √

3 教学与研究 40 √

4 学术月刊 38 √

5 经济评论 34 √

6 国外理论动态 24 √

7 国外社会科学 21 √

8 经济学家 20 √

9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8 √

10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6 √

1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6 √

12 中国社会科学 16 √

13 财经研究 14 √

14 福建论坛 14 2006-

15 江汉论坛 14 √

16 经济研究 14 √

17 南开经济研究 14 √

18 学术研究 14 √

19 马克思主义研究 12 √

20 上海经济研究 11 √

经济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流派研究、经济
思想史（含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政治经济
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和
重大问题的理论分析、 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创新、经
济学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研究。 该刊专注于基础理
论，侧重从理论层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表 1给出了《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所转
载论文的情况和在 CSSCI中的被引统计，表 2为该

刊 2003～2007年转载最多的前 20 名期刊。 通过
对表中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所转载论文的学术
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以及该刊在学科发展中所起
的作用。

对表 1中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
信息：转载数量从 2003年的 238篇下降到 2006年
的 187篇，2007年又有了轻微程度的回升， 上升到
194篇。 与此同时，被引数量则是以较大的幅度稳
步上升， 从 2003年的 18篇上升到 2007年的 296
篇。 再分析一下 2005～2007年影响因子的变化情
况可以看出，2007 年与 2005 年相比， 增长了
25.1%。 尽管 2007年的转载数量有所回升， 但比
2006年仅仅增加了 7篇， 而论文被引量则比 2006
年增加了 76篇，说明《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
在论文数量和篇幅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提高了
论文的质量， 使得 2007年的影响因子有了明显的
提高。

表 2给出的 2003～2007年《复印报刊资料·理
论经济学》 转载最多的前 20名期刊全部是 CSSCI
来源期刊，这是因为 CSSCI收录了大量的综合类经
济学优秀期刊。反观表 1中给出的《复印报刊资料·
理论经济学》转载的论文比例，其中有 25%左右的
转载论文来自非 CSSCI来源期刊，说明《复印报刊
资料·理论经济学》 的选稿在注重 CSSCI来源期刊
的同时，也注意从非 CSSCI来源期刊中发现优秀论
文，尽可能地把非来源期刊中的优秀论文精选出来
提供给读者。
《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的涵盖领域主要

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期
刊一般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影响因子较高），
而且被大量选入 CSSCI来源期刊， 因此转载数量
较多的期刊均为 CSSCI 来源期刊也就不足为奇
了。 难能可贵的是，《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
能够从非 CSSCI来源期刊上精选并转载优秀的理
论经济学文章， 这对非来源期刊中的优秀论文是
一个很大的激励， 对非来源期刊的发展也是一个
很好的促进。

表 3是《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与相关期
刊的影响因子的排名列表，这些期刊都是《复印报
刊资料·理论经济学》转载较多的期刊，同时也均为
CSSCI的来源期刊。《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
专注于基础理论研究，与这些期刊的内容并不完全
对应，仅包括前述选稿范围内的内容，对于《复印报

表 1112003～2007年《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
转载论文和被引统计

转载数据及 CSSCI论文比例
转载 CSSCI～～～～～～～～～CSSCI论
数量 论文数 文比例

2003～～～～～～～～～～238～～～～～～～～～～～162～～～～～～～～～～～～～～68.07%～～～～～～～～～～～～～18
2004～～～～～～～～～～231～～～～～～～～～～～162～～～～～～～～～～～～～～70.13%～～～～～～～～～～～～～97
2005～～～～～～～～～～204～～～～～～～～～～～147～～～～～～～～～～～～～～72.06%～～～～～～～～～～～163～～～～～～～～0.2964
2006～～～～～～～～～～187～～～～～～～～～～～151～～～～～～～～～～～～～～80.75%～～～～～～～～～～～220～～～～～～～～0.2805
2007～～～～～～～～～～194～～～～～～～～～～～175～～～～～～～～～～～～～～90.21%～～～～～～～～～～～296～～～～～～～～0.3708
合计 1054～～～～～～～～～～～797～～～～～～～～～～～～～～75.62%～～～～～～～～～～～794～～～～～～～～0.3159

被引 影响
数量 因子

表 2112003～2007年《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
转载论文主要来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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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资料·理论经济学》 在该学科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力，表 3仅具有参考作用。

如表 3所示，因选稿范围如前所述的限制，《复
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平均影响因子排名居中，
该刊 2007年的影响因子获得了较大的增加。因此，
从该刊所转载论文的总体质量上看，已远高于同类
来源期刊的平均水平。

三、《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
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归属“理论经济学”
（一级学科）下的“经济史”（二级学科），选稿范围包
括：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中外经
济史比较、经济类专史研究。该刊注重理论探索、学
科前沿与实证考察的结合，力求体现中国经济史学
的学科特性与发展趋势，凸显经济史学具有的经济
学和历史学的交叉、综合性质。 特别是该刊收录的
经济思想史论文，注重经济思想基础文献的发掘与
整理，重点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外经济思想比
较研究，包括经济思想和学说、经济论述与观点以
及经济政策和理论等，展现学者对自古及今中国经

济学说和理论的探究轨迹，与《理论经济学》中收录
的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论文各有偏重。后者重在以
西方经济学说史为基础， 体现思想流派与理论体
系。 该刊还关注海内外学术发展动态，收录前沿性
研讨、争议性论辩、综述性资料等。

通过《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所转载论文情况
和在 CSSCI中被引用统计以及该刊 2003～2007年
转载最多的前 20名期刊的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其
所转载论文的学术水平、学术影响以及该刊在学科
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数据显示《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03～2007
年论文转载量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 不过
这种变化程度不大， 基本在 105 篇左右波动。 论
文的被引量则是大幅上升后趋于稳定， 尤其在
2004 和 2005 年的上升幅度比较大， 比前一年分
别增加了 1.87 倍和 2.9 倍，由此带来了 2006 年影
响因子的上升。 2005～2007 年论文转载数量是下
降的，但被引数量则是上升后趋于稳定，然而 2007
年的影响因子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比 2006 年下
降了 18.7%。

在《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转载论文数最多的
20 种期刊中有 18 种是 CSSCI 来源期刊，其中《西
北师大学报》、《江西社会科学》和《古今农业》是2006
年进入 CSSCI的，说明《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很
注重引用 CSSCI来源期刊和水平接近来源期刊中
的优秀论文。 该刊所转载的文章有 30%左右为非
CSSCI来源期刊上的文章，虽然转载较多的期刊有
90%是 CSSCI来源期刊，但 30%的非来源期刊的转
载比例说明该刊并未将 CSSCI 作为选稿的唯一来
源期刊， 特别注重从非来源期刊上选择优秀稿源。
在《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 转载数量较多的期刊
中，《盐业史研究》和《古今农业》就是非 CSSCI来源
期刊。 这样就扩大了《经济史》的选稿范围，把分散
在各类期刊中的优秀论文集中起来，以繁荣本学科
各领域的学术研究。

数据表明， 和本领域其他 10种期刊的影响因
子相比，选稿范围有所侧重的《复印报刊资料·经济
史》以 0.3009 排在第 4 位。 排名前 3 位的均为
CSSCI来源期刊。 排在该刊以后的期刊，除《古今农
业》和《盐业史》研究外，都是 CSSCI来源期刊。这说
明在本学科领域内，《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具有很

表 3333333《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与
学科同类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排序 刊名
影响因子

2005 2006 2007 平均

1 经济学动态 0.5175 0.4518 0.3765 0.4486

2 经济学家 0.3919 0.4267 0.4502 0.4229

3 南开经济研究 0.4227 0.3435 0.4754 0.4139

4 经济评论 0.3683 0.2622 0.4627 0.3644

5
经济理论与经济
管理

0.3773 0.3610 0.3297 0.3560

√ 理论经济学 0.2964 0.2805 0.3708 0.3159

6 学术月刊 0.2857 0.2259 0.3026 0.2714

7 上海经济研究 0.2633 0.2152 0.3116 0.2634

8 国外社会科学 0.2457 0.2227 0.2877 0.2520

9 当代经济研究 0.2256 0.2374 0.2039 0.2223

10 教学与研究 0.1481 0.1820 0.2467 0.1923

11 马克思主义研究 0.0889 0.1500 0.1557 0.1315

12 国外理论动态 0.1147 0.1096 0.1079 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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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学术影响力。

四、《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导刊》
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导刊》归属一级学科
“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世界经济学”，选稿范
围包括：世界经济的理论研究、国际经济关系、国际
金融和投资、地区经济、国别经济。具体内容涉及国
际经济理论、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全球化和经
济一体化、国际金融、跨国公司，以及地区经济如亚
太经济、欧洲经济等，国别经济如美国经济、俄罗斯
经济、日本经济等。 此外，该刊也关注国际能源问
题、国际粮食问题等热点问题。

我们利用 CSSCI对《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导
刊》的被引情况进行了检索，计算了 2005～2007年
的影响因子，也统计了 2003～2007年《世界经济导
刊》转载论文和期刊数据。 其结果表明，《复印报刊
资料·世界经济导刊》论文转载数量逐年下降，说明
在刊物页码不变的情况下，该刊选择的论文篇幅在
增大。与此相反，论文被引量则是逐年上升的，可见
该刊所选论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学术影响在逐步
扩大。 该刊 2005～2007年影响因子的逐年上升更
是证实了这一点。

从《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导刊》2003～2007
年转载论文 20种主要来源期刊可以看出，有 18种
期刊是 CSSCI来源期刊，大量引用 CSSCI来源期刊
中的优秀论文是《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导刊》影
响因子逐年上升的一个原因， 但并不是唯一的原
因，仍有 20.44%转载论文来自非来源期刊，而这些
论文中不乏优秀的论文。这对散落在非 CSSCI来源
期刊中的优秀论文是很大的激励，对非 CSSCI来源
期刊吸纳优秀论文是极大的鼓励。

从《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导刊》的影响因子
与其他 17种学科同类期刊的排名来看，《复印报刊
资料·世界经济导刊》排名居中。排名前 8位的期刊
中除了《世界经济文汇》都是《复印报刊资料·世界
经济导刊》转载文章较多的期刊，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也保证了转载论文的高质量。从《复印报刊资料·
世界经济导刊》影响因子发展的趋势来看，该刊学
术地位具备很大的提升潜力。

五、《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与实践》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主
要转载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政治经济学（二级学
科） 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专
门选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与动
态的文章。 选文范围涉及经济类各种报刊，具体内
容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所有制问题、发展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国企改
革与发展问题、“三农”问题、对外开放及国外社会
主义经济改革等方面的问题。

从我们所统计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复印报
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论文转载数量
从 2003～2005 年经历了显著下降到 2006 年略有
上升的过程，但被引数量却不断大幅上升，这说明
该刊提高了转载论文的质量。 2007年，由于该刊页
码由 192页减到 160页， 导致转载数量减幅较大，
但被引数量却从 2006 年的 420 篇增加到 2007 年
的 597篇。 如果我们忽略由于被引仅回溯到 2003
年而带来的 2003～2004 年被引量较少的情况，那
么 2005 年以后的被引数据基本反映真实数据，
2006～2007 年被引数量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18.6%
和 42.1%。 可见该刊并没有因为转载数量的减少而
影响其被引，反而是被引数量大大增加，对这一情
况可以解释的原因之一就是该刊对选择高质量论
文越来越重视。 2007年该刊影响因子大幅度提高，
进一步说明该刊所转载论文的质量与学术水平不
断上升。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转载的论文中有 49.17%来自
CSSCI来源期刊。 在该刊转载论文最多的前 20名
期刊中有 16种是 CSSCI来源期刊， 其中《福建论
坛》2006 年才被选入。 可见在被转载最多的前 20
种期刊中， 有超过 80%的期刊为 CSSCI来源期刊，
而来源期刊被转载的论文却还不到 50%，有一半以
上的转载文章来自非 CSSCI来源期刊。说明该刊的
论文选取不仅仅局限于有较大学术影响的 CSSCI
来源期刊， 还把视角扩大到广大的非来源期刊中，
把优秀论文从众多的非来源期刊中选拔出来，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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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发展和繁荣都十分有利。

六、《复印报刊资料·生态环境与保护》
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生态环境与保护》主要转载理
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二级学科）方面的论文，精选国家关于生态环境与
保护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
理论研究、国内外生态环境状况与保护等方面的研
究资料， 包括“可持续发展论坛”、“环境经济与管
理”、“生态与文化”、“人与自然”、“西部生态”等。

从相关数据的统计可知，《复印报刊资料·生态
环境与保护》的转载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这说明
所转载论文的篇幅有所增加，选择文章时更注重其
学术性、研究性和指导性。 与转载数量的变化情况
相反，该刊的被引数量则不断上升，2006年以前每
年增长的幅度都超过了 50%，但 2007年在 2006年
被引数量较高的基础上，依然提高了 8%，确实很不
容易。2007年，期刊的影响因子为 0.1236，出现了从
上升到下降的过程。 虽高于 2005年的 0.1039，但低
于 2006年的 0.1624，需要引起该刊重视。

在《复印报刊资料·生态环境与保护》5年间转
载的论文里， 共有 266 篇刊登在 CSSCI 来源期刊
中，占总数的 27.65%，与“复印报刊资料”中其他期
刊相比，这个比例明显偏低。 这主要是因为环境科
学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并且更倾向
于自然科学， 故这类期刊不是 CSSCI收录的重点。
不论是被转载的期刊数量还是被转载的论文数量，
其非 CSSCI来源期刊均占比 70%，说明该刊转载的
主体还是非来源期刊，它不仅注重从仅有的、数量
较少的、 高水平的 CSSCI来源期刊中转载精品，更
关注广大非来源期刊中的优质论文，从而保证了在
转载大量非 C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情况下依然有
着比较高的影响因子。

从相关数据来看，《复印报刊资料·生态环境与
保护》在同类期刊中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在众
多的环境科学类期刊中，影响因子仅落后《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环境保
护》，排在第 3～4名之间，而排在其后的《干旱区资
源与环境》、《生态经济》等期刊均为 CSSCI来源期刊，

说明该刊在本学科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力。由
于该刊转载期刊源大部分来自于非 CSSCI 来源期
刊，因此可以说，该刊对促进环境科学方面的期刊
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七、经济学研究高被引论文分析

我们利用 CSSCI对 2005～2006年经济学论文
被引数量进行统计， 从中抽取出被引 10次以上且
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103篇，为了分析比较的
有效性， 我们从中筛选出 2000～2006年发表的被
引论文 76篇。

通过研究，我们得到如下信息：在这些经济学
高被引论文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系列期刊转
载过 26篇，所占比例为 34.2%。 按每千篇文章高被
引文章的占有比例看，2000～2006 年 CSSCI 的 70
多种经济学来源期刊所收录的经济学论文共
126815 篇，“复印报刊资料”15 种经济学系列期刊
转载论文 37671篇，则 CSSCI收录的经济学论文每
千篇文章拥有高被引论文 0.59 篇，“复印报刊资
料”经济学系列期刊每千篇文章拥有的高被引论文
为 0.69篇。 可见，“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系列期刊
能够把握学科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注重转载高质量
的论文。

八、结束语

目前，“重刊轻文”的思想出现在很多评价体系
中，而《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系列期刊在转载
43.7%非 CSSCI来源期刊上的文章的同时影响因子
排名仍很靠前， 说明了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
当然，核心期刊的论文整体质量是比较高，但并不
是所有的优质文章都刊登在核心期刊上，《复印报
刊资料》没有忽视刊登在非核心期刊上的优秀论文，
而是将其遴选出来提供给读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
济学系列期刊转载了其所属学科的大量优秀论
文，具有针对性和广泛性。各类期刊的影响因子排
名处于前列，说明了《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
系列期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已得到该领域的广
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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