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 2007年全国新闻出
版业基本情况的统计数据，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
期刊共 27339种[1]，应用经济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
组成部分，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外，综合类期刊也会
转载大量应用经济学类文章。“复印报刊资料”应用
经济学系列期刊共 10种，即《复印报刊资料·国民
经济管理》、《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复印报刊资料·城市经济、 区域经济》、《复印报刊
资料·农业经济导刊》、《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
《复印报刊资料·商贸经济》、《复印报刊资料·外贸
经济、国际贸易》、《复印报刊资料·财政与税务》、
《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复印报刊资料·投
资与证券》。 2003-2007年，这 10种应用经济学系列
期刊共转载论文 144464篇，年均转载 27893篇左右。
其中，转载的论文中有 54783篇被 CSSCI收录，占总
转载量的 40.0％， 而近 60.0％的转载论文来自非
CSSCI的来源期刊，由此可知，“复印报刊资料”应用
经济学系列期刊是面向所有刊发应用经济学类论

文的期刊选取优质文章，而并非仅局限于 CSSCI的
来源期刊范围。

一直以来，《复印报刊资料》在评价人文社科期
刊和论文的学术影响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3][4]，人
们常利用《复印报刊资料》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某学
科期刊的论文转载及下载情况进行分析 [5][6][7][8]。 这
在应用经济学领域也得到体现：有学者利用《复
印报刊资料》对应用经济学论文转载文献进行学
术综述及对某一研究领域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9][10]，
还有学者整理“复印报刊资料”对原发期刊的转载
统计数据以方便研究 [11][12]。 这充分说明“复印报刊
资料”得到了经济学界和经济学期刊界的高度重
视， 在推动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和研究方面起到了
重要作用。 然而，研究如何反映“复印报刊资料”应
用经济学系列期刊的学术影响的文章较少， 为了
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根据“复印报刊资料”中部
分应用经济学期刊转载论文在 CSSCI 中被引用情
况、 这几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及其与同类期刊的比
较，来评价“复印报刊资料”应用经济学系列期刊
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 探讨其在该领域发挥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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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 学术
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是属于经济学
门类应用经济学学科(一级学科)下的国民经济学(二
级学科)的期刊。其学科内容以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
为主而兼顾经济发展，追踪研究重大经济理论和现
实问题，具体内容涉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
济管理、宏观经济调控、经济政策选择等方面。

对《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的学术影响
力的分析，主要是通过统计、分析该刊转载论文的
被引情况、影响因子与经济学中的同类期刊进行比
较。 表 1给出了《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转
载论文和被引数量的统计， 表 2 列出了该刊
2003-2007年转载论文总量排名前 20名的来源刊。

由表 1可以看出，《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
理》转载论文数量是呈逐年下降趋势的，其中 2007
年的转载篇数下降较大，原因是该刊根据学科研究
水平在 2007年将页码由 144页减为 128页， 但所

转载论文的被引数量并未因论文的转载数量的下
降而下降， 反而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2003年被引
篇次仅为 50， 而 2007 年达到了 788。 与此同时，
2005-2007 年的影响因子也在不断上升， 尤其是
2007年，其影响因子提高了 10％左右。 影响因子的
上升排除了由于获取数据时间范围而影响统计增
加的可能。 转载数量、被引数量和影响因子这三组
数据充分说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所转
载的论文质量和学术影响在不断提高。

从表 1中有关转载论文的 CSSCI收录情况、所
占比例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
济管理》转载的论文来自 CSSCI来源期刊的比例平
均保持在 58.09％，说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
管理》 很关注 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仍有 41.91％的论文来自非
CSSCI来源期刊，这说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
管理》 选稿范围并非仅局限于 CSSCI来源期刊，一
些非 CSSCI来源期刊中也存在优质论文。 在表 2显
示的《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转载排名前 20
位的期刊中，有 3种期刊为非来源期刊，另外还包

转载数据及 CSSCI论文比例

被引数量 影响因子

转载数量 CSSCI论文数 CSSCI论文比例

2003 298 157 52.6 8％ 50 —

2004 290 16 4 56 .55％ 186 —

2005 281 16 5 58.72％ 418 0.6 07％ 1

2006 271 16 5 6 0.89％ 552 0.6 14％ 7

2007 220 139 6 3.18％ 788 0.6 70％ 3

合 计 1％ 36 0 790 58.09％ 1％ 994 0.6 30％ 7

��������表 1������������������������2003-2007年《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转载论文和被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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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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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些没有进入转载前 20名的非 CSSCI来源期刊。
这样宽泛的选稿范围，使读者能够更全面、更深入
地了解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整体现状。

表 3显示的是《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
与该刊同类的经济学期刊 2005-2007 年的影响因
子及平均值。

由表 3可知，《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
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低于《管理世界》，高于其他影响
因子排名靠前的这一领域相关的期刊。 毫无疑问，

这种明显的优势说明了《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
管理》在我国经济管理期刊中的学术影响力。

三、《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是以转
载经济学门类应用经济学学科(一级学科)下的国际
贸易学(二级学科)优秀论文为主的学术期刊。 主要

序 号 刊物 名称 转载数 量 是否 CSSCI

1 经济研究 4 4 √

2 中国工 业 经济 4 4 √

3 宏 观 经济研究 4 2 √

4 管理世 界 38 √

5 改 革 33 √

6 当 代 财 经 26 √

7 经济学动 态 26 √

8 财 贸经济 20 √

9 上 海 经济研究 20 √

1 0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管理 1 9 √

1 1 世 界经济研究 1 9 √

1 2 财 经问题 研究 1 5 √

1 3 经济学家 1 5 √

1 4 中国证 券 报 1 5 —

1 5 21 世 纪 经济报道 1 4 —

1 6 现 代 经济探 讨 1 4 —

1 7 福 建 论坛 1 3 2006 年起

1 8 国家 行 政 学院 学报 1 2 √

1 9 宏 观 经济管理 1 2 √

20 世 界经济 1 2 √

��������表 2���������������������������2003-2007年《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转载论文主要来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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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有关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市场经营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 具体内容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
际贸易实务、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国际贸易
与环境、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等方面。

笔者利用 CSSCI对《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
国际贸易》 的被引情况进行了检索， 统计出
2003-2007 年该刊转载论文的数据 ， 计算了
2005-2007年的影响因子。 详细数据见表 4。

从表 4中可以看出，《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
际贸易》2003-2007年论文转载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
势， 但所转载论文的被引数量则是显著上升的，从
2003年的 45篇上升至 2007年的 381篇，其中 2004
年的年增长率最高为 173.3％，2006年的年增长率最

低为 33％。 再看一下影响因子的变化情况可知，
2005-2007 年该刊影响因子最高的是 2007 年，比
2005年增长了 17.9％，比 2006年增长了 44.7％，由此
可见，该刊注重选择研究深度、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
都较高的文章，扩大了该刊在本学科领域的影响力。

表 5给出的是《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
贸易》2005-2007 年与学科同类期刊影响因子的排
名列表。

从表 5可以看出，《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
际贸易》以 0.3941位居学科同类期刊的第 2位，仅比
第 1位《国际贸易问题》低 0.0153，而比第 2位的《国
际贸易》高出 0.1481。《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
际贸易》 在影响因子方面高于许多 CSSCI国际贸易

排序 刊名
影响因子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平 均

1 管 理世 界 0.945I 4 1.024I 7 0.823I 0 0.926I 0

2 国民 经济管 理 0.607I 1 0.614I 7 0.670I 3 0.630I 7

3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理 0.377I 3 0.361I 0 0.329I 7 0.356I 0

4 宏 观 经济研究 0.235I 6 0.281I 5 0.263I 6 0.260I 2

5 宏 观 经济管 理 0.070I 6 0.106I 3 0.117I 9 0.098I 3

6 经济管 理 0.115I 1 0.122I 4 0.106I 1 0.114I 5

7 经济与管 理研究 0.044I 5 0.073I 3 0.173I 4 0.097I 1

8 国有资产 管 理 0.155I 3 0.106I 3 0.022I 9 0.094I 8

9 经济与管 理 0.037I 6 0.027I 1 0.166I 7 0.077I 1

10 华 东 经济管 理 0.059I 4 0.063I 8 0.073I 2 0.065I 5

11 当 代 经济管 理 0.011I 9 0.042I 7 0.095I 2 0.049I 9

��������表 3����������������������������《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学科同类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转载数据及 CSSCI论文比例
被引数量 影响因子

转载数量 CSSCI论文数 CSSCI论文比例

2003 229 123 53.71％ 45 -

2004 247 116 46.96％ 123 -

2005 213 124 58.22％ 209 0.395I 0

2006 180 118 65.56％ 278 0.321I 7

2007 177 126 71.19％ 381 0.465I 6

合 计 1I 046 607 58.03％ 1I 036 0.394I 1

��������表 4��������������������2003-2007年《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转载论文和被引统计

年份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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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来源期刊，如《国际贸易》、《国际经贸探索》等。

四、《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学术影响力分析

《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内容定
位在劳动科学研究范畴。 归属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
下的劳动经济学和劳动关系学学科 (二级学科)，属
于综合研究领域，涉及劳动经济、劳动关系和人力
资源管理三个学科。 该刊以劳动领域问题为导向，
以劳动科学中的劳动经济、劳动关系以及人力资源
管理理论为支撑，关注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制度变革、
重大劳动政策变化、微观人力资源管理与劳动关系
实践、劳动经济管理理论前沿问题以及国际劳动经
济与劳动关系比较研究等。

表 6给出了《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
关系》转载的论文及其被引数量以及 2005-2007年
的影响因子，表 7是《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
动关系》2003-2007 年所转载的来源刊中转载数量
排名前 20位的期刊。

表 6显示了 2003-2007年《复印报刊资料·劳
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转载论文数量的变化情况。 从
表 6我们可以看出，2003-2006 年转载数量呈上升
趋势， 每年的增幅在 13％～22％之间。 与此同时，
2003-2007年转载论文的被引数量也不断上升，而

且是成倍上升。 再考察影响因子， 我们可以发现，
2006年的影响因子比 2005年的高出 0.126.5。 分析
2003-2006年的这 4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复印报
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在 2003-2006年期
间转载的论文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很大提
高，极大地增强了《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
关系》的学术影响力。 2006-2007年论文的转载数量
和被引数量变化不大，处于稳定状态。 然而作为考
察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影响因
子则下降了 0.139.6，这主要与该刊 2005-2006年的
转载量大幅度增加有一定关系。

表 7显示的《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
关系》2003-2007 年转载论文的来源刊按照转载数
量排名靠前的 20种期刊， 其中， 有 4种期刊是非
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和《东南大学
学报》是 2006年才进入 CSSCI成为来源期刊的。 但
从转载论文的比例来看， 有 53.05％的转载文章来
自非 CSSCI来源期刊，说明《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
济与劳动关系》 在选稿范围上大量选择了转载非
CSSCI的来源期刊， 该刊转载论文更注重其质量和
学术水平，而不是这些论文是否来自 CSSCI的来源
期刊，这对于刊登在非 CSSCI来源期刊上的优秀论
文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表 8给出了《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
关系》与学科同类期刊影响因子的比较排序。 这些

排序 刊名
影响因子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平均

1. 国际贸易问题 0.346.4 0.399.6 0.482.3 0.409.4

2. 外 贸经济、国际贸易 0.395.0 0.321.7 0.465.6 0.394.1

3 国际贸易 0.240.0 0.226.7 0.271.2 0.246.0

4 河 北 经贸大学学报 0.053.8 0.065.1 0.412.6 0.177.2

5 国际经贸探索 0.179.5 0.187.2 0.160.7 0.175.8

6 国际经济合作 0.137.5 0.172.5 0.216.9 0.175.6

7 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0.118.7 0.088.7 0.119.1 0.108.8

8 国际商 务 (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0.032.5 0.079.1 0.187.2 0.099.6

9 世 界 贸易组织 动态与研究 0.052.6 0.036.4 0.097.6 0.062.2

��������表 5�������������������������《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与学科同类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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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都是这一领域影响因子排名前几位的期刊，也
是《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转载论文
较多的期刊。

从表 8可以看出，《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
劳动关系》的影响因子排在同类期刊的第 1位，而且
这种优势是非常大的，高出第 2名 0.350。 可以说，《复

转载数 据 及 C S S C I 论文比 例
被 引 数 量 影响因子

转载数 量 C S S C I 论文数 C S S C I 论文比 例

2003 6 5 33 50.7 7 ％ 1 6 —

2004 7 4 4 0 54 .05％ 31 —

2005 9 0 32 35.56 ％ 6 3 0.4 10％ 1

2006 1 09 57 52.29 ％ 1 37 0.536 ％ 6

2007 1 05 4 6 4 3.81 ％ 1 4 3 0.39 7 ％ 0

合 计 4 4 3 208 4 6 .9 5％ 39 0 0.4 4 7 ％ 9

��������表 6���������������������2003-2007年《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转载论文和被引统计

序 号 刊物 名称 转载数 量 是否 C S S C I

1 中 国 劳动 2 9 —

2 中 国 人 力 资源 开 发 2 3 2 006 年 起

3 经济学 动态 10 √

4 中 国 党 政 干 部 论坛 9 —

5 人 口 与经济 8 √

6 中 国 劳动关系学 院 学 报 8 —

7 管 理 世 界 7 √

8 经济管 理 7 √

9 经济问 题 探 索 7 √

10 工 会 理 论与实 践 (中 国 工 运 学 院 学 报) 6 —

1 1 经济研 究 6 √

1 2 外 国 经济与管 理 6 √

1 3 中 国 工 业 经济 6 √

1 4 财 经科 学 5 √

1 5 财 经研 究 5 √

1 6 当 代 财 经 5 √

1 7 中 国 人 民 大学 学 报 5 √

1 8 财 经问 题 研 究 4 √

1 9 东 南 大学 学 报 4 2 006 年 起

2 0 经济科 学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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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在这一领域有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对发展和繁荣该学科起到相当
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劳
动关系》所转载的论文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引用。

五、结束语

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复
印报刊资料》 应用经济学系列期刊的选文原则是：
以论文质量为主，论文的来源期刊为辅。 也就是说，
《复印报刊资料》 关注的是论文本身的质量和学术
水平，而不是论文是否来自核心期刊。 这也就是为
什么会有 60％左右的非 CSSCI来源期刊的转载比
例。 从《复印报刊资料》应用经济学系列期刊取得的
成绩来看，这种选文方法是值得推广和借鉴的。
《复印报刊资料》应用经济学系列期刊的 10种

期刊在各刊的同类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都很靠前，
这对于转载了 60％左右的非 CSSCI来源期刊的二次
文献的期刊来说是很不易的，这充分说明了《复印报
刊资料》 应用经济学期刊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和学
术地位。 同时，这 10种期刊 2005-2007年的影响因
子几乎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由此可以看出，《复印报
刊资料》应用经济学系列期刊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注释：

①《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曾用名为《工会理论与实

践———中国工运学院学报》和《中国工运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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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刊名
影响因子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平均

1 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0.410.1 0.536.6 0.397.0 0.447.9

2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0.063.3 0.114.7 0.097.1 0.097.1

3 中国劳动 0.040.6 0.088.7 0.106.6 0.078.6

4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① 0.026.8 0.047.9 0.070.9 0.048.5

5 人力资源 0.007.0 0.020.2 0.015.4 0.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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