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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发展历程



2011 新闻传播学研究态势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学科发展态势分析及期刊投稿分析报告

2012  2010武汉大学SCI论文统计与分析年报

2013  学科服务动态   ESI学科贡献分析 
            ……

2014  潜力学科深度分析  学者科研绩效评价  
           高影响力学术期刊投稿指南系统
            ……

2015  国际论文投稿期刊推荐报告  
           高水平科研成果评价研究系列报告 
            ……

2016  西华师范大学ESI学科态势分析系列报告 
           全面参与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 ……

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发展历程



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 – 基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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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服务成果

咨询服务 解答涉及计量工具和计量指标等

方面的各类问题，提供学科建设、

科研管理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数据

校内各层

面用户

按需解答问题、

提供数据

读者培训 开展计量工具使用与计量指标获

取，文献管理工具、论文写作与

投稿方面的培训与讲座

校内教师、

研究生

每年授课约60次

查收查引 查证论著被各类检索/评价工具的

收录、引用情况

校内外各

层面用户

每年收到检索请

求3000+份、检索

文献30000余篇



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情报服务
• 1.成果统计分析
– 服务内容：针对特定机构/团

队，统计分析成果情况
•各类成果的分布情况：作者分
布、来源分布、院系分布、学
科分布、影响力分布等等

•各类成果的纵向比较和横向对
比

– 服务对象：校内外各层面用户
– 服务成果：各种类型的成果统

计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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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案例分析——情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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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情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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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研竞争力分析
– 服务内容：分析学校/学院的科研竞争力情况

，进行横向比较，明确优势和差距
•从各类成果入手：论文、专利、获奖

•分析角度：发表角度、影响力角度、合作角度、
研究方向角度

•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

•相关分析：学术团队、人才培养等

– 服务对象：学校/学院
– 服务成果：各类态势分析报告



9



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情报服务
• 3.学者科研绩效评价
– 服务内容：分析科研人员/科研团队的科研绩效

与贡献度，进行同行比较以及发展预测
•发文角度：发文量、产出率、发文级别分布等

•影响力角度：引文量、被引率、H指数、学科影响
力等

•合作角度：合作国家、机构、作者

– 服务对象：人事管理部门、科研管理部门、教师
– 服务成果：绩效评价报告，如《学者对ESI学科

被引贡献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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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情报服务
• 4.投稿分析及指引
– 服务内容：针对特定学科开展投稿分析，

推荐投稿期刊
– 服务对象：科研人员
– 服务成果：推荐期刊列表、投稿期刊分析

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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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期刊的SCI/SSCI学
科分布

•推荐期刊JCR学科分区
构成

•推荐期刊出版频次分布

•推荐期刊近5年发文量
排名

•推荐期刊中国作者发文
量排名

•推荐期刊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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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情报服务
• 5.其他：科研热点分析、文献调研分析
– 服务内容：围绕特定学科或研究方向，分析相

关研究现状、趋势、热点、高水平研究个人、
研究团队及研究机构等

– 服务对象：相关学科/机构、科研团队、各级科
研管理部门

– 服务成果：各类分析报告
•《高分辨率成像机理文献分析报告》

•《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支撑科研活动分析》

14



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平台建设
• 高影响力国际学术期刊投稿指南系统
– 提供不同分类体系的学术期刊导航

• ESI、SCIE、SSCI、A&HCI、中科院SCI期刊
分区

– 提供跨平台的期刊检索功能
– 整合不同系统的数据，一站式提供期刊投稿

•影响因子、期刊分区、期刊简介、投稿须知、
编辑部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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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服务效果
• 1.形成四大服务品牌，服务能力得到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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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服务效果
• 2.学科服务呈现了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
– 决策支持服务

•校领导：按需提供数据，图书馆成为成果数据的重
要来源

•职能部门：按需提供各类数据分析报告；开设专题
讲座；完成委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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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案例分析——服务效果
• 2.学科服务呈现了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
– 服务送上门  VS   服务找上门

•咨询、培训、获取数据、获取相关支持等

– 开展深度情报分析服务
•面向多个职能部门

•服务多个学部、学院

•接受院系委托，开展定题服务
– 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学科发展态势分析研究
–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国际化发展学术服务项目
– 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文献收集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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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面向社会服务，提高辐射能力
– 查收查引方面，与近10家学校图书馆建立了

合作关系，为校外300余家单位开具检索报告
。近3年共计处理校外查收查引检索请求4020
份，占检索请求总量的46.7%

– 基于购置的评价数据库，为外校科研管理部
门、院系提供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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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支持工作基本情况——服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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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估支持工作 –工作内容

• 提前联系主管部门,了解相关情况

• 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 提供我校相关论文清单及佐证材料

• 开展相关成果横向对比分析

• 参与学科评估的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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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估支持工作 –工作内容



Ø 提供学科评价指标的多
维度分析

   以教育部学科评估指标为
基础，4大类、78子类。
适用文理各学科评估。

学科评估支持工作 –学科评估分析平台使用体会



Ø 提供基于学科的竞争力评价、分析报告

学科评估支持工作 –学科评估分析平台使用体会



Ø 定制对标学校，了解本机构在国内高校中的学科排名

学科评估支持工作 –学科评估分析平台使用体会



Ø 根据分析条件的不同任意选择数据类别进行分析

学科评估支持工作 –学科评估分析平台使用体会



Ø 基于第三轮学科评估指标建设,评价指标不够全
面

Ø 代表性学术论文的学科对应有待于完善
Ø ESI的指标体系不够全面，分析功能有待加强
Ø 公开数据收录不全，缺乏覆盖时间和更新时间的

说明
Ø 数据导入、数据导出、报告模板样式单一

学科评估支持工作 –学科评估分析平台使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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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支持工作思考与展望

建设武汉大学竞争力监测平台

定位

• 竞争力指标的展示平台

• 竞争力分析平台

• 高水平成果展示平台

功能

• 收集更加丰富的竞争力评价数据

• 实现与机构知识库的互联与数据共享

• 提供多样化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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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支持工作思考与展望

进一步拓展工作领域

•逐步拓展合作部门

•拓宽和加深工作内容

关注更为广泛的领域和最新的评价指标及方法

 基于引文的影响力 - 全面的学术影响力？

 科研成果的评价 - 全面的大学竞争力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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