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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是什么？



科技文献——科睿唯安的基石



科睿唯安——用文献连接未来与过去



提纲

源自学术，服务学术——纸质时代与科技文献数据

信息技术，指标演进——信息技术与评价发展

不忘初心，回到未来——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



源自学术，服务学术



科技文献数据的发展

从小众间的交流
载体转变为全球
的学术信息传播
平台。



科技文献的发展

• 1955年，“引文索引”

第一次作为一个学术
概念被提出

Citation Index的诞生

Garfield, Eugene. “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 
Science, vol. 122, no. 3159, 1955, pp. 108–111. JSTOR,

Dr. Garfield认为：将一篇文献作为
检索字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展过
程及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Dr. Eugene Garfield
（1925-2017）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科技文献数据的发展
影响力最高的期刊集中在少数区间

• Bradford’s Law奠定了
选刊的理论基础

• 选刊成为了SCI的先导
及核心工作

Citation Index的诞生

Bradford, Samuel C.,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 
Engineering: An Illustrated Weekly Journal (London), 137, 1934 (26 
January), pp. 85–86.



科技文献数据的发展

• 加菲尔德博士创立ISI

• 在Citation Index概念的
基础上SCI诞生

• Citation Index改变了科
学家使用文献的方式

•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Citation Index的诞生

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1960)

Science Citation Index

1964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1973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1978



科技文献数据的发展

Citation Index研究的
后续发展



科技文献数据的发展

• 1972年，加菲尔德进

一步提出：引文分析
可以用作期刊分析。

• 文献计量学界的“爱
因斯坦”创造了如原
子弹能量般的Journal 
Impact Factor。

• 1975年JCR诞生。

指标——双刃剑
Garfield, Eugene. “Citation Analysis as a Tool in Journal 
Evaluation.” Science, vol. 178, no. 4060, 1972, pp. 471–479.



科技文献数据的发展

• JIF的初衷是为了图书
馆馆员的馆藏建设。

• 配合SCI帮助研究人员
选择期刊。

• 影响因子开始被滥用。

指标——双刃剑

期刊影响因子诞生之初，主要是为了帮助图书馆在有限资金的条件下合理购买最符合其需求的学术文献，进
行馆藏的管理。但随着其运用的扩展，逐渐被用于科研评估中。

——科睿唯安首席科学家岳卫平博士

Since the early 1970s, the SCI’s influence has 
extended.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output and 
citations have been used to evaluate funding 
programs, research groups,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This use increased markedly after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was marketed in the SC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starting in 1975 (the 
impact factor had been computed for selected 
journals in the SCI from the early 1960s). Garfield 
came to see the impact fac-tor as a mixed blessing, 
“like nuclear energy”. Although he felt that 
citation indexing and the impact factor could be 
remedies for the limitations of peer review, he 
was uncomfortable with their misuse a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信息技术，指标演进



科技文献数据的发展

互联网的出现极
度增大了全球期
刊数量，以及期
刊传播速度。

科技文献进入了
信息爆炸时代



科技文献数据的发展
——Citation Index研究的后续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

• 1997年Citation Index正

式推出互联网版本，
Web of Science诞生

• 50年的index经验保证

了数据的完整性和延
续性

• 选刊机制被完整地保
留了下来

更快、更多、更好



信息技术的发展

• 多语种的citation index
加入

• 更多文献类型的加入

• 更多优质期刊的加入

更快、更多、更好

• CPCI-会议录引文索引

• BKCI-图书引文索引

• DII-德温特专利引文索引

• DCI-研究数据引文索引

Emerging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全学科的新兴领域的7800+种学术期刊

WOS核心合集一共有20000+本期刊



指标的演进

• 更大量和完整的数据
可以被分析

• 文献体量的急速增加
加剧了对科研评价与
分析的需求

• 传统指标的适用范围
发生变化

网络赋能文献计量新视野



指标的演进

• 文献指标使用的演进

• 分类评价的驱动

• 相对指标的优势

• 标准化利于跨领域比
较

科研分析的新视角

发表论文的绝对数量

问题：
发表1000篇的机构就一
定优于发表900篇的吗？

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

问题：
被引用100次的文章就一
定优于被引90次的吗？

考虑到学科和出版年
代差异后的比较

问题：
当绝对数量差异较大时如
何比较？

一系列相对指标
的组合



指标的演进

2008年，科研分平台析
InCites推出

 集合了更多学科分类

 更全面和更丰富的相对

指标

 更清晰的机构归并

全面指标的使用

第三代InCites平台（2020年）



中国科研发展

• 科研巨人迅速崛起

• 搭上了互联网的高
速列车

• 科睿唯安进入中国
20年

全面画像，而非简单指标

390+



中国科研发展

• 古德哈特定律

• 指标的不当使用

• 全面画像的缺失

全面画像，而非简单指标

当有关科研人员及其机构的数据被压缩为简

单的指标或排名时，信息将会丢失。科学研

究并非一维性事务，过程很复杂且不具备同

一性。



中国科研发展
全面画像，而非简单指标

作者顺位：更深入解读科研合作关系

2020年新增指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末位作者

国际合作中，中
国学者搭便车？

“事实上，每一个被过度简

化或误用的指标都有更好的

替代选项。通常先进行合适

的、可靠的数据分析，然后

再通过图形来显示多个互补

的维度。通过将数据置于更

广泛的背景下，我们能够看

到新的特点，了解更多的信

息，并提高我们解读科研活

动的能力。”



中国科研发展
全面画像，而非简单指标

Impact Profile：深入解析单一相对指标背后的故事

2020年新增功能（机构、期刊、地区、人员）

北大清华，理科对比

“事实上，每一个被过度简

化或误用的指标都有更好的

替代选项。通常先进行合适

的、可靠的数据分析，然后

再通过图形来显示多个互补

的维度。通过将数据置于更

广泛的背景下，我们能够看

到新的特点，了解更多的信

息，并提高我们解读科研活

动的能力。”



中国科研发展
全面画像，而非简单指标

射束图：三维角度全面了解研究人员——新版WOS

“事实上，每一个被过度简

化或误用的指标都有更好的

替代选项。通常先进行合适

的、可靠的数据分析，然后

再通过图形来显示多个互补

的维度。通过将数据置于更

广泛的背景下，我们能够看

到新的特点，了解更多的信

息，并提高我们解读科研活

动的能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

• 指标得到了不断演进

• 单纯的统计指标已经
无法满足需要

• 数据的积累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



不忘初心，回到未来



科技文献的发展

社交媒体和人工智
能的出现。

E时代研究人员行为
的改变。

与现实世界更紧密
的联系。



回到未来

• 研究体验

• 开放科学

• 研究社群

• 科研分析

新时代的科研需求

更合理的
工作流和
合作方式

更全面的
开放数据

更科学的
科研分析

更紧密的
研究社群

研究体验

科研分析

开放科学

研究社群

研究
效率



研究体验

• 入口更简单，内容更
丰富

• 通过关键词、全球浏
览和检索信息，AI可

以提供更多相似结果
参考

• AI推荐相似作者（即
将推出）

新一代Web of Science



研究体验

• 更注重研究者的研究
流程

• 融管理、追踪、推荐
和发现与一体

• 与机构版更好地融合

科研助手——MyRA



研究体验

• EndNote与Korpenio整
合

• 更注重共享

• 无缝连接

文献管理与文献获取的融合



更开放和全面

• 全面的OA标注

• WOS中30%的文献量是
OA资源

• 中国的OA文章也在迅
速增长

提升OA比例



更开放和全面

• 最顶尖的专利数据

• 深加工制药与生命科
学数据

与多源数据的融合



研究社群

• Citation依然是学术影
响力的重要体现

• 社群联系已经超越引
文

• Publons——审稿人的
社交媒体，已有200
万+注册用户

社交媒体—同行评议的Linkedin



研究社群

WOS Author Records

&

Publons

经过清洗数据的喂养

AI识别愈加成熟

AI+社交媒体

作者
机构
Email

学科
引文网络
作者位置
……

5200万+ Name

2400万 +Author Records

200万+



研究社群

InCites My Organization

内循环



• 科学探索：Web of Science 分类，264

• 科研分析：ESI, 22个领域

• 国际标准：OECD， 42个学科分类

• 宏观分类：GIPP，6大分类

• 地区分类：中国（97个学科分类，到期刊级别）

• 最佳的分类系统与应用的场景和目标息息相关

• 每一个相对指标应该都与分类相关联

源自学科，超越学科

科研分析——
分类的演进



• 期刊定义分类

• 指导下的信息检索分类

• 算法分类

源自学科，超越学科

科研分析——
分类的演进



• 期刊定义分类

引文分析和专家判断相结
合

充分但不精确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oS

第一篇关于可持续
发展的文章（198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JCR

第一本“可持续发
展”的期刊（1997）

GREEN & SUSTAINABLE SCIENCE & 

TECHNOLOGY

“可持续发展”学科(2015)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源自学科，超越学科

科研分析——
分类的演进



环境、农业和
可持续发展

健康与医
疗保健

供水与卫生

• 指导下的信息检索分类

需要主题方面的专业知识

一次性的，可重复性较差

源自学科，超越学科

科研分析——
分类的演进



• 算法分类

更准确地表述微聚类或专
业方向

增强内容的同质性

 改进引文规范化

源自学科，超越学科

科研分析——
分类的演进



北大数学学科
中观构成

北大Pure Maths
微观Top 5 topics

四大顶刊
Top 5 topics

模空间

豪斯多夫维数

有限群

纽结

椭圆曲线

• 算法分类

更准确地表述微聚类或专
业方向

增强内容的同质性

 改进引文规范化

源自学科，超越学科

科研分析——
分类的演进



• 研究体验

• 开放科学

• 研究社群

• 科研分析

新一代WOS

个人研究助手

EndNote整合

OA比例提升

多元数据融合

文章级别分类
体系

AI作者识别

Publons

MyOrg

研究体验

科研分析

开放科学

研究社群

研究
效率

源自学科，超越学科

研究影响——
分类的演进



源自学术，服务学术——文献数据发展

信息技术，指标演进——评价发展与中国20年

不忘初心，回到未来——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



科睿唯安——源自文献，超越文献



科睿唯安——源自学术，服务学术

文献关系的发现

分析指标的完善 文献数据的深度理解



科睿唯安——源自学术，服务学术



科睿唯安——源自学术，服务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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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伟大的科学理论都意味着对未知的新征服。

——卡尔·波普尔

王炜

w.wang@clariva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