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07 年创

办，是经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审批并同意，将《云

南农业大学学报》双月刊改为月刊，其中 6 期为

自然科学，6 期为社会科学，《云南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由此诞生。作为一本高等农业

院校的社会科学期刊，7 年办刊时间虽然短暂，

但是成绩斐然。期刊自 2010 年起被 《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并在 2010 年首次进入

期刊评价体系。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

报 （人文社会科学）》 统计分析，2010、2011、

2012 年《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的各

项指标逐年提升。期刊在全国农业高校学报评奖

活动中也屡获奖励，2011 年及 2014 年，在由全

国高等农业院校学报研究会主办的评优活动中，

均获得“全国农业院校优秀社会科学学报”奖；

2013 年，在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科学报评优中，

荣获“优秀团队奖”。

短暂的办刊时间内取得这些成绩，是期刊追

求学术质量和严格执行期刊编辑规范化的结果。

论文是期刊的主体，本文以 7年来期刊的发文情

况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着重对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7 年间的载文

量、作者情况、基金论文等进行统计分析，从一

个阶段反映学报的成长历程，以期为期刊今后的

发展找出一些新的思路。

1 栏目设置及载文量情况

文章是期刊的生命，期刊的载文量、文章质

量是期刊发展赖以生存的基础。期刊的载文量是

衡量期刊信息容量的重要指标，通过载文量可以

了解期刊载文量的变化情况[1]。截止到 2014 年 8

月，《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共出版

42 期，载文 1072 篇，其中 2007 年 59 篇 （只出

版 2 期），2008 年 159 篇，2009 年 156 篇，2010

年 152 篇，2011 年 153 篇，2012 年 154 篇，

2013 年 148 篇，2014 年 91 篇 （截止 8 月，4

期）。平均载文量 25.52 篇 / 期。载文最多的是

2007 年第 1 期，156 页，载文 30 篇；载文最少

的是 2014 年第 2 期和第 4 期，122 页，载文 22

篇。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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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法

学研究、经济学研究、教育学研究、语言学研

究、文学研究、史学研究、科学技术史研究、图

书与情报学研究等栏目，这些栏目各年的载文量

详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各栏目的载文重点及办刊实践中逐渐

形成特色栏目的发展过程。2007 年，期刊创办之

初，虽然定位农科高等院校学报，但由于稿源不

足，栏目根据稿件内容而开设，根本谈不上特色

栏目，所以文科各类栏目基本都有涉及，稿件质

量也参差不齐。2008、2009 两年依然延续这种情

况，办刊前 3 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2010 年，

编辑部通过邀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出版集

团及各相关杂志社主编等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

请他们共同为《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的发展出谋划策；同时学校领导也多次到学报编

辑部调研，并指导工作，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 2010

年开始，期刊定位开始逐渐明确，确立了“农耕

文化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农业经济

发展”等研究主题，兼顾“高等教育研究”、

“语言·文学研究”以及学校人文学院特色专业科

技史学方面的研究等，不仅突出了农业院校的文

科发展方向，也兼顾了高等院校广大师生教育教

学方面的研究项目，既突出特色又满足作者需

求。从表 1 可看出，2010—2014 年，“‘三农’

问题研究”栏目载文量逐年增多，栏目特色十分

明显。此外，“高等教育研究”栏目稿件也占比

较大的比重，这说明学报为广大师生的科研和教

学成果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此外，“经济学

研究”、“语言·文学研究”和“史学·科技史研

究”栏目则是与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人

文社会科学学院合作的栏目，他们为学报提供相

对稳定的稿源，学报为学院广大师生提供发表研

究成果的平台，形成相互支持的局面。

除栏目外，期刊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规范化，

载文数量每年 6 期，每期基本控制在 24 篇左右，

页码逐渐规范为每期 122 页。载文量逐渐趋于稳

定。这也体现了期刊发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2 作者情况分析

作者是期刊的主体，研究发文作者的单位及

数量，可以反映出学报稿源分布情况，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各研究单位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

力。

2.1 作者所属单位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07—

2014 年 8 月出版的 42 期学报，共发文 1072 篇，

其中校内作者发文 567 篇，占载文量总数的

52.9%，外稿发文量 505 篇，占载文量总数的

47.1%，内外稿每年各占比例详见表 2。

表 1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07—2014年各栏目载文量统计 篇

栏目 2007 （2 期）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4 期） 合计

“三农”问题研究 0 0 0 24 33 40 44 21 162

哲学·社会学研究 9 3 8 6 4 2 5 8 45

政治学·法学研究 11 13 12 21 9 6 0 1 73

经济学研究 12 39 34 16 21 18 15 8 163

高等教育研究 9 41 47 34 56 58 42 24 311

管理学研究 5 16 0 0 0 3 0 0 24

语言·文学研究 6 35 34 37 24 20 31 25 212

史学·科技史研究 7 9 14 10 4 6 6 4 60

图书与情报学研究 0 3 7 2 2 1 3 0 18

园林·建筑学 0 0 0 2 0 0 2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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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以看出，《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外稿量基本占每年总载文量的一半左

右，外稿数量的增多和逐渐稳定，表明期刊的整

体质量和评价数据已经被很多作者和读者所接

受，期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云南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办刊 7 年来，坚持以学术论文

为主体，严格的审稿体系和认真的编校过程，保

证了期刊的学术水平和编校质量，得到了广大作

者与读者的认可与好评，有了较好的社会声誉，

开拓了比较稳定的稿源系统。

其中，外稿作者中，多数是高校及科研单位

的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发文量居前 5 位的

单位分别是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财经

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学院，见表 3。可见，

虽然办刊 7 年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外稿大

多数还是来自于云南省内高校，其他一些作者单

位也多数是西部及偏远省份的一些农科院校和科

研机构，发达省份和学术水平比较高的高校作者

鲜有来稿，表明期刊的影响力还远远不足，今后

在这一方面还是要主动约稿，努力提高期刊的稿

源水平，扩大稿源范围和影响力。

此外，每年近乎一半以上的内稿载文量，也

反映了期刊以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办刊宗

旨。作为省属农科院校，文科专业在学校不占优

势，但是还是有一些文科类学院和专业发展比较

迅速，这些教师和学生在科研水平和成果的发布

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的创办，为这部分作者发表科研论文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激励他们在科研水平上不断深

入研究。在占据总载文量 52.9%的内稿中，发文

量居前 5位的作者单位分别是经济管理学院、人

文社会科学学院、外语学院、体育学院、建筑工

程学院，具体数据详见表 4。这是与农科院校社

会科学类期刊的发展定位及学校的整体发展息息

相关的。例如，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云南农业大

学的老牌传统专业，也是作者发文比较集中的专

业。此外，云南农业大学还设有云南省农村干部

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等部门，这些专业和部

门有源源不断的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研

究项目和成果，正是基于这一点，期刊考虑增设

了“‘三农’问题研究”特色栏目，以突出农科

表 2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07—2014 年内外稿载文量统计

年份 总载文量 /篇
内稿 外稿

载文量 /篇 载文量 /篇 比例 /%

2007 59 32 54.2 27 45.8

2008 159 81 50.9 78 49.1

2009 156 89 57.1 67 42.9

2010 152 97 63.8 55 36.2

2011 153 73 47.7 80 52.3

2012 154 76 49.4 78 50.6

2013 148 77 52.0 71 48.0

2014 91 42 46.2 49 53.8

合计 1072 567 52.9 505 47.1

比例 /%

表 3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07—2014 年外稿发文量居前 5位的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排名 作者单位 论文数 /篇 占总载文量比例 /%

1 云南大学 74 6.9

2 云南师范大学 33 3.1

3 云南财经大学 32 3.0

4 昆明理工大学 30 2.8

5 昆明学院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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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社科类学报的特色，也给这些部门的教师及 学生提供了展示科研成果的平台。

2.2 作者合著情况

合著论文是由 2 位或以上的作者共同署名的

论文，合著率是指合著论文占论文总量的比率[2]。

科技论文的合著率指标是评价科研合作程度的最

直观和最重要的量化指标之一，也是研究学科相

互交叉、渗透以及衡量论文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因

素[3]。因此，可以说，合著率越高，论文的学科

发展水平就越高。《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 2007—2014 年合著论文情况见表 5。

从表 5 可以看出，7 年以来，《云南农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载文的合著率自 2010 年后

有稳步上升的趋势，平均合著率达 55.9%，这说

明，期刊的论文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合作意识比

较明显。主要由于各学院、部门间的合作，促进

了科研课题的申报，也促使本单位、本地区作者

之间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作为研

究成果的论文的合著率也随之提高。

3 基金资助论文情况分析

期刊载文量中基金论文比例是表明期刊所

刊载论文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期

刊载文的基金资助比例高，表明该期刊学术水

平较高[4]。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刊

载的基金论文主要有 3 种，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资助论文、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和校级基金资助

论文。7年间基金资助论文的载文情况详见表 6。

2007—2014 年，《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 1072 篇载文中，基金论文共有 421 篇，

平均每期 10.1 篇，基金论文占总载文量的比例为

39.3%。421 篇基金论文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的论文 44 篇，占基金论文总数的 10.5%，省部

级基金资助的论文 233 篇，占基金论文总数的

55.3%，在基金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市、校级

基金资助的论文 144 篇，占基金论文总数的

34.2%。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云南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7年的发展时间中，基金资助

论文数量稳步增加，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表 4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07—2014 年内稿发文量居前 5位的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排名 作者单位 论文数 /篇 占总载文量比例 /%

1 经济管理学院 130 12.1

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88 8.2

3 外语学院 40 3.7

4 体育学院 21 1.9

5 建筑工程学院 20 1.8

表 5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07—2014年的不同署名的论文数量及合著率

年份
作者人数

合著率 /%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及以上

2007 25 21 8 5 0 57.6

2008 74 52 23 6 4 53.5

2009 74 43 21 8 10 52.3

2010 85 37 17 8 5 44.1

2011 67 49 20 11 6 56.2

2012 66 32 27 13 16 57.1

2013 54 41 23 17 13 63.5

2014 28 27 14 12 10 69.2

合计 473 302 153 80 64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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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学报不仅是反映学校学术成果的平台，也是

衡量学校学术水平的重要尺度；学报是一个窗

口，透过它，可以检阅一个学校的科学研究成

果，可以反映一个学校治学的学术思想与作用[4]。

通过对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07—2014 年的载文量、作者所属单位、基金论

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期刊的载文量逐渐

规范并趋于稳定，稿源越来越丰富，作者群不断

壮大，基金论文数逐年上升，论文的学术水平不

断提高。这说明，期刊坚持的以学术水平为生

命、依托本校专业、学科优势维系刊物生存发展

的办刊原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通过以上

数据分析也可以看出，期刊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期刊稿源主要是省内高校科研稿件，导

致其影响力不高；由于地域和经济条件制约，期

刊的学术水平与发达省份及其他较高层次学校的

文科类学报比较也存在一定差距。期刊的发展是

一个长期而缓慢的积累过程，因此，还需要进一

步扩大吸收省外优质稿源，并且利用地域性和农

科院校的专业特色，办好特色栏目，提高期刊的

整体质量和水平，同时突出高等农业院校社会科

学期刊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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