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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排名已成国内学界竞争热场之一，随着国人对排名的理解加深，渐渐从刚

开始注重简单的数量排名拓展到质量排名，从追求 SCI/SSCI论文数量拓展到追求

“TopX期刊论文”、“高被引论文”等评价指标。今天，“TopX期刊论文”、“高

被引论文”等指标被广泛地应用于科研机构的绩效评价和学术排名。这些基于质量

的评价指标虽能反映一个高水平论文的绝对量，但并不能反映整体的学术水平，因

为它没有体现基数，犹如看 GDP总量，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但不能揭示中国

人均 GDP 的中流水平。本期“中美知名高校零被引学术论文特征的比较研究”一

文尝试从“零被引”这一负向端来管窥学术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弥补正向端视角的

不足，找出论文差距和着力点。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社会

熟知的教育项目，截至 2016年底，经教育部审批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达到 2480个，但中外合作办学的信息基本上是浅层的和操作层面，统观性的和教

育专业性视角的信息较少，本期“中外合作办学：从观望到热捧”一文尝试从这种

视角来提供中外合作办学信息，以期加深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和判断。 

国际化是我国高校发展的重要取向之一，常规的国际化程度分析是选取一些

国际化指标进行计算，本期“‘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应对策略”一

文却是通过对一些大学的大学战略规划文本中国际化取向表述的文本分析来看国

际化战略部署，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有助于加深高校国际化的思维和实施。 

我国官方进行过多次重点大学建设布局，其基本目的通常是两个：促进学科结

构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缩小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本期

“历史回眸：重点大学空间布局演进路径分析”一文通过历史分析法重点探讨了高

等教育资源空间布局调整和演进路径，揭示了行政和市场因素对高等教育资源空

间布局的影响。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将进入 2018年，《高效与学科发展》这本电子刊

也已经三岁多了，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它也一直在努力成熟完善，借此辞旧迎

新之际深深感谢各位，新的一年中一定会得到各位一如既往的关怀、鼓励与帮助，

我们将不负众望、再接再厉！在此祝国家强盛富足、各位安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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