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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际和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水产业面临着新的危机与挑战。对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间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数据库收录的水产主题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全球水产学科文献在近２０年进入稳
定发展期；高被引论文总体处于波动上升态势；北美和西欧国家在水产学科占据绝对优势；海洋与淡水生物

学、渔业和环境生态学是水产学科最主要的三大研究方向，水产学科与其他学科所形成的交叉学科是水产学

科发展的亮点；大学是全球水产学科的主要研究力量，沿海城市大学具有更优越的地缘优势；近２０年中国在
水产学科研究处于高速发展期，但是水产学科的高水平产出相对较少，水产学科成果需要在质的方面进一步

提升。我国水产学科的研究方向更偏重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我国大学与全球其他水产学科研究的一流大

学相比仍有进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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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水产一直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我国农业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之一，水产

品给我国国民提供了３０％的动物蛋白源。作为
世界水产养殖大国，我国的水产品总量和水产养

殖量自１９８９年起已连续２８年居世界第一位，水
产养殖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７０％。水产品出口
额自２００１年起连续１６年位居我国大宗农产品出
口首位，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３０％
以上。但是，随着国际和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产业也面临着新的危机与挑战。２０１８年１月
２３日，在农业部召开的渔业转型升级推进会上，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指出，当前渔业发展的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优质安全水产品、优美水

域生态环境的需求，与水产品供给结构性矛盾突

出、渔业资源环境过度利用之间的矛盾。同时，

“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我国水产业的发展提供新

机遇和新挑战。水产业供给侧改革、水产水域生

态保护、渔业经济高速高质发展、水产品安全保

障等一系列问题亟待破解［１］。因此，必须站在全

球化的高度，用国家战略的眼光，运用文献计量

分析法从多个角度对水产学科发展进行研究，依

据量化的数据，对近２０年全球水产学科布局及
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为我国水产学科的发展提供

借鉴和参考。

文献计量学（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又称计量文献学，
是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分析方法研究文献和文

献工作系统的数量关系和规律，以探讨文献本

身、科学技术发展以及科技人员动态特征的一门

科学，发展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２］。在化学化

工、农业科学、采矿冶金、建筑科学等领域展开应

用研究［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献计量学又有了
新的发展，１９９０年 ＰＡＩＳＬＥＹ将情报计量方法应
用到电子通信领域，１９９６年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对网络
文献 特 征 进 行 了 测 度，１９９７年 ＩＭＩＮＤ 和
ＩＮＧＷＥＲＳＥＮ等在《万维网上的情报计量分析：网
络计量学方法门径》中首次提出了“网络计量学”

（Ｗｅｂｏｍｅｔｒｉｃｓ）一词，其主要的研究工具是搜索引
擎、数据库和计算机软件［４５］。最早将 Ｗｅｂ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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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简称 Ｗｏｓ）数据库运用到水产学科或水
产类高校科研分析评价的是上海海洋大学图书

馆董民强副研究馆员［６７］，近年来上海海洋大学

陈新军教授团队将文献计量学方法运用到渔获

物营养、渔场资源、渔业生物学等领域［８１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来源
考虑到论文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文本选取了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科睿唯安）公司出版的系列引
文索引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中的核心集（包括 ＳＣＩ、
ＳＳＣＩ、ＡＨＣＩ、ＣＰＣＩＳ、ＣＰＣＩＳＳＨ）数据库为主要数
据来源，核心集中不仅收录了全世界最具权威的

高质量论文文摘，同时也是举世公认的评价科研

水平的指标型数据库［１１１６］。检索时间为１９９７年
至２０１７年初，共收集到２０１６年之前水产学科相
关文献２８５７４５篇。
１．２　分析方法

由于ＷｏＳ核心论文集不包括水产学科小类，
因此本文选用水产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式

为ＴＳ＝“ｆｉｓｈ”ｏｒ“ｆｉｓｈｅｒｙ”ｏｒ“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
“ｃａｐｔｕｒ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本文以检索到的２８５７４５篇
文献为分析样本，利用 ＷｏＳ自带的分析软件和
Ｅｘｃｅｌ软件，从文献量、期刊来源、语言、文献类
型、研究方向、作者所在的国家／地区等角度进行
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文献增长规律分析
图１可以看出，近２０年全球水产领域研究文

献量几乎处于直线上升趋势，二十年间文献量达

２８５７４５篇。２００２年水产学科论文在核心期刊发
表首次超过１０００篇，２００８年越过１５０００篇，到
了２０１５年突破２００００篇。从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水
产主题文献从 ８３６８篇增长到 ２１７５３篇，增长
１５９．９５％，每年的文献量增幅较为平稳。可见近
２０年来水产研究对世界各国所具有的迫切性和
必要性，科研人员对于水产学科的研究和探索始

终保持着高昂的热情和不竭的动力。

高被引论文（Ｈｉｇｈｌｙｃｉ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是 ＷｏＳ核
心库的一个论文指标，是指根据对应领域和出版

年中的高引用阈值，到相应年份年底为止，本高

被引论文受到引用的次数已将其归入其学术领

域中最优秀的１％之列［１７］。高被引论文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代表高关注度论文或高质量论文。

从图２可以看出，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十年间水产领域
没有高被引论文，但是从２００７年开始的后十年，
每年都有百余篇水产领域论文被频繁引用，截至

２０１６年，共有１４２３篇高被引论文。从趋势来看，
高被引论文总体上处于波动上升态势，从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年，水产研究领域高被引论文量从１１７篇增
长到１６２篇，增幅达３８．４６％。

图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全球水产领域
研究文献量年变化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ａｑｕａｔｉｃｓｕｂｊｅｃｔ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７ｔｏ２０１６

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水产研究领域高
被引论文量年变化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ａｑｕａｔｉｃｓｕｂｊｅｃｔｈｉｇｈｌｙｃｉ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

２．２　刊载文献的主要期刊及论文影响力分析
从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大量水产研究领域文章在

不同期刊被刊出，为了用较少的时间、较经济的

资源，获得较多的科学研究信息，可以引入二八

定律进行分析，即约有 ８０％的论文刊载在大约
２０％的期刊上。本次统计的２８５７４５篇论文分布
在７７７２种来源期刊上，平均每刊有３７篇文章。
　　表１罗列了收录水产领域研究核心期刊研
究文献最多的１３种期刊（刊载２０００篇以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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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刊），其只占所有统计到的７７７２种期刊的
０．１６７％，但收录文献却达到４１３１９篇，占本文样
本总量的１４．４６％。可见这些期刊集中了相当数

量的水产领域文献，可以将这些期刊看作水产领

域研究中的核心期刊。

表１　期刊载文量（≥２０００篇）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２００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序号

Ｎｏ．
期刊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

发文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２０１６年影响因子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ｎ２０１６

ＪＣＲ类别／分区
ＪＣＲｃｌａｓｓ／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１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水产养殖杂志） ５６０６ １．９６ ２．５７０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Ｑ１
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鱼类生物学杂志） ５５３３ １．９４ １．５１９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Ｑ２

３ ＰＬＯＳＯＮＥ（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 ３９９２ １．４０ ２．８０６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Ｑ１

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渔业研究杂志） ３４４１ １．２０ ２．１８５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Ｑ１

５ 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ＳＥＲＩＥＳ
（海洋生态发展系列）

３４３６ １．２０ ２．２９２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Ｑ１

６ 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海洋科学杂志） ２８１５ ０．９９ ２．７６０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Ｑ１

７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加拿大渔业与水产科学杂志）

２８１４ ０．９９ ２．４６６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Ｑ１

８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水产养殖研究） ２４２３ ０．８５ １．４６１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Ｑ２
９ ＦＩＳＨＳＨＥＬＬＦＩＳＨ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鱼贝类免疫学杂志） ２３５１ ０．８２ ３．１４８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Ｑ１

１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ＦＩＳＨＥＳ（鱼类环境生物学杂志） ２３３３ ０．８２ １．３０７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Ｑ３

１１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水生生物学杂志） ２２３５ ０．７８ ２．０５６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Ｑ２

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ＣＨＴＨＹＯＬＯＧＹ
（应用鱼类学杂志）

２２２３ ０．７８ ０．８４５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Ｑ３

１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美国渔业协会交易杂志） ２１１７ ０．７４ １．５０２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Ｑ２

　　水产类的期刊占绝大多数，包括水产养殖
学、环境生物学、水生生物学、鱼类学等，另外海

洋科学、海洋生态、水产贸易等周边学科也包含

其中。以上１３种期刊的出版商基本都集中在北
美洲和欧洲。

影响因子能够很好地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

力，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大，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和作用就越大。通过查询２０１６年影响因子，以上
１３种期刊影响因子均介于０～４之间，影响因子
最高的杂志是《ＰＬＯＳＯＮＥ》为３．０５７，载文量最多
的杂志《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影响因子为１．８９３。在
１３种期刊中，影响因子高于３的２种，影响因子
介于２～３之间的５种，影响因子介于１～２之间
的４种，影响因子小于１的２种。

ＪＣＲ期刊分区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依
据Ｔ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公司ＪＣＲ影响因子对ＳＣＩ期刊

进行的分区，专业前 ５％期刊划为中科院一区
（Ｑ１）、６％～２０％期刊划为中科院二区（Ｑ２），一
区和二区总被引频次指标位于前１０％的期刊划
为ＴＯＰ期刊。从ＪＣＲ类别来看，１３种期刊中有９
种属于鱼类学，３种属于海洋与淡水生物学，１种
为多学科科学，说明水产领域研究的文章主要发

表在鱼类学及海洋生物学领域的期刊。从分区

来看，划为一区的有７种，占比达５３．８５％，划为
二区的有４种，占３０．７７％，可见水产领域研究文
章发表的杂志总体质量较高。

２．３　研究方向分析
对研究方向的统计与分析，有助于对当前水

产领域研究作者比较集中关注的专题、比较热门

的研究类别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全面的把握。本

文所统计的２８５７４５篇论文的研究方向共有百余
个。表２是按照这些研究方向出现频率的高低

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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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统计的排名前１０位的论文量。从中可以了解
国际社会在水产领域研究的侧重面。

　　海洋与淡水生物学、渔业和环境生态学是水
产领域研究最主要的三大研究方向，其文献量占

比达６０％以上。另一方面，水产学科与其他学科
所形成的交叉学科是水产学科发展的亮点，工程

学、数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被引入水产科学。并

且这些交叉学科日渐成为水产学科的重要研究

方向。例如：在水产工程领域，论文数量逐年递

增，２０年间论文数量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５８篇增加到
２０１６年的６６２篇。

在表２所示的研究方向中，水产学科的研究
基本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研究主要以水产企业经营学为主，其他相对较

少。这主要与水产本身的学科特性有关。

表２　水产研究领域论文及高被引论文研究方向（前１０名）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ｙｃｉｔ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ｏｐ１０）

水产研究领域论文研究方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序号

Ｎｏ．

研究方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发文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水产研究领域高被引论文研究方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ｈｉｇｈｌｙｃｉｔ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序号

Ｎｏ．

研究方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发文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海洋与淡水生物学 ６１２７２ ２１．４４ １ 环境生态学 ３２３ ２２．７０
２ 渔业 ５８０５３ ２０．３２ ２ 海洋与淡水生物学 ２４３ １７．０７
３ 环境生态学 ５４２６７ １８．９９ ３ 科学技术其他主题 ２３３ １６．３７
４ 动物学 ２２３８１ ７．８３ ４ 渔业 ２０４ １４．３４
５ 分子生物学 ２０５２１ ７．１８ ５ 食品科学与技术 １２３ ８．６４
６ 基因遗传学 １７５３５ ６．１４ ６ 营养学 １０３ ７．２４
７ 海洋学 １６５２１ ５．７８ ７ 进化生物学 ９３ ６．５４
８ 毒理学 １３２３１ ４．６３ ８ 化学 ７２ ５．０６
９ 食品科学与技术 １２７２０ ４．４５ ９ 海洋学 ６３ ４．４３
１０ 兽医学 １１８０６ ４．１３ １０ 分子生物学 ５７ ４．０１

注：由于学科交叉的原因，一般一篇文章会多于一个研究方向，故以上所统计的文献总量要大于本文所统计到的文献总量

Ｎｏｔ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ｕｓｕａｌ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ｎ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ａｂｏｖｅｉ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高被引文论的研究方向与水产研究整体的
研究方向基本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营养学、

进化生物学研究方向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排名明

显高于水产领域研究整体文献量排名，说明这些

研究方向的科研处于较高水平。我国水产领域

研究的研究方向前十位的分别是渔业（３４２５
篇）、海洋淡水生物学（３２２１篇）、环境生态学
（２８９６篇）、分子生物学（２０５６篇）、化学（１０６０
篇）、遗传学（１４５１篇）、免疫学（１１６３篇）、食品
科学与技术（１１３３篇）、毒理学（１１２５篇）。可
见，我国水产领域研究的研究方向和国际主流基

本一致，更偏重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在动物

学、海洋学、兽医学等领域的水产研究相对不足。

２．４　国家／地区及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根据作者所在国家／地区来统计文献量，是

从地区研究的角度来衡量、考察或了解某一国

家／地区科研实力和水平的有效途径。通过统计
国家／地区的整体发文量，有助于我们确定哪些
是水产科研实力较强的国家／地区。在本文统计
的时间段中，由于早年文献的记录内容相对不够

完整，故有３６５４篇文章无国家／地区数据记录，
占文章总量的１．２７８％。本文共统计到共２０４个
国家／地区，可以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
地区都在水产领域研究发表过国际核心期刊论

文，说明水产研究在全球具有相当的普及性和重

要性。表７列出了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１００００
篇以上的国家／地区。
　　表３中除中国和巴西外，其他国家都是发达
国家，也是近海国家，且多为北美和西欧国家，这

些国家在水产领域的研究历史较长，研究实力很

强，成果较多。

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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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按全部作者所在国家／地区统计的文献量（≥１００００篇）
Ｔａｂ．３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１００００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序号

Ｎｏ．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论文量
年平均增长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ｎｕ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７ｔｏ２０１６

高被引论文数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１ 美国 ８１０３２ ２８．３６ ６．０７ ６６０
２ 加拿大 ２２２０１ ７．７７ ５．３７ ２２１
３ 日本 １９５２２ ６．８３ ２．２８ ５６
４ 中国 １８３１１ ６．４１ ２９２．８８ １１９
５ 英格兰 １６４５９ ５．７６ ５．６９ ２４３
６ 澳大利亚 １５３８６ ５．３８ １７．４８ ２２５
７ 西班牙 １５０７６ ５．２８ １３．９５ １３０
８ 德国 １５０４５ ５．２７ ６．７８ １３０
９ 法国 １４６４５ ５．１３ ７．２９ １５１
１０ 巴西 １２３１７ ４．３１ ５６．１５ ３９
１１ 意大利 １１０８２ ３．８８ １１．１１ １０４

注：一篇文章无论有几个作者所在国，都一并计算在内

Ｎｏｔｅｓ：Ａ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ｓｃｏｕ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ｓ

　　美国的研究成果相较于其他国家优势明显，
约占全球国际核心论文的１／３，高被引论文占比
更是高达４６．３８％，显示出了美国在水产领域雄
厚的研究实力。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全球水产领域研究呈现出良
好的发展势头，以表３为例，除日本外，其余１０个
国家的水产学科国际核心期刊文献量都有明显

增长。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中国，其次是巴西，

说明近二十年，水产学科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得到

显著发展。日本在１９９７年国际核心期刊文献量
为７１７篇，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但是到了２０１６
年国际核心期刊文献量为１０２７篇，下降到第１０
位，同时日本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也较少，可见日

本近二十年在水产领域研究的发展明显放缓，研

究优势缩小。

近２０年中国水产领域研究的国际核心期刊

文献量处于直线上升趋势，２０年间文献量达
１８３１１篇。１９９９年水产学科论文在核心期刊发
表首次超过１００篇，２０１０年越过 １０００篇，到了
２０１４年突破２０００篇，２０１６年更是达到３０００篇
以上。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中国水产主题文献从
５４篇增长到３０５９篇，翻了５５倍，且增幅总体呈
递增趋势。可见中国在水产领域的研究正处于

上升期，在全球水产领域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但是，在高被引论文方面，中国的论

文数量明显少于表３所列的大部分国家，说明我
国在水产研究领域的高水平产出相对较少，水产

学科成果需要在质的方面进一步提升。

本文共收集到 ７万 ２千余个机构的记录数
据，但仍然有４０３２篇文章无机构信息，占文章总
数的１．４１％。表４反映了文献量排名前２５位的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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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按作者机构统计的机构文献量（前２５名）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ａｇｅｎｃｙ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ｇｅｎｃｙ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ｔｏｐ２５）
序号

Ｎｏ．
机构

Ａｇｅｎｃｙ
发文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中国科学院（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 ３８２０ １．３４
２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 ３１８０ １．１１
３ 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ＳＧＥＯＬＳＵＲＶＥＹ） ３１０９ １．０９
４ 美国华盛顿大学（ＵＮＩＶ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２９１３ １．０２
５ 西班牙国立研究所（ＣＳＩＣ） ２９０４ １．０２
６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ＵＮＩＶ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２５５２ ０．８９
７ 日本东京大学（ＵＮＩＶＴＯＫＹＯ） ２５３６ ０．８９
８ 加拿大海洋渔业署（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ＮＡＤＡ） ２４８７ ０．８７
９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ＵＮＩＶＣＡＬＩＦＤＡＶＩＳ） ２１１２ ０．７４
１０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ＯＲＥＧＯ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１９７９ ０．６９
１１ 美国海洋资源研究所（ＩＮＳＴ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 １９４２ ０．６８
１２ 美国哈佛大学（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 １８０７ ０．６３
１３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ＵＮＩＶ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１８０５ ０．６３
１４ 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ＩＮＲＡ） １８０３ ０．６３
１５ 日本北海道大学（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ＵＮＩＶ） １７５４ ０．６１
１６ 俄罗斯科学院（ＲＵＳＳＩＡＮＡＣＡＤＳＣＩ） １７４３ ０．６１
１７ 挪威卑尔根大学（ＵＮＩＶＢＥＲＧＥＮ） １７１４ ０．６０
１８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ＪＡＭＥＳＣＯＯＫＵＮＩＶ） １６６４ ０．５８
１９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ＩＦＲＥＭＥＲ） １６４６ ０．５８
２０ 美国弗罗里达州立大学（ＵＮＩＶＦＬＯＲＩＤＡ） １５９９ ０．５６
２１ 巴西圣保罗大学（ＵＮＩＶＳＡＯＰＡＵＬＯ） １５２６ ０．５３
２２ 美国马里兰大学（ＵＮＩＶ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１５１８ ０．５３
２３ 美国德克萨斯米大学（ＴＥＸＡＳＡＭＵＮＩＶ） １４５６ ０．５１
２４ 美国鱼类野生动物服务处（ＵＳＦＩＳＨ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ＳＥＲＶ） １３９５ ０．４９
２５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ＵＮＩＶ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１３９３ ０．４９

　　从作者机构的全部数据分析，前７０个机构
贡献了水产领域研究核心期刊论文共计１０１８１１
篇，占本文所有统计数据的３５．６３％。可以认为，
这些机构是全球水产学科研究的绝对主要力量。

在本文所统计的全部机构中，大学是主要的

研究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大学在水产领域研究高

水平产出方面更优于科研机构。除大学外，各国

的科学院（如中国科学院、西班牙国立研究所、法

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水产专业研

究所（如加拿大海洋渔业署、美国鱼类野生动物

服务处）也是重要的研究力量。另外，有些国家

的海洋科研管理部门（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美国海洋资源研究所、法国海洋开发研究

院）也在海洋渔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在水产领域研究核心期刊文献量前２５名的
机构中，无论哪个国家的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位于沿海城市，这一地缘优势为这些大学

在水产学科方面取得成绩提供了有利的科研现

实动力和科研实践条件。在大学中，尤以美国大

学的科研优势最为明显。

中国的水产研究，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

家而言起步较晚。虽然只有中国科学院集多个

研究所的力量跻身前２５个机构列表，但近２０年
的文献总量已经排名第一。从时间历程看，２００６
年以后中国科学院水产学科年发文量超越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科
学院水产学科发文总量连续 ６年位列第一。除
此之外，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
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的水产学科国际核心期刊文献量
位列第２８位，共发表文章 １３０４篇。在大学方
面，中国海洋大学（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Ａ）位列第
４９名，共发表文章 １０７９篇；华中农业大学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ＡＧＲＵＮＩＶ）位列第８５名，共发表
文章７９８篇；上海海洋大学（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位列第１１３名，共发表文章６９６篇。

日本的大学在水产领域研究具有明显优势，

日本东京大学（ＵＮＩＶＴＯＫＹＯ）、日本北海道大学
（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ＵＮＩＶ）在水产领域研究成果较多。
就亚洲地区而言，在水产领域研究成果较多的大

学和科研机构还包括：日本京都大学（ＫＹＯＴＯ
ＵＮＩＶ）、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ＮＡＴＬ ＵＮＩＶ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日本东京大学海洋环境科学和技
术通信和信息技术科（ＴＯＫＹＯＵＮＩＶ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国立台湾大学（ＮＡＴＬＴＡＩＷ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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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台湾海洋大学（ＮＡＴＬＴＡＩＷＡＮ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日本九州大学（ＫＹＵＳＨＵＵＮＩＶ）。相较
于核心期刊论文的７万余作者机构，高被引论文
的作者机构仅有２４８７个。可见水产领域的研究
基础非常广泛，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又非常集

中。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比表４和表５，核心期

刊论文与高被引论文的前２５名作者机构仅有１２
个是重复的。因此，部分研究机构的少量高水平

产出是水产领域研究的特点。同时，在高被引论

文中，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科研占据绝对优势，中

国科学院在高水平科研产出方面具备一定实力。

表５　按作者机构统计的机构高被引论文量（前２５名）
Ｔａｂ．５Ｔｈｅａｇｅｎｃｙ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ｇｅｎｃｙ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ｔｏｐ２５）
序号

Ｎｏ．
机构

Ａｇｅｎｃｙ
发文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美国华盛顿大学（ＵＮＩＶ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６５ ４．５７
２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ＪＡＭＥＳＣＯＯＫＵＮＩＶ） ６３ ４．４３
３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 ５８ ４．０８
４ 美国哈佛大学（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 ５５ ３．８６
５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ＵＮＩＶ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５１ ３．５８
６ 美国斯坦福大学（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 ３９ ２．７１
７ 西班牙国立研究所（ＣＳＩＣ） ３３ ２．３２
８ 美国南安普顿大学（ＵＮＩＶ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３３ ２．３２
９ 中国科学院（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 ３２ ２．３２
１０ 美国达尔豪斯大学（ＤＡＬＨＯＵＳＩＥＵＮＩＶ） ３０ ２．１１
１１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ＵＮＩＶＴＡＳＭＡＮＩＡ） ３０ ２．１１
１２ 美国马里兰大学（ＵＮＩＶ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２９ ２．０４
１３ 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ＩＮＲＡ） ２７ １．９０
１４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院（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ＩＮＳＴ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 ２６ １．８３
１５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ＵＮＩＶＣＡＬＩＦ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 ２６ １．８３
１６ 英国牛津大学（ＵＮＩＶＯＸＦＯＲＤ） ２６ １．８３
１７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ＵＮＩＶ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２６ １．８３
１８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ＵＮＩＶ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６ １．８３
１９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ＵＮＩＶＣＡＬＩＦＳＡＮＤＩＥＧＯ ２５ １．７６
２０ 澳大利亚海洋大气研究中心（ＣＳＩＲＯＭＡＲＩＮ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ＲＥＳ） ２３ １．６２
２１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ＵＮＩＶＣＡＬＩＦＤＡＶＩＳ） ２３ １．６２
２２ 美国弗罗里达州立大学（ＵＮＩＶＦＬＯＲＩＤＡ） ２３ １．６２
２３ 美国哈佛大学附属医院（ＢＲＩＧＨＡＭＷＯＭＥＮＳＨＯＳＰ） ２２ １．５５
２４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ＯＲＥＧＯ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 ２２ １．５５
２５ 美国夏威夷大学（ＵＮＩＶＨＡＷＡＩＩ） ２１ １．４８

３　结语

通过对水产领域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可以

从多个角度较为清晰地了解全球水产学科近２０
年来的发展，对我国水产学科未来的发展具有一

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第一，全球水产学科文献在近２０年进入稳
定发展期，２０年间文献量增长１５９．９５％，增幅比
较平稳。高被引论文总体处于波动上升态势，

２００７年之前无水产领域研究高被引论文，但２００７
年开始的后十年，每年都有百余篇水产领域论文

被频繁引用。可以认为，２００７年是水产学科发展
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全球水产学科量变到质变

的转化。

第二，北美和西欧国家在水产学科占据绝对

优势。优质的水产期刊全部集中在北美和西欧

国家；英语为最主要的研究语言；作者机构，尤其

是高被引论文的作者机构大多数也都集中在北

美和西欧国家。

第三，海洋淡水生物学、渔业和环境生态学

是水产学科最主要的三大研究方向，水产学科与

其他学科所形成的交叉学科是水产学科发展的

亮点。同时，受限于水产学科的特性，水产学科

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第四，大学是全球水产学科的主要研究力

量，其在水产学科高水平产出方面要更优于科研

机构。水产学科产出较多的大学都位于沿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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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这一地缘优势为这些大学在水产学科方面取

得成绩提供了有利的科研现实动力和科研实践

条件。

第五，近２０年中国在水产学科研究处于高
速发展期。２０年间文献量达１８３１１篇，翻了５５
倍，且增幅总体呈递增趋势。但是我国在水产学

科的高水平产出相对较少，水产学科成果需要在

质的方面进一步提升。我国水产学科的研究方

向和国际主流基本一致，更偏重生物、化学领域

的研究，在动物学、海洋学、兽医学等领域的水产

研究相对不足。中国科学院是我国最重要的水

产研究机构，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科学院水产学
科发文总量连续６年位列第一。我国的大学在
水产学科研究方面最出色的是中国海洋大学、华

中农业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但是与全球其他水

产学科研究的一流大学相比仍有进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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