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情况报告 

 

 
一.  “SCI-科学引文索引”简介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科学引文索引, 简称 SCI)是全球知名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全

球知名的引文索引数据库，因为其具有开创性的内容、高质量的数据以及悠久的历史使得

SCI 在全球学术界有极高的声誉。作为世界知名的引文索引数据库，SCI 收录了 8000 多种

高质量学术期刊近百年的数据内容，涉及 170 多个学科，几乎包括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生物医学领域的所有学科。使用 SCI，能够轻松破解最新、最重要的科技文献在期刊与期刊

之间、数据库与数据库之前以及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壁垒，帮助科研人员能够轻松地找到

世界范围内，自己研究领域最重要、最新、最前沿的科技文献，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思想，

获取更多的研究思路。 

SCI 自 1963 年诞生以来，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已经为全球最最知名的文献检索工具之

一，并被誉为“全球三大索引”之首。目前 SCI 在全球 81 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 3100 多家

机构用户，全球平均每天有超过 15 万科研人员在使用 SCI。SCI 诞生之初是以纸本形式出

版的，从上世纪 7、80 年代开始，国内就有科研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订购、使用 SCI。1997

年，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SCI 被移植到基于网络的 ISI Web of Knowledge 平台，

开始通过 Internet 提供给全球的科研工作者。1999 年，基于网络的 SCI 被正式引进到中国大

陆。从最开始的 5 家机构用户到现在，SCI 在国内已经有超过 200 家科研机构开通了访问，

其中包括 90 多所大学、中科院全系统、公共图书馆、政府所属的科研单位等。 
 

 

二. SCI 对高校相关工作的价值 
 

1. 研究人员的科研利器 

SCI 收录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领域的 170 多个学科的 8000 多种国际上最

有影响力、最权威的期刊，数据每周更新，确保学校科研人员尽可能全面地获取最重要、最

前沿的科研成果。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除了获取本课题、本领域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外，了解研究领域发

展的来龙去脉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同于全文数据库只能够反映检索词（如：关键词、作者等）

与被检索到的文献的相关程度，SCI 除了能够反映文献与检索词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

文后参考文献（references）标引与检索，能够反映文章和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章与文



 
 

章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其实也就是一个个研究成果与研究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谁是引

用了谁、谁是谁的理论基础、谁是谁的最新应用和发展。面对大量的文献，SCI 能够轻松反

映出文章之间的相关性；能够为科研人员描绘一个研究领域起源、发生和发展的脉络；能够

帮助科研人员判断学术论文的优劣，面对海量文献快速、准确地找到高质量且最相关的文献。

SCI 对于科研人员，就是查找科技文献的“指南针”，选择学术论文进行阅读的“试金石”。 

 

 通过查看一篇文章的参考文献（cited references）揭示一个研究领域的起源及这个研究

成果的理论基础 

 通过查看一篇文章被引次数(Times cited)，了解一篇论文对当前研究的影响，以及这个

研究成果的最新应用和发展 

 发现表面上无关的文章间的“隐藏”关系往往是以往传统主题检索所揭示不了的 

 衡量同行或竞争者研究的影响力 

 确定某理论是否已得到确认、改变或改进 

 

SCI 不仅能够检索的文献，而且通过自带的分析功能还能够对于检索到的文献进行深入

而细致的分析。通过分析，科研人员能够： 

 发现研究课题的发展脉络，判断课题的发展趋势 

 跟踪当今最热门思想和概念的路线和方向 

 发现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探究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 

 发现本领域的高产出作者，紧跟本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发现不同学科在本领域的交叉融合情况，为开展跨学科研究寻找突破口 

 定量分析刊发本领域文章较多的 SCI 期刊，为投稿指明方向 

…… 

 

2. 科研管理与评价 

SCI 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严格的期刊遴选标准。能够进入 SCI 的期刊，一定都是那些

在某个研究领域中最重要、最权威且最具影响力的期刊。除此以外，SCI 的制作方——汤森

路透科技与医疗集团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既不依附任何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本

身也不出版任何学术期刊，因此 SCI 能够被誉为全球“三大索引”之首，被广泛地用户科

技机构的科研管理与评价。 

对于科研机构管理层，通过 SCI 可以发现本机构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趋势，了解本机构

科研产出的最新动向；了解竞争高校的科研产出情况，及时发现本机构的优势和不足，并制

定相应的政策，在竞争中知己知彼；分析本机构各学科、重点实验室的发展状况，为制定科

研发展战略、分配经费投入提供决策依据；了解本校各科研单位及个人科研产出、国际影响



 
 

力情况，帮助管理层开展科研绩效考核工作； 发现本机构的机构合作、国际合作情况，帮

助学校管理层引导科研人员扩大学术交流，开展机构合作。 

在国际上，很多国家级科研管理机构，如美国国科学基金会、欧盟委员会、挪威科研理

事会、日本文部省等都在使用 SCI 或 SSCI 作为本国学术论文产出的一项重要统计指标。英

国的“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也是用 SCI 作为评价高校科研产出的一项重要指标。 

在国内，目前很多高校都建立了基于 SCI 和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科研评价管

理体系。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信所）从 1987 年开始就受原国家科委委托，

一直承担着中国科研人员在国外发表论文数量和影响力的统计工作，他们使用的也是 SCI

和 SSCI 数据，每年举行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为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估做

出了指导性建议。 

 

3. 师资建设与人才引进的标尺 

在学校发展过程中，人才建设至关重要。学校发展壮大的一方面过程中，需要制订公平

合理的人才奖惩制度，对现有师资队伍进行绩效评估；另一方面引进学校重点发展学科所亟

需的学科带头人；同时还要发现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建立合理的学术研究梯队。这些问

题对于学校的战略发展至关重要。SCI 从科研论文的相互引证对科学家的绩效进行定量评

估，可以分析发现某一地域范围内（如全国，全世界）关于某一课题的核心研究人员，其中

的引文报告（Citation Report）功能则可以分析某一特定科研人员的论文产出，以报告的形

式对论文产出做图文并茂的分析，而且可以直接给出新的科学家绩效评估参数——H 指数

（H-Index）。 

 

4. 课题工作与科技查新不可或缺的资源 

创新性是课题申请的核心与灵魂。如何在繁复芜杂的背景信息中找到学科发展的创新点

是在进行每个课题研究工作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Web of Science 中汇集了全世界精选的学

术期刊信息，包含了学科发展前沿的重要信息。根据一篇文献发表后的被引用情况，结合对

课题相关论文的学科分析，往往可以发现学科的交叉和相互借鉴，从而发现课题发展的新视

角，新方向，这些新的思路又成为课题创新的催化剂，为提高课题的创新性，抢占科研发展

的制高点提供有效帮助。 

 

三. 国内高校 SCI 的订购和使用情况 
 
从 1999 年汤森路透公司与中国教育部 CALIS 项目与达成集团采购协议起，在 CALIS 

项目的领导下，到目前为止， 国内共有近 100 所高校图书馆订购了这一数据库。 
 



 
 

 

另外，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专利局，国家图书馆，军事医学科学院也开通了 SCI。

中国科学院已为全院 100 多个研究所和 5 大情报中心全部开通了 SCI。 

 

 

四. 关于 SCI 的其他一些问题 

 

SCI 自 1999 年以来，陆陆续续已经有近百所高校购买。在这 10 几年时间里，还没有 

一所高校购买之后又停订 SCI 的，不但如此，很多高校在购买之后又会陆陆续续增加回溯

的年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SCI 的使用效果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关于 SCI 的价格，因为第一年涉及回溯，所以第一年的费用相对较高。但是这个回溯

是一次性的，第一年购买以后只需要支付当年的数据更新费即可。 

关于数据存档问题，无论是回溯数据还是学校每年付费的当年数据，学校付费以后都

拥有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即使以后不订购了，对于学校已付费的数据，我们都可以将原始数

据通过一定的介质提供给学校。 

1 北京大学 （1900-） 上海交通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吉林大学

2 清华大学 （1900-） 广东工业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暨南大学

3 浙江大学（1900-） 同济大学 中南大学 东北大学 中山大学

4 西安交通大学 (1900-) 华东理工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华侨大学

5 南京大学（1900-）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东南大学

6 复旦大学（1900-） 天津中医学院 天津农学院 天津大学 四川大学

7 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天津城建学院 东华大学

8 北方交通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厦门大学

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第三军医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