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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2002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项目的 232 位高校教师为样本 ,研究了高校学

科声誉对教师科技论文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 ,高校学科声誉对高校教师基金项目论文的产出数量没有

显著影响 ,而与论文被引证次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后 ,给出了本研究结果的管理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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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产出量是国内外高校及高校教师科研绩效

评价的重要指标 ,对高校竞争力及高校教师的晋升

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以及

国家“九五”规划、国家“211 工程”和“面向 21 世纪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实施 ,每年我国各类高校都会

获得各种基金的科研资助 ,基金资助对科技产出的

影响已成为高校科技产出中重要的研究课题。那

么 ,在同样得到基金资助的情况下 ,学科声誉的不同

究竟对高校教师个人论文产出有什么影响呢 ?

关于高校教师的科技产出 ,国内外学者已经做

过一些研究。新近 ,国外学者主要采用实证方法探

讨了性别、年龄、组织规模、研究资助等对高校科技

产出的影响[125 ] ,但目前对高校学科声誉与科技论文

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少。Allison 和 Long 以工

作转换事例为分析单位 ,研究了大学教授转换工作

前后所在部门声誉对其科技论文发表率和被引用率

的影响[6 ] ; Porter 和 Tout koushian 则以高校为分析

单位 ,研究了高校总体声誉与其科技论文产出、学生

质量之间的关系[7 ] 。相比之下 ,我国国内学者对科

技论文产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论文数量及变化趋

势的分析 ,包括论文数量的动态分析、结构比例分

析、论文应用情况分析等[8 ] 。目前国内关于基金资

助下的论文发表活动研究 ,主要是通过描述统计分

析来揭示我国高校科研状况、基金论文分布特点等。

如刘彦庆、杨发金等对我国 25 所高校的学报 (自然

科学版)进行了调研 ,包括基金论文数量、基金论文

获基金资助数量、基金类型分布、基金论文的学科分

布等 ,并进行了统计分析[9 ] ;姜春林、王续琨对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管理学论文的产出地区分布

状况进行了计量分析[10 ] ;李若筠、杨列勋对 1997 —

1999 年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管理科学学

部项目发表论文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11 ] 。

目前 ,国内有关科技产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也主

要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研究国家、地区或机构的投入

与科技产出的关系 ,并且所用数据局限于公开的高

校科技统计年鉴的二手资料。如柳卸林、赵捷应用

道格拉斯模型 ,对影响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 SCI 论

文数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 ,认为科研经

费是影响论文质量和数量的关键因素[12 ] ;李玉清等

研究了 1995 —2002 年我国 10 所高校的专利、论文

及鉴定成果等科技产出状况 ,对其与高校课题数量、

科研经费及人力资源等科技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13 ] ;孟浩等运用动态计量经济学的单位根检验、

协整分析和 Granger 因果检验 ,对我国自然科学基

金投入与科技产出的动态计量经济关系进行了实证

分析[14 ] 。就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而言 ,目前国内学

者主要关注高校专利产出及其产业化问题[ 15 ,16 ] 。

虽然国内相关研究对于理解高校教师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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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行为、制定科学发展战略与政策、提高科研产出

效率及基金管理水平均有重要意义 ,但是与国外的

研究相比 ,国内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 ,主要包括 :国

内学者对科技产出包括基金资助论文产出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对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简单描述性统计分

析 ,定量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 ;有关科技产出影响因

素的研究局限于现有公开数据资料 ,囿于从宏观层

面分析资金、人员投入等对科技论文产出总量的影

响分析 ,尚未见从微观个体层面对影响我国高校教

师个体科技论文产出的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 ,特别

是对不同的高校学科声誉对教师个人论文产出的影

响尚缺乏了解。本文旨在采取实证研究方法来揭示

高校教师所属学科声誉对教师本人科技论文产出数

量及质量的影响。

2 　理论与假设

大学声望是在大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无

形资产”,学科声誉是大学声望的基础。学科声誉一

旦形成 ,其就成为大学独一无二的最大资源 ,且具有

很强的磁场效应 ,它奠定了大学的竞争地位。良好

的声誉能源源不断地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有助

于高校获得充裕的科研经费、赢得更多更好的就业

机会等。而这些方面的提升反过来又可提高大学的

声望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学科声誉好的院系可向其

研究人员提供更多资源 ,如充裕的研究时间、优良的

实验设备、丰富的图书馆资源、高素质的研究助理、更

多可以学习效仿的优秀同事和更强的社会研究支持

等[17 ,18 ] 。同时 ,学科声誉高的高校为了保持和进一步

提升其学科水平 ,对该学科所属教师的科技论文发表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考核 (奖励)标准。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 ,组织的良好声誉除了能给

组织成员提供物质财富以外 ,还能提供社会财富 ,如

社会认同、信任、尊重和个人声望 ;个体所感知到的

组织的良好声誉会增强组织成员的归属感[19 ] ,使得

组织成员愿意做出最大努力来得到组织的认同[20 ] 。

由于晕轮效应的存在 ,公众对组织产出的评价

受到其对组织印象的影响 ,即人们对一个组织的印

象越好 ,对其产出的价值也越认可[17 ,21 ] 。另外 ,研

究者所在研究组织的声誉越高 ,则其相对于其他组

织中同行的能见度越高 ,其论文越容易得到同行的

认可。能见度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加强 ,也可以通

过与优秀同行的接触加强。证据显示 ,与校外同行

的接触对研究者获得认可有重要影响[17 ] 。

综上 ,我们认为 ,高校教师所在高校的所属学科

的声誉越高 ,教师本人就越有资源、动力和压力发表

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学术论文 ,其论文也更容易通

过同行评审和被学术期刊录用 ,其被收录的论文也

越容易受到同行的关注和引证。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高校教师所在高校的所属学科的声誉越

好 ,其论文的产出数量越多。

H2 :高校教师所在高校的所属学科的声誉越

好 ,其论文的产出质量越高。

3 　研究设计

311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2002 年批准的、依托单位为高校的全部项目主持人

为分析对象。1998 —2001 年我国进行并完成了各

类高校的合并与重组 ,为了控制大学学科调整和变

动等的影响 ,本文数据采集限定在 2002 年。具体数

据采集情况是 :项目主持人名单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网站获得 ;关于 200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管理科学部批准项目的信息 ,包括项目名称、项目负

责人、依托单位、所属学科、资助金额、项目起止年月

等 ,也可从该网站获得比较详细的数据。

我国 90 %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

部资助项目论文都刊登在国内期刊上[11 ] ,且各学者

的个人特征信息 (如性别、年龄、职称等)可在中国期

刊网 (我国最大、最全面的中文期刊网站) 上的一些

核心期刊中得到 ,因此我们把“中国期刊网”作为各

教师论文产出及个人信息的数据来源。

目前我国国内研究大学评价与排名的民间组织

主要有 3 家 :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带领的课

题组、校友会和网大 (中国)有限公司。其中 ,武书连

的课题组对大学排名的研究最早 ,且其评价体系的

稳定性稍高于另外两家 ,其研究结果得到国内广泛

认可[22 ] ,因此本文将武书连编写的《挑大学选专业 :

考研择校指南》(2003)作为高校学科排名、大学类型

等数据的来源[23 ] 。

最初 ,笔者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获得的

样本数为 281 个 ,随后在数据收集中发现 ,这 281 个

项目中有 49 个项目从立项至结题后 1 年在“中国期

刊网”所收录期刊上无任何论文发表 ,剔除这 49 个

样本 ,最后获得的样本量为 232 个。本文主要考虑

项目负责人所在高校所属学科声誉对资助项目论文

产出的总数量与平均质量的影响 ,数据分析方法采

用伍德里奇的横截面数据处理方法[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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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变量测度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高校教师受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的论文产出量 ( Y1 ) 及其论文的质量

( Y2 ) 。Gonzalez 和 Veloso [5 ] 分别用研究者在 SSCI

上发表的论文量和被引证次数来测度研究者的论文

产出量和论文质量。本文中高校教师论文产出量用

从项目立项至项目结题后 1 年为止在中国期刊网所

收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量来测度 ,而论文质量

则用这些论文的篇平均被引证次数来测量。

2)自变量。Sine、Shane 和 Gregorio [25 ] 用《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 News & W orl d Report) 公布的

研究生院相对排名来测度大学的总体声誉。本文对

高校学科声誉的测度采用武书连课题组 2003 年对

中国大学研究生院各学科的评价结果[22 ] ,其把各大

学的管理学科分为 A + + 、A + 、A、B + 、B、C + 、C 、

D + 、D、E + 、E 共 11 个等级 ,因此本文把学科声誉

( X1 ) 设为定序变量 : A + + = 11 ,A + = 10 ,A = 9 ,

B + = 8 ,B = 7 ,C + = 6 ,C = 5 ,D + = 4 ,D = 3 , E + =

2 ,E = 1。

3)控制变量。参考以前的研究文献[1 ,5 ,26 ,27 ] ,本

文把影响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的其他变量 ,即性别、

年龄、职称、学科、资助金额、作者团队人数、经验、大

学类型 ,作为控制变量。其中 ,大学类型划分按照武

书连编写的《挑大学选专业 :考研择校指南》(2003) ,

即将我国大学类型分为研究 1 型、研究 2 型、研教

型、其他。具体如下 :把性别、职称、学科设为虚拟变

量 : X2 = 1 (研究对象为男性 ) ,0 (其他 ) ; X3 =

1 (2002 年 , 职称为博导教授 ) ,0 ( 其他 ) ; X4 =

1 (2002 年 ,职称为教授) ,0 (其他) ; X5 = 1 (2002 年 ,

职称为副教授) ,0 (其他) ; X6 = 1 (所属学科为管理

科学与工程) ,0 (其他) ; X7 = 1 (所属学科为工商管

理) ,0 (其他) ; X8 = 1 (所在大学为研究 1 型) ,0 (其

他) ; X9 = 1 (所在大学为研究 2型) ,0 (其他) ; X10 =

1 (所在大学为研教型) ,0 (其他) ; X11 指研究对象在

2002 年的年龄。由于很多研究表明 , 年龄和学者的

科技产出呈倒U 型关系 ,因此本文把年龄平方 ( X12 )

也作为控制变量 ;资助金额 ( X13 ) 为 2002 年批准的

项目资助额 ;作者团队人数 ( X14 ) 为项目资助论文

的作者总数 ;经验 ( X15 ) 为 1998 —2001 年发表的论

文数。

313 　模型设定

参考前人相关研究[ 3 ]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

法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并且为了使模型

通过方差齐次性检验、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本文对因

变量 Y1 和 Y2 进行了对数转换 ,得到 lg ( Y1 + 1) 和

lg ( Y2 + 1) [26 ] 。

4 　结果与讨论

笔者对因变量与自变量、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回归分析。表 1 和表 2 是对因变量 lg ( Y1 + 1) 和

lg ( Y2 + 1) 的估计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5 把除“大学

类型”以外的其他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模型 2 和模型

6 把全部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由于“大学类型”变量

和“学科声誉”变量呈显著的强相关关系 ,为了对比

“大学类型”变量对学科声誉的影响 ,模型 3 和模型

7 没有把“大学类型”变量纳入模型 ,模型 4 和模型 8

则纳入了全部解释变量。

表 1 显示 ,在考虑了性别、年龄、职称、学科、资

助金额、作者团队人数、经验、大学类型变量的影响

后 ,高校学科声誉对教师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

产量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假设 1 没有通过检验。然

而 ,以下控制变量对因变量 lg ( Y1 + 1) 的影响是显

著的 :“年龄平方”变量对因变量 lg ( Y1 + 1) 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 ,表明教师年龄与其科技论文产量呈倒

U 型关系 ;变量“博导教授”、“教授”、“副教授”对因

变量 lg ( Y1 + 1)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模型 4 中 ,

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01326、01 270、01252 ;工商管理

学科的教师论文产量显著低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和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作者团队人数”变量对教

师论文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国外以往的研

究结果一致。

　　表 1 和表 2 结果都显示 ,教师的性别与其科技

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呈负相关关系 ,但关系并不显

著 ,即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男教师的科技

论文数量和论文影响力均低于女性。性别影响不显

著可能源于样本特点 :样本不够大 ,样本中的女性只

占 15 % ,但她们可能是女性中的姣姣者。国外很多

研究表明 ,男性学者的科技产出量高于女性 ,但也有

研究显示 ,在人文社科领域 ,女性学者的科技产出量

略高于男性学者。Nakhaie[1 ] 基于结构和制度的观

点 ,认为之所以男性学者的科技产出量高 ,是因为男

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职位晋升 ,从而更易获得社会

关系和基金资助[9 ] 。

表 2 显示 ,高校学科声誉对基金论文的影响力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控制“大学类型”变量后 ,高

校的学科排名每提高一个等级 ,该校教师论文的平

均被引证次数平均增加 29 % (e01029 = 11029) 。因

此 ,假设 2 通过检验。另外 ,“博导教授”变量和“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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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变量对其所发表论文的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作者团队人数”变量对教师论文影响力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模型 6 中 ,“研究 1 型”变量和“研究 2

型”变量对教师论文影响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研教型”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当模型 8 把“学科

声誉”纳入模型时 ,只有“研教型”变量在 011 水平下

影响显著。这说明 ,大学的类型不同 ,其学科声誉效

应是不同的。

表 1 　高校教师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论文产出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常数项 - 01 403 - 01551 - 01 529 - 01637

男 - 01 065 - 01073 - 01051 - 01057 - 01 062 - 01 070 - 01046 - 01052

年龄 01046 11247 3 3 01 047 11259 3 3 01 048 11 289 3 3 01048 11277 3 3

年龄平方 01000 - 11 195 3 3 01 000 - 11195 3 3 01 000 - 11 225 3 3 01000 - 11206 3 3

博导教授 01192 01301 3 3 01 204 01320 3 3 01 198 01 311 3 3 01208 01326 3 3

教授 01164 01212 3 01 201 01260 3 3 01 178 01230 3 01208 01270 3 3

副教授 01174 01220 3 01 191 01242 3 3 01 181 01 230 3 3 01199 01252 3 3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023 01034 01 015 01 022 01 018 01027 01016 01023

工商管理 - 01 077 - 01114 3 - 01095 - 01141 3 3 - 01 082 - 01 123 3 3 - 01094 - 01141 3 3

基金资助额 01001 01053 01 001 01 059 01 001 01043 01001 01054

作者团队人数 01025 01 565 3 3 3 01 025 01548 3 3 3 01 026 01 569 3 3 3 01025 01554 3 3 3

经验 01001 01029 01 001 01 018 01 001 01024 01000 01012

研究 1 型 01 099 01 147 01038 01056

研究 2 型 01 150 01 224 01102 01152

研教型 01 145 01 192 01125 01165 3

学科声誉 01 009 01070 01012 01086

R2 01462 01 480 01 467 01483

Adjusted R2 01435 01 446 01 437 01447

F 171109 141 250 151897 131 398

Si g1 01000 01 000 01 000 01000

　　注 :“3 3 3 ”表示 P < 0101 ,“3 3 ”表示 P < 01 05 ,“3 ”表示 P < 011。

表 2 　高校教师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论文质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B Beta B Beta B Beta B Beta

常数项 - 01 248 - 01539 - 01 762 - 01754

男 - 01 048 - 01053 - 01051 - 01055 - 01 036 - 01 039 - 01039 - 01043

年龄 01024 01621 01 029 01 747 01 030 01786 01030 01792

年龄平方 01000 - 01665 01 000 - 01768 01 000 - 01 786 01000 - 01793

教授博导 01147 01223 01 166 01 252 01 174 01264 3 01176 01266 3

教授 01058 01073 01 104 01 130 01 116 01145 01121 01152

副教授 01137 01168 01 146 01 180 01 168 01206 3 01165 01203 3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074 01107 01 044 01 063 01 053 01076 01047 01067

工商管理 01034 01049 01 003 01 005 01 011 01016 01004 01006

基金资助额 01001 01059 01 001 01 029 01 000 01016 01000 01017

作者团队人数 01024 01 515 3 3 3 01 024 01507 3 3 3 01 024 01 528 3 3 3 01024 01520 3 3 3

经验 - 01 001 - 01022 - 01001 - 01025 - 01 001 - 01 042 - 01001 - 01040

研究 1 型 01 255 01366 3 3 3 01103 01148

研究 2 型 01 210 01303 3 3 3 01091 01131

研教型 01 105 01 135 01055 01070

学科声誉 01 038 01 278 3 3 3 01029 01208 3 3

R2 01344 01 401 01 414 01418

Adjusted R2 01311 01 362 01 382 01377

F 101430 101 315 121838 101 295

Si g1 01000 01 000 01 000 01000

　　注 :“3 3 3 ”表示 P < 0101 ;“3 3 ”表示 P < 01 05 ;“3 ”表示 P < 011。

621

技术经济 　　　　　　　　　　　　　　　　　　　　　　　　　　　　　　　　　　　　　　第 27 卷 　第 10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 ,我们主要发现 :

1)高校学科声誉对高校教师基金项目论文产出

数量没有显著影响 ,而对论文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这可能是由目前我国的科研绩效考核和激励机

制造成的。当下很多高校的科研激励措施和基金资

助项目产出评价都是以教师的科研成果产出量为考

核标准来进行量化考核 ,并将考核结果与个人利益

直接挂钩 ,而科研成果的质量究竟如何、其是否具有

创新性和影响力 ,则不被详细考核 ,于是就造成了很

多高校教师在科研上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

2)基金资助金额对高校教师基金论文产出数量

和论文质量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 ,这并不表明基

金投入与教师的科技产出没有关系 ,而只是说明基

金投入对教师的短期科技产出没有显著影响。这与

孟浩等[14 ]的研究结果相似 ———他们的研究表明 ,自

然科学基金投入对科技论文产出的长期作用更为显

著。

5 　结论

本文以我国高等院校 200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资助的 232 个项目的主持人为样

本 ,对高校教师所在学校所属学科声誉与教师本人

科技论文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

明 ,教师所在高校所属学科声誉对教师基金项目论

文的产出数量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论文质量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此实证结果的管理涵义是 :如果基金

资助的目标是论文产出量最大化 ,则对处于不同学

科水平的高校应该给予普遍资助 ;但如果基金资助

的目标是为了提升科技论文的质量 ,则资助应向学

科声誉好的高校倾斜。

本文研究也存在不足。由于本文研究所用样本

仅限于 200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立

项项目的主持人 ,而不是针对全国各学部高校教师

的大规模随机抽样样本 ,因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

具有普遍性 ;另外 ,本文研究尚没有加入时间因素 ,

即没有分析学科声誉与教师本人科技论文产出之间

的动态影响关系。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从跨

学部的角度进行 ,或采用面板数据来研究随时间变

化的高校声誉对于高校或高校教师的科技论文产出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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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Impact of Discipline Prestige on Scientif ic Paper

Output of University Faculty

Yuan Changhong ,Wang Xuanju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sample of 232 university teachers acquiring t he approval of funding f rom Management Science Depart ment of NSFC in

2002 ,t 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 he impact of discipline prestige on t he output of scientific paper of university faculty1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 discipline prestige have not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 he quantity of scientific paper funded by NSFC of university faculty ,but t here exist s a sig2
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 he discipline prestige and t he cited f requency of paper1 Finally ,it indicates t he management connotation of

t he above result s1

Key words : university ; discipline prestige ; scientific output

会讯

由中国科协、中国工程院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08 年促进中部崛起专家论坛”拟于 2008 年

10 月中旬在合肥举行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为论坛协办单位。论坛将围绕党中央、国务院促进中部崛起的

战略部署和区域发展规划 ,针对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 ,开展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区的

学术研讨 ,以汇集各方面专家学者的观点 ,为促进中部跨越式发展建言献策。

论坛主题是 :科技创新 ,支撑发展。

论文征集内容 :1、科技创新主体研究 ;2、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3、科技创新投入与投融资体系建设。

所征集、推荐的学术论文经学术委员会评审、录用后将公开出版。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已推荐专家参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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