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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查询和统计功能的有效实现，是以数据的准确、规范为基础，笔者从数据

结构和数据内容两个角度详细分析 CSSCI 的数据质量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 CSSCI 进一步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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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下简称 CSSCI) 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引文数据库，用来检

索中文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领 域 的 论 文 收 录 和 被 引 用 情

况
［1］。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的重

要工具，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成果量化统计和评价工

具的空 白，具 有 重 要 的 科 学 价 值 和 实 际 应 用 价 值。
CSSCI 查询和统计功能的有效实现，是以结构合理、著
录准确规范的数据为基础，而笔者最近在利用 CSSCI
统计分析数字图书馆主题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来自

CSSCI 的数据存在诸多质量问题，这些问题可大致分

为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

1 CSSCI 数据结构存在的问题

1． 1 年份数据结构问题 很多数据挖掘工作不能

直接在 CSSCI 检索主界面实现，研究人员常需将检出

记录详情下载后按字段类别进行拆分、连接、归并等处

理，以达 到 特 定 统 计 分 析 目 的。但 笔 者 对 比 1998 －
2010 的来源文献库下载数据结构，发现各年代库提供

的记录结构差异极大，字段个数不等，名称不统一，甚

至个别字段名称都弄错。1998－2010 各年代来源库的

检索结果下载数据结构详见表 1。
从表 1 可看出，不同年代来源库下载记录结构存

在以下问题:

a． 不同年代记录的字段数不同。2009 提供的记

录多达 19 个字段，其他年代字段数在 15－18 间无规律

的变动，记录结构不统一导致的结果是研究者不能把

各个年代下载数据合并在一起统一进行格式转换处

理，如果有多年数据要处理，只能先按年代把相同年份

的下载数据( txt 文档) 合并在一起单独进行格式转换，

然后分别从每年的数据中抽取所需字段，导致工作效

率大大降低。
b． 字段名称不统一。比如同是著录来源文献篇名

的字段，在 2002－2004 和 2008 中的字段名是“来源文

献”，其他年份则叫“来源篇名”; 同是存放文章分类号

的字段，在 1999 和 2010 中的字段名是“期刊代码”，其

他年份叫“中图类号”，而我们平常理解的“期刊代码”
是指期刊的 CN 号或 ISSN 号，2009 年数据竟把该字段

名误为“中途类号”，显然是录入字段名时用拼音输入

法产生的失误。在同一检索系统中，相同字段相同名

称应是最基本的规范要求。
c． 字段名称指代不清。比如“标引词”这一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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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来源库各年代下载记录的字段构成

年代 记录的字段构成 字段数

1998
文件序号、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学科分类、第一作者、中图类

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
15

1999
文件序号、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学科分类、第一作者、期刊代

码、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
15

2000
文件序号、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地区、学科分类、第一作者、

中图类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
16

2001
文件序号、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学科分类、第一作者、中图类

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
15

2002
文件序号、来源文献、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学科分类、第一作者、中图类

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
15

2003
文件序号、来源文献、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学科分类、第一作者、中图类

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
15

2004
文件序号、来源文献、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学科分类、第一作者、中图类

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
15

2005
文件序号、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地区、学科分类、第一作者、

中图类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学位分类、基金类别、参考文献
18

2006
文件序号、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地区、学科分类、第一作者、

中图类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基金类别、参考文献
17

2007
文件序号、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学科分类、第一作者、中图类

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
15

2008
文件序号、来源文献、英文篇名、来源作者、作者姓名拼音、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学科分类、第

一作者、中图类号、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
16

2009
文件序号、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地区、学科分类、第一作者、

中途类号、年代卷期、标引词、标志、学位分类、基金类别、参考文献
19

2010
文件序号、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作者姓名拼音、文章类型、基金、期刊、第一机构、机构名称、学科分类、第

一作者、期刊代码、年代卷期、标引词、基金类别、参考文献
17

名，常说的“标引词”是指用来标识文献内容的确切的

检索标识，主要包括分类号、标题词、叙词、关键词、人

名、地名等，而表中的“标引词”实际指的是论文关键

词，建议该字段名直接用“关键词”; “地区”字段内容

对应的是地区行政代码，并非地区名称，建议该字段名

称改为“行政地区代码”;“年代卷期”字段内容还包括

了文章在期刊的页码信息，应改为“年代卷期页码”，使

其指代更准确。2009 年的下载数据中增加的“标志”
字段也指代不清，笔者经多方考证，均不知该“标志”指

的什么标志，也不知它对信息检索或科研评价有什么

用处?

1． 2 “显示”和“下载”记录格式问题 在来源文献

的检索结果界面，使用者可以通过点击“显示”和“下

载”两种方式获取选中检索结果的详细信息，点击“显

示”将会在新开的窗口中罗列选中记录的 12 个字段内

容( 详见表 2) ，每个年代记录点击“显示”都展示相同

结构数据; 而 点 击“下 载”得 到 TXT 文 件，不 同 年 度

TXT 文件中记录的字段数各不相同( 如表 1 所示) ，并

且字段名与“显示”结果也不一致。表 2 以点击“显

示”所展示的字段为基础，罗列出“下载”数据中的对

应字段名称。CSSCI 来源库在“显示”和“下载”两处

展示相同记录详情时所用字段名差异较大，统计的 12
个字段就有 8 个字段所用名称不一致，常让使用者无

所适从。
1． 3 检索入口名称问题 CSSCI 的来源文献库和

被引文献库的检索界面提供多个检索入口，每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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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显示”和“下载”记录结构对比

“显示”记录

字段名

篇

名

英文

篇名
作者

作者

机构

文献

类型

学科

类别

中图

类号

基金

项目

来源

期刊

年代

卷期

关键

词

参考

文献

对应“下载”记录字

段名

来 源 篇

名

英 文 篇

名

来 源 作

者

机 构 名

称

文 章 类

型

学 科 分

类

中 图 类

号
基金 期刊

年 代 卷

期
标引词

参 考 文

献

名称是否一致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表 3 检索入口名称与对应下载数据的字段名对比

来源检索

入口名称

学科

类别

学位

分类

文献

类型
作者

作者

机构

作者

地区

期刊

名称

年代

卷期

基金

类别

基金

细节

对应下载数据字段名 学科分类 学位分类 文章类型 来源作者 机构名称 地区 期刊 年代卷期 基金类别 基金

名称是否一致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引文检索入口名称
被引文献

作者

被引文献

期刊

被引文献

类型

被引文献

篇名( 词)

被引文献

年代

被引文献

细节

对应下载数据字段名
被引文献

作者

被引文献

期刊
文献类型

被引文献

篇名

被引期刊

年代

被引文献

出处

名称是否一致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检索入口对应的是数据库记录中一个特定字段。而我

们下载的检索结果记录也是由数据库中对应文献记录

的多个字段组成。如果两处都对应的是相同字段，它

们所用字段名称也应该相同，才便于理解使用，但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表 3 把检索入口名称和下载数据中的

对应字段名称列表对比。
从表 3 可知，10 个来源检索入口名称就有 7 个与

下载数据的对应字段名称不统一，虽然他们指向的是

同一字段内容，但表达形式各异。CSSCI 被引文献检

索界面提供 6 个检索入口，其中有 4 个入口名称与对

应下载数据字段名称不统一，其中检索入口“被引文

献细节”字段名指代不清，对应的下载数据字段名“被

引文献出处”表达也不准确。令人欣慰的是，CSSCI 在

检索结果页面提供二次检索入口，可以对初次检出结

果进行再次检索，二次检索入口的字段名与下载数据

的字段名完全一致，系统在这个两个地方的对应工作

做得很好。

2 CSSCI 数据内容存在的问题

CSSCI 数据结构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或减

少字段、规范字段名称等方式统一调整，修改校对工作

量相对不大。而最影响 CSSCI 使用效果，问题最多的

是 CSSCI 各个数据库中记录字段内容的差错，它们将

直接影响到查询和统计评价结果。
2． 1 公共代码字典库的数据错误 CSSCI 设计公

共代码字典主要用来存放系统中使用到的一些代码型

数据。这些数据类型多，均自成一体，如，地区代码、机
构类别、文章类型等

［2］。笔者利用 CSSCI 统计重庆地

区 2001－2004 的发文量，在“作者地区”检索入口输入

“重庆”进行检索，找到结果为 0 ( 显然与事实不符) ，

系统返回的检索结果提示为“没有符合您的检索记

录! 请重 新 检 索! LY01，LY02，LY03，LY04，: DQ =

5102 $”，从提示中的“DQ = 5102”可以分析出 CSSCI
的地区代码字典库把重庆的地区代码映射为 5102; 笔

者返回检索界面，把检索词“重庆”换成“四川”，点击

检索，系统返回的检索结果提示为“命中结果 8282 篇，

检索表达式: LY01，LY02，LY03，LY04，: DQ = 51 $ ”，

同样分析可知，CSSCI 的地区代码库中“四川”对应的

代码是 51; 对比两地的地区代码可知，在 CSSCI 的地

区代码表中，重庆还是四川下面的一个二级城市，而重

庆 1997 年就已经成为直辖市，笔者再查询国家统计局

的行政区划代码表，重庆是 50 万，四川是 51 万，这说

明 CSSCI 的地区代码库用的是老古董数据，并且一直

未对该库数据进行更新维护，这样会导致 CSSCI 的地

区发文量统计排名严重失真。由于时间精力限制，笔

者并未对其他行政地区代码和其他代码字典库进行核

对，不知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
2． 2 来源库的字段内容问题 来源库记录全为期

刊论文，字段内容相对比较规范，不过还有以下问题需

要注意。
a． 部分年代的“文章类型”字段数据为空。笔者

对 1998－2010 的下载数据进行逐年分析，发现 2001－
2004 的下载数据中“文章类型”字段为空，即系统未著

录该字段内容。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法分别统计

2001－2004 年收录的来源文献中“论文、综述、评论、传
记资料、报告”的数量和比例，如果检索这 4 年的数据

时限定了具体的“文献类型”，找到的结果将为 0，导致

相关统计结果严重失真。
b． 来源库的“机构名称”字段著录不规范。该字

段完整规范的著录应是: “机构名称+部门名称，邮政

编码”，如有合著机构，则用斜杠“/”连接，类似“承德

医学 院 图 书 馆，067000 /桂 林 理 工 大 学 图 书 馆，

541004”，其中的“承德医学院”为机构名称，“图书馆”
是部门名称。但在来源库中“机构名称”字段著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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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样，有著录齐全的，有只著录机构名的，有只著录

机构和部门名，有只著录机构和邮编的，很不利于研究

人员对机构和部门数据的准确抽取和统计分析。建议

把“机构名称”拆分为三个字段，分别是“机构名称”、
“部门名称”、“邮政编码”，或在“机构名称”字段下面

设置对应的三个子字段，若某子字段无内容，则用特定

符号占位，以便于数据的规范录入和准确提取。机构

名称字段的严格规范既有利于机构发文的准确统计，

同时也有助于同名作者的区分，把作者名和机构名连

在一起进行分类汇总，基本上就可以区分出同名作者

情况，所以说机构名的规范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在来源库中还存在不少记录的“文献

出处”、“学科分类”、“英文篇名”等字段出现著录不准

确、不规范甚至未著录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 CSSCI 的查询和统计结果。
2． 3 引文库的字段内容问题 引文数据库的记录

结构虽比来源库简单得多，但由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

领域中的学术规范性和社科期刊的标准化水平不高，

导致社会科学期刊的参考文献著录很不规范
［3］，再加

上 CSSCI 数据录入的差错，进一步导致 CSSCI 引文库

字段内容差错百出。
a． 字段内容著录格式不统一。比如“被引文献出

处”字段，当检索张晓娟的文章《论数字图书馆》，发现

原本同一来源的文章，“被引文献出处”却有 3 种不同

标注，1998 年的引文库中标为“( 1) : 3，1996”、1999 年

的标为“1996 ( 1 ) : 2—7”、2001 －2004 的均标为“1996
( 1) ”。笔者追溯各来源文献中对该引文的著录，均标

注为“1996( 1) : 2—7”，说明该问题的出现并非由于原

刊标注不规范引起，而是 CSSCI 著录该字段的标准频

繁变化或数据录入人员未严格执行著录标准造成的。
b． 字段内容的文字和标点符号录入差错。笔者在

利用 CSSCI 进行某主题高频被引文献统计分析的过

程中发现，原本同一篇文献，因为文献标题、作者、年代

等字段著录的差错，在计算单篇文献累计被引频次时

却被识别成多篇不同的文献，导致该文章的累计被引

频次大大降低。“被引文献篇名”字段最长，该字段出

错的情况也最多，常见错误包括文献标题出现多字、少
字、错字、文字顺序排错、增加或减少标点符号、中英文

标点颠倒、半全角符号数字颠倒、空格增减等。表 4 列

出 CSSCI 引文库中找到的标题字段的一些常见错误，

经核实表中的每组文献均指代的是同一篇被引文献，

其中第一篇的内容表述是准确的。
表 4 仅列举了标题字段内容的部分出错情况，同

样，作者字段中错漏也不少，比如同一作者“姚晓霞”
有著录成“姚晚霞”的，“肖珑”有著录成“肖笼”的，译

文文献中有的记录只著录译者，有的译者和原作者均

著录，有的著录原作者中文译名，有的著录原作者外文

名，而原作者外文名又出现不同的缩写方式，中文翻译

名也不统一等。“被引文献出处”字段的年代、卷期、
页码数据也有出错情况，剩下的其他几个字段出错情

况相对较少，刊名字段最规范。
表 4 被引文献标题字段出错情况例举

被引文献标题字段 出错情况

“数字化陷阱”与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陷阱”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第 二 篇 漏 掉

“与”字

21 世纪图书馆发展的方向———数字图书馆 21 世纪图

书馆发展的趋势———数字图书馆

“方向”误录为

“趋势”

IBM 数字图书馆中图像的处理与加工 IBM 数字图书馆

中的图像处理与加工

第二篇“的”字

位置不对

J2EE 和． NET 的比较———构建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的

思考 J2EE 和 NET 的比较———构建数字图书馆系统平

台的思考

第二篇漏“．”

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实现数字图书馆: 原理与技

术实现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实现

第 二 篇 把

“———” 误 作

“:”，第三篇漏

掉“———”
21 世纪数字图书馆联盟: 香港 JULAC ( 大学图书馆长

联席会) 实例 21 世纪数字图书馆联盟: 香港 JULAC( 大

学图书馆长联席会) 实例

第二 篇 把 半 角

“( ) ”录为全角

3 改进建议

CSSCI 查询和统计分析功能的有效实现，数据库

记录结构合理，字段内容著录准确、规范是基本前提，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第一，完善建库工作的标准和规范，并在工作中遵

循统一的标准、规范; 加强数据录入和校对人员的培

训，强化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上面提到的许多问题

并非技术难题，而是意识是否到位，责任是否落实，有

无规矩可依的问题。
第二，统一“检索入口”、“下载”数据、“显示”数

据及“二次检索入口”的字段名称，规范每个字段的具

体名称，使其指代清楚，表意准确，如“标引词”改为

“关键词”，“期刊代码”改为“中图类号”，“地区”改为

“行政区划代码”等。同时，在 CSSCI 主页显著位置提

供帮助链接，对系统各个字段含义进行说明，帮助使用

者了解数据结构。统一各年代来源库下载记录的字段

个数，如果新的数据要增加字段，以前年代的数据至少

也要先增加一个相同的空字段，以保持数据结构的一

致，并尽快回溯补充相应字段内容。
第三，定期维护和更新代公共代码字典库数据，避

免文中提到的类似错误。
第四，题名和作者等难以建立字典库的字段严格

(下转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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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只有线性评价值反映了“可实现的极大值目

标” 在线性评价结果中，满分 100 是一种可实现的极

大值目标。如果评价结果极大值是 100，说明排名第

一的评价对象各项指标都排在第一，达到最优值; 如果

评价结果极大值不是 100，说明排名第一的评价对象

部分评价指标排在第一，部分评价指标没有排在第一，

但是有其它评价对象这些指标排在第一。总体上可以

说，所有评价指标的极大值都有评价对象曾经达到过，

或者说，排名第一的评价对象得分与满分 100 的差距

相当于暂时的绝对差距，这种差距客观上是可以通过

努力达到的，不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满分

100 是一种可实现的极大值目标。
对于非线性评价结果而言，最好的评价对象都标

准化为满分 100，因此评价结果并没有反映出某种绝

对目标，即使对最好的评价对象也是如此。因此，从这

个角度讲，线性评价结果比非线性评价结果提供的信

息要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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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双轨录入制度，在双轨录入的基础上再进行软件

和人工纠错。从目前统计情况来看，CSSCI 现行采取

的单轨输入加数据校对机制还未能把数据出错率保持

在较低水平，数据质量无小事，并非是“许多差异对于

数据的质量是无关紧要的 ( 如符号、数字和空格的半

角与角，西文的大小写等) ”［4］。在数据库中可能就因

为一个小的符号差异导致原本该是相同文献却被系统

识别成不同文献，原本该是命中的检索结果而实际却

未被检出，影响查询和统计评价结果客观准确。

4 结 语

如果数据质量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检索项的

查全率和查准率，从而造成统计数据偏差，严重影响评

价结果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为保证数据质量，CSSCI
研制中心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要有强烈的责任意

识，把好结构设计和数据录入的各道关口。但很多数

据质量问题是由于原作者和原期刊标注错误造成的，

所以单靠 CSSCI 研制中心一家是难以圆满解决问题，

还需国家新闻出版署、各学科学会、期刊研究会、广大

社科研究人员以及期刊编辑人员都采取措施，增强标

准化和规范化意识，严格执行《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

则》( GB7714－87 ) 和国际文献著录规则，严格按要求

列出参考文献及其各项著录信息，尽快改善和提高我

国社科期刊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5］。同时，CSSCI

在调整来源刊时可考虑加重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程度的

考察权重，以督促期刊标注规范化。相比国外的 SCI
和 SSCI，CSSCI 还算是一个新生事物，本文不是要对

它求全责备，而是想提出问题引起大家对它的关注，促

进它不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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