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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成控制法的选题指南和学术期刊影响力 
关联的量化实证

王晓慧  韩蓓蓓

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大连  116029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选题策划是影响学术期刊质量的重要因素，发布选题指南是学术期刊为提高选题策划透明度、明

确征稿范围和提高来稿质量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对选题指南与学术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关联进行量化研究不仅可以对

选题指南的制定和发布提供参考，也能为期刊提升选题策划质量提供借鉴。[ 方法 / 过程 ] 选取发布过选题指南的期刊

作为实验对象，选题指南可被视为期刊加强自身建设的一种政策干预，利用合成控制法来研究其发布后的效果；使用

Stata 软件分别对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发布选题指南前后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的变化进行量化分析，并进行有效性和

稳健性检验。[ 结果 / 结论 ] 研究发现选题指南与期刊影响力具有一定关联，且高质量的选题指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

高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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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opic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opic guidelin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aken by academic journals t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topic planning 

and clarify the scope of the call for paper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bmissions.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opic guidelines and the impact of academic journals will not onl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opic 

guidelines, but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journal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topic planning. [Methods/Processes]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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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ave published selection guideline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policy intervention for journals to strengthen themselves,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e experiment.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was used to study their effects after public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compound impact factors of journ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selection guidelines for core and non-core 

journals were quantified and tested for validity and robustness using Stata software, respectively. [Results/Conclu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opic guidelines and journal impact, and that high-quality topic guidelines could, to a 

certain extent, increase the academic impact of academic journals.

Keywords: Selection guidelines;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academic journals; journal impact

引言

作为科研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学

术期刊的影响力一直是学界及期刊界关注重点。

为提升影响力，学术期刊往往倾向于跟随某一

特定或权威期刊评价方法采取简单、直接的措

施，诸如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评价体系中有关引用率的计算方法，众多期刊

直接通过降低期刊发文总量的方式来实现期刊

引用率提升的效果。此类措施虽然在提升期刊

的评价分值方面具有立竿见影之效，但从核心

期刊存在的根本——优秀的文章质量而言，降

低发文量之类的行为并不会对提升期刊论文质

量形成建设性帮助。从期刊的角度，给予学术

论文创作者具体的、可执行的指导性建议，从

而推动优秀研究成果的形成，或是提升期刊影

响力的根本途径。为此，有学者认为期刊有必

要开展选题策划并为学者定期提供选题指南 [1-3]。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针对期刊选题策划的必要

性、提升选题质量的路径等内容开展了研究，

但关于选题指南在实践中是否有助于期刊影响

力的提升以及选题指南本身的质量如何作用于

期刊影响力等方面的研究却较为薄弱。鉴于此，

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对选题指南的实施效果展

开定量研究，并为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提升提供

些许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合成控制法

选题指南可被视为期刊加强自身建设的一

种政策干预，其实施效果可以通过期刊的学术

影响力的变化来体现，选题指南对期刊学术影

响力的作用效果可以利用政策效果评价的方法

进行量化评估 [4]。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通常采用

断点回归法、双重差分法、双重倾向得分匹配

法等方法来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但这些方法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内生性和选择偏差的问

题 [5]。因此，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期刊数据的

特点，对于选题指南实施效果的评估可以采用

在双重差分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参数

方法——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

od，SCM）来进行研究。

合成控制法是由 Abadie 等 [6] 于 2003 年所

提出的一种评估政策执行效果的方法，该方法

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将研究对象划分为直接受

某政策影响的实验组以及不受该政策影响的控

制组，然后通过对控制组赋予多个不同权重构

建出一组虚拟控制组，并对实验组的实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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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构造的虚拟控制组的观察结果进行比较

研究，其差量即为政策效果。合成控制法的优

势在于通过数据特征来确定虚拟控制组的最优

权重并构造出反事实状态，可以明确地展示实

验组和虚拟政策实施之前的控制组之间的相似

程度，避免了因主观选择偏误而引起的内生性

问题 [5]。近年来，合成控制法在经济学等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 [7]，其中图情档领域的学者利用

合成控制法对图书馆条例 [8]、数据公开 [4] 等政

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分析。

1.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为全面深入地分析选题指南对期刊学术影

响力的作用，本文以图情档学科的学术期刊

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学术期刊的质量、学术

贡献和学术影响力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核心期

刊与非核心期刊，其中核心期刊更为注重在选

题和选稿的质量把控，而部分非核心期刊或存

在选题不精良、选稿混乱等问题。因此，分别

针对核心期刊（来自《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

和非核心期刊进行研究。本次研究将图情档学

科中最早发布选题指南的核心期刊 A 作为研究

对象，并将未发布过选题指南的 11 种图情档核

心期刊作为控制组（分别以数字“1-11”对这

11 种期刊进行依次编号）；非核心期刊的研究

对象为 2017 年开始发布选题指南的非核心期刊

B，同时选择未发布过选题指南且影响因子等特

征与期刊 B 实力相当的 11 种非核心期刊作为控

制组（以“12-22”为编号）。

为有效衡量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将学

术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作为被解释变量。复合

影响因子是指被评价期刊前 2 年的可被引文献

在统计年的被引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 2 年发表

的文献总量之比，复合影响因子统计了期刊、

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是反映期刊近期学术影

响力的重要指标 [9]。基于学术期刊的特点，选

择发文周期、刊龄和年载文量作为预测变量。

为提高拟合度和分析结果的准确度，根据研究

对象的具体情况，将核心期刊 2009 年和 2014

年的复合影响因子作为预测变量，非核心期刊

的 2012 年和 2016 年的期刊复合影响因子作为

预测变量。为减小随时间变化其他因素对期刊

复合影响因子的影响，从而明晰选题指南的实

施效果，本文以发布选题指南后两年作为实施

效果的检测时间段。研究数据来自于中国引文

数据库中 2009—2017 年核心期刊数据和 2009—

2019 年非核心期刊数据。

2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实施

2.1　实施过程及结果

针对核心期刊 A 进行研究，使用 Stata15

软件中的 Synth 程序包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对

象由真实期刊 A 和虚拟的合成期刊 A 构成，1-11

号期刊为控制组，通过 Stata15 软件赋予其中某

些期刊权重后组合的方法来构建合成期刊 A。

构建的标准是合成期刊 A 在 2015 年发布选题

指南的基本情况与期刊 A 的真实情况趋于一致，

赋予权重的标准是将发布选题指南之前期刊 A

和合成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的均方预测误差

最小化。利用 Stata15 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一个

由期刊 2、期刊 3、期刊 5 和期刊 11 所组成的

合成期刊 A，具体权重组合如表 1 所示。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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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核心期刊合成控制组的权重组合

样本期刊编号 2 3 5 11

权重 0.228 0.098 0.438 0.236

在表 1 的权重组合下，即可计算合成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在样本期间的演化过程。使

用 Synth 的程序包对模型进行分析，得出期刊

A 和合成期刊 A 在 2015 年之前的预测变量的情

况，通过对比，可以对该期刊 A 和合成期刊 A

在发布选题指南之前的情况的拟合程度进行分

析，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合成期刊 A 在

刊龄、发文周期、年载文量和复合影响因子等

方面均与真实期刊 A 的数据所差无几，这说明

真实期刊 A 和合成期刊 A 的拟合程度高。

表 2  预测变量拟合与对比

预测变量 真实期刊A 合成期刊A

刊龄 29.500 29.496

发文周期 303.000 303.554

年载文量 30.000 31.920

2009年复合影响因子 1.049 1.049

2014年复合影响因子 1.188 1.188

基于真实期刊 A 和合成期刊 A 较好的拟合

效果，利用 Stata15 软件对真实期刊 A 和合成

期刊 A 在 2009—2017 年期间的复合影响因子

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分析结果由图 1 所示。

由图 1（a）可知，真实期刊 A 和合成期刊 A 在

2015 年发布选题指南之前的复合影响因子的轨

迹大致重合，这也证明了采用合成控制法可以

对 2015 年之前复合影响因子的变化情况进行较

为精准地拟合。

2015 年发布选题指南以后，真实期刊 A 和

合成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发生显著变化。具

体来说，2015—2017 年期间，真实期刊 A 的复

合影响因子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合成期刊 A 的

复合影响因子虽然也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趋

势较为缓慢，与真实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有

较大差距。为了更直观地对比真实期刊 A 和合

成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在 2015 年之后的差

距，对 2009—2017 年真实期刊 A 和合成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之间的差距变化进行了分析，

结果如图 1（a）所示。由图 1（b）可知，真实

期刊 A 和合成期刊 A 在 2009—2014 年间的复合

影响因子的差距在 0 附近上下波动。2015 年发

布选题指南后，真实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和

合成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间的差距逐渐增加，

两者的复合影响因子的差距在 2017 年达到最大

值，且为正值。因此，可以认为期刊 A 在 2015

年所发布的选题指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期刊

A 在 2015—2017 年期间的复合影响因子，期刊

A的选题指南与该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存在关联。

                                           (a) 2009—2017年期间真实期刊A与                       (b) 2009—2017年期间真实期刊A与 
                                                     合成期刊A的复合影响因子                                合成期刊A的复合影响因子差距

图 1  2009—2017 年期间真实期刊 A 与合成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及其差距

QUANTITATIVE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LECTION GUIDELIN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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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同的方法对非核心期刊 B 进行研究，

研究对象由真实期刊 B 和合成期刊 B 构成，其

中控制组期刊为 12-22 号期刊。根据 Stata15 的

数据分析结果，得出一个由期刊 13 期刊 14 所

组成的合成期刊 B，表 3 是这 2 种期刊所合成

的合成期刊 B 的权重组合。

表 3  非核心期刊合成控制组的权重组合

样本期刊编号 13 14

权重 0.311 0.689

表 4  预测变量拟合与对比

预测变量 真实期刊B 合成期刊B

刊龄 33.500 30.476

发文周期 567.250 413.181

年载文量 30.000 39.330

2012年复合影响因子 0.435 0.433

2016年复合影响因子 0.558 0.533

同样使用Synth的程序包对模型进行分析，

得出真实期刊 B 和合成期刊 B（期刊 B 的虚拟

期刊）在 2017 年之前的预测变量的数值，可以

对该期刊和合成期刊 B 在发布选题指南之前的

情况的拟合程度进行分析，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知，合成期刊 B 在刊龄、发文周期、年载

文量和复合影响因子等方面均与真实期刊 B 的

数据相差不大，这说明真实期刊 B 和合成期刊

B 的拟合程度高。

利用 Stata15 软件对真实期刊 B 和合成期

刊 B 在 2009—2019 年期间的复合影响因子的

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分析结果由图 2 所示。由

图 2（a）可知，真实期刊 B 和合成期刊 B 在

2017 年发布选题指南之前的复合影响因子的轨

迹大致重合，这证明了采用合成控制法可以对

2017 年前复合影响因子的变化情况进行较为精

准地拟合。2017 年发布选题指南以后，真实期

刊B和合成期刊B的复合影响因子发生了变化，

真实期刊 B 的复合影响因子逐渐升高，合成期

刊 B 的复合影响因子增长后持平，且两者间的

差距逐渐增大。图 2（b）显示了 2009—2019

年期间真实期刊 B 与合成期刊 B 的复合影响因

子之间差距的变化情况，由图 2（b）可知，真

实期刊 B 和合成期刊 B 的复合影响因子之间的

差距在 2017 年发布选题指南后呈现出逐渐增大

的趋势。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非核心期刊 B 发

布选题指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非核心期刊 B

的复合影响因子，且选题指南的实施效果随着

时间的变化而增强。

                                    (a) 2009—2019年期间真实期刊B与                                         (b) 2009—2019年期间真实期刊B与 
                                            合成期刊B的复合影响因子                                                 合成期刊B的复合影响因子差距

图 2  2009—2019 年期间真实期刊 B 与合成期刊 B 的复合影响因子及其差距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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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效性检验

借鉴 Abadie 等 [6] 提出类似于虚假实验

（Falsification Test）的安慰剂检验方法（Placebo 

Test）对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稳健性检

验的基本思路是选择一个没有发布过选题指南

的期刊进行同样的分析，如果发现该期刊的实

际复合影响因子和该期刊合成的复合影响因子

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就表明利用合成控制法并

不能得到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选题指南

对期刊影响力的影响。根据该稳健性检验的基

本思路，对核心期刊进行研究，选择控制组（期

刊 1-11）内的两种期刊作为检验对象：一个是

合成期刊 A 中权重占比最大的期刊 5，权重最

大的期刊 5 是与期刊 A 相似性最高的期刊；另

一个是权重为 0 的期刊——期刊 7，没有权重

意味着该期刊在各种影响因素上与期刊 A 存在

差距。利用 Stata15 软件构建这两个期刊的处置

组，并对实施选题指南前后期刊真实复合影响

因子和合成后复合影响因子的情况进行对比。

对期刊 5 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3（a）

所示。由图 3（a）可知，期刊 5 在假定 2015 年

发布选题指南的前后真实复合影响因子和合成

后的复合影响因子的走势基本相同，变动幅度

相对较小。图 3（b）显示了期刊 7 的检验结果，

期刊 7 的真实复合影响因子和合成后的影响因

子基本无变化。根据期刊5和期刊7的检验结果，

可见期刊 5 和期刊 7 在拟合实施选题指南前后

并没有发生突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选

题指南对核心期刊 A 的复合影响因子产生了影

响，而不是其他的偶然因素。

                                            (a) 期刊5检验结果                                                                             (b) 期刊7检验结果

图 3  核心期刊检验结果

运用与核心期刊一致的检验思路和方法，

选择非核心期刊的控制组内（期刊 12-22）权重

最大的期刊 14 和权重为 0 的期刊 12 作为检验

对象，利用 Stata 软件对假定实施选题指南前后

期刊真实复合影响因子和合成后复合影响因子

的情况进行对比。图 4（a）和图 4（b）是期刊

14 和期刊 12 的检验结果，可见期刊 14 和期刊

12 的真实复合影响因子和合成复合影响因子在

假定 2017 年实施选题指南的前后没有发生剧烈

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发布选题指南的确

能够提高非核心期刊 B 的复合影响因子。

2.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论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具

有显著性，利用由 Abadie 等 [6] 与统计中的秩

检验（Rank Test）方法相似的排列检验（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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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tion Test）方法。该检验的基本思路是分

别假设控制组内的期刊都发布了选题指南，

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这些期刊的复合影响因

子，估计其产生的效果，比较实验组期刊和

控制组期刊假设出的效果。如果两者的选题

指南的效果有显著差异，说明选题指南对该

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不

是偶然的。

                                            (a) 期刊14检验结果                                                                             (b) 期刊12检验结果

图 4  非核心期刊检验结果

利用上述研究思路对核心期刊进行检验，

通过程序计算期刊 A 和控制组的 11 种期刊在

2015 年之前平均标准变动程度 [7]，如果平均标

准变动程度较大，意味着检验模型和期刊 A 的

相似性低。因此，剔除了实施选题指南前平均

预测标准变动程度高于检验目标期刊 1 倍的期

刊 8。将期刊 A 和期刊 8 以外的期刊逐一进行

安慰剂检验，并将每个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和

真实影响因子之间的预测误差作为统计量进行

检验，图 5 展示了剔除期刊 8 以后样本组中 11

种期刊（包括期刊 A）的复合影响因子预测误

差的分布。由图 5 可知，2015 年以前期刊 A 的

预测误差与其他期刊的没有较大差距，而期刊

A 在 2015 年发布选题指南后的复合影响因子预

测误差为正值，且大于大部分期刊的复合影响

因子预测误差。因此，如果在这些期刊中随机

抽取一个期刊，要得到与期刊 A 相同预测误差

的概率为 1/11（9.09%），说明发布选题指南对

核心期刊复合影响因子的提高情况在 90.91% 的

置信度上是显著的。

图 5  核心期刊复合影响因子预测误差分布

利用相同的原理和方法对非核心期刊进行

排序检验，图 6 显示了样本组中 12 种期刊（包

括期刊 B）的复合影响因子的预测误差分布。

由图 6 可知，2017 年实施选题指南前，期刊 B

和其他非核心期刊的预测误差没有较大差异，

而 2017 年后，期刊 B 的复合影响因子误测误差

和其他非核心期刊的预测误差差异趋势逐渐显

现，大于大部分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预测误差。

因此，如果在这些期刊中随机抽取一个期刊，

要得到与期刊 B 相同的复合影响因子预测误差，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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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概率为 1/12（8.33%），说明在 91.67% 的置

信度上，发布选题指南对非核心期刊复合影响

因子的提高是显著的。根据上述数据分析结果

可知，期刊 A 和期刊 B 的选题指南分别提升了

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但其置信度有所差异，

因此可以认为期刊发布选题指南有助于提升期

刊学术影响力，但不同质量的选题指南对期刊

影响力的提升效果有所差异。

图 6  非核心期刊复合影响因子预测误差分布

3　结论与启示

不同质量的选题指南对期刊影响力的提升

效果有所差异，选题指南的质量是影响实施效

果的重要因素 [1]。根据上文中的数据可知，期

刊 A 和期刊 B 所发布的选题指南均具有较好的

实施效果，因此对核心期刊 A 和非核心期刊 B

所发布的选题指南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出具

有较高质量的选题指南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具

体来说有以下五点：①时效性。期刊 A 和期刊

B 的选题指南都能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紧

贴社会发展需求，紧跟学术发展动向，有目的、

有针对性地制定选题指南。同时，期刊 A 和期

刊 B 都会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发展情况每

年对选题指南进行更新和调整，保证了选题指

南的时效性。②权威性。期刊 A 和期刊 B 都在

选题指南中说明了相关选题是基于学界和业界

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形成的，因此，期

刊 A 和期刊 B 所发布的选题指南具有较高的权

威性和认可度。③适用性。期刊 A 和期刊 B 都

能根据自身期刊的内容定位、载文量和来稿情

况，有的放矢地制定适合期刊的选题指南。具

体来说，核心期刊 A 的选题不仅涉及到图书馆

理论研究、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管理等图书馆

相关内容，还涉及到情报研究、文献学、数据

管理和信息组织等图情档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

非核心期刊 B 的选题内容主要为图书馆基础理

论、图书馆基础业务、图书馆新技术应用等图

书馆相关内容，并未涉及到情报档案等相关领

域的内容。④可读性。期刊 A 的一级选题数量

为 10 个左右，期刊 B 的一级选题数量为 3~4 个，

期刊 A 和期刊 B 的二级选题均较为详细，每个

一级选题下通常包含 10 个以上的二级选题。期

刊 A 将二级选题名称列出，一目了然；期刊 B

则会对每个一级选题进行详细阐述和说明，并

列出二级选题。期刊 A 和期刊 B 通过分级罗列

和阐述说明等方式增强了选题指南的可读性，

易于研究者阅读理解。⑤传播度。期刊 A 与期

刊 B 采用了期刊（数据库）、官方网站和社交

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博客、微博等）等

多种平台和媒介发布选题指南，增强了选题指

南的传播度。

根据对图情档领域期刊选题指南的分析结

果，有如下启示：①提升选题策划的质量是提

升学术期刊影响力的关键途径，发布选题指南

是传播选题策划内容的重要方式。②选题指南

的质量是影响选题指南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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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刊需要从传播度、权威性、认可度、适

用性以及时效性等角度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提高

选题指南的质量，即期刊可以通过多渠道发布

选题指南，提高选题指南的传播度；为保证选

题指南的权威性和认可度，期刊应积极与学界

和业界的专家进行讨论；选题指南的内容应当

符合期刊自身定位和实际情况，以提升选题指

南的适用性；选题指南是期刊针对当前学术研

究热点和研究重点所制定的，具有一定的时效

性，固定的选题指南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学术

界未来的研究内容和实际需求，选题指南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定期更新和制定。③期刊的选题

策划的方式多样且质量较高，如重大会议稿件

录用、专题约稿等形式，选题指南只是其呈现

选题策划的一种形式。在未公开选题指南期间，

期刊通常也会定期进行选题策划与讨论，并通

过优良的选题策划来提升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

因此，发布选题指南并不是决定期刊质量的决

定性因素，期刊还需努力提高录用稿件的质量，

从实质上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综上所述，对选题指南与学术期刊影响力

之间的关联进行量化研究不仅可以对选题指南

的制定和发布提供参考，也能为期刊提升选题

策划质量提供借鉴。研究发现，选题指南与期

刊影响力具有一定关联，且高质量的选题指南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发布选题指南既可以促使期刊进行优良的选题

策划，也可以使读者和投稿者明确期刊征稿主

题和范围，故发布高质量的选题指南对期刊来

讲能够较为有效地提高期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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