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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与旅游相关的50个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中文核心

期刊数据库、CSSCI数据库和CSCD数据库中检索出2003—
2020年收录的旅游类学术期刊文章，经查重和筛选最终得到

30 005篇旅游学术论文，以此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涉及1143种学

术刊物、4220所机构以及25 853名作者。研究发现：（1）2003—
2020年旅游类论文和刊载论文的学术期刊数量都呈现出较大的

增长，地理学刊物继续保持着显著的优势地位；（2）就机构旅游

学术成果产出和影响力看，陕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安徽师范

大学依旧保持了各自的优势；（3）从高等院校的排行榜上看，并

非综合实力越强的院校旅游科研实力越强；（4）中国科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旅游研究院等3个科研院所在旅游学术研

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5）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已经开启了代际

更替进程；（6）女性学者论文的质量（影响力）比数量贡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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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旅游学术共同体以学术期刊为载体，将专业领

域内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们联系在

一起，强调旅游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共同信念、共同

价值，遵守共同规范。而以学术期刊论文为核心开

展的学术评价是评判学术进展、鉴别学术贡献、规

范学术行为、激发学术创造、推动学术进程的重要

方式。为此，学者们基于学术期刊论文进行文献统

计分析来认识和评估旅游学科研究现状和发展趋

势。在样本选择上，有的学者倾向于选择某种或某

几种旅游类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刊载的旅游论

文进行研究分析[1-4]；有的学者则通过主题词对中国

知网（CNKI）或CSSCI、SSCI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将

所得结果作为研究样本[5-7]。在研究尺度上，有的学

者目的在于探索旅游学科或旅游研究整体发展脉

络或研究态势[1-2,4-6,8]；有的学者则针对某一研究领域

或某一区域，比如体育旅游、遗产旅游、西藏旅游

等[5,9-11]。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以英文学术期刊上发

表的学术论文为对象研究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国

际影响力[7,12-15]。总而言之，这类研究的增加从侧面

反映了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从2013年开始，依托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学术

评价研究基地，本团队已经陆续发表了多篇以中外文

期刊论文为样本的旅游学术评价文章[15-20]。本研究是

前述研究的延续，样本范围增加至 2020年，基本沿

用之前的评价方法，从分值、h指数、g指数等指标①

①分值：若一篇文章中有N个作者，每个作者的得分则为1/N，某一

作者的“分值”即为该作者在其发表的所有文章（样本中涵盖的文章）中

所获得分的累计；若一篇文章有N个作者，某一作者分属于M个机构，则

每个机构得分为 1/MN，其余作者也有分属这一机构的，则将得分相加，

最终某一机构的“分值”即为该机构在其发表的所有文章（样本中涵盖的

文章）中所获得分的累计。

h指数：某评价主体（期刊、作者或机构）在其所有发表（或刊载）的文

章（样本中涵盖的文章）中有h篇文章每篇至少被引用了h次。本文中作

者和机构的h指数计算是采用“分权被引频次”，即依据调和法对不同顺

序的作者进行赋权，权重与该篇文章的被引频次相乘得到每位作者的

“分权被引频次”；而一篇文章中若某作者权重为Ni，且该作者有M个机

构，则该作者所属的每个机构权重均为Ni/M，该篇文章中机构所得权重

乘以文章的被引频次则等于某机构的“分权被引频次”。

g指数：将某评价主体（期刊、作者或机构）所有发表（或刊载）的文章

（样本中涵盖的文章）按被引频次高低排序，并且将排序的序号平方，被

引次数逐次累加，当序号平方等于累计被引次数时，该序号就被定义为g

指数；如果序号平方不能恰好等于而是小于对应的累计被引次数，则最

接近累计被引次数的序号就是g指数。本文中作者和机构的g指数计算

同样采用“分权被引频次”，具体赋权方法与h指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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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期刊、作者、机构进行评价排名。在尽量保持研

究方法一致以利于纵向比较的基础上，修正了以

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力求使评价结果更加

科学。

1 评价方法

本文在检索文献来源、样本筛选标准方面以及

后续的分值、h指数和g指数的计算方法等都与之前

研究保持一致，检索字段在原先 24 个字段的基础

上，保留 2019 版 [20]新增的“生态旅游”“乡村旅游”

“农业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森林旅游”“全

域旅游”“文化旅游”“民俗旅游”“遗产旅游”“智慧

旅游”“特种旅游”“宗教旅游”“红色旅游”“黑色旅

游”“入境旅游”“边境旅游”“大众旅游”“冰雪旅游”

“滑雪旅游”“冬季旅游”“旅行社”“民宿”“房车”“特

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50个检索字段。

研究对 50个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中文核心期刊

数据库、CSSCI 数据库和 CSCD 数据库中进行“题

名”或“关键词”检索（时间跨度为 2003—2020年），

再经过库内和跨库查重，删除发表在增刊、扩展版

及发刊周期短的期刊上的文献，删除会议通知、会

议报道、专访、征稿启事、广告等非学术性文章以及

与旅游关联度不大的文章，最终得到30 005篇旅游

学术论文，以此作为研究样本。与以往不同的是，

在本次学术评价过程中，论文的被引次数数据采用

“八爪鱼”爬虫软件获取，数据更具时效性。同时，

在数据处理上，应用了VBA预处理文件格式和编码

计算，其优势在于可以更加全面准确地进行学者、

机构以及期刊的评价，也为今后学术评价的数据处

理提供了新的方法。

2 总体样本评价

2003—2020 年，我国三大期刊数据库（中国知

网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CSSCI数据库和CSCD数

据库）收录的旅游类论文共计 30 005 篇（图 1），比

2019年版增加了3597篇。本研究对2019年版的数

据进行了修正，删除了少量重复和非核心期刊学术

论文后，得到2003—2018年旅游类学术论文26 408

篇 [20]，增长率为 11.99%；刊载在 1143 种期刊上，比

2019年版增加了131种[20]，增长率为11.46%；涉及机

构共 4220 所，比 2019 年版增加了 602 所 [20]，增长率

为 14.27%；共析出作者 25 853名，比 2019年版增加

了 3999 名 [20]，增长率为 15.47%，各类总样本数都呈

现出两位数的增长。

2003—2006年旅游类论文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2010年出现最高点（2123篇）。2018年旅游类论文

数量跌至谷底后，2020年跃升至近10年的最高点。

3 期刊评价

从对1143种样本期刊进行论文数量排序（期刊

的分值等同于发表在该期刊上旅游类论文的数量，

即等同于频次）可看出，Top50的期刊仅占总样本的

4.37%，但发表的论文数量却达到了18 430篇，占总

样本的 61.42%（表 1），学科涵盖了地理学、经济学、

管理学、农林科学、环境科学、民族学、体育学、政治

学等。2003—2020年，Top10（占总样本的0.87%）刊

载旅游学术论文数量达 9868 篇，占总样本的

32.89%。《旅游学刊》以刊载旅游类论文3519篇继续

排名第一，占总样本的 11.73%，紧随其后的依次为

《经济地理》《旅游科学》《人文地理》《农业经济》，体

图1 2003—2020中文三大期刊数据库旅游类论文年度数量分布

Fig.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papers in Chinese three core journals from 2003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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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3—2020年Top 50刊载旅游学术论文期刊

Tab. 1 Top 50 journals that published tourism academic papers from 2003 to 2020

排名

Ran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期刊

Journal

旅游学刊

经济地理

旅游科学

人文地理

农业经济

特区经济

商业研究

生态经济

社会科学家

地域研究与开发

江苏商论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企业经济

福建茶叶

贵州民族研究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地理研究

经济问题探索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改革与战略

地理科学

资源科学

经济管理

林业经济问题

体育文化导刊

价格月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农业考古

城市问题

中国园林

地理科学进展

林业经济

世界地理研究

经济问题

思想战线

开发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地理学报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广西民族研究

华东经济管理

价格理论与实践

旅游类学术论文数量

Number of

tourism articles

3519

923

766

739

726

724

646

619

613

593

580

551

504

415

413

313

309

306

304

281

271

270

267

207

194

165

159

156

153

153

150

149

147

146

143

143

133

131

128

128

128

124

122

刊载文章总数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4257

5729

1100

2769

9732

18 813

12 773

11 648

7907

3359

10 459

6742

11 202

9140

6823

2706

10 103

3319

6875

3935

8857

3344

4378

5861

1914

8503

5680

5598

7630

3647

6436

2755

5136

1599

6046

4479

3869

5031

4857

4200

2393

7131

9803

复合影响因子

Compound

impact factor

4.539

6.428

2.766

3.716

1.737

0.574

2.878

2.453

1.278

3.273

0.449

3.187

2.459

0.096

0.676

2.597

1.985

7.472

3.820

3.214

1.186

5.987

4.798

6.474

2.506

3.098

1.689

1.239

0.320

3.134

2.527

6.046

1.978

2.659

4.431

1.868

0.825

7.085

10.144

4.145

1.429

3.580

1.985

综合影响因子

Comprehensive

impact factor

2.576

4.355

1.623

2.410

0.879

0.177

1.160

1.407

0.703

2.155

0.142

2.122

1.032

0.040

0.429

1.777

1.131

5.380

2.015

2.269

0.417

4.293

3.505

3.383

2.039

1.813

0.734

0.779

0.211

1.914

1.660

4.350

1.424

1.703

2.212

1.283

0.418

4.704

7.520

3.009

0.958

1.618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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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旅游学科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由此可见，旅游

论文主要发表在Top50的头部期刊，呈现出明显的

长尾分布。与2019年版[20]相比，在Top10中，新入围

的《社会科学家》上升了 3 位；《旅游科学》《人文地

理》《地域研究与开发》都上升了1位；《农业经济》跃

升了4位（说明近两年在研究农业经济的领域里，乡

村旅游的论文数量增加较多）。

1143种样本期刊中，h指数≥15的有 113种（表

2），占总样本的 9.89%。《旅游学刊》的 h指数和 g指

数均最高，分别为 154和 225；其次是《经济地理》和

《人文地理》。在 113种期刊中，旅游专业类期刊仅

有《旅游学刊》和《旅游科学》两种。h指数≥50的仅

10种，除了《旅游学刊》和《旅游科学》，其余8种都是

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权威或主流期

刊，这说明了地理学术期刊在旅游学术研究高质量

成果发表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和拥有显著的影响力。

4 作者评价

从对样本中涉及的 25 853 名作者（未考虑同

名，但对于上榜的作者，如有同名则都进行了身份

识别）的分值和频次进行统计，得出分值排行前100

位的作者，其分值在 98.88和 14.67之间（表 3）。与

2019年版[20]相比，有9位作者新入榜（动态调整）。

由于频次代表的是发文量，而分值是按每篇文

章的作者人数平均分配给作者的，分值与频次一

致，说明该作者的每篇文章都是独立发表的，因此

频次与分值之差可以反映合作情况。从 2003—

2020年分值Top100的旅游论文作者来看，频次与分

值之差超过 100的有 5人，说明这些学者与他人合

续表1

排名

Rank

44

45

46

47

48

49

50

期刊

Journal

黑龙江民族丛刊

热带地理

自然资源学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城市发展研究

商业经济与管理

消费经济

旅游类学术论文数量

Number of

tourism articles

120

120

119

117

117

117

109

刊载文章总数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3644

1963

3205

5184

4821

2604

2304

复合影响因子

Compound

impact factor

0.456

2.346

6.098

1.750

2.747

3.216

2.441

综合影响因子

Comprehensive

impact factor

0.246

1.530

4.715

0.934

1.702

1.572

1.434

注：1. 刊载论文总数来自CNKI数据库2003—2020年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也来自CNKI数据库出版物检索结果，2021年12月查询；

2. 旅游类学术论文数量相同时，以刊载论文总数为排序依据

表2 2003—2020年刊载旅游学术论文h指数≥15的期刊及其g指数

Tab. 2 List of journals (h index≥15) that published tourism academic papers and its g index from 2003 to 2020

排名

Ran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期刊

Journal

旅游学刊

经济地理

人文地理

地理研究

旅游科学

地理科学

地域研究与开发

地理学报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资源科学

商业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h指数

h index

154

95

87

80

74

62

59

58

58

55

49

48

48

g指数

g index

225

144

128

125

107

99

86

109

99

84

65

72

65

排名

Rank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期刊

Journal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生态经济

社会科学家

自然资源学报

商业经济与管理

经济问题探索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农村经济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

企业经济

特区经济

h指数

h index

41

41

41

39

36

36

36

34

34

34

34

34

33

g指数

g index

66

64

61

70

56

54

52

58

51

49

48

4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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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排名

Rank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4

36

37

38

39

40

41

42

42

44

45

46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1

63

64

64

66

66

68

69

70

期刊

Journal

贵州民族研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城市问题

中国园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思想战线

经济问题

江苏商论

改革与战略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林业经济问题

干旱区地理

热带地理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江西社会科学

广西民族研究

华东经济管理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城市发展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世界地理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城市规划

开发研究

生态学杂志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软科学

农业经济问题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学术交流

软科学

消费经济

西北林学院学报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体育学刊

山地学报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财贸经济

世界农业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指数

h index

31

29

29

29

29

28

28

28

28

28

27

26

26

26

25

25

25

25

24

24

24

24

24

23

23

23

23

23

23

23

22

21

20

20

20

20

20

19

19

19

19

19

19

19

g指数

g index

50

50

49

43

40

50

48

43

43

41

41

42

38

36

45

40

40

37

39

38

38

37

33

42

40

39

38

37

36

34

33

33

34

33

32

32

31

36

36

32

32

31

30

28

排名

Rank

71

72

73

74

75

76

77

77

79

80

80

82

83

84

85

86

87

88

88

90

91

91

91

91

95

96

96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4

104

107

107

107

110

111

112

113

期刊

Journal

求索

广西社会科学

南开管理评论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规划师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资源与产业

学术论坛

价格月刊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经济经纬

山东社会科学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农业考古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农业现代化研究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经济纵横

中国岩溶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黑龙江民族丛刊

贵州农业科学

水土保持研究

中国体育科技

价格理论与实践

上海翻译

财经问题研究

体育与科学

北京社会科学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云南社会科学

贵州社会科学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中国科技翻译

现代城市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财经理论与实践

林业资源管理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中国农村经济

h指数

h index

19

19

18

18

18

18

18

18

18

17

17

17

17

17

17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g指数

g index

27

25

36

34

32

28

27

27

25

30

30

29

28

26

25

35

30

26

26

25

24

24

24

24

23

21

21

17

31

30

28

27

26

24

24

24

23

23

23

22

21

18

17

注：以h指数为主、g指数为次，降序排列，两者均相同则并列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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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3—2020年分值Top100旅游论文作者

Tab. 3 Score Top 100 authors of tourism academic articles published during period of 2003—2020

排名

Ran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作者

Author

马耀峰

陆 林

孙根年

保继刚

王兆峰

孙九霞

黄震方

白 凯

吴必虎

郑向敏

张 捷

冯学钢

张凌云

谢彦君

钟林生

明庆忠

卞显红

马晓龙

赵 磊

徐红罡

何建民

谢朝武

杨 勇

汪德根

张朝枝

章锦河

郭鲁芳

马 波

朱 竑

陈 田

麻学锋

刘家明

许春晓

赵黎明

徐 虹

杨新军

吴晋峰

宋 瑞

杨振之

马 勇

翁钢民

曹国新

席建超

王 健

所属单位

Institution

陕西师范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华侨大学

南京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海南大学

中国科学院

云南财经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南开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华侨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苏州大学

中山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青岛大学

广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

湖南工商大学

中国科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

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

西北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四川大学

湖北大学

燕山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中国科学院

南开大学

得分

Score

98.88

89.66

81.38

68.79

63.33

59.20

57.46

48.32

47.92

46.87

42.90

36.29

32.97

32.78

31.79

30.38

30.17

30.13

29.01

28.76

28.75

28.25

27.92

27.39

27.39

26.81

26.67

25.67

25.33

25.15

25.03

24.62

24.58

24.33

23.53

23.45

23.18

23.17

23.00

22.87

22.65

22.42

22.13

22.00

频次

Frequency

274

229

194

140

92

101

181

108

118

102

151

76

54

60

93

81

45

57

51

60

38

51

34

59

49

87

38

32

59

85

47

66

45

48

51

61

71

27

35

47

54

25

70

22

排名

Rank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作者

Author

李君轶

张广海

陈秋华

刘德谦

罗明义

黄福才

戴 斌

戴学锋

沙 润

王艳平

陶卓民

杨桂华

马丽君

梁明珠

左 冰

唐承财

黄细嘉

文 彤

董观志

黄静波

张河清

陈雪钧

吴国清

李天元

张宏梅

刘 佳

李燕琴

陈 炜

黄潇婷

郭 凌

牟 红

彭兆荣

郭英之

李树民

宋子千

田喜洲

刘 俊

曲 颖

唐代剑

庄志民

赖 斌

杨晓霞

李 锋

吕 君

所属单位

Institution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云南大学

湘潭大学

暨南大学

中山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南昌大学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湘南学院

广州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南宁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厦门大学

复旦大学

西北大学

中国旅游研究院

重庆工商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

得分

Score

21.58

21.50

21.38

21.33

21.23

21.20

20.95

20.50

19.83

19.67

19.21

18.78

18.38

18.33

18.33

18.29

18.25

18.20

18.17

17.75

17.62

17.53

17.50

17.25

17.18

17.11

17.08

17.00

16.92

16.73

16.67

16.67

16.63

16.58

16.42

16.33

16.29

16.00

16.00

16.00

15.92

15.73

15.65

15.50

频次

Frequency

54

49

53

22

27

47

32

25

54

26

54

39

52

34

29

50

39

34

29

24

35

28

22

31

40

41

23

33

25

34

26

22

38

32

22

23

23

30

29

19

26

40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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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发文的数量较高，他们大多是所在机构旅游研究

团队的带头人和博士生导师。

表3中共有58所机构（占机构总样本的1.37%）

列入作者得分Top100榜单（占作者总样本的0.39%），

包括 10个师范类院校的作者，在Top10作者中有 6

名作者属于师范类院校，分别为陕西师范大学、安

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这与

师范院校大多都设有地理学系有关，而地理学科对

于旅游学科的支持最大，也很有渊源，早期全国的

旅游资源普查与评价是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前身）的地理学家完成的。

在 Top100 榜单中，中山大学有 6 人上榜，居首

位；其次是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均为5人；此外，人数较多的机构还

有南开大学、暨南大学，为4人，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华侨大学、安徽师范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均为3人。

表 4给出了作者的 h指数和 g指数排行，g指数

作为 h指数的衍生指数，主要是为弥补 h指数不能

很好反映高被引论文的缺陷提出的，g指数排行榜

主要是用于评价高被引论文。h指数取“h≥12”的作

者，共118人。

h指数排行榜中，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有 7位

作者入围，安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有6位作者

入围，南京师范大学有 5位作者入围。这些机构入

围 h指数排行榜的人数都多于分值排行榜的人数，

说明这些机构的作者不仅发表论文的数量较多，而

且被引用的论文数量更多。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

注的作者所在工作机构是以样本中收录的最新一

篇论文所注的机构名称为准。在 2003—2020年期

间，如果作者工作机构发生过变化，在统计机构论

文时（表5和表6），则是以发表论文时所署的机构为

准。因此，也有个别作者现在已经离开了表上所注

的工作单位。

总体而言，中山大学的团队和梯队建设成效最

为显著，团队成员的年龄和性别结构合理，上榜作

者中无退休教授，中年作者为主体，代际更替顺利

平稳，整体实力较强，研究领域较广。相比之下，有

些头部机构成员或年龄老化，或年龄相近，青黄不

接，后继乏人，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

任重道远。

5 机构评价

从对样本中得到的 4220 所机构（剔除外国机

构，将非一级机构统一成一级机构，机构名更名、缩

写等同一个机构名字有差异的进行了统一化处理）

的分值和频次进行统计，得出分值排行前 100位的

机构，其分值在761.99和67.77之间（表5）。除高校

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旅游研

究院这3个科研院所以较高分值入围。分别位列第

3、第17、第28名。中国旅游研究院成立于2008年6

月，以“促进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和国际交流

的政府智库、业界智囊、理论高地”为建设宗旨，主

要承担旅游业政策和理论研究、文化和旅游的统计

和数据分析职责。中国旅游研究院虽然不是一所

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但仅用了 12年时间，就取得

了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列全国前 30位实属不易。

与 2019 版 [20]相比，2003—2020 年分值 Top100 旅游

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共 25 所机构的排名未发生变

化，安徽大学首次进入 Top100，其中 Top10 的机构

排名都 没有发生变化；35所机构排名有所提升，其

中贵州师范大学的排名上升了 15 位。在 Top100

中，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等高职

续表3

排名

Rank

89

90

91

92

93

94

作者

Author

张骁鸣

曹新向

张 辉

邓爱民

杨效忠

成升魁

所属单位

Institution

中山大学

河南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

得分

Score

15.50

15.25

15.17

15.17

15.15

15.08

频次

Frequency

24

23

29

18

44

55

排名

Rank

95

96

97

98

99

100

作者

Author

厉新建

汪传才

曹诗图

邹永广

胡 静

夏杰长

所属单位

Institution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暨南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华侨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得分

Score

15.08

15.00

14.83

14.83

14.74

14.67

频次

Frequency

27

15

30

27

37

29

注：分值相同的按频次高低排序；已去世的学者未列入，但计入所在机构的统计中。在2003—2020年间，作者工作机构发生过变化的，以

发表论文时所署机构为准，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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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3—2020发表旅游论文h指数≥12的作者及其g指数

Tab. 4 List of authors (h index≥12) that published articles on tourism and related topics and its g index from 2003 to 2020

排名 Ran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作者 Author

保继刚

陆 林

孙根年

马耀峰

吴必虎

汪德根

张 捷

王兆峰

黄震方

孙九霞

卞显红

白 凯

马晓龙

马丽君

徐红罡

张朝枝

谢彦君

杨新军

马 勇

张广海

钟林生

赵 磊

郭鲁芳

郑向敏

陈 田

张宏梅

卢 松

刘家明

席建超

李君轶

章锦河

朱 竑

冯学钢

梁明珠

杨 勇

王 群

许春晓

曹新向

张凌云

杨振之

苏 勤

杨兴柱

黄福才

何建民

杨效忠

所属机构 Institution

中山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湘潭大学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海南大学

西北大学

湖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科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华侨大学

中国科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广州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暨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河南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四川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h指数 h index

36

35

27

27

26

26

26

26

26

25

25

25

24

21

20

20

19

19

19

19

18

18

18

18

18

17

17

17

17

17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5

15

15

15

15

15

15

g指数 g index

59

60

42

40

52

49

41

40

38

50

45

41

44

33

33

32

38

35

33

27

35

31

29

27

26

36

33

31

31

30

47

32

30

29

28

27

25

23

44

35

34

33

30

28

25

分值 Score

68.79

89.66

81.38

98.88

47.92

27.39

42.90

63.33

57.46

59.20

30.17

48.32

30.13

18.38

28.76

27.39

32.78

23.45

22.87

21.50

31.79

29.01

26.67

46.87

25.15

17.18

12.98

24.62

22.13

21.58

26.81

25.33

36.29

18.33

27.92

13.58

24.58

15.25

32.97

23.00

14.51

12.89

21.20

28.75

15.15

频次 Frequency

140

229

194

274

118

59

151

92

181

101

45

108

57

52

60

49

60

61

47

49

93

51

38

102

85

40

39

66

70

54

87

59

76

34

34

33

45

23

54

35

36

36

47

3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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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排名 Rank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作者 Author

史春云

李天元

陆玉麒

郭 凌

陶 伟

左 冰

董观志

马 波

翁钢民

罗明义

杨桂华

王 凯

靳 诚

余凤龙

赵黎明

李东和

刘 佳

张佑印

徐 虹

吴国清

宋子千

许 峰

周永博

郭英之

麻学锋

吴晋峰

宋 瑞

戴光全

李燕琴

曹国新

刘德谦

黄静波

成升魁

方叶林

戴 斌

唐承财

唐代剑

刘泽华

葛全胜

周永广

吕 君

杨春宇

何景明

周玲强

厉新建

张河清

所属机构 Institution

江苏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青岛大学

燕山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扬州大学

天津大学

安徽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南开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旅游研究院

山东大学

苏州大学

复旦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湘南学院

中国科学院

安徽大学

中国旅游研究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大学

浙江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广州大学

h指数 h index

15

15

15

15

15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2

12

12

g指数 g index

25

24

23

21

21

29

29

27

27

27

26

26

26

25

24

24

23

23

22

22

22

20

19

28

27

27

27

25

23

22

22

22

22

22

21

21

21

21

20

20

18

17

15

32

27

24

分值 Score

7.72

17.25

14.08

16.73

9.83

18.33

18.17

25.67

22.65

21.23

18.78

13.17

12.04

8.68

24.33

9.10

17.11

14.13

23.53

17.50

16.42

10.95

8.68

16.63

25.03

23.18

23.17

12.00

17.08

22.42

21.33

17.75

15.08

8.97

20.95

18.29

16.00

9.99

12.39

7.92

15.50

13.15

12.92

13.83

15.08

17.62

频次 Frequency

25

31

42

34

21

29

29

32

54

27

39

34

33

25

48

25

41

42

51

22

22

20

25

38

47

71

27

25

23

25

22

24

55

32

32

50

29

42

44

20

31

25

15

33

27

35

⋅⋅ 142



旅 游 学 刊 第 37 卷 2022 年 第 3 期 Tourism Tribune Vol. 37 No. 3，2022

续表4

排名 Rank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作者 Author

汪 侠

曹诗图

侯 兵

李晓琴

刘静艳

邹统钎

万绪才

明庆忠

陶卓民

黄细嘉

路 紫

罗秋菊

田逢军

沙 润

冯淑华

罗 芬

唐晓云

郭 文

王 铮

钟永德

徐菲菲

秦 学

顾朝林

石美玉

陈志钢

赵承华

肖光明

所属机构 Institution

南京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扬州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南京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国旅游研究院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东南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肇庆学院

h指数 h index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g指数 g index

24

23

23

23

23

22

22

21

21

21

21

21

21

20

20

20

20

19

19

18

18

17

17

16

16

15

15

分值 Score

7.15

14.83

13.33

12.33

11.20

12.75

9.18

30.38

19.21

18.25

14.35

14.06

13.20

19.83

12.78

11.99

11.67

11.70

6.85

11.60

6.87

12.83

5.28

11.42

7.92

14.33

12.83

频次 Frequency

24

30

37

25

23

22

22

81

54

39

35

25

23

54

20

32

20

19

19

34

18

17

17

16

16

15

15

注：以h指数为主、以g指数为次，两者相同则以分值、频次为依据，降序排列

表5 2003—2020年分值Top100旅游院校和科研机构

Tab. 5 Top100 of colleges &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tourism from 2003 to 2020

排名

Rankin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机构

Institution

陕西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中国科学院

四川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大学

云南大学

暨南大学

华侨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所在地区

Location

西安

广州/珠海

北京/南京/新疆

成都

南京

芜湖

上海

南京

北京

北京/深圳

昆明

广州/珠海

厦门/泉州

长沙

分值

Score

761.99

687.62

565.06

417.67

405.23

373.85

355.59

343.64

322.32

299.47

277.75

274.13

272.92

252.60

频次

Frequency

943

917

964

558

588

481

462

494

414

435

357

323

338

337

排名

Ranking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机构

Institution

吉首大学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西北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河南大学

中国旅游研究院

所在地区

Location

吉首

天津

北京

桂林

上海

杭州

厦门

长沙

北京

西安

兰州

杭州

开封

北京/武汉

分值

Score

244.67

237.12

236.17

231.85

230.94

226.08

219.77

215.83

213.30

206.97

180.51

178.28

178.03

175.57

频次

Frequency

290

312

303

281

318

282

270

307

286

278

222

218

228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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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也 位列其中，说明这些旅游高职院校对旅游

学术研究的重视，也反映了旅游高职院校教师所具

有的科研能力。

表 5给出的机构分值排行中，陕西师范大学的

分值高达 761.99，继续位列榜首，且优势非常明显，

比排行第二的中山大学还要高出74.37，比第三名中

国科学院更高出了 196.93，但频次值低于中国科学

院。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在多人合作的论文数量

上居首位。

表 6给出了机构 h指数和 g指数的排行，h指数

排名取“h指数≥19”共101所机构。中山大学h指数=

79，位列第一；安徽师范大学 h指数=77，屈居第二；

而安徽师范大学 g指数=122，名列榜首，中山大学 g

指数=121，屈居第二，这两所学校的h指数和g指数

在伯仲之间，第三位的陕西师范大学与这两所院校

仍有明显的差距。

续表5

排名

Ranking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机构

Institution

西南民族大学

海南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武汉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湖北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

广西大学

湘潭大学

兰州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广州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燕山大学

青岛大学

桂林旅游学院

南昌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所在地区

Location

成都

海口

广州

武汉/北京

武汉

济南/威海

青岛

武汉

福州

福州

南昌

大连

武汉

广州

广州

上海

武汉

杭州

北京

南宁

湘潭

兰州

成都

昆明

广州

北京

北京/珠海

武汉

桂林

重庆

秦皇岛

青岛

桂林

南昌

上海

哈尔滨

分值

Score

167.77

167.36

166.94

165.53

156.26

155.91

151.50

151.30

150.99

146.73

144.41

141.26

133.99

133.82

133.54

132.47

130.74

130.34

128.46

125.43

123.13

121.73

120.45

117.44

117.41

114.96

114.92

112.08

112.05

111.60

110.82

110.15

108.59

107.53

106.20

102.32

频次

Frequency

218

223

234

221

231

218

176

203

193

177

181

183

172

167

166

194

167

157

193

158

145

178

159

172

163

139

190

135

141

156

128

131

149

132

152

132

排名

Ranking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机构

Institution

成都理工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

苏州大学

新疆大学

宁夏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天津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同济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东南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郑州大学

九江学院

贵州大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渤海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吉林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安徽大学

乐山师范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

山西大学

清华大学

江南大学

重庆大学

所在地区

Location

成都

长沙

苏州

乌鲁木齐

银川

杭州

贵阳

天津

昆明

长春

大连

成都

上海

重庆

北京

南京

重庆

贵阳

郑州

九江

贵阳

南昌

北京

石家庄

锦州

南昌

郑州

长春

西安

合肥

乐山

新乡

太原

北京

无锡

重庆

分值

Score

99.41

98.33

94.67

93.88

93.86

93.45

92.86

91.69

91.35

90.86

89.02

88.98

87.48

86.63

84.39

83.11

80.33

79.88

79.69

79.13

78.91

78.36

77.77

77.68

76.62

75.86

75.29

74.08

73.58

73.24

71.83

70.61

70.42

69.28

67.82

67.77

频次

Frequency

129

124

127

115

132

128

133

121

137

130

126

143

116

118

110

107

98

120

90

86

101

114

114

99

86

105

83

101

106

105

88

81

88

112

8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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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03—2020发表旅游学术论文h指数≥19的机构及其g指数

Tab. 6 List of institutions (h index≥19 ) that published articles on tourism and related topics and its g index from 2003 to 2020

排名

Rankin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机构

Institution

中山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西北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四川大学

河南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暨南大学

云南大学

南开大学

吉首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华侨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湖北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中国旅游研究院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青岛大学

湘潭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

苏州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h指数

h index

79

77

72

70

65

61

55

53

44

44

44

44

43

43

42

42

42

41

41

39

39

38

38

38

37

36

36

35

34

34

33

33

33

32

32

31

31

31

31

31

30

29

29

28

g指数

g index

121

122

106

111

104

88

96

92

83

79

78

65

69

63

75

72

66

63

61

62

57

67

66

60

55

63

61

60

57

49

56

54

51

51

48

54

50

49

47

43

50

47

43

47

分值

Score

687.62

373.85

761.99

343.64

565.06

405.23

299.47

355.59

322.32

206.97

226.08

230.94

417.67

178.03

213.30

274.13

277.75

237.12

244.67

252.60

178.28

132.47

219.77

215.83

272.92

236.17

133.99

141.26

231.85

151.50

180.51

150.99

155.91

175.57

166.94

133.54

110.15

123.13

114.92

151.30

94.67

120.45

156.26

130.34

频次

Frequency

917

481

943

494

964

588

435

462

414

278

282

318

558

228

286

323

357

312

290

337

218

194

270

307

338

303

172

183

281

176

222

193

218

326

234

166

131

145

190

203

127

159

231

157

排名

Ranking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机构

Institution

兰州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南昌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

燕山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广西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江南大学

广州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东南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新疆大学

郑州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海南大学

天津大学

清华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安徽大学

h指数

h index

28

28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6

26

26

26

25

25

25

25

24

24

24

24

23

23

23

23

23

23

23

22

22

22

22

22

22

22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g指数

g index

47

44

58

54

48

45

45

45

44

40

48

43

40

37

46

44

43

42

49

39

38

37

43

39

39

38

37

36

34

39

37

35

34

34

33

30

41

41

40

39

37

35

34

34

分值

Score

121.73

117.44

87.48

84.39

165.53

146.73

133.82

112.05

144.66

106.20

89.02

130.74

90.86

128.46

77.77

107.53

98.33

110.82

57.20

167.77

127.43

93.45

67.82

117.41

91.35

55.10

54.67

52.13

102.32

73.58

75.86

83.11

114.96

93.88

79.69

59.47

167.36

91.69

69.28

77.68

99.41

80.33

112.08

73.24

频次

Frequency

178

172

116

110

221

177

167

141

182

152

126

167

130

193

114

132

124

128

78

218

160

128

89

163

137

101

74

73

132

106

105

107

139

115

90

72

223

121

112

99

129

98

13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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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指数≥27的 101所机构中，科研机构有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旅游研究院、上

海社会科学院 4所，其余均为高等院校，其中，师范

类院校有 22所，占比 21.78%。g指数≥50的机构有

38所，与2019年版[20]相比，增加了11所。此外，浙江

旅游职业学院的g指数=47进入Top50，成为榜单上

唯一的一所高职院校。

总之，从分值看，陕西师范大学列首位；从频次

看，中国科学院分最高；从 h指数看，中山大学居榜

首；从g指数看，安徽师范大学位第一。但从综合实

力看，中山大学更胜一筹。

6 结论

首先，2003—2020年旅游类论文和刊载论文的

学术期刊都呈现出较大的增长。在刊物的数量和影

响力方面，地理学刊物继续保持着显著的优势地位。

第二，就机构旅游学术成果产出和影响力看，

陕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依旧保持

了各自的优势，此外，一些师范类院校在旅游学术

研究上具有较强的实力，除上述已提及的两所外，

还有如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华南师范大学等。

第三，从高等院校的排行榜上看，并非综合实

力越强的院校旅游科研实力越强，事实上，在榜单

上大多数教育部“双一流”大学（除中山大学外）并

不占据很大优势，有些综合实力一般的地方性院

校，在旅游学术研究上表现超过前者，甚至个别旅

游高职院校的学术论文数量和影响力都超过了一

些“双一流”大学。

第四，除了高校以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在旅游学术研究中也占有

一席之地。中国科学院以研究旅游地理、生态旅游

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侧重于旅游经济、旅游管理

等。这两个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研究旅游

的专业团队，也为各高校培养和输送了不少旅游专

业人才。而中国旅游研究院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

机构，主要从事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统计分析、国

家旅游战略和宏观政策研究，并在昆明和武汉设立

分院以及与全国各地的高校合作建立了 19个研究

基地，为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构建了一个新的学术

平台。

第五，从作者的年龄结构来看，作者分值

Top100榜单中，年龄低于45岁的（1977年以后出生

的）作者占比13%，新入榜的9名作者中仅两名是年

龄低于 45 岁的学者。相较于 2015 年版的 16%[18]、

2017 年版的 19%[19]、2019 年版的 24%[20]，45 岁以上

的中年学者比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说

明近年来年龄刚跨入 45岁的中年学者已经逐渐成

为旅游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

已经开启了代际更替进程。

最后，从作者性别来看，不论本版还是前两版，

女性学者的比例都比较低。在 2003—2020年的分

值Top100的排行榜上，女性学者的占比仅为 18%；

在 h指数的榜单上，占比为 21.85%。就对于旅游学

术共同体的贡献而言，女性学者论文的质量（影响

力）比数量贡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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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Research Performances of Tourism Academic

Communities of China from 2003 to 2020

Research Center of Tourism Academic Assessment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Editorial Office of Tourism Tribune

Abstract: Three Chinese core journal databases CNKI, CSSCI and CSCD, were searched to capture

previously published research in refereed academic journals from 2003 to 2020. Fifty terms related to

tourism were used as search terms. After a practical screen, duplicates were excluded and a total of

30 005 academic papers were obtained and us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e sample involved 1143

academic journals, 4220 universities/institutions, and 25 853 authors. The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s.

Firstly, from 2003 to 2020, the number of both tourism papers and academic journals that publish these

paper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the number and influence of the journals, geographical

journals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ir leading positions.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academic outputs and

influenc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ir respective dominant positions. In addition, some normal universities exhibited their

strength in doing tourism research. These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mentioned two, included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nd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tc. Thirdly, based on the ranking of the universities, it can be seen that

universities with comprehensive strength did not necessary have advantages in tourism research. In

fact, most of the“double first-class”universit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nam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did not show great advantages. On the contrary, some

universities with general comprehensive strength excelled in their tourism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ome surpassed some“double first-class”universities in both the number and influence of publications.

Fourthly, three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China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also held a place in tourism academic research.

Fifthly, in terms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authors,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 aged scholars over 45

years old (born after 1977) showed a steady increase, and they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ajor force

of tourism academic research. The China’s tourism academic community has entered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al turnover. Finally, in terms of the gender of the authors,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scholars

was relatively low in both this edition and the previous two editions. In terms of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tourism academic community, the quality (influence) of female scholars’papers was greater than their

quantitative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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