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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我校发文进入 ESI 数据库的情况概览（11 月） 

2023 年 11 月 9 日最新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显示，华东
理工大学在 2013.1-2023.11 期间在 ESI 各学科领域（All Fields）共发表学术论文 28053 篇（其
中 Highly Cited Papers 414 篇，Hot papers 15 篇），篇均被引 20.14 次。目前，华东理工大学进入
ESI 前 1%的学科有 10 个，分别为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环境与生态学、
计算机科学、药理和毒理学、农业科学、临床医学和社会科学。所在 ESI 各学科国际排名、论
文数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等，详见表 1；华东理工大学 ESI-高被引论文发表期刊分
布，见表 2。                                                      （霍老师供稿） 

表 1 华东理工大学发表论文进入 ESI数据库的统计 （2023年 11月 9日更新） 

学科名称 国际排名 国内排名 
论文

数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高被引论文 热点论文 

化学 36/1854 14/348 12007 264229 22.01 174 6 

材料科学 150/1342 53/297 3932 102331 26.03 62 3 

工程 175/2336 51/419 4113 67750 16.47 80 3 

生物与生物化学 440/1477 42/159 1777 31167 17.54 9 0 

环境与生态学 657/1813 86/263 740 19970 26.99 30 2 

计算机科学 277/751 73/147 839 13340 15.90 17 1 

药理与毒理学 695/1241 84/150 514 7869 15.31 1 0 

农业科学 792/1197 129/188 376 5476 14.56 2 0 

临床医学 5607/6087 202/221 301 4848 16.11 1 0 

社会科学 2065/2139 128/136 85 1963 23.09 3 0 

合计 465/8901 49/703 28053 565010 20.14 414 15 

表 2 华东理工大学 ESI-高被引论文发表期刊分布（论文数 TOP10期刊列表） 

排名 期刊名称 论文数 ESI学科类别 2022 IF值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33 Chemistry 15.0 

2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6 Chemistry 16.6 

3 Nature Communications 22 Multidisciplinary 16.6 

4 Advanced Materials 17 Materials Science 29.4 

4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17 Engineering 15.1 

6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14 Chemistry 22.1 

7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13 Chemistry 46.2 

8 Chemical Reviews 10 Chemistry 62.1 

9 ACS Catalysis 8 Chemistry 12.9 

9 Automatica 8 Engineering 6.4 

9 Ener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8 Environment/Ecolog 32.5 

9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8 Environment/Ecolog 11.4 
 

 2023 年度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发布 

2023 年度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已

于 11 月 15 日正式发布！遴选全球高校、研究机构和商业组织中对所在研究

领域具有重大和广泛影响的顶尖科学人才。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遴选方法论由科睿唯安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

文献计量学专家和数据科学家基于 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及其分析制定。 

来自全球 67 个国家和地区 1300 多个机构的 6849 名科学家入选 2023

年度名单， 83.8% 的入选者来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入选者最多的前 5 个国

家和地区占名单总数的 72.6%，顶尖人才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他们在过去

十年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单个或多个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一些杰出科学家入选多个 ESI 学科名单：238 人入选两个学科，21 人

入选三个学科，4 人入选四个学科，1 人入选五个学科。他们的学术成果在

多个学科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美国共有 2669 人次入选，占总人次的 37.5%，低于 2018 年的 43.3%。

尽管美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占比继续缓慢下降，但美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仍然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内地今年继续排名第二，共有 1275 人次入选，所占比例从 2018 年

的 7.9%上升至 17.9%。五年来，中国内地科学家在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所占

比例翻了一番多，这反映了科研全球化正推动高层次科研和学术贡献实现重

要的全球发展再平衡。 

中国科学院共有 270 人次上榜，多于去年的 228 人次，成为拥有全球

高被引科学家人次数最多的机构。其他排名靠前的政府和公立科研机构包

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105 人次）、德国马普学会（59 人次）、美国纪念

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49 人次）和美国博德研究所（27 人次）。 

华东理工大学共有 6 位学者上榜，具体名单及 ESI 学科如表 1 所示： 

表 1 华东理工大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 

序号 姓名 ESI 学科 

1 李春忠（Li, Chunzhong） Cross-Field 

2 邵帅（Shao, Shuai） Economics and Business 

3 田禾（Tian, He） Chemistry 

4 吴永真（Wu, Yongzhen） Cross-Field 

5 张金龙（Zhang, Jinlong） Cross-Field 

6 朱为宏（Zhu, Wei-Hong） Chemistry 

    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公众号及“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国官网 

https://clarivate.com.cn/highly-cited-researchers/    （张老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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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在 InCitesTM 中查看我校 ESI 学科合作论文情况 

我校购买的 InCitesTM平台包括 InCitesTM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简称 ESI）
和 Journal Citation ReportTM（简称 JCR）。 

InCitesTM 的分析功能可以帮助识别本机构的科研合作开展情况，帮助识别高效的合作伙
伴院校。具体操作方式如下：登录 InCitesTM平台（网址 https://incites.clarivate.com/，若无账号
可以在网站自行注册），点击导航栏左侧分析下拉框选择“组织机构”（图 1），在筛选条件中
“合作机构”选项下，输入“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全名会在输入框
中出现自动匹配）（图 2）。另外可设置分析的出版年范围、参考的学科分类体系等选项。 

本例中设置学科分类体系为 ESI 分类（材料科学领域）、论文出版年范围为 1980 年至 2023

年，包含 Web of Science 平台中的 ESCI 论文，设置完成后筛选条件状态栏如下（图 3）。 

 

 

 

 

 

 

 

 

图 1 选择“组织机构”                     图 2 输入机构名称 

图 3 筛选器选择 

（显示分析时间段 1980-2023年；合作机构名称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学科分类体系: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学科领域为材料科学） 

右侧显示“数据表“和”可视化“两个选项卡，可以分别显示我校合作机构的合作论文数
量和引用数量等信息，点击”添加指标“按钮，可以添加如”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等更
多统计指标，每次选择增删指标后更新的图表和可视化都可通过下载按钮导出到本地（图 4）。 

在“可视化”选项卡中点选“散点图”选项，可通过调整 X 轴、Y 轴和点

半径代表的指标生成可视化图片，在“数据表”选项卡中导出数据后也可在本
地处理。 

另外，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是
InCitesTM 平台引入的一个衡量单篇论文或论文集合的质量指标，将单篇论文的
被引频次，通过与相同学科领域、相同出版年、相同文献类型的论文期望被引
次数比较获得，有利于消除不同学科领域、出版年或文献类型论文的“先天”
差异。 

图 4 按合作发文被引频次排序我校前 10位合作机构论文表现 

以上图片显示按照被引频次排序的，我校在 ESI 材料科学领域的合作前 10

机构，横轴为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纵轴为被引频次，而节点大小代表与对应
机构合作论文集合的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随着合作发文数的增加，论文被
引频次也显著上升，最多的合作发文数是与中国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复旦
大学等机构开展的。 

另外有些机构与我校合作发文数量和被引频次并不太高，论文 CNCI 明显
较高，通过继续在平台浏览论文这些论文会发现它们年代较早，可能有更多的
时间获得被引；合作频繁的机构发文，出版时间较近，可能不利于论文影响力
累积。但介于 CNCI 指标的本身特点，了解与不同合作单位的论文表现，有利
于促进我校与其他机构的高质量合作。             （关老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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