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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人口流动可能会存在对技术创新扩散速度和市场最大潜力的影响 , 提出一种基于城乡之间流动的

创新技术扩散动力学速度模型 , 并对该模型进行稳定分析。结果发现城乡之间是否存在人员流动 、 单向或双

向流动 , 城乡人口数最终会趋向稳定.同时 , 该技术创新市场扩散也会达到一终值.利用中国城镇和农村的

固定电话用户数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 得出不管存不存在人员流动 , 固定电话用户都会达到其市场最大值 ,

但其扩散速度和市场最大值会因为人员流动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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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ed at the possible effect of the migration on innovation diffusion , a dynamics rate model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transferring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is formulated.And the members will trend to a few

fixed numbers through a stability analysis on the model whether the members migrate or not.At the same

time ,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also given with the data of telephone set consumers of China town and China

country , the data of the consumers will trend to its maximum number whether the members transfers or not ,

yet the number will change since the members transfe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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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将

我国人口划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 ,由于户籍制度管

理严格 ,人员很少流动.同时巨大的工农业“剪刀差”

以及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不同 ,造成人际交往 ,消息

传播及交流方式 ,消费观念和习惯有着很大的差别.

因此 ,如果不存在人口流动 ,那么可以利用 Bass模型

族
[ 1]
分别单独讨论他们技术扩散特征 ,商家可以有效

地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和销售计划.然而 ,改革开放

以来 ,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从土地和乡村社会过渡到

城市社会 ,人员开始流动.每年有 1%的人口离开农

村前往城市 ,市民和农民之间的比例在大约 60 a 内

将颠倒过来 ,可变为 70∶30[ 2] .因此 ,不考虑人员流动

而分别讨论他们各自消费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是不

够的.然而 ,在此之前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型中还没有

将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考虑在内.基于上述原因 ,本

文试图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来讨论城乡间存在大量人

员流动对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 ,并通过对城乡人口和

技术创新扩散模型的稳定性分析 ,以及利用中国城乡

固定电话户数进行的实证分析 ,取得较为满意的结

果.

1　模型构建

1.1　构建模型的思路

　　城乡之间因各自的主要交流方式 、传播媒介和途

径以及消费习惯的不同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

性 ,但存在人口流动.流动的人口由于受周围环境的

影响 ,从而融入新群体的创新技术消费体系.在城镇

或农村内部 ,由于有关的外部因素和口头交流 ,使得

非使用者使用该创新技术而变为使用者 ,或者是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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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使用者使用该技术后 ,由于各种原因 ,而放

弃使用该创新技术.

1.2　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建模思路 ,得出城乡各自内部和城乡之

间的具体转换关系和关系说明(图 1和表 1).

图 1　城镇和农村内部及城乡之间的关系转换

　　Fig.1　the conversion relation between members in urban and

country

表 1　转换关系解释

Table 1　The explanation for conversion relation

转换名称/实现转换途径
Conversion name/Way of
Conversion

对转换的解释
Explanation for conversion

A/ 直接信息 ,口头交流
A/ External information , oral
communication

城镇中未使用者变为使用者
Non-users become users in urban

B/ 直接信息,口头交流
B/ External information, oral
communication

农村中未使用者变为使用者
Non-users become users in country

C/ 放弃使用
C/Give up using

城镇中使用者变为非使用者
Users become Non-users in urban

D/ 放弃使用
D/Give up using

农村中使用者变为非使用者
Users become Non-users in country

E/ 群体成员在城乡间流
动
E/the members shift ing be-
tween urban and country

城镇中使用者变为农村成员仍使用该
技术
Users in urban keep using the innovation
after shifting into country

F/ 群体成员在城乡间流
动
F/The members shifting be-
tween urban and country

农村中使用者变为城镇成员仍使用该
技术
Users in country keep using the innovation
after shifting into urban

G/ 群体成员在城乡间流
动
G/The members shifting be-
tween urban and country

农村中使用者变为城镇成员后放弃该
技术
Users in country give up using the innova-
tion after shif ting into urban

H/ 群体成员在城乡间流
动
H/ The members shifting be-
tween urban and country

城镇中使用者变为农村成员后放弃该
技术
Users in urban give up using the innovation
after shifting into country

M/ 群体成员在城乡间流
动
M/The members shif ting
between urban and country

农村中非使用者变为城镇成员后仍未
使用该技术
Non-users in country st ill be non-users after
shif ting into urban

N/ 群体成员在城乡间流
动
N/ The members shifting be-
tween urban and country

城镇中非使用者变为农村成员后仍未
使用该技术
Non-users in urban still be non-users after
shif ting into count ry

1.3　数学模型

　　假设 1　城镇或农村内部人口根据是否使用该

创新技术而分为引进者和非引进者.其中 ,非引进者

包括曾引进该技术后又放弃使用该技术的人员.

　　假设 2　城市或农村人口的内部增长都服从 Lo-

gistic规律.

　　假设 3　任意一个群体(城镇或农村人口)的该

创新技术非引进者进入另外一个群体的瞬间 ,仍然为

非引进者;任意一个群体的该创新技术引进者进入另

外一个群体的瞬间 ,可保持使用该技术 ,也可因为某

种原因(没必要使用 ,没机会使用等)而放弃使用该创

新技术.

　　根据上述建模思路和假设 ,由表 1的转换关系 ,

建立城乡人口数变量 Q1 , Q2增长方程.本文用 Q1(t)

表示 t时城镇人口总数 , Q2(t)表示时农村人口总

数.因为城乡人口的内部增长都服从 Logistic规律 ,根

据统计数学 ,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是人口总数的线性函

数 ,不妨设城市人口的自然出生率为

　　β10 -d10Q1 ,

其中 , β10 , d10 均为正的常数;β10 是城市人口的在无

资源限制条件下的自然出生率 , -d10Q1表示有资源

限制城市人口出生减少率.

　　城市人口的自然死亡率为

　　β11 +d11Q1 >0 ,

其中 , β11 , d11 均为正的常数 , β11 是城市人口的在无

资源限制条件下的自然死亡率 ,d11表示有资源限制

条件下的死亡增加率.也就是说人口总数增加时 ,出

生率将随人口总数的增加而减少 ,而死亡率随人口增

加而增加.所以在 t时刻城市人口的内部增加的成员

有

　　(β10 -β11)Q1 -(d10 +d11)Q
2
1.

　　由假设4和图1转化路径 F 和M 可知 , t时刻由

农村流入城市的有 θ2N2 +θ2A2 =θ2Q2 ,由图 1转化

路径 E 和N 可知 ,从城市流出到农村的有

　　θ1N1 +θ1A1 =θ1Q1 ,

其中 , θ1 是城市人口流入农村的概率;θ2是农村人口

流入城市的概率.因此城市人口变量 Q1 的增长方程

为

　　Q1 =(β10 -β11)Q1 -(d10 +d11)Q
2
1 +θ2Q2 -

θ1Q1.

　　同理 ,群体 2成员变量 Q2的增长方程为

　　Q2 =(β20 -β21)Q2 -(d20 +d21)Q
2
2 +θ1Q1 -

θ2Q2 ,

其中 , β20 , d20 , β21 , d21 均为正的常数;β20 是农村人口

的在无资源限制条件下的自然出生率;-d20Q2 表示

有资源限制农村人口出生减少率;β21 是农村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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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资源限制条件下的自然死亡率;d21表示有资源

限制条件下的死亡增加率.

　　因而可以得出城乡之间成员流动的人口增长模

型:

　　

Q1 =(β10 -β11)Q1 -(d10 +d11)Q
2
1 +

　　　θ2Q2 -θ1Q1 ,

Q2 =(β20 -β21)Q2 -(d20 +d21)Q
2
2 +

　　　θ1Q1 -θ2Q2 ,

(1)

记 Ni 表示 t 时刻群体 i中该技术创新的使用者数目;

Ai 表示 t时刻群体 i中该技术创新的非使用者数目 ,

对于城市中该技术创新的引入者变量N1 ,在 t时刻由

于群体内部直接信息和口头交流 ,从图 1转换路径 A

可知 ,由非引进者变为引进者的成员有

　　a1A1 +b1N1A1 ,

其中 , a1 是因为媒体等外部影响因素使非使用者使

用技术创新1的概率;b1是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的

交流 ,使得非使用者转化为使用者的概率.因为死亡

自然减员的有(β11 +d11N1)N1.由图 1转换路径 C可

知 ,在 t 时刻主动或被动放弃的有 e1N1.由于人员流

动 ,从城市引进者中流出城市的有 θ1N1(其中θ1是第

1类群体转化为另一类群体的概率).从农村中引进

者流入城市的仍然保持使用该技术的有 k 2θ2N2(其

中 ki 是第 i类群体转化为另一类全体后仍保持使用

该技术的概率).因此 ,城市中该技术创新的引入者变

量 N1的增长方程为

　　N1 =a1A1 +b1N1A1 -(β11 +d11N1)N1 -e1N1

-θ1N1 +k 2θ2N2.

　　同理 ,可得农村中该技术创新的引入者变量 N2

的增长方程为

　　N2 =a2A2 +b2N2A2 -(β21 +d21N2)N2 -e2N2

-θ2N2 +k 1θ1.

　　因此 , 可以得出如下基于城乡之间成员流动的

技术创新扩散速度模型

Q1 =(β10 -β11)Q1 -(d10 +d11)Q
2
1 +θ2Q2 -θ1Q1 ,

N
′
1 =a1A1 +b1N1A1 -(β11 +d11N1)N1 -e1N1 -

　　　θ1N1 +k2θ2N2 ,

Q
′
2 =(β20 -β21)Q2 -(d20 +d21)Q

2
2 +θ1Q1 -θ2Q2 ,

N
′
2 =a2A2 +b2N2A2 -(β21 +d21N2)N2 -e2N2 -

　　　θ2N2 +k1θ1N1 ,

Q1 =A1 +N1 ,

Q2 =A2 +N2.

(2)

2　模型的稳定性分析

　　由于商家感兴趣的是技术使用者数目的变动情

况和市场潜力的大小 ,所以只讨论城乡人口变量 Q1 ,

Q2和技术扩散量变量 N1 , N2.在介绍相关概念之后 ,

先讨论城乡之间成员流动的群体增长模型的稳定性.

然后在此基础上 ,再讨论技术创新扩散的稳定性分

析.

2.1　相关概念

　　设有自治系统

　　
d x
dt
= f(x), f ∈ C(G  R

n , Rn), (3)

其中 , f ∈ C(G  R
n ,Rn)表示 f(x)在 n维实数集中

连续.

　　定义1　若存在 x
＊ ∈ G ,使 f(x＊)=0 ,则称 x

＊

为系统(3)的奇点.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 ,在奇点 x
＊

处运动的速度 f(x＊)=0 ,从而质点不运动 ,因而奇

点也称为该系统的平衡点.

　　定义 2　令 n =2 ,则系统(3)为一平面自治系

统.在平面系统奇点 O(0 ,0)临近的轨迹中 , 当系统

(2)的所有轨线当 t ※∞时都趋向于原点 ,且在原点

与 x轴或y 轴相切 ,统称奇点为结点.如果 t ※+∞时

所有轨线都趋向于原点 ,则该结点是稳定的 ,否则是

不稳定的.

2.2　城乡人口数稳定性分析

　　定理 1　系统(1)

　　

Q1 =(β10 -β11)Q1 -(d10 +d11)Q
2
1 +

　　　θ2Q2 -θ1Q1 ,

Q2 =(β20 -β21)Q2 -(d20 +d21)Q
2
2 +

　　　θ1Q1 -θ2Q2 ,

有且仅有一个正的平衡点 ,且该平衡点是全局稳定的

结点.

　　证明 　(Ⅰ)如果θ1 =θ2 =0 ,则系统(3)有2个

平衡点(0 ,0),(M10 ,M20).其中 ,M10 =
β10 -β11
d10 +d11

;M20

=
β20 -β21
d20 +d21

.很容易计算得出(0 , 0)不稳定 , (M10 ,

M20)是稳定的结点.也就是说 ,如果城乡之间不存在

人员流动 ,城乡人口数最终都会达到极大值并保持稳

定.

　　(Ⅱ)如果 θ1 =0 , θ2 >0 ,则系统(1)可化为

Q
′
1 =(β10 -β11)Q1 -(d10 +d11)Q

2
1 +θ2Q2 ,

Q
′
2 =(β20 -β21)Q2 -(d20 +d21)Q

2
2 -θ2Q2.

(4)

　　显然 ,当 β20-β21-θ2 >0 ,M20 =
β20 -β21 -θ2
d 20 +d21

316 Guangxi Sciences , Vol.11 No.4 , November 2004



是系统(4)中第二个方程的全局稳定点.假设 M10 是

(β10 -β11)Q1-(d10+d11)Q
2
1+θ2Q20 =0的正解.则

有

M10 =

β10 -β11 + (β10 -β11)
2
+4(d10 +d11)θ2M20

2(d10 +d11)
.

　　于是 ,系统(4)有唯一的正平衡点(M10 ,M20).令

Q10 =Q1 -M1c , Q20 =Q22-M20 ,同时令 βi =βi 0-

βi 1 , d i =d i0 +d i1 ,系统(4)可化为

　　

Q
′
10 =β1(Q10 +M10)-d1(Q10 +

　　　M10)
2 +θ2(Q20 +M20),

Q
′
20 =β2(Q20 +M20)-d2(Q20 +

　　　M20)
2 -θ2(Q20 +M20),

(5)

则系统(5)的线性近似系统的系数矩阵为

　　
β1 -2d1M10 θ2　　　　　　

0　　　　　 β -2d2M20 -θ2
=

- -β21 +4d1θ2M20 θ2　　　　　　

0　　　　　　　 - β22 +4d2θ2M20

,

特征值均小于 0 ,所以该平衡点是稳定的结点.因此 ,

如果城乡之间人口一方只进不出 ,一方只出不进 ,最

终城乡人口数会达到一终值并保持稳定.

　　(Ⅲ)如果 θ1 >0 , θ2 >0 ,令系统(1)的右端等于

0 ,则有下式成立:

　　f 1 =Q2 =
(-β1 +θ1)Q1 +d1Q

2
1

θ2
,

　　f 2 =Q1 =
(-β2 +θ2)Q2 +d2Q

2
2

θ1

　　f′1(Q1)=
(-β1 +θ1)+2d1Q1

θ2
,

　　f′2(Q2)=
(-β2 +θ2)+2d2Q2

θ1
,

　　f
″
1(Q1)=

2d1
θ2
, f
″
2(Q2)=

2d2
θ1
.

对于等式 　(-β2 +θ2)Q2 +d2Q
2
2 -Q1θ1 =0 ,有

　　h(Q1)=Q2 =[(β2 -θ2)+

(β2 -θ2)
2 +4d2Q1θ1] /2d2 成立.显然 , h(Q1)>

0 , h′(Q1)>0 , h″(Q1)<0 ,所以 h(Q1)是凸函数.而

f 1(0)=0 , h(0)=0 ,且 lim
Q
1
※+∞
[ f 1(Q1)-h(Q1)] =+

∞,所以 f 1是凹函数.因此 ,这两条曲线在第一象限

有且仅有一个交点 ,相应地θ1 >0 , θ2 >0时 ,系统(1)

有且仅有一个正的平衡点 M(M10 ,M20).现证明该平

衡点是稳定的结点.令 Q10 =Q1 -M1c , Q20 =Q22 -

M20 ,同时 ,令 βi = βi0 -βi1 -θi , di =d i0 +d i1 ,系统

(1)可化为

Q10 = β1(Q10 +M10)-d1(Q10 +M10)
2 +

　　　θ2(Q20 +M20),

Q20 = β2(Q20 +M20)-d2(Q20 +M20)
2
+

　　　θ1(Q10 +M10).

(6)

　　则系统(6)的线性近似系统的系数矩阵为

　　
β1 -2d1M10 θ2　　　　

θ1　　　　 β2 -2d2M20
.

　　现证明Tr A =β1 -2d2M10+β2-2d2M20 <0 ,

det A =(β1-2d1M10)β2-2d 2M20)-θ1θ2 >0 ,且(Tr

A)2 -4det A >0.

　　M10M20＊Tr A =(β1 -2d2M10 +β2 -

2d2M20)M10M20 =M20(β1M10 -2d2M
2
10)+(β2M20 -

2d2M
2
20)M10 ,

又因为 M(M10 ,M20)是系统(3)的平衡点 ,所以M10 ,

M20分别是

　　β1Q1 -d1Q
2
1+θ2Q2 =0 , β2Q2-d2Q

2
2+θ1Q1 =

0 (7)

的解.所以 ,M10M20×Tr A =-(θ1M
2
10+θ2M

2
20),所以

Tr A <0.

　　由(7)式可知 ,

　　θ1 =-(β2M20 -d2M
2
20)/M10 , θ2 =-(β1M10 -

d1M
2
10)/M20. (8)

　　因此 ,det A =(β1 -2d1M10)(β2 -2d2M20)-

θ1θ2 = (β1 - 2d1M10)(β2 - 2d2M20)-(β1 -

d1M10)(β2 -d2M20).

　　由式(8)可知 , βi-d iMi0 <0 ,所以det A >0;至

于(Tr A)2 -4det A >0显然成立 ,故平衡点M(M10 ,

M20)是稳定的结点.因此 ,如果城乡之间人口互相流

动 ,最终城乡人口数也会达到一终值并保持稳定.

2.3　技术创新扩散的稳定性分析

　　因为系统(1)中的平衡点全局稳定 ,为了方便讨

论 ,只讨论当系统(1)位于平衡点处时的系统(2)的

稳定性.也就是说 ,只讨论当城乡人口数处于稳定时

(不管城乡之间人员流动与否),该技术创新扩散的稳

定性.假设系统(1)的全局稳定的平衡点为(M10 ,

M2c).不妨令 Q1 =M1c , Q20 =M2c ,同时 ,令 β1 =a1

-b1M10+β11+e1 , β2 =a2 -b2M20+β21+e2 , d i =

bi +d i1 ,(i =1 ,2).这样 ,可以得出定理 2.

　　定理 2　系统

N1 =a1M10 -(β1 +θ1)N1 -d1N
2
1 +k2θ2N2 ,

N2 =a2M20 -(β2 +θ2)N2 -d2N
2
2 +k1θ1N1

(9)

有且仅有一个正的平衡点 ,且该平衡点为全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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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 　(Ⅰ)如果 θ1 =θ2 =0 ,则系统(9)有唯

一的正平衡点(C1 , C2),其中

Ci =
-βi + β2i +4d iaiMi 0

2d i
,显然 ,该正平衡点是全

局稳定的结点.也就是说 ,如果两群体之间不存在人

员流动 ,该技术创新最终会占领其市场极大值并保持

稳定.

　　(Ⅱ)如果 θ1 =0 , θ2 >0 ,则系统(9)可化为

　　
N
′
1 =a1M10 -β1N1 -d1N

2
1 +k2θ2N2 ,

N
′
2 =a2M20 -(β2 +θ2)N2 -d2N

2
2 ,

(10)

考虑系统(10)的第 2个方程 ,可知 C2 是该方程的唯

一的全局稳定点.其中

　　C2 =
-(β2 +θ2)+ (β2 +θ2)

2 +4d2a2M20

2d2
,

假设C1是方程 a1M10-β1N1-d1N
2
1+k 2θ2C2 =0的

正解 ,则有

　　C1 =
-β1 + β21 +4d1(a1M10 +k 2θ2C2)

2d1
,

令 N i0 =Ni -Ci ,(i =1 ,2),则有

N
′
10 =a1M10 -β1(N10 +C1)-d1(N10 +C1)

2
+

　　　k2θ2(N20 +C2),

N
′
20 =a2M20 -(β2 +θ2)(N20 +C2)-

　　　d2(N20 +C2)
2 ,

(11)

系统(11)在原点的线性近似系统的系数矩阵 A为

A =
a11 a12

0 a22
,

其中 , a11 =-[(β1 +2d1(N10+C1)] ;a12 =k2θ2;a22

=-[ (β2 +θ2+2d2(N20+C2)] .显然 ,该矩阵的特征

值均为负数 ,所以该平衡点是全局稳定的.因此 ,如果

城乡之间成员一方只进不出 ,一方只出不进 ,最终该

技术创新会占领一定市场并保持稳定.

　　(Ⅲ)如果 θ1 >0 , θ2 >0 ,证明过程与系统(1)的

第三种情况相同.可以得出存在正平衡点(C1 , C2),

并且是全局稳定的.因此 ,如果城乡之间人口互相流

动 ,最终该技术创新市场扩散会达到一终值并保持稳

定.系统(9)有且仅有一个正的平衡点 ,且该平衡点

是全局稳定的.证毕.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 ,系统(1)有且仅有一个

正的平衡点 ,且该平衡点是全局稳定的结点.也就是

说 ,当城乡之间人口不管存不存在流动 ,单向流动或

双向流动 ,城乡人口数最终都能达到一终值并保持稳

定.并且系统(9)有且仅有一个正的平衡点 ,且该平

衡点是全局稳定的.也就是说 ,城乡之间不管是否存

在人口流动 ,单向或双向流动 ,各群体对该项创新技

术的需求量最终都将达到稳定值.但是 ,人口是否流

动 、是否单向或双向流动都将使创新技术的扩散速度

甚至最大需求量都发生变动.

3　实例分析

　　根据19882001年共14组城市和农村的固定电话

用户数据 ,利用 BASS 模型和存在城乡人口流动的技

术创新扩散模型进行拟合 ,通过对比分析 ,发现考虑

人口流动 ,固定电话用户的市场最大潜力存在很大变

化.

　　如果不考虑城乡人口流动 ,利用 BASS模型来对

城乡固定电话用户数分别进行拟合和预测.通过

SPSS 11.0进行线性回归 ,得出以下模型:

N1 =(0.00118756+1.1498 ×10
-5
N1)·

　　　(24251.21230-N1),

N
′
2 =1.9578 ×10-5N2 ·

　　　(19556.930266 -N2),

(12)

其中 ,城镇居民购买固定电话的外部影响系数 a1 =

0.00118756;内部影响系数 b1 =1.1498 ×10
-5
;农村

居民购买固定电话的外部影响系数 a2 =0;内部影响

系数 b2 =1.9578×10
-5;城镇固定电话用户的最大潜

力 C1 =24251.21(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用户的最大

潜力 C2 =19556.93(万户).

　　如果考虑城乡人口流动 ,利用城乡人口流动技

术创新扩散模型得出固定电话技术扩散模型为:

　　

N
′
1 =88.8608 +0.21945N1 -

　　　5.9986×10-6N2
1 +0.01N2 ,

N
′
2 =0.4800 +0.39966N2 -

　　　3.0032×10-5N2
2 ,

(13)

其中 ,城镇居民购买固定电话的外部影响系数 a1 =

0.0007934;内部影响系数 b1 =5.9986×10
-6;农村居

民购买固定电话的外部影响系数 a2 =0.00001;内部

影响系数 b2 =3.0032×10
-5;城镇固定电话用户的最

大潜力 C1 =37568.4(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用户的最

大潜力 C2 =13309.0(万户).

　　由此可见 ,如果考虑人口流动 ,中国固定电话用

户市场最大潜力为50877.4万户;如果不考虑人口流

动 ,中国固定电话用户市场最大潜力为 43808.14 万

户.也就是说考虑人口流动将比不考虑人口流动的中

国固定电话用户的市场最大潜力要多出 7000万余

户.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

收入提高和人际交往频繁等方面的原因 ,使得固定电

话的用户增加.因此 ,是否考虑人口流动 ,商家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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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策略和计划就会存在很大的差别.

4　结束语

　　通过建立和讨论城乡人口流动的技术创新扩散

模型 ,以及对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进行实证分析 ,发

现城乡人口流动会对技术创新扩散的速度和市场潜

力有着较大的影响 ,从而为商家有效预计市场潜力提

供较好的途径.但由于本文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 、生

活水平的提高 、通讯话费的降低对固定电话用户数的

影响等因素 ,该模型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偏差 ,这将在

后续研究中加以考虑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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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论文继续排名世界第五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200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 , 2003年 ,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
量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继续增长 。《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
(ISTP)收录的 ,在作者机构中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文共 93352 篇 ,比 2002 年增加 15957篇 ,增长率为
20.6%。我国科技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 1834994篇的 5.1%,所占份额较 2002年减少了 0.3个百分点 。按照国
际论文数量排序 ,我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五位 ,位于我国之前的4个国家分别是:美国 、日本 、英国 、德国 。
　　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SCI》2003 年收录的中国论文数为 49788 篇 , 比 2002 年增加 9030 篇 ,增长
22.2%,所占份额从2002年的 4.18%增长到 4.48%。按论文数排序 ,我国继续保持世界第 6位 。论文数排在
前5位的国家为: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
　　主要反映应用研究和工程开发研究情况的《EI》2003年收录中国论文数为 24997篇 ,排在世界第 3位 ,仅落
后于美国和日本 。
　　反映一个国家研究工作进展与本学科前沿接近程度的《ISTP》2003年共收录我国科技术人员参加的 1261

个国际会议 ,其中 1127个会议是在我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召开的 ,我国科学家共发表科技会议论文 18576篇 ,
比2002年增加 5154篇 ,占全世界总数的 4.5%,我国科技会议论文的世界排位为第 6位 。
　　2003年国内论文数据由《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统计得出: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内科技期刊
上共发表论文 274438篇 ,比 2002年增加34321篇 ,增长了 14.3%;海外作者在我国刊物上发表论文 1194篇 ,比
2002年增加297篇。
　　截至 2004年 9月 , 《SCI》收录我国科技期刊95种 ,其中我国大陆期刊 78种 ,我国台湾省期刊17种;2003年
《EI》收录我国期刊数为 130种 ,其中我国大陆期刊 119种 ,我国台湾省期刊 11种;2003年《CSTPC》收录的中国
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为 1576种 。

据《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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