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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科数据库 

什么是一流学科 
定义 １ 

界  定 

综  合 

一流学科①具有宽度和广度，即包含学科本质元素，又要科学发展；②

具有国际地位；③具有大量原创性研究成果；④能使物质与精神平衡。 

一流学科就是能够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拥有国

际性的学术声誉、能够培养一流创新人才的学科。 

学科排名成为界定一流学科的主要参照系 

·以政府资源分配为指向的国家学科排名（学位与研究生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 

·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公司化排名（各种大学排行榜的学科排名，特别是ESI） 

·混杂着多重目的第三方评估（英国的科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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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一流学科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精英性（数量稀少） 

· 高显示度（在科研、资源、管理等诸多方面被作为典范） 

定义 １ 

什么是一流学科 

小  结 

一流学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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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 
标准 2 

条
件
式
标
准 

结
果
式
标
准 

指标式标准 

描述式标准 

以批判性为核心、以服务为导向、以质量为目标的大学精神 有“原创性、重要性和精确性”的高水平、代表性科研成果 

在多个有影响的学科排行榜中总是能够位居前列 

对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服务及生活质量等各个方面形成广泛影响力和有效应用价值 

一流的学术组织和一流的学术产出 

研究人员发展与培训体系完善 

研究经费充裕 

是否进入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前1% 

世界顶尖学者的数量（高被引学者的数量） 

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Science，Nature）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高被引科研论文的数量 

良性的学科生态 

拥有重点学科平台数 

人才培养质量受到公认 

一流的学术声誉和一流的社会服务 

仪器、实验设备完善 

学科发展战略 课程、专业和人才培养体系完善 

一流学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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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价数据库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是由世界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ISI)于2001年

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 

 

基于Web of Science（SCIE/SSCI）所收录的全球11000多种学术期刊的

1000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 

 

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

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 

数据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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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价数据库 

ESI对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SCIE、SSCI库中近11年的论文数据进

行统计，按被引频次的高低确定出衡量研究绩效的阈值，分别排出居世

界前1%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居世界前50%的国家/地区和居

前0.1%的热点论文。 

3 

   

  Agricultural Sciences 

  Biology & Biochemistry 

  Chemistry 

  Clinical Medicine 

  Computer Science 

  Economics & Business 

  Engineering 

  Environment/Ecology 

  Geosciences 

  Immunology 

  Materials Science 

  Mathematics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 

  Multidisciplinary 

  Neuroscience & Behavior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Physics 

  Plant & Animal Science 

  Psychiatry/Psychology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Space Science  

 

针对22个专业领域，通过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前沿论文等6大指标，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地区

科研水平、机构学术声誉、科学家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

面衡量。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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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价数据库 

Elsevier的引文和文摘数据库 Scopus（www.scopus.com），Scopus收

录了来自于全球5000余家出版社的22,245 种期刊，包含5,830余万条数

据，是全球最大的引文和文摘数据库。 

3 

Scopus 的数据每日更新，收录包括 
• 105个国家40种语言内容 

• 3,780种开放存取期刊 

• 超过700万篇会议论文 

• 超过94,900种书 

• 收录5000多种期刊的在编文章（Article in Press, 早于正式出版1-4个月） 

• 完整收录Elsevier, Springer/Kluwer, Nature, Science, ACS等出版商出版的期刊，自第一卷第一期开始

1996年以来的记录包括文后参考文献信息 

• 完整收录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的全部文献，涉及油气资源、塑料、航空航天、电子、交通、HVAC、物理学

等。 

数据库 

http://www.scopus.com/
http://www.scopus.com/
http://www.scopus.com/
http://www.scopus.com/
http://www.scop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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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二 

２ 

大数据 

数据平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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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

大

数

据

的

组

成 

 

1 大数据 

按领域划分 

人事、财务、教学、科研、资产、学

工、学科等管理数据； 

在线学习记录、教学过程记录、校园

卡刷卡记录、无线网连接记录、网络

认证记录、上网行为记录等服务数据。 

 

按格式划分 

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

结构化数据。 

高校大数据 

学校在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等活

动中产生的大量信息，以及校外与学

校、师生相关数据总和。 

按性质划分 

还可以分为结果性数据（状态数

据）和过程数据。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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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框

架 

1 大数据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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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框

架 

1 

教务 科研 学工 财务 人事 一卡通 图书馆 行为信息 社交数据 ··· 海量异构数据 

运维管理 

安全管理 

数据脱敏与认
证 

权限管理 

数据服务门户 
主数据管理 元数据管理 全量数据管理 

数据共享与交换 

综
合
数
据
管
理 

关系型数据库 

全文搜索集群 

K-V数据库集 

分布式文件系统 

分布式数据库 

综
合
数
据
管
理 

离线处理引擎 

实时计算引擎 

流式分布引擎 

数
据
挖
掘 

标称 

序数 

比率 

区间 

模型 

数据引擎服务接口 REST  API /  标准SQL 

元数据管理 
（基础信息管理） 

数据服务总线（信息
开放组件） 

数据可视化 
（BI套件） 

应用开发平台（开发
套件） 

决策分析引擎（辅助
业务） 

数据服务 

ITL大数据平台 

数据共享与交
换 

数据存储与计
算 

数据资产管理 

安全预警 数据可视化 就业分析 舆情监控 数据挖掘 创新数据应用 

大数据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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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学科评价中心网站（http://xkpj.dlut.edu.cn)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数据平台 2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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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信息收录情况 

数据平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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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全面咨询 

为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

科建设提供全面的咨询服

务，包括： 

· 学校重点发展学科的确定 

· 学科定位 

· 标杆学校相应学科的各项

指标的动态监测 

 

建设目标 

学科发展评估 

针对某一学校的具体学科

的发展，与其他院校进行

对比分析： 

· 提供近10年的各项指标的

发展数据 

· 进行纵向的对比分析 

· 寻找学科优势和不足 

· 提供学科发展的建议 

学科绩效考核 

学科发展程度的衡量是一

项比较复杂的工作，如果

从纵向看，经过了一段时

间后，学科发展的指标均

有上升。学科绩效考核是

依据学科的原有基础，进

行横向比较，来确定学科

发展的绩效。 

为高等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数据平台 2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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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科评价方法 

研究对大学、学科进行诊

断、分析、评价的理论与

方法。 

基本数据获取 

研究如何获取各类学科评

价的数据，研究如何对这

些数据进行有效的集成与

处理。 

数据库的建立 

建立基于学科数据的评价数

据库，对于高等学校学科发

展的基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综合展现，动态监测学校的

基本指标的发展和变化情况。 

学科水平评估 

根据国际英文文献数据库和

我们的评价数据库，对于高

等学校的整体学科建设水平

和单一学科的建设水平进行

学科评估和学科发展绩效评

价，提供学科发展的建议。 

根据评估结
果，提出学
科发展的路
径和方向 

平台内容 

数据平台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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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标选取原则： 

· 兼顾教学与科研指标 

· 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 

· 数据指标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取 

 

评估指标 

三个一级指标： 

· 师资队伍与资源 

· 科学研究成果 

· 人才培养质量 

专家
团队 

教学
成果
奖 

规划
教材 

授予
学位
数量 

代表
性论
文 

重点
实验
室 

重点
学科 

人均
发表
论文 

代表
科研
项目 

成果
转化
情况 

科学
研究
获奖 …… 

评估指标 

数据平台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19  

2 

CNKI数据库 教师发表
论文集 

网络
数据 

论文-学科 
关系抽取 

作者-学科 
关系抽取 

教师学科归属 

学科—
中图映
射关系 

 

加权  
统计 

 

教师一级学科的确定 

数据平台 学科评价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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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科建设评价体系案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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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与应用 

案例2：大连理工大学 
力学学科评价 

诊
断 

案例3：ESI社会科学总论 
支撑学科分析 

定
位 

案例4：辽宁省高校学科进入ESI
前1%现状及趋势分析 

比
对 

案例1：我国工程学学科的国际地
位及其支撑学科分析 

案例5：E9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发展比对分析 

决
策 

规
划 



22  

案例1 1 

案例 1

我国工程学学科的国际地位 
及其支撑学科分析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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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学科ESI排名前10名的国家 

国家 
Web of Science 

Documents 
Cites Cites/Paper 

High Cited 

Papers 

美国 207665 1655714 7.97 2649 

中国大陆 190746 1152608 6.04 2718 

英国 52761 402555 7.63 578 

加拿大 45962 359934 7.83 546 

法国 49135 358464 7.3 437 

德国 47198 318000 6.74 503 

意大利 41765 307714 7.37 411 

印度 44937 293017 6.52 493 

南韩 55814 289065 5.18 336 

日本 52428 282030 5.38 305 

案例1：我国工程学学科的国际地位及其支撑学科分析 
1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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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我国工程学排名前20的机构发文与被引情况（2016年7月） 

注：表中20个机构发文总量为87381篇，占我国工程学全部论文的45.8%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论文数量 被引频次 

被
引
频
次 

论
文
数
量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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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Web of 

Science 学

科分类中的

工程学与我

国教育部学

科分类映射

关系得到的

主要学科。 

19488 

7657 

6690 

6417 

6248 

4980 

4764 

4022 

3968 

3913 

3334 

2658 

2236 

2121 

2001 

1436 

1143 

763 

607 

508 

391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机械工程 

土木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化学 

物理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数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力学 

核科学与技术 

仪器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论文数量 

（3）工程学整体映射到一级学科情况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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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20个机构工程学支撑学科 

 

左图中展示了20

个机构的5个工

程学主要支撑学

科，气泡大小代

表支撑强度。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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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大连理工大学力学学科评价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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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简介 

 

通过期刊自定义学科内涵（力

学学科自选138种期刊、自然

科学基金委36种顶级期刊，10

种交叉期刊），分析力学学科

现状。 

案例1：大连理工大学力学学科评价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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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大连理工大学与国内院校在138种力学期刊的发文情况比较 

大连理工大学在2004-2008年及

2009-2013年的发文总量均排

在所有国内对比院校中仅低于

清华大学，位列第二，并保持

比其他院校间较明显的优势。 
537 

312 

307 

278 

154 

226 

142 

82 

119 

777 

641 

595 

475 

416 

382 

287 

239 

223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Tsinghua University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han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09-2013 2004-2008

发文总量（与国内高校对比）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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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连理工后一个五年的文献数量增

长速度为105%，显著高于发文量排

在第一的清华大学（45%），虽然

低于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考虑到这两校文献体量相对

较小，可以说大连理工的文献增长

速度在国内对比院校中是具有优势

的。 

发文增速（与国内高校对比）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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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连理工发文量的排名

从2004-2008年的第九上

升到2009-2013年的第二，

这说明大连理工的力学

学科在近五年有了快速

的发展。 

（3）大连理工大学与海外院校在138种力学期刊的发文情况比较 

508 

312 

527 

460 

455 

411 

493 

423 

329 

652 

641 

566 

520 

469 

468 

462 

403 

323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09-2013 2004-2008

发文总量（与国外高校对比）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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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连理工两个五年的文献

数量增长速度为105%，远

远高于其他海外对比院

校。从之前的发文量为第

九名，增加到第二名，且

在所有对比中保持了最高

的增长速度。 

发文增速（与国外高校对比）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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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力学学者分析 

大连理工力学学科的74位学者

中，属于世界级领先学者共5

位；属于全球较有影响力的学

者共5位；在国内较有影响力

的学者共7位；在国内具有地

区性影响力的学者共57位。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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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年龄段学者的影响力和年龄结构分布，

这对于预测未来力学学科的发展是很有意义 

•   通过FWCI进行学者的层

次分析会发现，大连理工

大学力学学科年轻学者表

现出了相对较强的学术影

响力，这对大连理工大学

力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而言

是一个积极因素，也说明

大连理工大学在近些年成

功的引进和培养了一批高

质量的年轻学者。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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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 3

ESI社会科学总论支撑学科分析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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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名  国家  

Web of Science 

Documents 

（总论文数） 

Cites  
（总被引频次） 

Highly Cited 

Papers（高被引论
文） 

Cites/Paper  
（篇均被引率） 

1 美国 312524 2564299 4695 8.21 

2 英国 92877 750735 1536 8.08 

3 加拿大 46787 382585 763 8.18 

4 澳大利亚 49469 327297 618 6.62 

5 荷兰 29836 278873 622 9.35 

6 德国 33586 226543 559 6.75 

7 瑞典 17806 146207 282 8.21 

8 西班牙 26024 127309 255 4.89 

9 法国 18455 124827 318 6.76 

10 意大利 15597 111805 258 7.17 

11 中国 16020 96431 218 6.02 

12 苏格兰 11888 95279 188 8.01 

13 比利时 11475 81147 162 7.07 

14 巴西 16691 69276 92 4.15 

15 南非 13004 68472 163 5.27 

ESI社会科学总论排名前15位的国家论文发表与被引情况 

案例3：ESI社会科学总论支撑学科分析 
案例3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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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社会科学总论整体映射到一级学科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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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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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所综合型大学“社会科学总论” 前5的支撑学科 

4所理工型大学 “社会科学总论” 前5的支撑学科 

案例3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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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社会科学总论”的学科分析 

2006年1月-2016年7月大连

理工大学在ESI社会科学领

域中共发表142篇论文，总

被引频次达到945次，与

ESI中社会科学被引阈值

1114次仅相差169次，冲击

E S I前 1 %学科潜力达到

84.5%。 

大连理工大学发表的主要社会科学期刊 刊名 论文数量 被引频次 

SCIENTOMETRICS 39 216 

ENERGY POLICY 11 180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9 115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0 96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3 83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5 33 

RESEARCH POLICY 1 28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6 22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3 21 

 合计 
87篇 

占总论文数量比例61% 

794次 

占总被引频次比例84% 

大连理工大学发表的主要社会科学期刊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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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领域主要贡献学者 

序号 姓名 论文数量 被引频次 发论文时职称 

1 穆老师 5 85 教授 

2 王老师 13 67 副教授 

3 朱老师 7 64 教授 

4 刘老师 4 41 教授 

5 孙老师 4 26 讲师 

6 孙老师 6 14 副教授 

7 陈老师 8 141 长江学者 

8 克里老师 7 129 海天学者 

9 张老师 5 92 博士生 

10 崔老师 4 24 博士生 

11 梁老师 4 19 兼职教授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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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 4

辽宁省高校学科进入ESI前1%现状及趋势
分析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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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校进入ESI前1%的学科及其学科排名分析（2018.3）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进入的ESI的学校 学科数 进入ESI的学科 ESI排名 全球前1%机构数 排名百分比 

大连理工大学 9 

工程学 * 46 1369 3.36% 

化学 * 74 1194 6.20% 

材料科学 * 81 826 9.81% 

计算机科学 78 417 18.71% 

环境生态学 493 897 54.96%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586 997 58.78% 

物理学 497 720 69.03% 

数学 181 250 72.40% 

社会科学总论 1324 1406 94.17% 

东北大学 4 

工程学 147 1369 10.74% 

材料科学 174 826 21.07% 

计算机科学 128 417 30.70% 

化学 722 1194 60.47% 

注：*号学

科为“千分

之一”学科； 

蓝色代表接

近“千分之

一”的学科； 

红色代表

“危险位置”

的学科。 

案例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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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校进入ESI前1%的学科及其学科排名分析（2018.3）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进入的ESI的学校 学科数 进入ESI的学科 ESI排名 全球前1%机构数 排名百分比 

中国医科大学 4 

临床医学 579 4213 13.74% 

药理学与毒理学 497 846 58.75%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573 838 68.38%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809 997 81.14% 

沈阳药科大学 3 

药理学与毒理学* 80 846 9.46% 

化学 872 1194 73.03% 

临床医学 3655 4213 86.76% 

大连医科大学 2 
临床医学 1355 4213 32.16% 

药理学与毒理学 626 846 74.00% 

辽宁工业大学 1 工程学 565 1369 41.27% 

大连海事大学 1 工程学 614 1369 44.85%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 工程学 981 1369 71.66% 

辽宁师范大学 1 化学 1033 1194 86.52% 

辽宁大学 1 化学 1127 1194 94.39% 

沈阳农业大学 1 农业科学 749 792 94.57% 

案例4 4 

注：*号学科为

“千分之一”

学科； 

蓝色代表接近

“千分之一”

的学科； 

红色代表“危

险位置”的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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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贡献度学科分析 

大连医科大学药理学与毒理学映射一级学科及其贡献度 

高校 
教育部 

一级学科 
ESI学科划分 贡献度 类型 

大连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40.10% 潜力学科 

药理学与毒理学 27.78% ESI学科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20.10% 潜力学科 

临床医学 10.70% ESI学科 

生物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64.20% 潜力学科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23.40% 潜力学科 

药理学与毒理学 6.54% ESI学科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0.96% ESI学科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27.10% 潜力学科 

药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 54.25% ESI学科 

生物工程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7.50% 潜力学科 

医学技术 临床医学 2.84% ESI学科 

案例4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45  

4 

中国医科大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映射一级学科及其贡献度 

高校 
教育部 
一级学科 

ESI学科划分 贡献度 类型 

中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3.89% ESI学科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25.30% ESI学科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17.40% 潜力学科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12.14% ESI学科 

药理学与毒理学 8.52% ESI学科 

基础医学*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40.12% ESI学科 

免疫学 34.20% 潜力学科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29.85% ESI学科 

药理学与毒理学 24.89% ESI学科 

临床医学 8.94% ESI学科 

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66.90% 潜力学科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45.63% ESI学科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27.25% ESI学科 

免疫学 21.20% 潜力学科 

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    

社会科学总论 71.90% 潜力学科 

免疫学 21.20% 潜力学科 

药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 51.35% ESI学科 

教育学                社会科学总论 7.80% 潜力学科 

生物医学工程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5.90% 潜力学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        社会科学总论 3.30% 潜力学科 

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 2.12% ESI学科 

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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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E9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发展比对分析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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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情况 E9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的平

均值为12个，占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总

学科数的2/3左右，主要集中在应用经

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学、心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

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等学科。 

多数高校都缺少理论经济学、民族学、

公安学等学科。 

注：我们的学科评价数据库是按照CNKI中中图分类号映射到我国

的一级学科分类上的，这种分类是按照研究论文的成果进行分

类，分类结果会与E9高校的实际学科分类略有差异。 

案例5：E9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对比分析 

10 10 

12 12 
13 13 13 

14 14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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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秀师资和研究团队状况表 

注：表中蓝色数据是其他学校数量超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数量；红色数据表示大连理工大学的数据超过平均数的数据。 

学校师资 
教育部
新世纪
人才 

国家杰
青基金
获得者 

百千万
人才工
程国家
级人选 

长江学
者特聘
教授 

长江学
者讲座
教授 

青年拔
尖人才
（万人
计划） 

教育部
高校青
年教师
获得者 

现任学
科评议
组成员 

国家级
教学名
师 

教育部
创新团
队 

国家级
教学团
队 

国家自
然基金
委创新
群体 

长江青
年学者 

中国工
程院院
士 

教育部
跨世纪
优秀人
才 

国家优
秀青年
科学基
金获得
者 

大连理工大学 11 2 1 1 2 1 1 1 1 1 

北京理工大学 17 2 2 1 1 1 1 1 

华南理工大学 14 1 1 1 1 

重庆大学 17 1 2 1 1 1 

天津大学 12 3 1 1 2 1 2 1 1 1 

东南大学 19 1 3 2 1 1 1 

同济大学 6 1 1 0 1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11 2 0 1 

西北工业大学 4 0 1 

均值 12.33 1.33 0.89 0.89 0.67 0.56 0.44 0.44 0.22 0.22 0.22 02 0.22 0.11 0.11 0.11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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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9高校研究成果情况对比表 

学校成果 
核心期刊
&CSSCI论文

数 

SCI/SSCI论
文数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金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专利数量 
国家级规划
教材数量 

全国教育科
学规划课题 

国家教学成
果奖 

国家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 

研究生教育
成果奖 

大连理工大学 1138 109 117 54 17 2 2 2 1 

北京理工大学 888 97 97 45 27 2 4 1 

华南理工大学 1930 100 67 106 53 1 3 7 

重庆大学 2355 136 49 52 74 2 4 1 2 1 

天津大学 1689 166 123 54 17 3 3 3 1 

东南大学 1513 147 71 86 68 15 4 1 

同济大学 1499 149 103 40 62 3 4 2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728 185 101 29 9 6 5 

西北工业大学 496 77 20 27 18 2 1 

均值 1359.56 129.56 72.56 54.78 38.33 4 3.22 1.56 0.44 0.22 0.11 

案例5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注：表中蓝色数据是其他学校数量超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数量；红色数据表示大连理工大学的数据超过平均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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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E9经济学商学和社会科学总论ESI排名潜力值 

一流学科建
设评价体系
与案例 案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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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科建设实时监控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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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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