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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偏爱、关系稿与引用率贴水
———来自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证据

郭　峰 李　欣①∗

摘　要　学术期刊规范化、公平化管理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保障,
期刊编辑部如果偏爱某些机构或群体,大量录用 “关系稿”,会严重

妨碍学术进步.本文通过对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２年１２种中国经济学权威

期刊上发表的１９０００多篇学术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中国经

济学权威期刊编辑部偏爱该期刊隶属单位研究人员形成的 “关系稿”
引用率会比其他论文低１５２％,下载率也会低８３％.进一步分析

则表明 “关系稿”的贴水现象近年来有所缓解,中国经济学权威期

刊的规范化、公平化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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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规范科学的管理是学术进步的重要

条件.最近十多年时间里,中国本土经济学权威期刊质量较快提升(王军,
２０１０)

　

②１
　

,以 «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为代

表的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中所发表的论文越来越规范(成九雁和秦建华,
２００５　

③２
　

;张成思和陈曦,２０１４　

④３
　

),相对于林毅夫(１９９５)
　

⑤４
　提出该命题之时,中国

经济学研究的 “规范化”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显然,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质

量的迅速提升与其越来越多地采用匿名审稿等规范化的管理有很大关系(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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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赵仁杰,２０１６)
　

①５
　

.匿名审稿制度可以弥补编辑部成员在专业知识和信息方

面的缺陷,经过同行专家把关和反复修改后的文章质量有所提高(Laband,

１９９０;Hamermesh,１９９４).而且,匿名审稿也有利于减弱传统审稿制度中存

在编辑部偏爱某一部分群体而出现关系稿、人情稿等问题.然而,我们也不

得不注意到中国学术期刊管理当中不规范的问题依然大量存在,关系稿、人

情稿的现象仍不时出现在学术圈的私下讨论中.而本文即从文献计量学的角

度,通过严谨的计量方法考察中国经济学学术期刊中 “关系稿”问题及其导

致的引用率贴现(打折)现象.
即便是在匿名审稿制度下,期刊编辑部仍保留着对论文是否通过编辑部

初审、如何安排匿名审稿人、接收后何时刊发、刊发时如何编排版面等的主

导权.编辑部主导权的存在,使得人们常常议论编辑部是否可能会利用这些

主导权而偏爱某一部分群体,使其获得相对于其他群体在论文刊发等方面上

的优势.理论上而言,编辑部的这一主导权既可以被用来主动寻找更好的论

文,提高期刊影响力,也可能会因为降低标准,录用人情稿,而使得期刊陷

入内部人垄断.考虑到在期刊上发表论文事关研究人员的职称、报酬等,因

此,研究编辑部偏爱现象及其后果便对学术期刊的规范化管理和中国经济学

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果编辑部偏爱确实存在,那么某期刊发表的与该编辑部有关系的研究

人员的论文和没有关系研究人员的论文,在质量上就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而

这些质量上的差异就可能体现在引用率上.即如果编辑部偏爱某一群体,那

么该群体的论文和其他人的论文的引用率就可能存在系统差异.具体而言,
如果这一偏爱是编辑部主动寻找高质量论文(如名家之作),则这些论文的引

用率可能更高,而如果这一偏爱是编辑部在录用某一群体的论文时降低了审

核标准,那么这一群体的论文引用率就可能更低.本文通过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

１２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的逾１９０００篇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中国

经济学权威期刊发表的该期刊隶属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引用率显著低于其他

机构研究人员在该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引用率,即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编

辑部偏爱其所隶属机构的研究人员.这便出现一种可以概括为 “关系稿”的

现象,且这些 “关系稿”存在一定的引用率贴水(citationdiscount).多个稳

健性分析表明我们的这一发现非常稳健.不过,令人欣慰的是 “关系稿”和

“关系稿”引用率贴水现象近年来已经有所缓解,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日益规

范化得到了初步证实.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

绍我们的样本和数据,并对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 “关系稿”现象进行简单的

①　　 　　５ 刘瑞明、赵仁杰,“匿名审稿制度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吗?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经济
学»(季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６卷第１期,第１７３—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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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证实 “关系稿”的确存在引用率贴

水现象;第五部分是进一步讨论,考察名校效应对 “关系稿”贴水的影响,
找出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日益规范化的证据,并探讨编辑部录用 “关系稿”
时是否存在寻找更好论文的动机;最后一部分是简要的结论.

二、文 献 综 述

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高质量论文是衡量一个研究人员创造力的最主要

依据.研究人员论文发表情况直接关系到其能否如期毕业、能否获得教职以

及能否得到晋升等现实利益(Ellison,２０１０).因此,学者们不仅努力撰写各

自领域的学术论文,还对学术论文的发表过程、发表载体和发表机构等表现

出了极 大 的 研 究 兴 趣.在 经 济 学 领 域,StiglerandFriedland(１９７５)以 及

Quandt(１９７６)都是早期的文献计量学文献,而 LiebowitzandPalmer(１９８４)、

Stigleretal(１９９５)以及 Kalaitzidakisetal(２００３)等研究期刊质量和论文引

用率的文献也得到了广泛引用.这些文献通过统计数据分析或计量经济手段

对决定期刊或论文影响力的因素进行估算,揭示了学术期刊、学术论文的一

些基本趋势.近期一些文献延续了这一传统,例如,CardandDellaVigna
(２０１３)描述了英文经济学权威期刊的几大趋势,诸如投稿量越来越大、录用

率越来越低、论文越来越长、合著现象越来越突出等.Hamermesh(２０１３)则
发现英文经济学权威期刊中的纯理论论文和基于现成数据库的实证论文越来

越少,而基于实验数据的实证论文则增加很多.
另一类文献应用微观经济分析,将经济学的经典模型运用到对论文写作、

投稿以及审稿过程的研究中,让我们对这些影响期刊或论文质量的微观因素

有了更多认识.这类文献尤为关注匿名审稿和期刊编辑部的作用.例如,既

有文献认为匿名审稿制度可以提升论文质量(Laband,１９９０),也有文献认为

匿名审稿制度可能不利于创新性方法的应用(Fölster,１９９５).此外,还有关

于编辑部如何选择审稿人(Hamermesh,１９９４)、双向匿名审稿和单向匿名审

稿的优劣(Blank,１９９１)、是否应向审稿人付费(EngersandGans,１９９８)、审

稿流程越来越长的影响(Ellison,２００２;Leslie,２００５;Azar,２００５)等方面的

文献.
尽管施行了匿名审稿制度,但编辑部在决定论文发表等方面仍有一定的

主导权.这种主导权的一个体现就是审稿速度,有些学者认为编辑部应该加

快审稿过程,避免无谓损失(Leslie,２００５);而其他部分学者则提出了相反观

点,例如,Azar(２００５)认为如果编辑部审稿太快,特别是初审速度太快,就

会吸引更多的低质量论文投稿,导致编辑部不堪重负.编辑部权力的另一个

体现则是在对审稿人的自主选择上,虽然匿名审稿对一篇稿件能否被接收有

重大影响,但编辑部对审稿人的选择,可能就已经包含了其是否希望这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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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被接收的意愿,编辑部可能将其希望被接收的稿子交给那些倾向于相信某

一理论的审稿人,例如,将涉及某概念的论文交给首提该概念的研究者来审

稿,出于扩大自己学术影响力的考虑,审稿人可能会倾向于让该论文通过

审稿.
此外,编辑部在论文发表方面的主导权体现更鲜明的是 “编辑部偏爱”

(editorialfavoritism)现象,目前,很多文献都讨论了诸如期刊编辑部是否会

系统性地偏爱某一团体或某类文章之类的问题.GerrityandMcKenzie(１９７８)
和Laband(１９８５)发现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PE)发表了相对更多的

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系的学者(教师或曾经的学生)的论文.Wu(２００７)发现即便

是近期,JPE的这种偏爱依然很明显.作为对这种行为的 “辩护”,JPE 在

１９９４年发表了 LabandandPiette(１９９４a)的一篇开创性研究论文,他们基于

１９８４年２８个顶级英文经济学期刊上１０５１篇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期

刊发表的那些跟主编、共同主编、责任编辑有 “关系”的研究人员的论文引

用率反而更高.他们认为期刊编辑部虽然可能偶尔会 “偏爱”跟他们有关系

的研究人员,降低录用标准,但总体而言,期刊编辑部发表更多有 “关系”
的研究人员的论文,是因为期刊编辑部在主动寻找更高质量的稿件过程中,
对这些有 “关系”的研究人员的论文更加熟悉,从而录用了这些研究人员更

多,也更好的论文.
在LabandandPiette(１９９４a)的开创性研究得到让编辑部欣慰的结论之

后,仍有一些经济学者继续考察了这一问题,但得到的结论仍多有利于编辑

部.
　

①６
　

例如,Medoff(２００３)基于与 LabandandPiette(１９９４a)稍微不同的 “关
系稿”定义、样本期刊选择和回归方法设定,重新考察了编辑部偏爱某一群

体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仍然发现 “关系稿”的引用率更高而不是更低.对

“关系稿”的最新研究来自Brogaardetal(２０１４),他们基于３０个经济学权威

期刊超过５００００篇文章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经济学期刊主编(共同主编)
任期内,其所在研究机构的论文发表量比其他时期要高出１００％,而更重要的

是,这些 “关系稿”依然有更高的引用率.
当然,编辑部偏爱不仅表现在录用更多的 “关系稿”上,Labandetal

(２００２)、Coelhoetal(２０１４)也考察了另一种编辑部偏爱现象,即某期刊的编

辑部可能会倾向于录用引用本期刊文献较多的论文,因为这可以提高本期

刊的影响因子.
　

②７
　

还有一种编辑部偏爱表现在编辑部对已接收论文的处理上,
例如期刊编辑部在期刊排版时会照顾部分论文,比如将其放在 “首篇论文”
的位置,或者给予更好的版面(Smartand Waldfogel,１９９６;Coupéetal,

①

②

　　 　　６ 或者只有得到这样结论的论文才被编辑部接收发表了,这可能是另一个难以识别的编辑部偏爱问题,
但本文的发表为该猜想提供了一个反例.
　　 　　７ 当然,这一研究存在一个问题,也许并不是编辑部录用了引用本期刊更多文献的论文,而是在编辑部
录用该文后,要求作者酌情从该期刊中多引用一些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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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在国内关于经济学的文献计量学研究中,一般多是基于某个(类)期刊分

析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领 域 等 的 演 变(成 九 雁 和 秦 建 华,２００５;王 军,

２０１０;张成思和陈曦,２０１４).此外,也有一些文献基于单个期刊,讨论该期

刊在规范化方面取得的进步,如郇志坚(２０１０)
　

①８
　

、叶初升等(２０１０)
　

②９
　和王军

(２０１０)等.刘瑞明和赵任杰(２０１６)基于中国经济管理类３６６种期刊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匿名审稿制度显著推动了中国经济管理类期刊的进

步.尽管郇志坚(２０１０)、叶初升等(２０１０)等都注意到中国经济学期刊发表了

更多其隶属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但并没有对这些 “关系稿”造成的影响进

行严格检验.

三、变量与样本

(一)主要变量和识别策略

考察编辑部是否对某类群体存在系统性偏爱(歧视)及其影响,首要难题

在于这种偏爱和 “关系稿”的认定.一般而言,期刊的审稿过程是不透明的,
研究者无法知道期刊的具体审稿过程,也无法看到被拒绝的稿子,因此就无

法评估被接收的论文和被拒绝的论文之间的差异,因此,编辑部是否对某类

群体存在偏爱(歧视)很难有直接的度量指标.LabandandPiette(１９９４a)定义

的 “关系稿”为:(１)作者之一是否在主编、共同主编、责任编辑之一所隶属

(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２)作者之一是否隶属于主编、共同

主编、责任编辑所隶属(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校.但 Medoff(２００３)质疑了这

种关于 “关系稿”的定义,认为并非所有编辑部成员都拥有录用或者拒绝一

篇稿子的权力,而认为只有主编、共同主编等才有这一权力.因此,Medoff
(２００３)将 “关系稿”定义为:(１)作者之一是否在主编、共同主编参加的

Seminar上报告过他们的论文;(２)作者之一是否和期刊主编或共同主编同时

隶属一个学校;(３)作者之一是否隶属于主编、共同主编获得其博士学位的学

校;(４)作者之一是否曾经是主编、共同主编所隶属学校的学生;(５)作者之

一是否和主编或共同主编是同届研究生.不过,Brogaardetal(２０１４)关于

“关系稿”的定义更简略:某期刊现任主编、共同主编当前工作单位的研究人

员在该期刊发表的论文.
　

③１０
　

参考这些文献的做法,并结合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

①
②

③

　　 　　８ 郇志坚,“近年来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及进展”,«金融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７期,第１９４—２０６页.
　　 　　９ 叶初升、邹欣、张洪涛,“经济与经济学双重转型中的学术期刊发展———以«经济评论»为例”,«经济评
论»,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６—２１页.
　　 　　１０ Brogaardetal(２０１４)主要分析方法是比较某学校研究人员担任期刊主编的任期内是否接收了该学
校比其他时期更多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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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有明确主办单位的现状,我们简单地将各个期刊发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

论文界定为 “关系稿”
　

①１１
　

.
显然,编辑部偏爱(歧视)是否存在,接收率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

但是,用接收率来判断是否存在编辑部偏爱(歧视)又过于粗糙.例如,我们

可以预期,平均而言,好学校的研究人员水平比差学校研究人员水平要高,
从而其可能有更高的论文接收率.并且,由于审稿过程不透明,我们只能看

到发表后的论文,没有接收发表的论文则无从知悉.此外,某期刊发表某机

构和群体研究人员论文比例更高,也不代表该机构和群体的论文 “接收率”
就更高,也可能是该机构和群体投稿基数更大.因此现有文献均通过间接方

式来识别编辑部偏爱的影响,即评估已发表论文的质量.如果编辑部偏爱确

实存在,那么与编辑部有关系的论文和没有关系的论文,在质量上可能存在

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如果编辑部偏爱某一群体,降低了对该群体论文录

用的标准,那么这些论文的质量应该更低.但如果正如 LabandandPiette
(１９９４a)、Medoff(２００３)、Brogaardetal(２０１４)等所论证的,编辑部偏爱录

用某一群体的论文,是因为其对这些研究人员的论文更加熟悉,从而可以从

中挑选出更好的论文,那么这些论文的质量可能就不会更低,反而会更高.
引用率是衡量一篇学术论文质量的最基础指标.引用率或者基于引用率

编制的其他指标,往往被用来反映学者、研究机构、学术期刊的研究实力或

影响力(LiebowitzandPalmer,１９８４;LabandandPiette,１９９４b;CostaVieiＧ
ra,２００４;HamermeshandPfann,２００９;Ellison,２０１０).因此,虽然可能

存在关于学术论文影响力的更严谨的评估方法(PalaciosＧHuertaandVolij,

２００４;Hirsch,２００５;赖平耀,２０１１　

②１２
　

),但引用率仍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衡量

期刊和论文影响力的简单指标.本文即以 “被引次数”作为衡量一篇论文影

响力的主要标准.同时,考虑到一篇论文所引用的文献仅占其所阅读文献的

一部分,因此,为了反映那些被阅读但没有被引用的文献的价值,我们也以

文献的 “下载频次”作为论文影响力的另一个衡量指标(Coats,２００８;马

超,２０１４　

③１３
　

).
评估 “关系稿”对论文质量的影响,一种简单的文献计量法是分别以被

引次数和下载频次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为 “关系稿”为主要解释变量,以

①

②
③

　　 　　１１ 正如LabandandPiette(１９９４a)、Medoff(２００３)、Brogaardetal(２０１４)所承认的,由于审稿过程的不透
明性,无论如何界定“关系稿”,都会存在一定的偏误.如果“关系稿”的真实含义为论文作者与编辑部存
在人际关系的论文,那么我们上述关于“关系稿”的可操作定义,即论文作者之一是否和该期刊隶属于同
一单位,就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测量偏误”.第一,即便所有作者都不是该期刊隶属单位的研究人员,其仍
可能与编辑部存在人际关系,正如LabandandPiette(１９９４a)和 Medoff(２００３)所述,作者和编辑可能有其
他渠道的交集.第二,即便作者之一是该期刊隶属单位的研究人员,也不代表该研究人员就一定和编辑
部有人际关系.如果研究机构规模很大,或者研究领域差异很大,作者和编辑部成员可能并不熟识.
　　 　　１２ 赖平耀,“基于学术期刊文章的数值科研评估”,«世界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第１３１—１４７页.
　　 　　１３ 马超,“年底发表的文章会遭受‘影响力陷阱’”,«世界经济文汇»,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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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能影响论文引用率和下载率的因素为控制变量,通过检验 “关系稿”
的系数是否显著为负,来考察其是否存在引用率贴水现象.计量方程如

(１)式:

yjnik ＝α１guanxijnik ＋X′jnikβ＋εjnik． (１)

　　虽然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混合面板数据,但仍可以通过不同的维度来更

精确地界定一篇论文,如(１)式所列,j,n,i,k分别代表期刊、发表年份、
期数、论文序列四个维度

　

①１４
　

.此外,(１)式当中y 代表论文的引用次数(citaＧ
tion)或下载频次(download),guanxi代表主要解释变量 “关系稿”,若论文

为本单位研究人员所发,则guanxi为１,否则为０.X 为影响论文影响力的其

他因素,ε为误差项.
除了是否 “关系稿”,我们在回归中还考虑了以下控制变量:(１)论文页

数(page).当前,经济学的论文正在变得越来越长,以至于个别期刊出台了

政策限制论文长度(CardandDellaVigna,２０１４).部分学者认为论文页数与

引用率高低呈正相关关系(CostaVieira,２００８;Ellison,２０１１;CardandDelＧ
laVigna,２０１３).具体构造时,我们还通过对比不同期刊版面的大小,将论

文页数统一调整为 «经济研究»的标准.(２)作者人数(aunum).现在论文合

著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由于更多的合作者,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知识贡献,因

而有文献发现论文作者人数越多,论文的引用率就越高(Sauer,１９８８;Costa
Vieira,２００８).(３)是否首篇论文(leading).期刊的 “首篇论文”(leading
paper)往往会有更高的引用率,而哪篇论文会成为首篇论文则往往是编辑部

精挑细选的结果.首篇论文更高的引用率是因为编辑部恰好挑选了更好的论

文,还是仅仅因为首篇论文这个位置就可以导致更高的引用率,尚无公认结

论(Coupéetal,２０１０).(４)是否年末论文(yrend).一些其他学术习惯也可

能导致不同的论文出现意外的影响力差异.例如马超(２０１４)发现由于科研人

员在检索文献时,往往从年初开始检索,从而导致年末发表的论文影响力小

于年初.具体而言,我们设定月刊的当年最后２期、双月刊和季刊的当年最

后一期为年末论文.(５)论文领域(class).我们的样本期刊基本上都是经济类

综合性期刊,收录了不同领域的经济学论文,而不同的经济学学科领域的论

文受关注程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论文引用率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为

此我们通过中图分类号将样本论文划分为１０个不同学科领域,即F０经济学,

F１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２经济计划与管理,F３农业经

济,F４工业经济,F５交通运输经济,F６邮电经济,F７贸易经济,F８财政、

①　　 　　１４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期数是标准化到１２个月份的,即双月刊、季刊按其具体月份具体到月,如«经济
学»(季刊)标准化为第１、４、７、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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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以及其他非经济学科
　

①１５
　

.我们将不同学科设置为不同的虚拟变量,并以

F８财政、金融学科为基准.
由于我们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是某个时点前历史上所有下载和引用的

累加,因此距离当前日期越早,单纯积累的引用量和下载量就越高.为了控

制这一影响,我们在回归方程中还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此外,为了更进一

步控制不同期刊在不同年份发表的论文的下载率和引用率的差异,我们还控

制了更为严格的 “期刊×年份”交互项构造的固定效应.“期刊×年份”固定

效应的控制,实际上使得本文对不同论文引用率的比较可以精确到每个期刊

每个年份.即我们比较的是某期刊某年份的所有论文中,“关系稿”和非 “关
系稿”的引用率是否存在系统差异.

(二)样本来源说明

关于样本期刊的选择,我们选取了 «经济研究» «经济学»(季刊)等１２
种经济学类权威期刊作为样本期刊.样本期刊名录和隶属单位如表１所示.
选择这些刊物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这些刊物呈现出的特点和风格较为

接近,均为经济类综合性刊物,因而它们的可比性较强;第二,相对而言,
这些刊物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其发表的论文大都有较高的被

引次数和下载频次,且各论文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之间的变差(variation)较
大,更适合于文献计量学分析;第三,这些期刊隶属单位较为明确,利于

“关系稿”的认定.

表１　样本期刊和隶属单位

期刊 隶属单位 期刊 隶属单位 期刊 隶属单位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金融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 世界经济文汇 复旦大学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大学

对于样本期间的界定,我们选择２００１年年初至２０１２年年末,共计１２年的

跨度.这主要是考虑到如果离现时点太近,论文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还不稳

定,受不可观测因素影响较大.
　

②１６
　

例如,根据CostaVieira(２００４)的分析,一篇

论文发表后的前三年所获得的引用率大约仅相当于该文所能获得的总引用率

的１/５,因此我们选择的样本截止期为２０１２年年末.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

经济学进步很快,学者们可能已经不再关注和引用太过久远的文献.例如,

①

②

　　 　　１５ 论文领域的划分,目前最为科学的是通过论文的JEL分类号进行划分,但遗憾的是在国内经济学期刊
上,尚未普遍采用JEL分类规则.例如在我们的１２种经济学期刊中,有６个期刊从没有使用过JEL分
类号,其他６个期刊也是近几年才使用这一分类号.
　　 　　１６ 本文样本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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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ostaVieira(２００４)的研究,一般而言,一篇论文总引用率的２/３发生在

该论文发表后的１３年内.此外,时间太早时网络不如现在普及,更多的人选

择阅读纸质文献,那么下载频次这个指标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我们的样本期

限从２００１年开始.
我们在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上检索、整理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 «经济研究» «经济学»(季刊)等１２种期刊能检索到的所有文

章,然后剔除各类启事、广告、编委审稿人名单、纪要、诞辰、悼词、评奖、
颁奖、目录、会议综述等非论文资料,剩余文献即为我们的分析总样本

　

①１７
　

.本

文共包含１２个期刊１２年共计１９０５６篇论文,其中,论文的 “被引次数”和

“下载频次”数据来自中国知网,作者单位、文章页码等信息来自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表２给出了常用的描述性统计.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p２５ p５０ p７５ 最大值

citation １９０５６ 　 ４７１５１ 　１０４６９３ 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４２０２０００

download １９０５６ １１３７３６２ １３４３６１４ ９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０ ７５５０００ １４２６０００ ５４３３４０００

guanxi １９０５６ ０１９９ ０３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page １９０５６ ９００９ ４４６１ ０６３０ ５６７１ ８２７９ １１７４０ ４５４７０

aunum １９０５６ １８４６ ０８９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

leading １９０５６ ００６７ ０２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yrend １９０５６ ０１６７ ０３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三)“关系稿”的基本趋势

在使用计量方法分析 “关系稿”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之前,我们先来考

察一下我国经济学权威期刊 “关系稿”的基本趋势,从图１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经济学权威期刊发表其所隶属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非

常高,部分期刊发表的其隶属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比例超过４０％.形成对比

的是,根据Brogaardetal(２０１４)对３０种英文经济学期刊的统计,在超过５
万篇论文的样本中,作者跟主编(共同主编)隶属同一所高校的比例为７％.而

在 Medoff(２００３)所考察的１９９０年美国六大期刊３５９篇文章当中
　

②１８
　

,根据更宽

泛的 “关系稿”界定标准,“关系稿”比例也仅占６％.这说明英文经济学期

刊相对更加独立,而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深受其所隶属单位的垄断,成为本

单位研究人员的自留地.

①
②

　　 　　１７ 由于增刊的特殊性,我们的样本也剔除了增刊上的论文.
　　 　　１８ 六大期刊指的是AmericanEconomicReview,Econometrica,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Journal
ofPoliticalEconom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ReviewofEconomic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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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期刊的关系稿比例

上述各个期刊 “关系稿”的比例是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全部论文的平均,如果

看历年的 “关系稿”比例,我们倒是可以得到一些令人欣慰的观察: “关系

稿”比例近年来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如图２所示,在全部期刊当中, “关系

稿”的比例由２００１年的３４８％,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３１％.这一简单趋势可

以初步表明我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

图２　不同年份的关系稿比例

关于 “关系稿”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表３得到一些初步

的分析.从 “关系稿”和非 “关系稿”的分类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

“关系稿”的平均被引次数为４２１次,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低于非 “关系

稿”的４８４次.而 “关系稿”的下载频次也显著低于非 “关系稿”.借鉴经

济学的术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关系稿”存在一定的 “引用率贴水”现

象.当然,如果要得到更可靠的证据,还需要更严格的文献计量学分析.除

引用率和下载率之外,“关系稿”和非 “关系稿”差异也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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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关系稿”和非“关系稿”的直观差异

变量
非关系稿

N＝１５２６１
关系稿

N＝３７９５
差异

citation
　

４８４１８
(１１０５６２５)

４２０５４
(７６１１６)

－６３６４∗∗∗

(１８９９)

download
　

１１９７５０１
(１４０５５３６)

８９５５２３
(１０２３７２９)

－３０１９７８∗∗∗

(２４２７４)

page
　

９１９１
(４５５５)

８２７６
(３９７８)

－０９１５∗∗

(００８１)

aunum
　

１８３６
(０８３８)

１８８８
(１０７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６)

leading
　

００５７
(０２３１)

０１１０
(０３１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５)

yrend
　

０１６５
(０３７１)

０１７３
(０３７７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注:①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② ∗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实 证 结 果

(一)基本回归结果

本部分,我们考察是否为 “关系稿”对论文引用率的影响.根据上文的

分析,引用率为非负整数,且分布右偏,因此为了缓解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

影响,我们对引用率取对数.这样损失了引用次数为０的样本共计６０９个,
占全样本的３２％.下文我们将包含这些样本的回归作为稳健性分析.此外,
考虑到同一期刊某一年份的论文会受到编辑部工作习惯、期刊数据库调整等

共同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报告了经由 “期刊×年份”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

标准误.
首先我们看简单的二元回归.表４第(１)列显示,“关系稿”的系数为负,

且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与国外关于 “关系稿”的引用率反而更高的

结论不同,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的 “关系稿”存在明显的引用率贴水现象.
但表４第(１)列回归结果的调整R２说明,这一回归整体解释能力很差,因此,
我们在表４第(２)列中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此时 “关系稿”系数仍然显著为

负,且系数的绝对值更大,但并不显著.此时调整R２的值表明回归方程的解

释能力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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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基本回归结果

(１)
引用

(２)
引用

(３)
引用

(４)
引用

(５)
下载

(６)
下载

(７)
下载

(８)
下载

guanxi －００８００∗ －００５５６ －０２１１∗∗∗ －０１５２∗∗∗ －０３１５∗∗∗ －０２４８∗∗∗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２)

page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８９５∗∗∗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８３２∗∗∗ ００７１７∗∗∗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aunum ００２４３ ０１１７∗∗∗ ００６２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５∗∗∗ ００６１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leading ０１５２∗∗∗ ０１６０∗∗∗ ００７２８∗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００９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yrend －０１７７∗∗∗ －０１９６∗∗∗ －０１８９∗∗∗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年份 不含 不含 含 不含 不含 不含 含 不含

期刊×年份 不含 不含 不含 含 不含 不含 不含 含

N １８４４７ １８４４７ １８４４７ １８４４７ １９０５６ １９０５６ １９０５６ １９０５６
调整R２ ００００４７３ ００４７７ ０２２４ ０３３９ ００１６５ ０２２３ ０２９６ ０５０４

　　注:①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

性水平;③ 由于被解释变量学科领域的虚拟变量太多,表格中未进行汇报.

为了进一步提高方程的解释力,我们还要进一步控制其他因素.例如,
我们是在某一个时点上统计某篇论文的全部历史引用率,因此发表时间越早

的论文,单纯时间积累的引用率可能就越高,故而可以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年份时间效应的表４第(３)列的调整R２显示,方程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提

升,这表明控制年份固定效应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在本文的设置中,我们

还可以控制比时间效应更严格的期刊固定效应和年度时间效应的交互项,这

意味着我们不仅允许不同年份的引用率有系统性的差异,而且不同期刊的影

响力也可以存在一定的差异,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交互项固定效应允许这些

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这显然与中国不同经济学权威

期刊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现实相吻合.表４第(４)列给出了此时的回归结果,调

整R２为０３３９.该回归结果显示, “关系稿”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具体而

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相对于非 “关系稿”, “关系稿”的被引次数平

均约低１５２％,可见 “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幅度之高.下文中我们均以表

４第(４)列回归作为基准回归.
　

①１９
　

表４第(５)—(８)列是以下载频次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引

用率回归一致,在增加控制变量后,方程的解释力逐渐提升.表４第(８)列基

①　　 　　１９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更严格的层次上进行固定效应的设置,即“期刊×年份×期数”固定效应.这样
定义之后,虽然我们使用的不是面板数据,但却可以当成面板数据来处理.此时,“期刊×年份×期数”决
定了面板的第一个维度,论文序列决定了面板的第二个维度.此时的回归结果显示关系稿的引用率和下
载率贴水幅度的估计结果均较本文的基准回归差异不大.受限于篇幅限制,相关结果未予报告,可向作
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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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回归结果显示,“关系稿”的被下载次数比非 “关系稿”平均约低８３％.
对比表４第(４)和第(８)列的回归结果,似乎可以得到结论:“关系稿”的引用

率贴水程度比下载率贴水程度更高.这是很直观的结果,人们在下载一篇论

文之前,往往只关注其所发表的载体和研究内容,而是否将其列入参考文献,
则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阅读来判断其学术价值是否值得引用.因而 “关
系稿”引用率贴水程度高于下载率贴水程度,也就进一步佐证了我们关于关

系稿存在引用率贴水现象的结论.
关于控制变量,我们可以发现,论文越长、作者人数越多,引用率就会

越高,而年末论文则遭遇 “影响力陷阱”,这些与现有文献的结论都是一致

的.同时,在排除了其他影响,特别是 “关系稿”的影响后,是否首篇论文

对引用率和下载率已经没有显著影响.从论文领域来看,相对于 “F８财政、
金融”领域,“F０经济学”“F１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５
交通运输经济” “F６邮电经济”领域的论文引用率显著更低;而出乎意料的

是 “F３农业经济”领域的论文引用率显著高于 “F８财政、金融”领域的论

文,其他领域论文与 “F８财政、金融”差异不大
　

①２０
　

.但是,差异不大的一个

原因可能是因为某些领域的论文样本量太小,从而统计误差较大,结果不稳

健.例如 “F６邮电经济”领域论文样本量仅有８６篇.因此,对不同学科领

域的论文的影响力差异,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我们对 “关系稿”的定义对 “关系稿”贴水幅度的

估计结果的影响.根据上文的分析,第一,如果我们关于 “关系稿”的定义

过窄,例如,部分非本单位研究人员也通过人情关系在本期刊上发表论文,
但我们将其视为非 “关系稿”,那么这一偏误会导致我们关于 “关系稿”引用

率贴水幅度的低估.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结果,我们可以简化分析如下:
假如只有三篇论文, “关系稿”１,引用率５０; “关系稿”２,引用率５０;非

“关系稿”,引用率１００.显然,“关系稿”的真实引用率贴水幅度为５０,但我

们错把 “关系稿”２视为非 “关系稿”,此时估计的 “关系稿”引用率贴水幅

度仅为２５((１００＋５０)/２－５０),即低估了 “关系稿”引用率贴水程度.第二,
如果我们关于 “关系稿”的定义过宽,例如,本单位规模庞大,部分研究人

员并没有和编辑部的人际关系,我们却将其发表在该期刊上的论文视为 “关
系稿”.那么这一偏误也会导致我们关于 “关系稿”引用率贴水幅度的低估.
仍如上文:假如只有三篇论文,“关系稿”１,引用率５０;非 “关系稿”１,引

用率１００;非 “关系稿”２,引用率１００.显然,“关系稿”的真实引用率贴水

幅度仍为５０,但我们错把非 “关系稿”１视为 “关系稿”,此时估计的 “关系

稿”引用率贴水幅度仅为２５(１００－(１００＋５０)/２),即低估了 “关系稿”的真

①　　 　　２０ 受限于篇幅,论文领域的回归结果未予报告,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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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引用率贴水程度
　

①２１
　

.

(二)稳健性回归

在这里,我们对上述基本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首先,由于我们对

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取对数,以求缓解极端值的影响.这样在被解释变量为

引用率的回归中,我们就损失了占全样本３２％的零引用率论文.为了检验排

除零引用率对我们结果的影响,我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全样本回归,一是直

接对引用率水平值进行回归,二是对所有被引次数加０１,再取对数.表５第

(１)—(２)列给出了此时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关系稿”的系数仍然显

著为负.表５第(５)列的回归显示,对下载频次水平值的回归也显著为负.这

说明我们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是适宜的.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
相对于非 “关系稿”,“关系稿”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分别低８４次和１０６１
次,考虑到论文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的均值分别为４７次和１１３９次,以此计

算,“关系稿”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要比非 “关系稿”低１７８％和９３％,
因此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估计出的贴水幅度略低于使用水平值得到的估计结

果,但基本一致.

表５　稳健性回归结果

(１)
引用

非对数

(２)
引用

含零引用

(３)
引用

去高引用

(４)
引用

去短论文

(５)
下载

非对数

(６)
下载

去高下载

(７)
下载

去短论文

guanxi －８３５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６０∗∗∗ －１０６１∗∗∗ －００７０２∗∗∗ －００８５３∗∗∗

(２１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２６４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page ３２３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８１∗∗∗ ００６８９∗∗∗ ６４５８∗∗∗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４７４∗∗∗

(０５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５８３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aunum ４４９８∗∗∗ ００８１８∗∗∗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５８３∗∗∗ ７２５２∗∗∗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６０１∗∗∗

(１３９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１５１３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leading １０６１∗∗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７２２∗ １０９１∗∗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００８６４
(４０７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３) (５４２５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yrend －８８３８∗∗∗ －０２２８∗∗∗ －０１６５∗∗∗ －０１９３∗∗∗ －１１０２∗∗∗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７４６∗∗∗

(２２１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３３６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期刊×年份 含 含 含 含 含 含 含

N １９０５６ １９０５６ １７４９５ １７２９７ １９０５６ １８１０９ １７７５７
调整R２ ０２１２ ０３２４ ０２８５ ０３２８ ０３３４ ０４６６ ０４９６

　　注:①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

水平;③ 由于被解释变量学科领域的虚拟变量太多,表格中未进行汇报.

另一个稳健性分析是要排除异常值的影响.考虑到少数明星论文对论文

①　　 　　２１ 当然,我们这里关于“关系稿”认定的不同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是建立在我们假定“关系稿”存在引用率
贴水现象的基础上的.如果如LabandandPiette(１９９４a)等人得出的“关系稿”引用率更高,那么“关系
稿”的不同认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就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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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均值的拉高会导致其严重右偏,我们在表５第(３)和第(６)
列给出了将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最高的５％论文剔除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

显示,此时 “关系稿”的系数绝对值虽然稍有下降,但仍然非常显著.另一

种剔除异常值的方法为剔除那些篇幅过短的论文.具体而言,表５第(４)、(７)
列给出了剔除页数小于等于２页的论文之后的回归结果.此时的回归结果显示,
“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和下载率贴水仍然非常显著,贴水程度甚至更大.

(三)分位数回归

上文采用的最小二乘回归,估计结果实际为是否 “关系稿”对论文引用

率的平均影响,然而由于论文影响力差异较大,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因此是

否 “关系稿”对不同层级论文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虽然我们在上文对被引

次数和下载频率取对数,部分缓解了极端值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使

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regression),进一步考虑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有偏分

布对我们结果的影响.理论上,OLS回归是拟合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均值与解

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分位数回归是通过估计被解释变量在０—１的不同

分位数值,对特定分布的数据进行估计.另外,OLS估计式是衡量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果,而分位数回归估计式则是考察解释变量对被

解释变量的某个特定分位数的边际效果.
表６和表７分别报告了以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时的

分位数回归结果,我们分别在１０％、２５％、５０％、７５％和９０％的分位数上进

行回归.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分位数论文当中,“关系稿”的引用

率贴水幅度明显小于低分位数论文,甚至在高分位数论文当中,“关系稿”的

下载频次和非 “关系稿”已经没有明显差异.如果一篇论文能够成为高影响

力论文,则是否为本单位的 “关系稿”已经影响不大,但对于那些刚刚达到

发表门槛的普通论文,是否本单位的 “关系稿”则影响甚大.该结论是显而

易见的,因为如果一个期刊对本单位研究人员降低录用标准,那么 “关系稿”
贴水现象显然主要集中在低水平论文当中.

表６　被引次数对数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１)
quartile１０

(２)
quartile２５

(３)
quartile５０

(４)
quartile７５

(５)
quartile９０

guanxi －０２７８∗∗∗ －０１７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page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８７４∗∗∗ ００８８１∗∗∗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aunum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７８０∗∗∗ ００８２０∗∗∗ ００９１４∗∗∗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leading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８７９∗∗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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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quartile１０

(２)
quartile２５

(３)
quartile５０

(４)
quartile７５

(５)
quartile９０

yrend －０１６３∗∗∗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９∗∗∗ －０１８９∗∗∗ －０２３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期刊×年份 含 含 含 含 含

N １８４４７ １８４４７ １８４４７ １８４４７ １８４４７

PseudoＧR２ ０１５３０ ０１８２７ ０２０６１ ０２２５０ ０２４４６

　　注:①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

水平;③ 由于被解释变量学科领域的虚拟变量太多,表格中未进行汇报.

表７　下载频次对数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１)
quartile１０

(２)
quartile２５

(３)
quartile５０

(４)
quartile７５

(５)
quartile９０

guanxi －０１７９∗∗∗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page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aunum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６７７∗∗∗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７５７∗∗∗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leading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yrend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７９５∗∗∗ －００７７４∗∗∗ －０１０３∗∗∗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期刊×年份 含 含 含 含 含

N １９０５６ １９０５６ １９０５６ １９０５６ １９０５６

PseudoＧR２ ０３７５１ ０３３９２ ０３０５４ ０２７９３ ０２６５４

　　注:①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

水平;③ 由于被解释变量学科领域的虚拟变量太多,表格中未进行汇报.

(四)反事实检验

为了检验 “关系稿”对论文引用率和下载率的影响,我们还可以用一个

反事实推断的方法来反证.我们将与本单位研究实力相当的其他单位在本单

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视为 “伪关系稿”.如果这种 “伪关系稿”也表现出了引

用率贴水或下载率贴水的证据,则说明上述 “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结论并

不可靠,而是其他未观测因素导致的系统性偏误.
具体而言,对于研究实力相近的单位,我们通过对比本单位和其他单位

在本单位期刊之外的其他样本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例如,对于上

海财经大学,我们发现在 «财经研究»之外的１１种样本期刊中,浙江大学的

论文发表数和上海财经大学较为接近,从而将浙江大学在 «财经研究»上发

表的论文视为 “伪关系稿”. “伪关系稿”单位具体设置如表８所示.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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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关系稿”的比例仅为２３％,显著低于真正 “关系稿”１９９％的比例.表

９的回归结果显示,“伪关系稿”没有任何引用率贴水或下载率贴水现象.这

反证了我们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表８　“伪关系稿”对应单位

样本期刊 原单位 刊文数 伪关系单位 刊文数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３８３ 中山大学 ３９５
金融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 １７０ 华南师范大学 １２２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７３ 辽宁大学 ８０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３８３ 中山大学 ３９５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 ９２２ 中国人民大学 ９１９
世界经济文汇 复旦大学 ７５９ 南开大学 ７７６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４４８ 浙江大学 ４９５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３８３ 中山大学 ３９５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９２２ 中国人民大学 ９１９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３７７ 西安交通大学 ３５２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 ３２２ 西安交通大学 ３１６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大学 ７７６ 复旦大学 ７５９

　　注:这里的刊文量是指本单位研究人员在本单位期刊之外的其他样本期刊的刊文数.复旦大学和

南开大学匹配时,则同时剔除了 «世界经济文汇»和 «南开经济研究».

表９　反事实推断的回归结果

(１)
引用

(２)
引用

(３)
下载

(４)
下载

guanxi_false ０１６０∗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４)

page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aunum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５７１∗∗∗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leading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８２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yrend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０∗∗∗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期刊×年份 不含 含 不含 含

N １８４４７ １８４４７ １９０５６ １９０５６
调整R２ ００４７７ ０３３７ ０２１３ ０５０３

　　注:①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

水平;③ 由于被解释变量学科领域的虚拟变量太多,表格中未进行汇报.

五、进一步讨论

(一)名校效应对 “关系稿”贴水现象的影响

一名研究人员在引用文献时,显然会更倾向于引用同单位的研究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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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而简单的统计可以发现本文样本期刊录用的其隶属单位论文的比例在

所有单位中均排名第一,而且这些单位基本上都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
同时,由于样本期刊设置的原因,这些知名研究单位在本单位期刊上发表论

文的倾向也会更高.因此本文上述基本回归结果同时存在遗漏变量和互为因

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而且,对具体影响方向而言,由于没有考虑到 “名校

效应”对上述基本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上文关于 “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

的估计可能还存在低估.
为了验证这一推论,也进一步缓解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

本部分进一步控制作者单位的影响.首先,我们通过作者第一单位将所有期刊

的所属单位标准化,并删除那些在所有样本期刊所有年份中发表论文数少于５０
篇的普通单位,仅留下发表论文较多的知名单位.这样处理后剩余的单位共计

５３个,所剩的论文数占全样本的７８１％.表１０第(１)列和第(３)列的回归结果显

示,此时 “关系稿”仍存在明显的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现象,并且仅在知名学

校之间比较时,“关系稿”的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幅度更高,这佐证了我们之前

的分析.我们在表１０第(２)列和第(４)列中进一步增加了 “学校×年份”的固定

效应,此时的回归结果和表１０第(１)列和第(３)列的结果相差无几,这说明在剔

除普通学校之后,进一步控制学校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已经不大.

表１０　仅包含重点研究单位后的子样本回归结果

(１)
引用

(２)
引用

(３)
下载

(４)
下载

guanxi －０２１７∗∗∗ －０２１５∗∗∗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page ００８３５∗∗∗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aunum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５７２∗∗∗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leading ０１５９∗∗∗ ０１６１∗∗∗ ００６７３∗∗ ００７０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yrend －０２０９∗∗∗ －０２０７∗∗∗ －００９１４∗∗∗ －００８９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期刊×年份 含 含 含 含

学校×年份 不含 含 不含 含

N １４４８３ １４４８３ １４８８６ １４８８６
调整R２ ０３４３ ０３４４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２

　　注:①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

水平;③ 由于被解释变量学科领域的虚拟变量太多,表格中未进行汇报.

(二)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日益规范化的证据

在上文的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中的 “关系

稿”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初步表明经济学期刊正在逐渐走向规范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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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经济学期刊的这种规范化趋势能否在 “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幅度上有

所体现呢? 本部分重点分析这一问题,这也是考察在经济学各界多年努力下,
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在规范化管理方面取得何种进步.

为此,我们将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拆分成三等份,进行分样本回归.表１１的

回归结果显示,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阶段, “关系稿”的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幅

度非常大, “关系稿”较非 “关系稿”被引次数贴水２１７％,下载频次贴水

１１５％.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关系稿”虽然仍有显著的贴水现象,但贴水幅

度已经显著低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而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关系稿”的引用率和

下载率贴水现象已经不再显著.考虑到分样本回归时,系数之间的简单比较

不够严谨,因此在表１１第(４)列和第(８)列,我们也通过引入时间交互项,对

比分析早期 “关系稿”论文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幅度和晚期 “关系稿”论文

引用率和下载率贴水幅度.回归结果和分样本回归结论基本一致,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的 “关系稿”贴水幅度较基准期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显著下降.中国经济学

权威期刊日益规范化得到了初步证实,但考虑到距离统计时点太近时,论文

的引用率可能会存在很大误差(CostaVieira,２００４),因此,中国经济学权威

期刊逐步走向规范化的结论是否真正成立,尚有待历史的检验.

(三)编辑部在主动选择更好的论文吗

在解释英文经济学期刊当中的 “关系稿”引用率为何更高时,Laband
andPiette(１９９４a)、Medoff(２００３)、Brogaardetal(２０１４)等都提到了信息优

势假说,即期刊编辑对同单位或其他有关联的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更加了解,
更有把握,因此录用的 “关系稿”反而比其他非 “关系稿”有更高的引用率.
由于我们在上文的统计分析中,发现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 “关系稿”引用

率要比其他非 “关系稿”低,因而无法识别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编辑部在

录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时,是否存在主动寻找更高质量论文的动机,还

是单纯地因为人情关系而降低了对本单位研究人员论文的审核标准.不过,
我们可以对比分析各年份高引用率论文和低引用率论文中的 “关系稿”比例,
来对此问题做初步的探讨.实际上,LabandandPiette(１９９４a)也做过类似的

分析,他们发现,虽然总体而言,“关系稿”有更高的引用率,但在引用率较

低的论文当中,“关系稿”的比例又非常高,编辑部主动寻找更高质量的论文

存在一定的代价.
具体而言,我们对比分析历年引用率排名前２５％的论文中的 “关系稿”

比例、引用率排名后２５％的论文中的 “关系稿”比例,以及全部该年论文的

“关系稿”比例.如果引用率前２５％的论文中的 “关系稿”比例显著高于总的

“关系稿”比例,说明期刊编辑部确实在主动寻找更好的论文,只不过其附带

成本较高而已.同时,如果引用率最低２５％论文中的 “关系稿”比例显著高

于总的 “关系稿”比例,说明该期刊确实对本单位研究人员降低了录用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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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一些低质量的论文发表出来.从图３中,我们可以看出,引用率较高的

论文中, “关系稿”的比例低于总样本 “关系稿”比例;而引用率低的论文

中,“关系稿”的比例又高于总样本 “关系稿”比例.这似乎可以说明期刊编

辑部录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并不是基于对本单位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

更加熟悉,而更大的可能性是降低了对本单位研究人员论文的录用标准.当

然,从历年数据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引用率论文和低引用率论文中的

“关系稿”比例有趋同的趋势,这也是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更加规范化的一个

不太明显的标志.

图３　不同年份不同引用率等级的 “关系稿”比例

六、结　　论

经济学研究的进步离不开经济学期刊的引导与支持.经济学权威期刊规

范化、公平化管理是中国经济学学术进步的重要保障.期刊编辑部如果偏爱

某一机构和部分群体,可能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进步.本文通过对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２年１２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发表的１９０００多篇学术论文的

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经济学期刊编辑部会偏爱该期刊隶属单位研究人员,
产生大量 “关系稿”.而 “关系稿”的引用率会显著低于非 “关系稿”,“关系

稿”的引用率贴水现象明显.同时,进一步回归结果表明 “关系稿”的贴水

现象有所缓解,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的规范化、公平化有所进步.
很显然,有一些因素可能影响到论文的引用率,而我们却没有考虑.比

如作者个人特征、作者之前论文的引用率、论文研究方法等肯定会影响论文

引用率,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这些因素我们均没有考虑在内.而同时这些

因素对引用率的影响可能又不是独立于 “关系稿”,从而缺失它们可能对 “关
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程度估计造成影响.此外,考虑到期刊代表性等多方面

的原因,本文仅以 «经济研究»等１２种经济学权威期刊为例提供 “关系稿”
引用率贴水的经验证据,但 “关系稿”的引用率贴水现象是否也存在于其他



１２５８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６卷

普通期刊,则仍有待于进一步严格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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