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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数学工作者1996年产出看我国数学研究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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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介绍了我国数学工作者1996年在国内250种期刊和国外82种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及这些论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情况, 给出了高产的单位和个人, 介绍了我国

和国外数学工作者在1996年美国《数学评论》各分支领域的论文分布. 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 指

出了我国数学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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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的成就已成为当今高科技时代所赖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而数学科学本身

的发展是整个科技事业兴旺发达的强有力的支柱. 一旦哪一个国家在数学科学上丧失其领先

地位, 那么在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就会失去支持, 也就很快会丧失. 我国数学有其特殊的地

位, 当今发展情况怎样是众所瞩目的事情. 为此,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 我们将1996

年我国数学工作者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只含第一作者的, 下同) 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

与美国《数学评论》1996年所报道文献 (不包括分类号68～ 86, 94, 下同) 进行了比较, 从中可以

了解到我国数学工作者的研究动向, 我国的优势以及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该文仅

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　数学论著的产出
1. 　1996年我国数学工作者在国外82种 (以下简称国外) 期刊上发表论文430篇, 其中111

篇得到资助, 资助占25. 4% (1995年在国外期刊上发表325篇, 其中70篇得到资助, 资助占21.

5% ) , 比上年增加4. 3%. 按1991年美国《数学评论》(以下简称M R ) 主题分类表、各分支领域发

表文章数及资助所占比例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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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类目 论文数 资助数 受资助比 类目 论文数 资助数 受资助比 类目 论文数 资助数 受资助比

00 1 0 0 28 2 1 50. 0 49 15 3 20. 0
03 9 1 11. 11 30 10 5 50. 0 53 8 1 12. 5
05 20 2 10. 0 31 1 0 0 54 6 0 0
06 1 0 0 32 4 1 25. 0 55 2 0 0
11 11 4 36. 36 34 40 18 45. 0 57 6 1 16. 67
13 5 1 20. 0 35 43 8 18. 60 58 22 5 22. 73
14 7 2 28. 57 39 3 2 66. 67 60 17 9 52. 94
15 21 1 4. 76 40 3 0 0 62 18 4 22. 22
16 24 8 33. 33 41 12 3 25. 0 65 19 3 15. 79
17 13 7 53. 85 42 8 5 62. 5 90 7 0 0
18 2 1 50. 0 43 1 0 0 92 2 1 50. 0
20 16 6 37. 5 45 1 0 0 93 4 0 0
22 3 2 66. 67 46 6 0 0
26 4 0 0 47 33 6 18. 18

　　2. 　1996年我国数学工作者在国内250种 (以下简称国内)期刊上发表了5809篇论文, 其中

1508篇得到资助, 资助占25. 96% , 比1995年的22. 17% 提高了3. 79%. 按1991年M R 主题分类

表各分支领域发表论文数及资助论文所占比例如表2所示.

表2

分类号 全年论文数
(篇)

受资助数
(篇)

受资助比例
(% ) 分类号 全年论文数

(篇)
受资助数

(篇)
受资助比例

(% )

00 31 3 9. 68 35 400 103 25. 75
01 20 2 10 39 15 2 13. 33
03 92 25 27. 27 40 9 2 22. 22
04 12 2 16. 67 41 109 22 20. 18
05 269 63 23. 42 42 66 19 28. 79
06 79 12 15. 19 43 9 4 44. 44
08 3 0 0 44 6 0 0
11 126 40 31. 75 45 66 12 18. 18
12 9 3 33. 33 46 115 25 21. 74
13 21 3 14. 29 47 197 45 22. 84
14 15 5 33. 33 49 86 25 29. 07
15 206 31 15. 05 51 47 4 8. 51
16 139 36 25. 90 52 5 1 20
17 40 10 25 53 81 11 13. 58
18 11 2 18. 18 54 99 21 21. 21
19 2 1 50 55 8 0 0
20 159 42 26. 42 57 10 5 50
22 13 4 30. 77 58 134 54 40. 30
26 64 4 6. 25 60 271 111 40. 96
28 31 10 32. 26 62 445 122 27. 42
30 146 35 23. 97 65 657 197 29. 98
31 7 3 42. 86 90 580 125 21. 55
32 48 17 35. 42 92 52 10 19. 23
33 2 0 0 93 363 138 38. 02
34 434 97 22. 35 总计 5809 1508 25. 96

　　3. 　1996年国内、外数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按1991年M R 主题分类表在各分支类目上的分

布如表3所示. 表中 CM A 为《中国数学文摘》的简称,M R 为美国《数学评论》的简称. 1996年

M R 收录文献总量 2M R = 37670, CM A 收录文献总量 2CMA = 6239. 表中百分比1表示各类目下

CM A 上的文献量与 2CMA 之比, 百分比2表示M R 上各类目下文献量与 2M R之比, 差= 百分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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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1, x 为û差û的均值, x≈ 1. 01. 根据表3把百分比分为三个等级, 各等级下文献类目

的分布如表4所示.

表3

类目 CM A (篇) 百分比1 (% ) M R (篇) 百分比2 (% ) 差 (% )

00 32 0. 51 363 0. 96 0. 45
01 20 0. 32 467 1. 24 0. 92
03 101 1. 62 1068 2. 84 1. 22
04 12 0. 19 174 0. 46 0. 27
05 289 4. 63 2096 5. 56 0. 93
06 80 1. 28 303 0. 80 - 0. 48
08 3 0. 05 104 0. 28 0. 23
11 137 2. 20 1813 4. 81 2. 61
12 9 0. 14 131 0. 35 0. 21
13 26 0. 42 405 1. 08 0. 66
14 22 0. 35 697 1. 85 1. 50
15 227 3. 64 432 1. 15 - 2. 49
16 163 2. 61 7. 38 1. 96 - 0. 65
17 53 0. 85 525 1. 39 0. 54
18 13 0. 21 120 0. 32 0. 11
19 2 0. 03 87 0. 23 0. 20
20 175 2. 80 1280 3. 40 0. 60
22 16 0. 26 343 0. 91 0. 65
26 68 1. 09 328 0. 87 - 0. 22
28 33 0. 53 304 0. 81 0. 28
30 156 2. 50 827 2. 20 - 0. 30
31 8 0. 13 150 0. 40 0. 27
32 52 0. 83 580 1. 54 0. 71
33 2 0. 03 291 0. 77 0. 74
34 474 7. 60 1829 4. 86 - 2. 74
35 443 7. 10 2698 7. 16 0. 06
39 18 0. 29 293 0. 78 0. 49
40 12 0. 19 65 0. 17 - 0. 02
41 121 1. 94 530 1. 41 - 0. 53
42 74 1. 19 515 1. 37 0. 18
43 10 0. 16 127 0. 34 0. 18
44 6 0. 10 86 0. 23 0. 13
45 67 1. 07 142 0. 38 - 0. 69
46 121 1. 94 1331 3. 53 1. 59
47 230 3. 69 1164 3. 09 - 0. 60
49 101 1. 62 619 1. 64 0. 02
51 47 0. 75 355 0. 94 0. 19
52 5 0. 08 392 1. 04 0. 96
53 89 1. 43 1127 2. 99 1. 56
54 105 1. 68 671 1. 78 0. 10
55 10 0. 16 256 0. 68 0. 52
57 16 0. 26 567 1. 51 1. 25
58 156 2. 50 2260 6. 00 3. 50
60 288 4. 62 2032 5. 39 0. 77
62 463 7. 42 2200 5. 84 - 1. 58
65 676 10. 84 1870 4. 96 - 5. 88
90 587 9. 41 1493 3. 96 - 5. 45
92 54 0. 87 260 0. 69 - 0. 18
93 367 5. 88 1162 3. 08 - 2. 80
总计 6239 3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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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国数学文摘 美国数学评论

类
目 百分比1 类

目 1% < 百分比1< 类
目 百分比1 类

目 百分比2 类
目 1% < 百分比2< 类

目 百分比2

05 4. 63 03 1. 62 00 0. 51 03 2. 84 01 1. 24 00 0. 96
15 3. 64 06 1. 28 01 0. 32 05 5. 56 12 1. 08 04 0. 46
16 2. 61 11 2. 20 04 0. 19 11 4. 81 13 1. 85 06 0. 80
20 2. 80 26 1. 09 08 0. 05 20 3. 40 15 1. 15 08 0. 28
30 2. 50 41 1. 94 12 0. 14 34 4. 86 16 1. 96 12 0. 35
34 7. 60 42 1. 19 13 0. 42 35 7. 16 17 1. 39 18 0. 32
35 7. 10 45 1. 07 14 0. 35 46 3. 53 30 2. 20 19 0. 23
47 3. 69 46 1. 94 17 0. 85 47 3. 09 32 1. 54 22 0. 91
58 2. 50 49 1. 62 18 0. 21 53 2. 99 41 1. 41 26 0. 87
60 4. 62 53 1. 43 19 0. 03 58 6. 00 42 1. 37 28 0. 81
62 7. 42 54 1. 68 22 0. 26 60 5. 39 49 1. 64 31 0. 40
65 10. 84 28 0. 53 62 5. 84 52 1. 04 33 0. 77
90 9. 41 31 0. 13 65 4. 96 54 1. 78 39 0. 78
93 5. 88 32 0. 83 90 3. 96 57 1. 51 40 0. 17

33 0. 03 93 3. 08 43 0. 34
39 0. 29 44 0. 23
40 0. 19 45 0. 38
43 0. 16 51 0. 94
44 0. 10 55 0. 68
51 0. 75 92 0. 69
52 0. 16
55 0. 16
57 0. 26
92 0. 87

小计 75. 24 小计 17. 06 小计 7. 71 小计 67. 47 小计 21. 16 小计 11. 37

　　4. 　1996年M R 各分支类目收录的论文数 (包括我国数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数) 在M R 各

分支领域的分布及我国数学论文在该领域所占的比例如表5所示.

表5

类

目

M R 论
文 数
(篇)

中国人论
文数 (篇 )
　[港台 ]

中国人
所占比
例 (% )

类

目

M R 论
文 数
(篇)

中国人论
文数 (篇 )
　[港台 ]

中国人
所占比
例 (% )

类

目

M R 论
文 数
(篇)

中国人论
文数 (篇 )
　[港台 ]

中国人
所占比
例 (% )

00 363 8 2. 2 22 343 133. 78 47 1164 172 14. 78
01 467 153. 21 26 328 3310. 06 49 619 345. 49
03 1068 211. 97 28 304 4213. 82 51 355 32 9. 01
04 174 74. 02 30 827 125 15. 11 52 392 102. 55
05 2096 277 13. 22 31 150 85. 33 53 1127 776. 83
06 303 3110. 23 32 580 42 7. 24 54 67147 7
08 104 1 0. 96 33 291 7 2. 4 55 256 72. 73
11 1813 139 7. 67 34 1829 375 20. 557 567 16 2. 82
12 131 3 2. 29 35 2698 396 14. 67 58 2260 1777. 83
13 405 174. 2 39 293 41 13. 99 60 2032182 8. 96
14 697 162. 3 40 65 2 3. 08 62 2200 210 9. 55
15 432 103 23. 84 41 530 8215. 47 65 1870 199 10. 64
16 738 94 12. 74 42 515 387. 38 90 1493 105 7. 03
17 525 39 7. 4343 127 21 16. 54 9 260 4517. 31
18 120 4 3. 33 44 86 11. 16 93 1162 73 6. 28
19 87 3 3. 45 45 142 2719. 01
20 1280 81 6. 33 46 1331 95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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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1996年产出看我国数学工作者的研究动向
1. 　文献总体分布的集中性分析

从表1可见, 1996年我国数学工作者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比1995年多了115篇, 资助比上

年提高了4. 3% , 其中“数理逻辑与基础”,“结合环和结合代数”,“非结合环与非结合代数”,“群

论及推广”,“傅立叶分析”,“概率论与随机过程”受资助所占比例明显比上年增加.

从表2可见, 1996年我国数学工作者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5809篇, 资助占25. 96% , 比

1995年提高了3. 79% , 其中“域论和多项式”,“结合环与结合代数”,“范畴论, 同调代数”,“群论

及推广”,“测度与积分”,“常微分方程”,“抽象调和分析”,“流形和胞腔复形”,“大范围分析, 流

形上的分析”受资助所占的比例明显比上年增加.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数学工作者在05 (组合论) , 15 (线性代数和多重线性代数、矩阵论) ,

16 (结合环和结合代数) , 20 (群论及推广) , 30 (单复变函数) , 34 (常微分方程) , 35 (偏微分方

程) , 47 (算子理论) , 58 (大范围分析、流形上的分析) , 60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 62 (统计学) ,

65 (数值分析) , 90 (经济、运筹学、规划、对策) , 93 (系统论; 控制) 等14个领域发表的论文占论

文总数的75. 24% , 这说明我国大多数数学工作者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 尤其是34 (常微分方

程 ) , 35 (偏微分方程) , 62 (统计学) , 65 (数值分析) , 90 (经济、运筹学、规划、对策) , 93 (系统论;

控制)这6个领域的研究人员较多, 而在M R 上这14个领域的论文只占论文总数的58. 61%.

在百分比大于2. 5% 的范围内:M R 与CM A 有一定差异, 如11 (数论) , 03 (数理逻辑与基

础) , 58 (大范围分析、流形上的分析) , 53 (微分几何) , 46 (泛函分析)M R 上文献集中程度远高

于 CM A ; 而15 (线性代数和多重线性代数、矩阵论) , 34 (常微分方程) , 62 (统计学) , 65 (数值分

析) , 90 (经济、运筹学、规划、对策) , 93 (系统论; 控制)M R 上文献集中程度远低于CM A.

对于百分比小于1% 的类目,M R 上20个类目的论文数占M R 论文总数的11. 37% , CM A

上相应类目的论文数占CM A 论文总数8. 04% , CM A 上24个类目的论文数占CM A 论文总数

7. 71% ,M R 上相应类目的论文数占M R 论文总数的19. 84%. 这说明在这些类目上M R 的产

出远高于CM A , 这一情况应引起我国数学工作的注意.

中间范围 (1% ≤百分比≤2. 5% ) 的类目: CM A 有11个类目, 论文数占 CM A 论文总数的

17. 06%. M R 上相应类目的论文数占M R 论文总数的22. 42%. M R 有14个类目, 论文数占

M R 论文总数的21. 16% , CM A 上相应类目的论文数占 CM A 论文总数的18. 08%. M R 与

CM A 产出基本一致.

　　2. 　差异分析

　　首先定义差异的显著性. 以 x 作为衡量

显著性的标准. 如果û差û= û百分比2- 百分比

1û> x , 就认为此类目下M R 与CM A 的文献

分布差异显著. 差异显著的类目共有13个. 如

表6所示.

表6

类目 差 (% ) 百分比3 (% ) 类目 差 (% ) 百分比3 (% )
03 1. 22 1. 97 57 1. 25 2. 82
11 2. 61 7. 67 58 3. 50 7. 83
14 1. 50 2. 3 62 - 1. 58 9. 55
15 - 2. 49 23. 84 65 - 5. 88 10. 64
34 - 2. 74 20. 5 90 - 5. 45 7. 03
46 1. 59 7. 14 93 - 2. 80 6. 28
53 1. 56 6. 83

　　为了更全面深入说明问题, 我们对这14个类目就M R 中所收录我国数学工作者论文的百

分比 (百分比3, 即M R 中各类目下我国数学工作者论文数与该类目下论文总数之比见表5. )

也附在表6中. 以下对该表的两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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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6可见: 65 (数值分析) , 90 (经济、运筹学、规划、对策) , 93 (系统论; 控制) , 34 (常

微分方程) , 15 (线性代数和多重线性代数、矩阵论) , 62 (统计学)这6个类目上, CM A 上文献集

中程度高于M R , 百分比3也很高. 说明在这些类目上我国数学工作者的论文是高质量、高产出

的, 具有相对优势. 另外, 我国数学工作者在05 (组合论) , 58 (大范围分析及流形上的分析) , 11

(数论) , 46 (泛函分析) , 53 (微分几何) 等领域发表的论文百分比3较高, 也是高质量的. 要指出

的是类目34 (常微分方程) , 15 (线性代数和多重线性代数, 矩阵论) , 62 (统计学) , 65 (数值分

析) , 90 (经济, 运筹学, 规划, 对策) , 93 (系统论; 控制) 在百分比等级上CM A 远高于M R 的相

应类目, 尤其65, 90, 93这三个类目高得多, 这主要是应用数学方面的论文所致. 虽然集中很多

研究力量是应该的, 但34, 15国内也集中了相对多的人力, 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2). 　类目58 (大范围分析、流形上的分析) 是国际数学界的热门课题之一, 这是微分方程

进入动力学阶段的结果, 它的发展与类目34 (常微分方程) , 35 (偏微分方程) 的发展密切相关.

虽然CM A 与M R 的百分比差为3. 50% , 但是它在CM A 上发表的论文数, 第一分类号是58的

为156篇, 第二分类号是58的为79篇, 而百分比3则为6. 83% , 这表明我国数学工作者近年来在

这一分支领域上做出了不少世界水平的工作, 工作得到世界的瞩目.

3). 　类目11 (数论)虽然M R 和CM A 的百分比差为2. 61% , 可百分比3也占到了7. 67% ,

在CM A 上发表文章的数学工作者有99人, 我国数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处于世界前列

的, 有不少世界一流的数学研究人员.

4). 　类目14 (代数几何)作为本世纪数学科学所开辟的新领域, 我国数学工作者已经取得

重要的有影响的成果, 但该分支上研究人员较少, 只有21人次在CM A 上发表了文章. 因此, 文

献产出量相对较低.

5). 　类目17 (李代数)和22 (拓扑群, 李群). 由于李代数在物理上的应用, 使其几乎成为物

理学家的数学. M R 上所收录的这部分文献许多源于物理学杂志. 这也是CM A 上这一类目文

献比较低的原因.

　　综上所述, 我国数学工作者1996年在国外82种刊物上发表论文比1995年多了115篇, 国家

基金委在很多领域上的资助产出明显增加. 我国数学文献的分布大致是这样一种情况: 在大约

1ö4的类目上文献高度集中, 而在50% 的类目上文献过于分散, 形成一种局部高密度, 周围疏的

分布态势. 在应用性强的部分, 文献分布与国际趋势基本一致, 在某些方向上更具优势. 差异较

大的是在一些理论性强的分支上. 当然, 从1996年国内发表的论文看, 仍未摆脱支流问题多, 短

平快的多, 重大难题少, 沿用成法多, 开创性论文少, 单科问题多, 交叉课题少的局面. 这说明我

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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