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研究高品質論文數「日本排名第 16」 

駐福岡辦事處（派駐人員） 

根據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的分析瞭解，在研究新冠肺炎時經

常被眾多的研究者引用的高品質科學論文的數量，於 2021 年 6 月的

時間點日本世界排名第 16。至目前為止排名沒有太大改變，因而日本

的國際貢獻度太低以及對傳染病的研究能力低落等等的批評聲浪不

斷。 

    在 2020-2021 年以國際性的科學論文進行登錄的論文數目計有

18 萬 6,400 本，以主導研究者所屬機構的國家別而言，最多的國家是

美國 5 萬 7,030 本、英國 2 萬 1,682 本、中國 2 萬 535 本、日本 4,087

本，排名第 14。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被引用的件數中進入

百分之 0.1 的高品質論文數，第 1 名是美國 607 本、第 2 名中國 385

本、第 3 名英國 196 本。日本 17 本排名第 16。日本在疫情初期，也

許受到控制傳染擴大政策，以致缺乏臨床資料的影響，但是同樣感染

人數較少的澳大利亞確是排名第 10，被引用論文有 40 本，是日本的

一倍以上。分析此現象的 JST 調查役吉田秀紀指出，「高品質論文以

國際合作的方式來進行的例子較多，在日本則缺乏與他國合作的研究

例子」。 

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的松本哲哉教授(感染症學)表示，在英美地區

研究者可從專門處理醫療資訊的企業獲得數萬人資料的提供，在日本

的話，研究者須個人去探索多數的資料，地區跟大學內大都從事資料

被限定的研究。松本教授表示，「需要提高對感染症的危機意識,以及

改革國內的研究體制及人才培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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