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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国内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分析
马　云　彤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７１００６５，西安

摘　要　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中国
引文数据库》为统计源，分析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国内期刊出版专题
研究高被引论文的分布规律。中国知网共收录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国内期刊出版专题研究论文５万３７０２篇，被引１万４６９６篇，
被引频次 ４万７７３次；前５０篇高被引论文总被引频次２０１９
次，最高被引９３次，最低２８次，篇均被引４０．３８次。对５０篇高
被引论文的研究方向、源期刊及其地区、作者情况进行了统计

和分析，以为出版专题的研究和编辑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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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的被引频次是该论文正式发表后某时期

被其他文献引用的累积次数，是衡量期刊论文质量和学

术水平的重要指标［１２］。高被引论文是指被引用频次相

对较高、被引用周期相对较长的学术论文［３］。对作者而

言，高被引论文意味着高的学术影响力［４］；对期刊而言，

高被引论文是期刊高质量高水平的主要贡献者［５］，对期

刊引证指标也有重要贡献［６］。分析高被引论文的学术

特征，总结高被引论文的共同特点，可以较为客观地反

映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关注热点，为科研工作者

把握研究方向和编辑人员选题组稿提供参考。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包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等各类全文数据库，覆盖面广，信息含量大，检索功能

强［７８］；《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版）电子杂志社出版的所有源数据库产品的参考文

献，揭示各种类型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是有效的

科学评价工具。

笔者通过检索 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９］，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国内期
刊出版专题研究论文发表、被引情况和高被引论文分

布规律进行统计与分析。考虑到数据库的每日动态更

新因素，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６日进行检索、统计并记录，保
存有关内容留待以后处理，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检索

方法是在ＣＮＫＩ相关数据库学科领域中选择“（电子技
术及）信息科学”专辑下的“出版”专题子库，检索结果

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将前５０篇论文定义为高被引论
文 ［１０］，相关统计结果均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序。

本文基于ＣＮＫＩ相关数据库，以检索获得的数据
为统计基础。检索过程中注意到出版类重要期刊《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无论文进入前５０篇高被引论文，分
析可能与ＣＮＫＩ收录范围未实现全面覆盖、引文数据
不全有关。

１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论文被引用概况

　　ＣＮＫＩ共收录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出版专题研究论文１４
万９８２６篇，文献来源包括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集
等。共收录国内学术期刊７７００余种，检索到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国内期刊出版专题研究论文５万３７０２篇，其中
１万４６９６篇有被引记录，总计被引４万７７３次，引证文
献来源包括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集等；被引论文篇

数占刊发论文的２７．３６％，篇均被引２．７７次。
被引论文分布的特点是：被引频次越高，分布篇数

越少；被引频次越低，分布篇数越多。最高的前１０位
被引频次，除被引６４次有２篇外，其余均只有１篇；被
引１次的有６８１０篇，占被引篇数的４６．３４％，被引２次
的有３０２４篇，占２０．５８％，被引３次的有１６９６篇，占
１１．５４％，而被引４次及以上的占２１．５４％。这些数据
说明，国内期刊出版专题研究论文大多数没有被引，而

在被引论文中，大多数被引记录很少，约８０％的论文
被引３次或３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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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统计与分析

　　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国内期刊出版专题研究论文按被引
频次从高到低排序，选择前５０篇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表１）表明：被引频次最高９３次，最
低２８次，篇均被引４０．３８次；高被引论文仅占总篇数的
０．０９％，被引篇数的０．３４％，合计被引频次２０１９次，占
到国内期刊出版专题研究论文总被引频次的４．９５％。

表１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前１０位）

序号 被引文献题名　　　　　
被引文献

第一作者
　　　被引文献来源　　　　

被引

频次

１ 论“网络传播行为”的界定及其侵权认定 王　迁 　法学 ，２００６（５） ９３
２ 我国科技期刊基本状况统计与分析 郭　玉 　编辑学报，２００６（１） ８６
３ 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 王　迁 　知识产权，２００６（１） ７９
４ 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游苏宁 　编辑学报，２００６（２） ６４
５ 开放存取期刊出版的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分析 李　武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６（２） ６４
６ 论我国网络服务商的避风港规则———兼评“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 刘家瑞 　知识产权，２００９（２） ６２
７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存取出版现状 程维红 　编辑学报，２００７（３） ５７
８ 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 张耀铭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２） ５３
９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功能及实现措施建议 陈浩元 　编辑学报，２００６（５） ５２
１０ 关于我国科技期刊管理政策创新的思考 朱晓东 　编辑学报，２００６（２） ４６

２１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研究方向　根据
论文的中图分类号，参考其具体内容，统计高被引论文

的研究方向（表２），共涉及７个研究方向。被引频次
最高的研究方向为“著作权法”，其次为“各国出版事

业”，其中又以“中国出版事业”为主。前２个方向合
计被引篇数３０篇，被引频次１２７３次，分别占到高被
引论文总的被引篇数和被引频次的 ６０００％和
６３０５％；而排名３～７位的其他５个研究方向合计被
引篇数和被引频次分别只占到高被引论文总的被引篇

数和被引频次的４０００％ 和３６９５％。

表２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研究方向

序号 中图分类号 研究方向 被引篇数 被引频次

１ Ｄ９２３．４１ 著作权法 １５ ６６５
２ Ｇ２３９ 各国出版事业 １５ ６０８
３ Ｇ２３７．５ 期刊编辑出版 ７ ２８９
４ Ｇ２３０ 出版工作理论 ５ １７７
５ Ｇ２３８ 出版工作者 ３ １２２
６ Ｇ２３２ 出版编辑工作 ３ ９３
７ Ｇ２１３ 新闻编辑工作 ２ ６５

２２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源期刊及其地区
分布　高被引论文分布于２３种期刊（表３）。《编辑学
报》的被引篇数和被引频次均为最高，分别为１７篇和
７０１次，占到高被引论文总的被引篇数和被引频次的
３４．００％和３４．７２％，远高于其他各刊；居第２位的《知
识产权》被引频次为２１４次。被引频次排名最前的５
种期刊合计被引篇数２８篇，被引频次１２８３次，分别
占到高被引论文总的被引篇数和被引频次的５６．００％
和６３．５５％；排名６～２３的期刊均各只有１或２篇被
引，最高被引频次为６８次，最低为２８次。２３种期刊
中，被引频次最高的前３类期刊中，编辑出版类有５种

期刊，法律类有６种，图书馆类有４种，合计被引频次分
别为８３４、５６１和２４０次。这３类期刊合计被引篇数３９
篇，被引频次１６３５次，分别占到高被引论文总的被引篇
数和被引频次的７８．００％和８０．９８％。高校学报只有２
种，合计被引篇数４篇，被引频次１５５次。

表３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源期刊（前１０位）

序号 刊　名 被引篇数 被引频次

１ 编辑学报 １７ ７０１
２ 知识产权 ４ ２１４
３ 法学 ２ １３７
４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３ １２６
５ 图书情报工作 ２ １０５
６ 图书馆杂志 ２ ６８
７ 法学论坛 ２ ６７
８ 电子知识产权 ２ ６１
９ 科技导报 ２ ６０
１０ 社会科学 １ ４５

高被引论文源期刊仅来自于７省市（表４）。以北
京最多，被引刊数、被引篇数、被引频次远远高于其他

地区，分别占到高被引论文总的被引刊数、被引篇数、

被引频次的５６．５２％、７４．００％、７４．７４％；其次为上海，
但各项被引指标远低于北京；其他地区则更少，排名

３～７位的地区合计被引刊数、被引篇数、被引频次分
别只占到高被引论文总的被引刊数、被引篇数、被引频

次的２６．０９％、１４．００％、１１．４４％。
２３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作者统计　高被
引论文独著３３篇，２位作者的１０篇，３位及以上作者
的７篇，合著率为３４．００％。共有作者９３人次，实际
作者７９人，论文作者合作度为１．８６［３］。按第一作者
统计共４４名（表５），其中３篇被引的有２人，２篇被引
的有２人，１篇被引的４０人。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为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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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源期刊地区分布

序号 所在地 被引刊数 被引篇数 被引频次

１ 北京 １３ ３７ １５０９
２ 上海 ４ ６ ２７９
３ 山东 １ ２ ６７
４ 湖北 ２ ２ ６６
５ 黑龙江 １ １ ３６
６ 广东 １ １ ３２
７ 甘肃 １ １ ３０

王迁，３篇，２０１次，均为著作权法方向；其次为游苏宁、
郭玉、冯晓青、梁志文等；最低被引频次是刘根林和姜

春林，２８次。被引频次最高的前１０名作者占第一作
者总数的２２．７２％，而合计被引篇数和被引频次分别
占到高被引论文总的被引篇数和被引频次的３２．００％
和４２．６０％。

表５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作者统计（前１０位）

序号 被引文献第一作者 被引篇数 被引频次

１ 王　迁 ３ ２０１
２ 游苏宁 ３ １３３
３ 郭　玉 １ ８６
４ 冯晓青 ２ ８５
５ 梁志文 ２ ６７
６ 李　武 １ ６４
７ 刘家瑞 １ ６２
８ 程维红 １ ５７
９ 张耀铭 １ ５３
１０ 陈浩元 １ ５２

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分布于国内１４个省市以及
境外的美国和比利时（表 ６）。北京市被引第一作者
数、被引篇数、被引频次均最高且远高于其他地区，分

别占到高被引论文总的被引第一作者数、被引篇数、被

引频次的４７．７３％、４８．００％、５０．４２％，这一情况与刊
物所在地分布情况类似；排名第２位的仍然为上海；排
名最后的辽宁被引频次为２８次。排名３～１６位的地
区合计被引篇数和被引频次分别只占到高被引论文总

的被引篇数和被引频次的４４．００％和３７．５９％。

表６　期刊出版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地区分布（前１０位）

序号 所在地 被引第一作者数 被引篇数 被引频次

１ 北京 ２１ ２４ １０１８
２ 上海 ２ ４ ２４２
３ 广东 ２ ３ １０３
４ 浙江 ３ ３ １００
５ 湖北 ２ ２ ７５
６ 山东 ２ ２ ７３
７ 安徽 ２ ２ ６８
８ 江苏 ２ ２ ６２
９ 美国加州 １ １ ６２
１０ 陕西 １ １ ３９

３　结束语

　　近年来，以高影响力论文作为科研评价标准之一
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而论文的被引频次可

用以衡量该论文的学术影响力［１１］，被引频次和影响因

子也已成为我国学术期刊及其中的核心期刊评价指标

体系中２个重要的指标［１２］。通过对国内期刊出版专

题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少数高被引论文可以产生较多的被引频次，提
示高被引论文对期刊影响力和引证指标的重要贡

献［１３］；因而期刊编辑在选题组稿时，应把握热点研究方

向，紧抓重点选题，积极争取优秀的作者资源和稿件

资源［１４］。

２）高被引论文分布的２３种期刊中，《编辑学报》
的被引篇数和被引频次非常突出，远高于其他各刊，这

说明《编辑学报》在国内编辑学和期刊学研究领域占

有最权威的地位［１５１６］。

３）在高被引论文的源期刊、第一作者的地区分布
上，北京的被引刊数、被引作者数、被引篇数、被引频次

等指标都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许多指标占比甚至超过

５０％，上海、山东、湖北、广东等地的排名也相对靠前。
这种状况表明北京在我国编辑学和期刊学研究领域的

优势地位，高水平刊物、高水平作者、高水平成果主要

集中在经济、教育、文化发达地区，而偏远地区则十分

薄弱，不少地区没有一家刊物或一名作者进入高被引

论文行列，地区发展非常不均衡。

４）高被引论文主要集中于编辑学和期刊学、法
学、图书馆学等专业期刊上，表明专业期刊是发表出版

专题研究论文的主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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