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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国内学者引证行为变化与学科间差异
———基于历时角度的分析∗

杨思洛　 邱均平　 丁敬达　 余厚强

摘　 要　 引证是学者最基本的学术行为之一，新时期引证行为的变化与趋势引起了图书情报学者及各学科的关

注。 本文从文献计量学的历时分析角度，基于学科层面，分析和比较我国学者引证行为的变化特征。 选择“中国

引文数据库”中四个学科（哲学、图书情报、物理和机械工程）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内 ８９６ ６４５ 篇论文的引文数据进行分

析。 结果显示：①总体上不同时段、不同学科间的引证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各年发表论文被引量曲线呈拱形，被引

的累积效应不明显；②发表在不同年份的论文，特定年段后（时间窗），论文平均被引量呈现一致变化（在早期快

速增加，近年来细微下降），未被引论文比例在早期下降明显，近年来趋于稳定或细微增长；③发表在特定年份的

论文，其平均被引峰值，机械工程和哲学分别为 ７ 年和 ９ 年，物理学和图书情报学都为 ３ 年。 图书情报学中各年

论文被引峰值时间较为稳定；另外三个学科则在早期快速增加，近期趋于稳定；近年来，四个学科显现相对一致的

被引特征，国内学者引证行为向相对稳定状态发展。 图 ９。 参考文献 ３２。

关键词　 引证行为　 引文分析　 平均引文量　 未被引率

分类号　 Ｇ２５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ＹＡＮＧ Ｓｉｌｕｏ，ＱＩＵ Ｊｕｎｐｉｎｇ，ＤＩＮＧ Ｊｉｎｇｄａ ＆ ＹＵ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ｉｔｉｎｇ ｉ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ｂ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ｖｅｒ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８９６ ６４５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Ｓ  Ｐｈｙｓ⁃
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２ ｔｈ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ｕｎｃｉｔｅｄｎｅｓ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ａｒｅ ｃｉｔ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５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３ ｔｈ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

０ １８

∗ 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网络环境下学者合著与引证行为规律研究” （编
号：２０１４０９４）的研究成果之一，部分内容提交 ＩＳＳＩ２０１５ 会议并作报告交流。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ｏ ２０１４０９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通信作者：杨思洛，Ｅｍａｉｌ：５８６０５０２５＠ ｑｑ ｃｏｍ，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２２８－１１０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ＹＡＮＧ Ｓｉｌｕｏ，Ｅｍａｉｌ：５８６０５０２５＠ ｑｑ ｃｏｍ，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２２８－１１０２）



杨思洛　 邱均平　 丁敬达　 余厚强： 网络环境下国内学者引证行为变化与学科间差异———基于历时角度的分析
ＹＡＮＧ Ｓｉｌｕｏ， ＱＩＵ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ＤＩＮＧ Ｊｉｎｇｄａ ＆ ＹＵ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０ ｉｓ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ｓｈａｐ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ｉ ｅ  ｓｌｏｗ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ｄｉｓ⁃
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ａｎ ａｒｃｈ ｓｈａｐｅ  ｉ 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ｓ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ｉｓ 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２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ｃｉｔｅｄｎｅｓ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ｇｉｖｅｎ ｙｅａｒ ｗｉｎｄｏ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ｐａｎｓ Ｉｎ ｏｎｅ⁃ ｔｗｏ⁃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ａ ｍａｘｉ⁃
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ＬＩ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ｌｏｗ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ｓ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１０⁃ｙｅａ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ａ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ｕｎｃｉｔｅｄｎｅｓｓ 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ｕ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ｅｓ ｏｒ ｅｖ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ｕｎｃｉｔｅｄｎｅｓｓ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ｅ⁃ｙｅａｒ ｗｉｎｄｏｗ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ｂｕ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ｙｅａｒ ｗｉｎｄｏｗ ａｎｄ ｄｒｏｐ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ｗｉｎｄｏｗ 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ｋ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ｖ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ｆ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ｆｏ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Ｓ Ｔｈｕｓ ｔｈｏｓ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ｗｏ⁃ｙｅ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ｌｓ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ｉ⁃
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ｎｏｒ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ｏｒ ｌａｒｇ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ＬＩ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ＬＩ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ｋ ａｔ ｔｗｏ 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ｌｌ ｃｉｔ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ｖｅ ａ ｌａｔｅｒ ｃｉｔｅｄ ｐｅａｋ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ａｌｌ ｆｏｕ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ｅａｄｙ ９ ｆｉｇｓ ３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ｉ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ａ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ｃｉｔｅｄｎｅｓｓ ｒａｔｅ．

　 　 引证行为是学者最基本的学术行为之一，
客观地表征了科学交流与共享、继承与转移、扩
散与融合等过程，显示了学者的知识利用和吸

收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学研究系统的总

体情况［１］ 。 引证行为既是一种科学规范与制

度，也是人类科学研究和知识交流的一种基本

需要。 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研究的快速

发展，在文献中参考或引用其他论著逐渐普及，
由引证形成的引文（参考文献）是学术文献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成为科学论文的“第二特征”。

目前，利用引文所反映出的文献知识间的内在

联系，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揭示引文在科学传

播与交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规律性的研究［２］ 越

来越普及，引文分析已被广泛运用于科学评

价［３］ 、信息检索［４］ 、信息服务［５］ 、科研管理和学

科结构与趋势的把握［６－７］ 等方面，成为图书情报

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也是图书情报学科对其

他学科的重要贡献。 在众多的引文行为分析研

究中，基于历时角度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缺少

对我国跨学科和长时间段的系统分析，本文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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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时角度分析网络环境下国内学者引证行为

变化与学科间差异。

１　 文献综述

已有众多学者研究和调查分析引证行为的

分布与变化［８］ 。 参考人类行为一般理论，本文

基于前人研究提出了引证行为分析框架———五

维模型（见图 １） ，该模型集成了引证行为分析

的对象维 （ Ｌｅｖｅｌ － Ｗｈｏ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 方法维

（ Ｍｅｔｈｏｄ－Ｈｏｗ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时间维（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ｔｏ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内容维（ 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和应用维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Ｗｈｙ ｔｏ Ａｎａ⁃
ｌｙｓｅ） 。 一般的分析过程是，针对特定的对象，
运用适当的方法，从合适的角度，进行相关内

容的分析。 通过不同维度的结合，可以展示引

证行为的多种作用和多个方面，而应用是分析

的目的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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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引证行为分析的五维模型

　 　 从分析的时间角度看，引证行为分析包括

历时和共时两个差别明显的方面。 从共时分析

角度研究引证行为较多［９］ 。 国内邱均平等人对

比分析人文社会科学 ７ 大学科门类的引证行

为，以引文共时法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

老化现象［１０］ 。 因为共时分析存在局限，Ｌｉｎｅ 等

人提出历共时分析（ Ｄｉ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具体研究

不同时段中被引文献的共时分布［１１］ 。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等人研究了较长时间段（１９００—２００４）的文献被

引变化情况，发现该时期被引文献的老化均值

和中值经历了几次变化，例如在一战和二战期

间老化均值显著变大；近期则受到文献增长和

在线开放获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老文献被

引［１２］ 。 不过，Ｅｇｇｈｅ 认为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的结论仅仅是

一个普遍认可的简单的文献增长模型的计

算结果［１３］ 。
历时分析主要关注发表在特定年份的论文

被引的逐年变化与趋势。 因为数据的不可获得

性和分析操作的困难，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但是

历时分析有独特的优势，有学者甚至认为其更

适合于引证行为分析［１４］ 。 目前，代表性的历时

角度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 ①被引量历时变化

的微观分析。 Ｆｉｎａｒｄｉ 展示了不同学科领域期刊

中，论文平均被引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发现不

同学科领域存在显著差异［１５］ 。 此外，有学者研

究文献发表与第一次被引的时差［１６］ 。 Ｅｇｇｈｅ 等

人提出 Ｆｉｒｓｔ⁃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ｎｄｅｘ，用来测度文献

首次被引的速度［１７］ 。 Ｂｏｕａｂｉｄ 等人使用文献被

０２０



杨思洛　 邱均平　 丁敬达　 余厚强： 网络环境下国内学者引证行为变化与学科间差异———基于历时角度的分析
ＹＡＮＧ Ｓｉｌｕｏ， ＱＩＵ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ＤＩＮＧ Ｊｉｎｇｄａ ＆ ＹＵ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引的历时模型，研究文献被引生命周期的变化，
发现发达国家文献的被引周期要比新兴发展中

国家的短［１４］ 。 ②未被引也是引证行为历时分析

的重要方面。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 认为，在分析和得出结论

前，有必要明确、清楚地定义未被引的概念［１８］ 。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把未被引定义为“在引文数据库中，论
文发表五年后没有被引用过” ［１９］ 。 Ｇｌäｎｚｅｌ 等人

发现数学领域发表五年后仍然未被引用的论文

占到 １ ／ ３，化学领域也有 １０％左右［２０］ 。 付晓霞

计算得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有 ２４ ２％的中国 ＳＣＩ
论文“零被引”，“零被引”论文平均增速相当快，
达到 ２５ ４１％，而这一时期中国发表的 ＳＣＩ 论文

平均增速为 １７ １９％ ［２１］ 。 杨思洛等研究了图书、
情报、档案学期刊论文发表后 １ 年、２ 年、５ 年以

及发表至今的零被引率、均值、标准差、变异系

数，及高被引与零被引论文量比值［２２］ 。 Ｅｇｇｈｅ
等人发现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中有超过

１０％的未被引论文；Ｈ 指数和未被引论文量正相

关［２３］ 。 ③有学者从总体上历时分析引证行为的

变化。 Ｅｖａｎｓ 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 期刊上发文认为，随着更

多的论著可在线获得，越来越少的论著被引用，
即大部分引文来自少数的期刊和论文，Ｅｖａｎｓ 强

调这一趋势的严重后果“每个人都在向已发表

论文的中央集合移动” ［２４］ 。 而这种效应会更容

易导致学术趋同性，并减少学术界的争论声音。
但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却得出与 Ｅｖａｎｓ 截然相反的结论：引
文分散度在明显增加，被引论文多样化（范围更

广） ［２５］ 。 Ｙａｎｇ 等人通过使用三个指标，研究了

国内的引证行为，得出与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一致的结论，
被引文献分布更广和更多样［２６］ 。 目前，很少有

从历时角度对国内学者引证行为的跨学科和长

时间段的系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化，

科技技术也突飞猛进，特别是 １９９４ 年中国接入

互联网，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进入全新时期［２７］ 。
在网络时代，国内学者引证行为有何变化和发

展趋势，各学科间存在何种差异？ 本文主要从

历时角度，研究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间学者引证行为

变化与学科间差异，具体分析三方面内容：不同

时期、不同学科总体的引证行为；发表在不同年

份的论文被引和未被引特征（如，发表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的论文，在发表后 ５ 年，即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的被引情况）；发表在特定年份

的论文被引特征（如，发表于 ２０００ 年的论文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的被引情况）。

２　 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选择“中国引文数据库” （ＣＣＤ）为数据

源，它是基于 ＣＮＫＩ 所有源数据库集合而成的相

对规范的引文数据库，类型涵盖期刊、博硕士学

位论文、国内 ／ 国际会议论文、图书、中国专利、
中国标准、年鉴、报纸以及外文题录库。 ＣＮＫＩ
始建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目前集成了国内 ９０％以上

的知识信息资源［２８］ 。
根据数据的代表性和数量，基于 ＣＮＫＩ 的学

科分类体系，选择分析四个学科（哲学、图书情

报学、物理和机械工程）２０ 年间（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发

表的 ８９６ ６４５ 篇论文的被引证情况。 这四个学

科分别代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科以及工

科。 虽然目前对图书情报学科归属存在争议，
特别是国外学者认为其有向理工科发展的趋

势，但是国内普遍认为其属于社会科学，而且计

量学者对图书情报领域较为熟悉，很多相关研

究也以该学科为例，所以笔者选择图书情报学

科代表社会科学。 从 ＣＣＤ 中通过组合被引年、
发表年、被引学科等检索项，逐一检索获取被引

数据，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７—８ 月。 施引的文献

包括期刊、图书、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和报告等，
而被引文献则限定为期刊论文。 笔者隔一周后

进行了数据的重复下载，对不一致数据进行了

再下载和处理。 在此期间也与数据库商联系，
多次咨询数据获取相关问题，例如数据库更新

的时间与周期、引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和收录

范围等。
新时期学者引证行为变化与学科间差异研

究的三方面内容，可以通过六个公式来测度。
总体上，发表在 ｉ 年的论文被引用在 ｊ 年，ｉ 和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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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 １９９４ 到 ２０１３，且 ｊ≥ｉ。 Ｐｉ 表示发表在 ｉ 年
的论文量； Ｃｊ 表示发表在 ｉ 年的论文在 ｊ 年的被

引量。
（１）论文从发表年到 ｍ 年的篇均被引量 Ｆ１

（本文中 ｍ ＝ ２０１３），论文从发表年到 ｍ 年的年

均篇均被引量 Ｆ２。

Ｆ１ ＝
∑
ｍ

ｊ ＝ ｉ
Ｃｊ

Ｐｉ

Ｆ２ ＝ Ｆ１
ｎ

其中 ｎ 表示发表年 ｉ 到 ｍ 年的距离，即 ｎ ＝
ｍ－ｉ＋１。

（２）发表特定时间段后，论文的未被引百分

比 Ｆ３。

Ｆ３ ＝ １－Ｐ
ｃ

Ｐｉ
( ) ×１００

Ｐｃ 是从发表年开始，特定时间段后，至少被

引用过一次的论文量。 时间段分别为 １， ２，
……，所有年。 以时间段 ３ 年为例，所有发表于

２００３ 年的论文为 Ｐ２００３ ，Ｆ３ 即为 ３ 年后（包括发

表年）， 即 ２００５ 年末， 从没被引用过的论文

比例。
（３）论文发表特定时间段后平均被引量的

变化，具体通过三个公式表示。

ＭＥＡＮｋ ＝
Ｃｊ

Ｐｉ

ＭＥＡＮｋ表示发表在 ｉ 年的论文在 ｊ 年的平均

被引量。 即论文发表 ｘ （ｘ＝ ｊ－ｉ＋１）年后（包括发

表年），在 ｊ 年的篇均被引。 在本文中，ｘ 可在

１—２０ 以内取值，可以获得系列的 ＭＥＡＮｋ值。 例

如，设 ｘ＝ ３，可得到 ＭＥＡＮ１ ＝
Ｃ１９９６

Ｐ１９９４
， ＭＥＡＮ２ ＝

Ｃ１９９７

Ｐ１９９５
， ……， ＭＥＡＮ１８ ＝

Ｃ２０１３

Ｐ２０１１
。 其中 ｋ 从 １ 到 Ｎ

之间取值，Ｎ＝ ２０１３－１９９４－ｘ＋２。

ＡＭＥＡＮｘ ＝
∑
Ｎ

ｋ ＝ １
ＭＥＡＮｋ

Ｎ
ＡＭＥＡＮｘ表示不同发表时间的论文，特定时

间段后被引量的平均值。 通过这个公式，可以

避免因选择单个年份发表的论文进行计算所引

起的误差。 最终结果可通过图 ＡＭＥＡＮｘ ｖｓ ｘ 来

展示。

ＣＡＣｘ ＝

∑
ｉ＋ｘ

ｊ ＝ ｉ
Ｃｊ

Ｐｉ

ｘ
ＣＡＣｘ表示不同发表时间（ ｉ 年）的论文，特定

时间段（ｘ 年）后被引量的累积平均值。 例如，如
果 ｉ＝ ２０００，ｘ ＝ ３，则表示发表于 ２０００ 年的论文，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的被引量，然后计算年均

篇均被引量。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总体情况

四个学科论文的总体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左上角曲线显示，ＣＮＫＩ ２０ 年内（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共收录期刊论文 ４１ ７９３ ３９１ 篇，每年论文数量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９２７ ６８４ 篇增长至 ２０１３ 的 ３ ４７８ ４９０
篇。 曲线显示每年发表论文增长呈 Ｓ 型（逻辑

增长模型拟合，Ｒ２ ＝ ０ ９８３，Ｓｉｇ ＝ ０ ０００），总体

上分为三个阶段，起始阶段缓慢增长，然后快速

增长，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增长减缓，需要注意的是，
笔者统计分析的是非累积量。 图书情报学和哲

学领域的每年发文量与总体情况保持一致；但
是近年来，物理学发文量显著下降，而机械工程

领域发文量呈不规则变化。 其原因可能有二。
一方面本文没有采用传统的以代表性期刊来表

示学科的方法，而是选用了数据库的人工学科

分类体系，导致人工分类和索引论文的变化会

影响到具体学科发文量；此外，数据库商与期刊

之间的关系和政策也是一个因素，例如少量医

学期刊在近年没有授权给 ＣＮＫＩ，导致在数据库

中没有收录。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鼓励科研国

际化，特别是在理工科领域，国内大量的科学成

果发表到国际期刊上，如近年来中国 ＳＣＩ 发文量

已位居世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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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四个学科论文被引的总体情况

　 　 图 ２ 的另三个曲线图展示了四个学科论文

被引的总体情况。 这些曲线总体上呈现中间

高两边低的拱形。 一般情况下，因为累积效

应，发表时间越早的论文，其被引量越多。 但

是图 ２ 显示出不同的现象，所有四个学科都是

早期和近期发表的论文被引量少，中间年份的

最多。 该现象可能是两个原因引起的。 一是总

体上出版论文的数量和篇均参考文献逐年增

加，科技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更新加快，篇均被

引量增加，这导致后来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量

增加，国外也有学者从发文增长与篇均被引量

增加之间的关系进行数学模型的分析［２９］ 。 这

些可能导致累积效应的减弱。 二是国内学者

间研究竞争加剧，越来越追求创新，趋向于参

考和引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另外，在线数据库

的普及使得新成果的获取更加便利，导致早期

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少被使用。 图 ２ 右下角图也

展示了年均篇均被引量，曲线消除了累积效

应，使得近期发表的论文更有优势。 四个学科

的被引曲线总体上较为一致，其中图书情报学

的近期发表论文被引量最大，而哲学最小；早
期发表论文机械工程领域被引量优势明显，而
图书情报学较低。

３．２　 发表在不同年份的论文被引和未被引特征

图 ３ 和图 ４ 显示了各年发表的论文，相同时

间段后的平均被引量。 以发表后 ５ 年段为例，发
表于 ２０００ 年的论文，计算这些论文在 ２００４ 年的

平均被引量。 因为篇幅限制，图 ３ 仅展示了四个

学科的论文发表 １、２、５、１０ 年后的情况，但其他

年段结果也类似。 这些曲线呈现一致的变化，
不同年份发表的论文，早期被引量快速增长，近
期细微下降；近期发表论文的平均被引量趋向

稳定。 此结论与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关于文献增长率、网络

条件和平均被引量之间关系的结论一致［１２］ 。 不

过，这一现象是有特别的文献计量学原因，还是

仅仅由文献增长模型引起，或是两种因素结合，
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 在四个学科的不同

时间段，论文平均被引量呈现明显差异；各年发

表论文，对比其他三个学科，在发表 １、２、３ 年后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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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被引量最大的是图书情报学。 不过，随着

时段的增加，图书情报学平均被引量相对变小，
在论文发表 １０ 年后，平均被引量最小的是图书

情报学。 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则呈现与图书情报

学相反的变化，例如在论文发表 １０ 年后，机械工

程领域有最大的平均被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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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年篇均被引（Ｙ 轴）ｖｓ 发表年（Ｘ 轴）（Ｐａｒｔ Ｉ—分时间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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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各年篇均被引（Ｙ 轴）ｖｓ 发表年（Ｘ 轴）（Ｐａｒｔ ＩＩ—分学科）

　 　 图 ４ 按学科显示了论文在不同发表年段后 的平均被引量，可更好地展示同一学科不同发

０２４



杨思洛　 邱均平　 丁敬达　 余厚强： 网络环境下国内学者引证行为变化与学科间差异———基于历时角度的分析
ＹＡＮＧ Ｓｉｌｕｏ， ＱＩＵ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ＤＩＮＧ Ｊｉｎｇｄａ ＆ ＹＵ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表年段的情况。 哲学、物理学和机械工程领域

中早期发表的论文，在发表 ６ 年和 １０ 年后拥有

更高的被引量，达到峰值。 近期发表的论文平

均被引量，则是在发表后 ３ 年达到峰值，这显示

科学文献的生命周期变得更短了。 但是图书情

报领域较为稳定，在各年份发表的论文几乎都

是发表 ３ 年后达到峰值。
图 ５ 和图 ６ 展示了论文发表四个时间段后

（１、２、５ 年，所有年）的未被引情况。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等

人论证得出大多数论文在发表 ２ 年和 ５ 年后至少

被引过一次，目前科学系统正在变得更有效，因
为发表于 １９８１—２００４ 年的论文，未被引的比例越

来越少［３０］ 。 图 ５ 中的结论，与同年段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的

结论一致；但是图 ５ 和图 ６ 显示未被引率在早期

下降明显，近年来趋于稳定或细微增长。 该现象

出现的原因可能有四。 首先，在线数据库和互联

网的出现，为学者发现、获取、利用所有的文献提

供了平等的机会，使得越来越多的论文被引用；
但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据库发展进

入较为稳定阶段，未被引率也变化较少。 其次，
在早期，发表论文数量和篇均参考文献量逐年增

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未被引率的减少；但是，近
年来，无论是论文量还是参考文献量都趋向稳

定。 再次，ＣＮＫＩ 建立于 １９９９ 年，ＣＣＤ 在近年来

被广泛使用，也变得更加稳定，包括更新的时间、
收录的期刊数量、相关功能等。 最后，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研究环境和条件的显著改善，国内

科研人员的行为也趋向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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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论文未被引率（Ｙ 轴）ｖｓ 发表年（Ｘ 轴）（Ｐａｒｔ Ｉ—分时间窗）

　 　 国外的研究显示，论文发表 ５ 年后，在自然科

学未被引率最低，社会科学次之，而人文艺术领域

最高［３１］ 。 但是图 ５ 和图 ６ 显示不同的结果。 首

先，四个学科的未被引率显著低于国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数据，这可能与不同时代和环境相关，也与

不同的数据库样本相关，例如国外选择的是期刊更

少、质量更高的 ＳＣＩ 数据库。 其次，图书情报学科

比较特别，在几乎所有各年发表的论文中，发表 １、２
和 ５ 年后，图书情报领域未被引率显著低于其他三

个学科。 可能的原因是图书情报领域注重参考文

献，喜欢引用较新的学术成果，更具有获取和利用

相关文献的能力，特别是对在线数据库和网络文献

的获取能力较强，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相关文献能

被充分地利用和引证。 最后，哲学领域论文在发表

０２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二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６　 论文未被引率（Ｙ 轴）ｖｓ 发表年（Ｘ 轴）（Ｐａｒｔ ＩＩ—分学科）

１ 年和 ２ 年后未被引率比其他三个学科都高；在发

表 ５ 年后，哲学领域早期发表的论文未被引率较

高，近期发表的论文则变得较低；在发表所有年后，
未被引率变得较低。 图 ５ 显示哲学领域论文最终

有最低的未被引率。
图 ６ 为未被引率的分学科显示。 四个学科

的曲线有几乎一致的趋势。 论文发表 １ 年后，不
同发表年份的论文未被引率相对稳定；论文发

表 ２ 年后，未被引率下降明显；论文发表 ５ 年后，
从早期到近期发表的论文，未被引率急剧下降。
但是，时间窗为所有年（从发表年到 ２０１３ 年），
论文未被引率比较特殊。 因为不同年份发表

的论文，所有年时间窗不同，例如发表于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的论文，所有年时间窗分别为 ２０、
１４、６ 年。 因此，时间窗为 ５ 年和所有年的两条

曲线在近期越来越靠近。

３．３　 发表在特定年份的论文被引变化特征

图 ７ 中两曲线分别通过前述 ＡＭＥＡＮｘ 和

ＣＡＣｘ的公式得到，显示了各年发表的论文，特定

年段（时间窗）后的被引量平均值。 平均值消除

了使用单个发表年份论文可能造成的误差，曲
线显示了论文发表 １ 到 ２０ 年的值。 例如，ｘ 是

时间窗，ｘ＝ １ 和 ｘ＝ ２ 时，分别是 ２０ 和 １９ 个篇均

被引量值的平均值。 ｘ ＝ ２０ 时，则只有发表于

１９９４ 年这一个篇均被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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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年均篇均被引量（Ｙ 轴）ｖｓ 时间窗（Ｘ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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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７ 展示了论文被引总体的变化情况。 典

型的引证曲线为论文发表后开始快速增长，至
高峰后再缓慢稳定下降。 图书情报学和物理学

有较为一致的被引曲线，被引峰值出现在发表

后第 ３ 年，这与 Ｂｏｕａｂｉｄ 和 Ｆｉｎａｒｄｉ 等人的结论相

似［１４－１５］ 。 但是，物理学是到达峰值后较稳定下

降，而图书情报学是快速下降形成一个陡峭的

曲线。 四个学科被引曲线显著不同，机械工程

曲线较为特别，在论文发表后 ３ 年内被引量急

剧上升，然后一直维持在较高的被引值（缓慢增

长），达到峰值后又逐渐下降。 图 ７ 也显示哲学

领域有非常独特的被引曲线，在论文发表后的

前 ８ 年，平均被引量持续增长，到第 ９ 年达到峰

值，然后才缓慢下降。 这可能与哲学学科性质

有关系，因为哲学学科变化较慢，知识较为稳

定，文献半衰期较长，有较慢的老化速度。
图 ７ 显示了四个学科论文被引总体情况的

显著不同，有理由相信在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

差异。 当然，通过更长期、更多学科样本的对比

分析会得到更可信的结论。 机械工程和哲学领

域最大平均被引峰值时间分别为 ７ 年和 ９ 年

（在早期国内情况比较特殊，近期峰值有一定减

少，通过图 ４ 也可看出），这与邱均平等人通过

共时分析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得出的结论类似。 其原

因可能是两学科都喜欢引用较老的文献，导致

文献生命周期变长，被引峰值延迟。 众所周知，
目前期刊影响因子仅仅统计论文发表后 ２ 年的

被引情况；所以有必要像国外一样，同时采用 ５
年影响因子（如果计算发文当年，则为论文发表

后 ６ 年内的被引情况）。 图 ７ 右边曲线显示了

平均被引量的累积值。 图 ７ 左右两边的曲线相

对一致，但是右边曲线更加平滑，且因为累积效

应，与左边曲线相比， 相应的被引峰值延后

几年。
图 ８ 显示了发表在特定年份的论文，各年

的篇均被引情况。 因为篇幅限制，仅有选择地

展示了发表于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的论文

被引情况，发表在其他年份的论文也有相似结

果。 从图 ８ 可看出，图书情报领域有与其他三个

学科完全不同的引证曲线，在各年发表的论文，
图书情报学在发表后 ２ 年或 ３ 年达到被引峰值，
然后显著下降。 其他三个学科的被引曲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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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各年篇均被引量（Ｙ 轴）ｖｓ 被引年份（Ｘ 轴）（Ｐａｒｔ Ｉ—分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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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一致，发表于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的论文的

平均被引量开始快速增长，在大约 ２００７ 年达到

峰值，然后缓缓下降。 但是发表于不同年份间

的论文被引曲线差异较大。 总体上可看出，越
是发表在早期的论文，其被引峰值来得越晚（峰

值年与发表年的间隔越长）。 例如，哲学领域中

发表于 １９９４ 年的论文在 １４ 年（２００７ 年）后才达

到峰值，而发表于 ２００２ 年的论文在 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后达到峰值。 总体上，四个学科近年来发表

的论文都有较为一致的被引情况。

图 ９ 是分学科的特定年发表论文各年的篇

均被引情况。 在图书情报领域，发表于不同年

的论文有相似的被引曲线。 但是，其他三学科

被引情况相似，即发表于不同年份论文被引曲

线显著不同，发表年份越早，其老化越慢，而且

许多被引曲线峰值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之间。 特别

是哲学和机械工程领域，发表于早期的论文一

直有较高的被引量。 表明在这两个学科中，旧
文献未被从科学交流系统中排除，一直发挥着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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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各年篇均被引量（Ｙ 轴）ｖｓ 被引年份（Ｘ 轴）（Ｐａｒｔ ＩＩ—分学科）

４　 结论与展望

通过收集四个学科发表于 １９９４ 至 ２０１３ 年

的 ８９６ ６４５ 篇论文的被引数据，从历时角度分析

了网络时代学者引证行为的变化与学科间差

异，总结出以下特征。 ①总体来看，国内发表的

期刊论文各年增长总体上呈 Ｓ 形，经历了三个

阶段（开始慢增长，然后快速增长，近期增速减

缓）。 各年发表论文被引量曲线呈拱形，论文被

引的累积效应不明显。 不同时段、不同学科间

的引证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②发表在不同年份

的论文被引和未被引特征。 首先，各年发表的

论文，在特定时间窗后的平均被引值变化一致，
早期平均被引量快速增长，近期缓慢增长趋于

平稳。 在不同的时间窗，四个学科的论文平均

被引量存在显著差异；各年发表的论文，在 １、２、
３ 年时间窗，图书情报领域有最大的被引平均

值；随着时间窗的增大，图书情报领域被引相对

减少，到 １０ 年窗，该学科具有最小的被引值；而
哲学和机械工程领域呈现相反的变化。 另外，
总体上各学科的未被引论文比例在早期下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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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近年来趋于稳定或细微增长；各年发表论文

的未被引率在 １ 年窗相对稳定，在 ２ 年窗快速下

降，在 ５ 年窗则急剧下降。 ③发表在特定年份的

论文被引特征。 首先，各学科发表的论文，特定

时间窗的被引量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被引量

平均值峰值在机械工程和哲学领域分别为 ７ 年

和 ９ 年，而物理和图书情报领域都为 ３ 年。 因此

在计算期刊 ２ 年影响因子时，机械工程和哲学

领域论文最高被引年段可能未被统计在内，有
必要像国外一样同时采用 ５ 年影响因子。 需要

注意的是，本研究的论文被引结果是从较为宏

观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可能在微观层面有不

同的结果，本文结论也不能精确地预测其他学

科、专业领域的情况。 这些结果与国外学者通

过国际期刊得出的结论相似。 另外，特定年发

表论文，各年的篇均被引情况方面，图书情报领

域与其他三学科存在显著差异；图书情报论文

在发表 ２ 到 ３ 年后达到峰值，然后缓慢下降。 另

外三个学科的各年被引情况较类似，发表于早

期的论文其被引峰值来得较慢， 这与国外

Ｂｏｕａｂｉｄ 发现一致［１４］ 。 近年来，总体上四个学科

都有较为一致的被引趋势。
近期引证行为的相对稳定，显示了近年来

国内科学研究系统从早期的急剧发展进入相

对稳定时期。 因为学者是科学研究的主体，而
引证是学者基本的学术行为；引证行为的分布

与变化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科学研究的状态。
目前国内学者引证行为的状态相对稳定，其主

要原因有三。 首先，国内研究环境和条件稳

定。 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建设小康社会” ，再
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社会发展逐步进入了

更稳定的阶段；国内经济在经历了高速发展

后，逐步转变为稳步增长；国内学者的科学研

究条件和规范也相对成熟。 其次，国内研究成

果数量趋于稳定。 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严格控

制国内学术期刊数量，另一方面国内相关政策

也鼓励大量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例

如，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１４ 年国内学者在国际期刊

上发表了 １３７ 万篇论文，排名世界第二［３２］ 。 最

后，国内学者研究行为稳定。 在过去 ３０ 多年里

国内学者研究行为持续改进，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在线数据库成为国内学者的主要信

息源，特别是 ＣＮＫＩ 等一系列数据库发展进入

稳定状态，且被广泛利用。
本文较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引证行为变化与

学科间差异，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但是引证行

为具有复杂性、变化性、个体差异性，有一些内

容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相关问题也有待在后

续研究中解决。 首先，下阶段有必要结合历时

和共时方法，统计分析不同层面（国家、期刊、作
者、论文等）的引证行为。 其次，为进一步验证

本文结论，需要利用概率统计，通过其他多个文

献数据库，对多个学科的样本数据进行进一步

实证分析。 此外，笔者也将增加和改进测度引

证行为的方法和指标，有必要结合内容分析、文
献计量、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多种方法来分析

和相互印证引证行为。 最后，有必要深入、系统

分析新环境下影响引证行为变化的因素，验证

引证行为变化的因果关系（例如论文数量增长

与被引量间的关系、网络引证行为与在线数据

库间的关系等），提出改进引证行为的方法和

措施。

参考文献

［ １ ］ Ｋａｐｌａｎ 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１６

（３）：１７９－１８４．

［ ２ ］ Ｙａｎｇ Ｓ， Ｈａｎ Ｒ， Ｄｉ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ｂ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４８（４）：７７９－７９０．

［ ３ ］ Ｈｉｒｓｃｈ Ｊ 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ｐｕｔ ［ Ｊ］ ． ＰＮＡＳ， ２００５， １０２ （ ４６ ）：

０２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二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２

１６５６９－１６５７２．

［ ４ ］ 祝清松，冷伏海．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高被引论文主题识别研究［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 １）：３９－ ４９．

（Ｚｈｕ 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Ｌｅｎｇ Ｆｕｈａｉ． Ｔｏｐ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１）：３９－４９．）

［ ５ ］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１０２（３）：２２０１－２２１４．

［ ６ ］ Ｈａｍｍａｒｆｅｌｔ Ｂ．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６２（５）：８１９－８３０．

［ ７ ］ Ｙａｎｇ Ｓ， Ｗａｎｇ Ｆ．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ｕｔｈ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９（１）：２０８－２２５．

［ ８ ］ Ｄｉｎ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Ｔ，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６５（９）：１８２０－１８３３．

［ ９ ］ Ｈｅｉ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Ｍ， Ｆｒａｎｃｋｅ Ｔ， Ｇｅｏｒｇｉ Ｃ，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 ５０（６）：５０１９－５０２８．

［１０］ 邱均平，宋艳辉，杨思洛． 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老化规律对比研究———基于 Ｗｅｂ 新形势下的研究［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５）：２６－３５．（Ｑｉｕ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Ｙａｎｈｕｉ， Ｙａｎｇ Ｓｉｌｕ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ｏｌｅｓ⁃

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５）：２６－３５．）

［１１］ Ｌｉｎｅ Ｍ Ｂ， Ｓａｎｄｉｓｏｎ Ａ． “Ｏｂｓ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３）：２８３－３５０．

［１２］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Ｖ， Ａｒｃｈａｍｂａｕｌｔ É， Ｇｉｎｇｒａｓ Ｙ．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１９００ － ２００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５９（２）：２８８－２９６．

［１３］ Ｅｇｇｈｅ Ｌ． Ａ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８２（２）：２４３－２４８．

［１４］ Ｂｏｕａｂｉｄ Ｈ，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Ｖ．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９７（３）：６９５－７１７．

［１５］ Ｆｉｎａｒｄｉ Ｕ．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８（１）：１３－２４．

［１６］ Ｂｏｒｎｍａｎｎ Ｌ， Ｄａｎｉｅｌ Ｈ． Ｔｈ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 ｉｎｄｅｘ：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ｏ ａｄｄ ｔｏ ｔｈｅ ｈ ｉｎｄｅｘ［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４ （３）：４４４－４４６．

［１７］ Ｅｇｇｈｅ Ｌ， Ｂｏｒｎｍａｎｎ Ｌ， Ｇｕｎｓ Ｒ．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ｆｉｒｓｔ⁃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ｎｄｅｘ［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５

（１）：１８１－１８６．

［１８］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 Ｅ． Ｉ ｈａｄ ａ ｄｒｅａｍ ａｂｏｕｔ ｕｎｃｉｔｅｄｎｅｓｓ［Ｊ］ ．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１９９８（１２）：１０．

［１９］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Ｃ 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ｕｎｃｉｔｅｄｎｅｓｓ［Ｊ］ ．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９９７， ５８（１）：１９－２９．

［２０ ］ Ｇｌäｎｚｅｌ Ｗ， Ｓｃｈｌｅｍｍｅｒ Ｂ， Ｔｈｉｊｓ Ｂ．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ａｔｅ ｔｈ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ｉｍ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３ （３）：５７１－５８６．

［２１］ 付晓霞，游苏宁，李贵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中国 ＳＣＩ 论文的零被引数据分析［ Ｊ］ ． 科学通报，２０１２（１８）：１７０３－

１７１０．（Ｆｕ Ｘｉａｏｘｉａ， Ｙｏｕ Ｓｕｎｉｎｇ， Ｌｉ Ｇｕｉｃｕ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ｃｉｔｅ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０９ ｉｎｄｅｘｅｄ ｂｙ ＳＣＩ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２（１８）：１７０３－１７１０．）

［２２ ］ 杨思洛，程爱娟． 图情档期刊论文的零被引现象分析［Ｊ］． 情报学报，２０１５（３）：２４７－２５６．（Ｙａｎｇ Ｓｉｌｕｏ， Ｃｈｅｎｇ Ａｉ⁃

ｊｕａｎ Ｎｏｎ⁃ｃｉ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３）：２４７－２５６．）

０３０



杨思洛　 邱均平　 丁敬达　 余厚强： 网络环境下国内学者引证行为变化与学科间差异———基于历时角度的分析
ＹＡＮＧ Ｓｉｌｕｏ， ＱＩＵ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ＤＩＮＧ Ｊｉｎｇｄａ ＆ ＹＵ Ｈｏｕｑｉａ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 ２３］ Ｅｇｇｈｅ Ｌ， Ｇｕｎｓ Ｒ，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ｕｎｃｉｔｅｄｎｅｓｓ：Ｎｏｂｅｌ ｌａｕｒｅ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ｍｅｄａｌｉｓｔｓ ａ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６２（８）：１６３７－１６４４．

［２４］ Ｅｖａｎｓ Ｊ 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２１（５８８７）：

３９５－３９９．

［２５］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Ｖ， Ｇｉｎｇｒａｓ Ｙ， Ａｒｃｈａｍｂａｕｌｔ É．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００－２００７［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６０（４）：８５８－８６２．

［ ２６］ Ｙａｎｇ Ｓ， Ｍａ Ｆ， Ｓｏ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Ｊ］ ． Ｓｃｉ⁃

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８５（３）：７５５－７６５．

［２７］ Ｚｈｏｕ Ｐ， Ｔｈｉｊｓ Ｂ， Ｇｌａｎｚｅｌ Ｗ．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ｇｉａｎ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７３

（３）：５９３－６２１．

［２８］ ＣＮＫＩ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０９－ １８］． ｈｔｔｐ： ／ ／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ｎｓ５５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ｃｎｋｉ．ａｓｐｘ．

［２９］ Ｐｒｉｃｅ Ｄ Ｊ．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６５（１６９）：５１０－５１５．

［３０］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Ｖ， Ａｒｃｈａｍｂａｕｌｔ É， Ｇｉｎｇｒａｓ Ｙ，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ｕｎｃｉｔｅｄｎｅｓｓ［Ｃ］ ／ ／ 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ＳＳＩ）， ２００８：２７９－２８２．

［３１］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ｗｈｏｓ ｕｎｃｉｔｅｄ ｎｏｗ？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１（２５１）：２５．

［３２］ 新华网． 科技创新，让世界分享中国智慧［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２０１５－０９－１８］．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０５ ／ １３ ／ ｃ＿１１１５２７６５０６．ｈｔｍ．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ｎ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２０１５－０９－１８］．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０５ ／ １３ ／ ｃ＿１１１５２７６５０６．ｈｔｍ．）

杨思洛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邱均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丁敬达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副教授。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余厚强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１９；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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