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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存取论文下载与引用情况计量研究∗

牛昱昕　 宗乾进　 袁勤俭

摘　 要　 基于“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论文引用、下载数据,对开放存取论文被引用的年代分布情况、被引频次与

下载频次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①开放存取论文达到被引峰值的时间在延长,互联网并没有加快开放

存取论文的老化,反而有延缓之势;②单篇论文的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③应用性、综述性论

文更容易出现“高下载低引用”现象;④从长期、整体角度来看,开放存取论文的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之间呈现正

相关趋势;⑤被引频次侧重于反映开放存取论文的内在质量,下载频次则反映外部评价指标(可识别性、可获得

性、传播速率等)。 图 3。 表 2。 参考文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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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itation data and the download data from “Sciencepaper Online薰, this paper analyzes time
distribution of cit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ation and download of open access papers ( OAP) .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itation peaks of OAP has been extended, and the Internet postpones document ageing, rather than accelerating
it ; 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download frequency and citation frequency on a single paper; 3) applied
and review pap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downloaded but less cited; 4) in general,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ownload frequency and citation frequency on OAP for a long term; 5) citation frequency reflects OAP’s internal quality,
while download frequency reflects external indicators, such as identifiability, accessibility, and propagating velocity, et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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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开放存

取以其“开放、自由、共享”的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这种基于网络的论文交流模式近年来得到

广泛关注。 开放存取论文与传统学术期刊论文

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然而不论何种出版

模式,测度论文质量、社会显示度和学术影响力

都是不可或缺的。
引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传统引

文分析中一直被用来评价学术论文社会显示度

和学术影响力,其时间分布规律也一直作为衡

量用户引用行为规律和学术文献老化速率的重

要参考。 开放存取虽然是一种新的学术出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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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模式,但是新模式也是脱胎于旧模式的,是
对旧模式的发展和继承。 因此,作为传统论文

评价指标的被引分析,对科学合理测度开放存

取论文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与被引密切相关的另一指标———下载,为

多维度评价开放存取论文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

年来传统学术期刊论文评价中,引入了影响因

子、h 指数[1]等指标,而这些指标大部分也是建

立在被引频次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说并没有突

破以被引频次为导向的测度标准。 基于网络的

开放存取环境,为测度论文提供了更多选择,获
得论文的各项数据变得更加简单、快捷、可行。
除了可以实时统计论文的被引频次外,还能获

取用户在实施引用之前的行为数据,如用户的

下载行为数据,而这是传统学术期刊无法做到

的。 与被引不同,虽然下载并没有直接体现在

施引文献中,然而,它们同样能够反映论文的社

会影响与价值。 正因如此,多指标的易获得性,
使得对开放存取论文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进

行多视角测度变得更加科学、可行。
综上所述,被引、下载是开放存取论文测度

的重要指标,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内在

关系? 开放存取论文被引情况呈现出什么特

点? 这对科学合理、全面系统地测度开放存取

论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对这两个问题进

行探索性研究。

1　 文献回顾

1． 1　 开放存取研究回顾

开放存取运动自兴起以来,以其快捷传播、
易获取性等优势,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

注。 综合当前国内外关于开放存取的述评类研

究成果[2 - 6] ,发现当前国内外对开放存取的研究

集中在开放存取的定义[7] 、起源与发展[8] 、特
征[9] 、对开放存取的态度[10] 、质量[11] 、经济分析

(付费、成本等) [12] 、版权[13] 、政策与委托管

理[14] ,以及开放存取对知识交流模式、学术出版

模式、图书馆资源建设、信息服务的影响[15] 等方

面。 除了上述整体性、宏观性研究外,学者们还

对开放存取实现途径的开放存取仓储(包括机

构库、学科库)和开放存取期刊分别进行个体研

究,主要表现在:机构库面临的问题以及建设策

略[16 - 17] 、OA 期刊出版[18 - 19] 、OA 资源长期保

存[20]等方面。 作为一个刚诞生 11 年的新生事

物,开放存取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赖于多方的通

力合作,开放存取运动的全民参与支持[21] 、可持

续发展战略[22] 、支撑机制[23] 、政府引导与机构

重视[24] 、图书馆对开放存取的应对措施[25 - 26] 等

相应的对策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

1． 2　 论文被引与下载研究回顾

当前对论文被引、下载及两者相关性的研

究,主要是针对传统学术期刊论文。 现有研究

普遍认为论文被阅读、下载的次数越多,被引用

的可能性就越大。 刘筱梅等人利用 Pearson 相

关系数公式计算证明了期刊下载行为与引用行

为存在正相关关系[27] ;庞景安用 spearman 等级

分析方法对下载计量指标和引用计量指标进行

分析,得出“期刊总被引频次与总下载频次指标

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的结论[28] ;万锦堃等人

分别对期刊论文的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进行排

序,结果发现两者的排序并不完全一致,建议将

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作为两个独立指标在综合

评价中予以适当考虑[29] ,此外,有研究发现期刊

Web 下载总频次在期刊中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布

拉福德分布特征[30] 。
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某一学术期刊总被引

频次和总下载频次来进行的。 此外,还有学者

对单篇文章进行了研究。 赵大良对《西安交通

大学学报》等四种期刊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统计

分析,发现单篇文章网络访问量(包括 Web 下载

量、网络浏览量)与文章的被引频次存在着负相

关关系,并对这种现象从传播方式、论文学术水

平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解释和分析[31] 。 丁佐奇等

人选取两种医药学核心期刊《中国天然药物》和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对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

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结果显示文章出

版后 2—4 年引证达到峰值,而网络下载近两年

出版的文章占较高比例;单篇论文的被引频次

与下载频次的相关性较差,用先期的下载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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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期的被引次数进行预测行不通[32] 。
国外方面,学者也认为被引频次与下载频

次之间是密切相关的[33] 。 Jahandideh 等人探讨

了 ScienceDirect 的下载频次报告(每三个月一

期)能否作为评价论文研究质量的一个可靠指

标,来预测论文的被引频次,结果发现下载次数

多的文章在被引数据上也偏高,由此得出结论:
在一定时期内的高下载,很可能是一段时期后

高被引的一种预兆[34] 。
由上可见,目前学界对传统期刊学术论文

的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而对开放存取论文则鲜有涉及。 本文则以

开放存取论文为对象,对其被引频次的年代分

布,以及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的相关性进行研

究,尝试发现开放存取环境下的学术信息传播

特点,为开放存取论文评价提供借鉴。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目前国内开放存取的形式主要有开放存取

仓储和开放存取期刊两种,尤以开放存取仓储

较为典型。 开放存取仓储大体上又可分为机构

仓储和学科仓储。 机构仓储大多规模较小,影
响力有限。 学科仓储在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国内主要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典型。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

办,其平台上的论文已经得到部分 985 高校的认

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本文选择“中国科技论

文在线”为数据样本,数据采集步骤如下:①获

取 CNKI 引文库中“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文献

信息,具体数据字段包括:题名、发表年份、被引

次数、每年的被引次数。 ②利用第一步中得到

的题名,获取“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网站上的该

论文信息,具体数据字段包括:题名、下载次数、
发表日期;由于“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中部分文

献也被 CNKI 全文库收录,所以,同时利用第①
步中得到的题名,获取 CNKI 全文库中的论文信

息,具体字段包括:题名、下载次数。 然后,将这

两个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下载次数相加,得到

最终的下载次数。 同时,对获取失败的文献信

息,进行手工查找、更新,最终获得 336 篇“中国

科技论文在线”文献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包括

下载次数、被引次数、年代被引详细数据等。

3　 开放存取论文引用的年代讨论

为了衡量科学文献的老化速度和程度,定
量揭示老化规律,传统文献计量学提出了一些

度量指标,主要有“半衰期”和“普赖斯指数”。
一般而言,某一学科或领域文献的“普赖斯指

数”越大,半衰期就越短,说明其文献的老化速

度就越快[35] 。 那么,开放存取论文的老化时间

是多久呢? 本文将各年发表文章的引文数据逐

一获取(详见表 1);同时,绘制各年发表文章被

引频次的年代分布图(见图 1)。

表 1　 各年发表文章汇总及被引次数明细

发表时间

(年)
文章总计

(篇)

各年被引次数(次)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06 29 0 0 2 12 26 23

2007 91 0 4 57 80 63

2008 87 0 46 122 93

2009 80 7 73 67

2010 45 11 56

201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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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年发表文章被引频次年代分布

注:由于 2011 年数据尚不完整,所以只选择 2010 年及以前的引文数据。

　 　 金碧辉等人做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

544 种期刊的被引峰值年份统计,发现在三年内

达到被引峰值的期刊有 465 种,占所有期刊的

85% [36] 。 而由图 1 可见,开放存取环境下,各年

发表的文章被引次数都无一例外地持续增长

(2006 年发表的文章被引次数直至现在仍然呈

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表明开放存取论文达到

被引峰值的时间在延长(至少大于四年)。 这一

现象从侧面反映出开放存取论文所具有的便捷

性,可以让研究人员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免费获

得,从而使论文的使用价值得以最大化,大大延

长其“使用寿命”。

4　 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相关讨论

本文从单篇论文和整体角度两个方面讨

论开放存取论文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间的相

关性。

4． 1　 单篇论文讨论

4． 1． 1　 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

根据获取的数据,对被引频次、最小下载频

次、最大下载频次等进行统计(见表 2);同时绘

制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的散点图(见图 2)。

表 2　 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明细

被引频次(次) 论文数量(篇) 最小下载次数(次) 最大下载次数(次)
1 173 64 2， 804
2 67 75 1， 241
3 48 69 1， 729
4 15 137 1， 059
5 15 137 892
6 5 279 1， 229
7 3 328 537
8 5 271 453
9 1 875 875
14 1 666 666
16 2 776 1， 799
19 1 464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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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关系

　 　 由表 2、图 2 可见,被引次数相同的论文在

下载频次上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被引频次为 1
的论文中,最小下载次数为 64,最大下载次数为

2,804,相差 2,740,几乎是最小下载次数的 44
倍。 被引频次为 2、3、4 直至 19 的论文情况基本

类似,最大下载频次与最小下载频次的差距都

很大。
可见,仅从单篇论文来看,在短时间内,被

引频次与下载频次的相关性并不强,不能依据

下载频次去预测其被引频次的多少,同样也不

能以被引频次的多少来倒推下载频次。 因此,
在开放存取论文测度指标体系中,下载频次与

被引频次是测度意义不同的两项指标,其侧重

点分别如下:
(1)下载频次。 用户首先浏览论文题目、摘

要及关键字等信息,判定与其所研究主题相关

后,才会激发下载行为。 因此,文章一旦被下

载,就已经发挥了它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代表了

其在信息海洋中的易识别性、可获得性,并且也

显示了它在网络上传播的效率。 因此,下载频

次主要表征开放存取论文的一些外部指标,如
外部信息(题目、摘要、关键字)组织度、可识别

性、可获得性和传播速率。 张玉华等人认为,理
想的科技论文评估,应当将内部评估与外部评

估结合起来。 内部评估,指同行专家对论文内

容进行的评估;外部评估,指科学计量学研究人

员或科研管理人员利用论文的外在指标对论文

进行的评估[37] 。 因此,下载频次这一指标,主要

侧重于开放存取论文的外部评估方面。
(2)被引频次。 与下载频次不同,被引频次

主要侧重于表征论文的内在价值(论文质量的

优劣和学术影响力的高低),这一点在传统的引

文分析中有很多论证,在开放存取环境下仍然

适用。
4． 1． 2　 高下载、低被引现象

表 2 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存在大量高下

载而低被引的文献。 如下载频次最高的一篇文

献(下载 2,804 次),但其被引频次仅为 1。 同

时,其他低被引论文(被引频次 5 以下),其下载

次数都很高。 这种高下载低被引的现象,与下

述几个原因有直接关联:
(1)下载与被引之间存在时差,即所谓“延

时性”。 “延时性”是指用户的下载行为与引用

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万锦堃在其研究

中提到了下载与引用之间的延时性,发现下载

峰值与被引峰值出现的年限差达一年[29] 。 很多

用户在浏览并下载论文后并没有立刻引用,而
只是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定的准备工作,真
正的引用行为发生在浏览和下载行为发生过后

的一段时间内,甚至这段时间会比较长,尤其是

某些复杂的学术研究项目。 统计数据的那个时

间点有可能正处于这个时间差之内,因此导致

有些论文浏览频次、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间的

巨大差距。
(2)学术研究的“厚积薄发”性。 在学术研

究初期通常会浏览、下载大量论文,以便对所研

究领域作一个全面的调查和了解。 研究论文撰

写前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便是对文献的调研,
文献调研之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去获取研究相

关的书籍、学术论文以及其他资料[38] 。 而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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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调研中所浏览、下载的大量资料中,并不会全

部作为引文而体现在最终研究成果上,大部分

资料仅为其后续研究作铺垫和导航,只有与其

研究方向直接相关的文献才会被借鉴在论文

中,产生引用行为。 因此这也是一些文献高浏

览、高下载量却低引用的原因之一。
(3)论文质量问题。 我国开放存取运动还

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阶段。 受开放存取出

版模式的影响,容易导致论文质量的参差不

齐[39] 。 研究人员在检索、浏览相关文献的题录

信息后产生下载行为,但是如果文献全文的质

量一般,无太大的借鉴价值,也会导致“高浏览、
高下载而低被引”现象。

(4)下载目的的广泛性。 对比文献引用而

言,文献下载的目的更加广泛。 除了在学术(课
题)研究中会下载文献之外,用户在平时的学

习、工作中也可能会下载一些文献来帮助学习

某种知识或技能,这些下载行为仅仅是为了学

习,而不会产生直接的引用行为。
本文在获取的数据中,选取“高下载(下载频

次 500 以上)且低引用(被引频次 5 次以下)”的
论文,共 70 篇。 通过统计发现,应用研究类 30 篇

(占 43%)、综述类 15 篇(占 21%),两类论文占

64%。 由此可见,实用性较强的论文经常会被用

作参考学习之用,而没有被作为参考文献,这就

证实了上文的推断。 同样,综述类文献的下载频

次高而被引频次低,这与丁佐奇等人对于传统期

刊论文下载情况的研究结果一致[32]。

4． 2　 整体角度讨论

上文从单篇论文角度出发讨论,发现短时

间内开放存取论文的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并不

直接相关。 那么,从整体角度来看,论文的下载

频次与被引频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呢? 本

文绘制了被引频次与平均下载频次之间的关系

图(见图 3)。

图 3　 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关系(整体角度)

　 　 由图 3 可见,论文的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

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趋势。 因此,从整体角度来

看,一篇高被引文献,其下载频次必然也是相对

较高的。 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我们使用的是从一篇文章的高被引

频次来倒推高下载频次,而不是用高下载频次

去预测高被引频次,这是因为下载是被引的必

要而非充分条件。 一篇高被引的文献已经被证

明了其学术研究的高质量,代表了其广泛的学

术影响力。 所以,后来的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

时,都很有可能将其作为参考文献,这在被引频

次上已经得到证实。 那么作为实施引用行为的

必要条件便是下载,因此,可以利用被引次数来

倒推下载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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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被下载后是否被引用,取决于很

多因素。 很多文章在其发表的前期由于在网络

上较强的显示度(如题目是某些研究热点)和较

快的传播速率(易被检索到)而获得大量的下

载,但实质内容并无参考价值,往往会被学者放

弃引用,这就导致了高下载而低被引。
其次,从时间角度来看,文章必须已发表了

较长的时间。 短时间内,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

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最后,这一结论适用于整体情况,但也不排

除特例。

5　 结论

通过对开放存取论文的年代引用分布、下
载频次与被引频次的相关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由于开放存取论文所具有的可获得性、
易获得性、免费性等特点,使得开放存取论文的

生命周期比传统期刊论文的要长,其达到被引

峰值的时间也在延长;网络并没有加速开放存

取论文的老化,反而在延缓其老化。
(2)从单篇论文角度来看,开放存取论文的

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开
放存取论文(特别是应用性、综述性论文)存在

“高下载低引用”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下载与

被引之间存在时差、学术研究的“厚积薄发”性、
论文质量问题、下载目的广泛等。

(3)从整体角度来看,开放存取论文的下载

频次与被引频次之间呈正相关趋势。
(4)被引频次侧重于评价开放存取论文的

内在质量;下载频次侧重于测度论文的外部评

估指标(组织度、可识别性、可获得性、传播速

率)。 开放存取论文评价除考虑被引频次指标

以外,还应该考虑下载频次等外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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