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引文分析的期刊论文文献需求与回溯保障的案例研究 

——以上海 J校高水平论文为例 

郭承鹭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摘要：本文通过引文分析法，分析高校图书馆用户对过往文献的文献需求，根据引用行

为模式，对未来期刊需求做出预测。根据研究结果，论文的所属学科、论文的跨学科性或引

用的跨学科性、论文被引文献的文献类型对引用间隔产生显著影响；而期刊的各项 JCR 指

标不能作为是否需要回溯保障的预测变量；据此提出，相应的馆藏建设建议，平衡保障期刊

的未来和当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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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献资源保障机构，负有保障高校用户文献需求的使命和责任。

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支持教学和科研一直是其职责所在 [1]。而国内的过往历史文献保障

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来自三种情况： 

一则，外文期刊历史采购存在一定缺失。新中国刚建立的 50 年代初期，由于国力有限

和西方国家的封锁政策，当时的文献保障存在缺失；在十年动乱时期，外文期刊采购也一度

中断；20 世纪末期又由于经费不足等问题，外文期刊采购不足。种种历史原因，导致我国的

过刊保障存在一定缺失（郑建程，袁海波，2010）[2]。 

二则，没有购买永久使用权。停止购买数据库时就不再保障相应期刊。三则，虽然购买

了永久使用权，但是电子资源的长久保存和管理是难题和挑战（Walters，2013）[3]，这个问

题是国内外学术图书馆普遍面对的。 

对于历史原因导致的馆藏问题，在对国内高校图书馆进行文献调研时，肖珑等 [4]发现

国内高校图书馆对早期人文社科文献资源的收藏率和保障较低；李峰，涂文波 [5]则认为国

内高校图书馆的外文图书保障存在结构性缺失。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机构或部分高校图书馆采取了回购措施。如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建设回溯期刊库（郑建程，袁海波，2010），为高校图书馆用户获取过刊提供了一

定保障。尽管如此，由于普遍存在的图书馆经费紧张，一个图书馆要如何平衡当前需求与过

刊保障依然需要谨慎决策。 

Lamothe [6]比较了图书馆的静态电子书合集和动态合集，其中前者指在一定时期内图书

馆持续拥有的电子馆藏，后者指在一定时期内持有内容在变化的电子馆藏，发现静态合集中

每种书的平均引用量持续下降，而后者在上涨。 

但这并不意味着过于早期文献应该完全放弃。由于难以确定什么是早期文献中有价值的

一部分——判断的困难来自即使用户也不知道以后的研究中需要用到什么过去的文献。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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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上说，这与近年来纸本期刊大量被电子期刊取代、电子馆藏的建设指数级增长不无关系 [7]。

图书馆大量提供电子期刊访问而不是纸本期刊。但电子期刊通过租借模式提供获取而不是购

买模式，成为可能也成为普遍趋势。但租借虽然可以降低短期成本，但会增加长期的可获取

风险，获取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支付的可持续性 [8]。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期刊，图书、会议论文同样存在电子化趋势，这些出版物类型也

在讨论之列，但由于电子期刊的使用量在近年来大幅增长 [9] 。期刊的被引分布也在本文专

门分析之列。 

已有的文献分布经验定律普赖斯定律表明，文献引用存在半衰期，这在电子化时代有了

新特征。国内过刊保障研究更倾向于从国家整体层面或者文献资源的建设历史回顾进行，没

有具体到微观层面，以单馆作为分析对象，而除了少量的国家统一保障之外，高校图书馆的

文献资源建设预算和决算主要是独立进行；对用户而言，图书馆也应当关心本地用户的需求，

因而，对单馆用户的需求进行考察和评估是必要的。 

本文尝试基于引文分析的角度，研究用户对文献需求的时间分布规律及评估相应的图书

馆保障情况。具体来说，需要回答如下研究问题： 

1) 用户对不同年代的文献需求量如何，是否有偏好？ 

2) 用户需求的文献相应的保障率如何？ 

3) 用户文献需求的时间分布形成受什么因素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选取一个高校图书馆作为个案研究样本，采用引文分析法进

行分析。 

由于 J 校是国内规模较大的高校，有 5 万多的学生和全职教职工，发文量过多。本文只

选取 J 校的高水平论文作为分析对象。高被引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通常比一般论文更多 
[10]；

在情报学领域同样有此特征，高被引论文的引文相对更多，且更新颖（钟镇，2015；姜春林

等，2015）。 

2 数据收集与结果分析 

2.1 数据收集方案 

本文选取 2017 年在 ESI 网站分学科下载 J 校 2017 年的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s）

和热被引论文（hot papers），其中前者指在过去十年内引用量在所在领域发文中排在前 1%

的论文[11]，后者指在过去 2 年内引用量在所在领域被引量排在前 0.1%的论文[12]。2017 年 12

月日收集数据时， J 校有 21 个 ESI 学科有这两类论文，共计 792 篇高水平论文。 

这些论文发表于 2007 年至 2017 年间。其中因统计时 2017 年未截止，故该年份的论文

量较少。整体上 J 校高水平论文在统计时的分布随时间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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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水平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在 Scopus 平台检索原文并导出相应的参考文献信息，共计 5.8 万条参考文献导出，基

本情况见表 1。引用最早的参考文献发表于 1505 年，是一篇物理学论文的引用。从所有被

引文献的发表时间平均值来看，经济学科为 1999.9，是所有学科中最早的。从被引文献总体

来看，最近几年的引用占绝大多数。 

 

图2 分年代引用占比 

这些引文来自期刊、会议论文、书等出版物，792 篇高水平论文共有 4.9 万篇被引文献

有所在刊物的 ISSN 号，共来自 4379 种连续出版物。由于 Scopus 的连续出版物信息收录不

全，来自非图书类连续出版物的引文量实际可能更多。这些连续出版物中，3 种期刊最早被

引用和最晚被引用的载文之间跨度超过 100 年，分别是 Lancet，127 年； Acta Mathematica，

107 年；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102 年。 

为了做更全面的分析，对引文收集了其他信息来做分析。包括：1）是否保障。根据 J 校

图书馆的保障清单进行匹配，由于图书馆的保障清单未梳理完全，只梳理了部分期刊，其他

未梳理期刊或出版物未进行赋值。2）引文文献所在学科，为了与论文所在学科保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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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学科根据期刊的 ESI 学科属性表赋值，缺失值未做处理。 

其余一些引文属性由 Scopus 导出信息或上述两个属性进行计算得到，不再详述。处理

数据的软件为 EXCEL 和 SPSS。 

表1 J 校高水平论文及参考文献概览 

学科 
论文

量 

总参考

文献量 

平均参考

文献 

原文发表年

代范围 

引文发表年

代范围 

引文发表时

间均值 

农学 10 624 62.4 2009~2017 1684~2016 2004.7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34 1791 52.7 2007~2017 1936~2016 2006.1 

化学 73 6088 83.4 2007~2017 1894~2017 2008.3 

临床医学 163 6925 42.5 2007~2017 1825~2017 2006.8 

计算机科学 39 1385 35.5 2008~2017 1948~2017 2006.4 

经济学与管理学 7 511 73.0 2009~2016 1911~2015 1999.9 

工程 123 8565 69.6 2007~2017 1811~2017 2005.3 

环境/生态学 8 610 76.3 2009~2017 1974~2016 2007.6 

地球科学 1 26 26.0 2009~2009 1971~2012 2003.7 

免疫学 11 639 58.1 2007~2017 1968~2016 2006.9 

材料科学 102 6879 67.4 2007~2017 1852~2017 2007.6 

数学 21 689 32.8 2007~2017 1823~2016 2001.7 

微生物学 8 425 53.1 2010~2015 1953~2015 2006.5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33 1845 55.9 2008~2017 1908~2017 2007.1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4 333 83.3 2008~2017 1943~2016 2007.2 

药理学和毒理学 13 1078 82.9 2008~2017 1946~2016 2006.9 

物理 110 7134 64.9 2007~2017 1505~2017 2004.3 

植物与动物科学 14 1071 76.5 2008~2017 1937~2016 2004.3 

精神病学/心理学 6 364 60.7 2014~2017 1960~2016 2005.2 

一般社会科学 9 413 45.9 2007~2017 1967~2017 2006.6 

空间科学 3 410 136.7 2015~2017 1936~2016 2009.6 

所有学科 792 53022 66.9 1505~2017 2007~2017 2006.4 

注：总参考文献量依据 Scopus 导出，不以实际导出的引文条目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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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被引文献时间分布特征 

通过相关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等方式检验引文时间分布上的影响因素。相关分析用

于分析两个标度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独立样本 T 检验用于检验分类变量是否对标

度变量有影响。 

相关分析可以使用皮尔逊相关、肯德尔 tau-b 相关或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由于皮尔逊相

关要求变量都为连续变量且符合正态分布，斯皮尔曼相关适用于有序变量或者不符合正态分

布的等距变量，肯德尔 tau-b 相关对数据分布没有严格要求，可以用于有序变量的相关性检

验 [13]。要检验的变量中有有序变量，或者等距变量的分布不清楚，在分析中统一使用了肯

德尔 tau-b 相关分析。 

其中部分引文信息不全或有误，这些数据在做分析时存在的问题及处理如下： 

1）缺省值做分析时被排除。截至统计时间（2017 年底），Scopus 平台收录的参考文献

有 14 亿条，遥遥领先于排在其后的竞争对手，但还是收录不全，部分文献的参考文献信息

提取不全或无法识别全参考文献信息。本次研究中，只对 Scopus 能提取的正式出版物做分

析。受限于 Scopus 收录的引文信息，部分引文无法识别或识别不全，因不清楚分布方式，

无法通过推测增补相应信息，在做后续分析时相应信息不全的条目选择了直接排除个案的方

式。 

2）出错值做分析时被排除。论文发表时间只提取年份，被引文献的发表时间也只提取

年份，但出现了少量前者晚于后者的情况。经检查，是如下原因导致：Scopus 引文识别提取

出错，或者由于论文发表在不同平台上，Scopus 在计算时没有选取文献最先发表的文献，或

者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就被引用了。共有 42 条引文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数据被视为异常

值，做与引文发表时间有关的分析时被排除在外。 

2.2.1 影响分布的分类变量 

只有两个取值的分类变量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其对时间分布的影响；多个取值的采

取单因素方差分析。 

1）是否自引。分类变量中期刊自引与被引对引用间隔产生显著影响。属于期刊自引的

引用，被引文献与原文文献时间跨度更长。在独立样本 T 检验中，二者在 0.01 的水平上存

在显著差异。 

2）是否保障。被保障期刊的最早被引年份比未保障期刊的最早被引年份更早。在独立

样本 T 检验中，二者在 0.05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2 分类变量独立样本 T 检验 

检验变量 分类变量 
显著性（双尾）（上，假定方

差均等；下，不假定方差均等） 
引文保障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文献被引时间间隔 是否期刊自引  0.00 是 11920 39.52 247.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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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否 453 5.19 5.653 

是否同学科引用 
0.008 是 14725 6.84 7.563 

0.007 否 13216 6.6 7.136 

期刊被引平均时间间隔 期刊是否被保障  
0.001 是 4123 4.816 8.207 

0.00 否 256 3.015 4.558 

3）是否跨学科引用。被其他学科引用个数越多，平均引用时间距离越小。被其他几个

学科引用与平均引用时间距离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206（这里似乎应该改用方差分析

之类的），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其中，再对期刊被几个其他学科引用及引用量与期刊被引平均时间距离做肯德尔 tau-b

相关分析，可以发现被其他多个学科引用的期刊，平均间隔较短。在总体的被其他学科引用

量，被其他学科引用越多，平均距离越短，肯德尔 tau-b 系数为-0.436。而期刊被引跨度与被

跨学科引用量和被几个其他学科引用正相关，可能是因为一本期刊的学术价值同时决定的，

即更有学术价值的期刊被跨学科引用更多，在时间跨度上也更长。 

表3 跨学科引用与引用间隔的相关分析 

样本特征 被其他学科引用量 被几个其他学科引用 

期刊被引平均时间距离 -.436** -.340** 

期刊被引跨度 .344** .478** 

注：1）期刊被引跨度指在样本中最晚被引用时间减去最早被引时间；2）被几个其他学科引用指期刊

除了被本学科期刊引用外，还被其他几个学科引用；“**”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其中显著性均为双

尾检验。 

4）论文所在学科 

对所在学科做单因素方差分析，除了地球科学因样本量较小，预测区间范围较大，难以

检测出与其他学科的差异之外，其他各学科中，存在一定差性。生物学、医学及其较为临近

的免疫学、临床科学等学科的引用时间距离较短。而经济学与管理学（后称经管）、精神病

学/心理学、数学、物理等较长。其中，在事后检验中，经管与其他各学科均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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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论文所在学科平均引用时间距离 

5）被引文献的文献类型。文献类型由 Scopus 定义，未做人工干预，Scopus 未赋值的作

为缺失处理。主要取值有学术论文（article）、会议论文、短调查（short survey）等，书包括

Scopus 定义的书（book）和书的章节（book chapter）。其他类型的文献有勘误、预印本。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得到文献类型显著影响引用时间间隔。其中其他这一类型因样

本量较小，与其他类型无显著性差异；通信在样本中引用间隔较长，与其他类型均差异显著。

除此之外，学术论文、会议论文，可以认为性质类似，它们互相之间无显著差异，而与其他

类型有显著差异，引用间隔较长；综述与社论、注释一组较为类似，它们之间无显著差异；

短调查居于这二组之间，时而与其他组有差异，时而没有。 

 

图4 文献类型平均引用时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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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比较（假定方差不等） 

塔姆黑

尼 

学术论

文 

综述 会议论

文 

社论 通信 短调查 注释 其他 

学术论

文 

 -1.007* -0.426 -2.073* 3.816* -0.522 -1.722* 0.732 

综述 1.007*  .581* -1.065 4.823* 0.485 -0.714 1.739 

会议论

文 

0.426 -.581*  -1.646* 4.242* -0.095 -1.295 1.158 

社论 2.073* 1.065 1.646*  5.888* 1.551 0.351 2.804 

通信 -3.816* -4.823* -4.242* -5.888*  -4.338* -5.537* -3.084 

短调查 0.522 -0.485 0.095 -1.551 4.338*  -1.2 1.253 

注释 1.722* 0.714 1.295 -0.351 5.537* 1.2  2.453 

其他 -0.732 -1.739 -1.158 -2.804 3.084 -1.253 -2.453  

注： “*”表示在 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2.2.2 时间分布与期刊指标的关系 

主要通过相关分析，检验期刊指标是否能预测期刊的历史文献需求关系。其中期刊指标

根据 JCR 导出的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检验。 

期刊平均被引时间间距与绝大多数期刊指数都显著相关，但相关性不强，即相关系数的

绝对值不高。换句话说，基于期刊本身的取值特征难以预测其时间分布。 

表5 肯德尔 tau-b 相关分析（检验变量：期刊平均被引时间距离与期刊指数） 

期刊

指数 

总被引量 半衰期

（<=10.0） 

半衰期（分

等级） 

影响因子 他引影响因

子 

5 年影响因

子 

相关

系数 

-.315** .099** -.033** -.274** -.266** -.260** 

相关

系数 

载文量 特征因子 论文影响力 论文占载文

量比（%） 

影响因子百

分位 

标准特征因

子 

显著

性 

-.280** -.357** -.178** .036** -.211** -.357** 

注：1）“**”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其中显著性均为双尾检验；2）半衰期均指期刊的被引半衰

期；3）样本特征变量个案数都为 4379，期刊指数变量来自 JCR，缺少部分期刊的，除了 5 年影响因子、被

速率、论文占载文比、半衰期（<=10.0）有不到 50 个个案的缺失外，其他都为 3471；4）JCR 导出的期刊

属性中，超过 10 的半衰期只注明“>10”，没有注明具体值，采用了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放弃这部分样本，

即表格中的半衰期（不包括大于 10.0 期刊）；另一种是分为 4 个等级，分别是小于等于 3.3，3.3~6.6（包含），

6.6~10（包含），大于 10，分别赋值为 1、2、3、4，即表格中的半衰期（分等级）。 

3 讨论与结论 

根据前述的分析，文献引用的时间分布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受如下因素影响：所在学科、

内容跨领域、跨学科性，文献的可获取性，文献类型特征。 

1）学科属性。经管类学科的引用间距较长，发展历史较长的学科如物理、数学、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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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生物学的引用间距也较长。 

2）跨领域、跨学科的引用，引用时间距离较短。期刊他引越多，引用时间距离越小；

期刊跨学科引用越多，引用时间距离越小。这可以推论，一篇文献如果在某一领域内，可能

会追溯较久远的文献；反之，跨领域引用可能不会追溯太远或者跨领域的论文的半衰期较短。

当然仅凭文献所在期刊的 ESI 学科属性或者发表在同一期刊上来推定文献的内容专业性并

不精确，还需要对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做内容分析才能得到更精确的结论。 

跨领域、跨学科引用可能本质上也是因为所在领域或学科较为新颖，尚未形成较为独立

的学科知识体系，知识更新迭代较快。 

3）引用时间距离受文献类型影响。更学术的论文平均引用时间距离更长，即半衰期更

长，非正式学术载文的半衰期不确定。在学术论文、会议论文与短调查三种比较规范的科研

论文中，学术论文体现了更久远的生命力，其次是会议论文，再次是短调查。 

综述和社论的生命力较短。而书的平均引用时间距离较短，可能是因为书本身是对以往

知识性成果的总结，在新颖性上本身就较为欠缺。而高水论文通常代表前沿领域（需要参考

文献），从内容属性上说与书的距离就较远。而少量通信和其他类型的文献的时间距离较远，

一方面，这些类型的文献样本量较少，95%置信水平上的上下限区间较大，不能完全肯定该

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另一方面，人们引用书是为了查找期刊中没有的资料（Tripathi ，Jeevan，

2013），引用通信等类型的文献可能也是为了补充某段零星资料，具有不确定性。 

各类期刊指数对期刊被引用时的时间分布预测性并不强。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期刊指数

表现良好的期刊，既是前沿的，当前的期刊能得到大量引用；过去的期刊也可能因较高的学

术价值被引用更多。而表现不良好的期刊可能也是只有当下才有机会被引用。这导致从宏观

数据上预测二者之间的差别没有可能。图书馆可以考虑从其他特征来做馆藏建设决策。 

此外，本次数据的分析样本存在一定不足。一方面，引文分析只能考察用户在学术研究

中需要的文献，而用户的教参需求、休闲需求并未被考虑进来。已有研究表明，人文社科类

用户需要大量阅读图书。对浙江大学的学生用户调查也表明，本科生阅读休闲类电子书更多 

[16]。这种阅读需求难以直接通过引文分析调研出来。另一方面，J 校为理工科较强的综合类

院校，分析样本主要是理工科文献。 

另一方面，少量取值数量较少，不能做出预测。如高水平论文发文较少的学科，如空间

科学。做出需要的回溯馆藏较难。需要增加样本量，或借鉴其他学校或该学科总体的引用距

离，当然， 更直接的办法是走访相应专业的研究者。 

4 馆藏建设建议 

国外一些图书馆在馆藏建设时采取了根据用户意见的方法来确定预算优先级，再分配用

于采购的资金额度 [17]。根据前述讨论，可以根据引用行为特征并、用户特征建设和文献特

征三者综合考虑建设馆藏，以期为用户提供更精准的保障服务。 

1）高校图书馆建设馆藏时考虑学校的学科发展特征。在不同学科对回溯文献的需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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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否跨学科引用影响过刊需求的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学科发展特征进行决

策，选择所需要的期刊。 

J 校高水平论文存在大量跨学科引用。因而跨学科引用也可以作为馆藏建设的影响因素

之一。跨学科需求的文献距离较短。跨学科引用较多的学科可以考虑较少的回溯馆藏建设预

算。 

预测未来用户对馆藏的时间分布规律，并用于馆藏建设决策，与领域发展速度、领域的

知识更新迭代速度有关。 

知识更新快的学科可以在建设回溯馆藏时设置较少的预算；更新慢的学科需要设置较多

的预算。在研究样本中，免疫学、临床医学等学科即可以设置较少预算的回溯馆藏，而经管、

物理、数学等自成体系更久的学科需要更多回溯馆藏保障。 

2）结合文献类型考虑回溯库建设。建设回溯馆藏可适当在文科类学科上倾斜。J 校为理

工科的学科，而文科对回溯馆藏的需求更为强烈。这让 J 校图书馆可以花费较少的预算在回

溯馆藏建设上。 

最后，建设回溯馆藏从用户需求的角度考虑，是要在用户对研究的前沿和历史之间做出

平衡选择。一个基于引文分析的预测只能给出较为形而上学的预测，做更精确的预测需要对

引文做内容分析或者对用户做调研，以期更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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