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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情报学高影响力论文特征及所反映的学
科差异分析

周晓英　 董　 伟　 朱小梅　 隋　 鑫

摘　 要　 选取 CNKI 数据库中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各 100 篇,作为本学科的高影响力论文,分
析其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 提出了高被引论文新颖度、被引响应时间等概念并加以测度。 研究发现:高影响力论

文在发表后 5—10 年间的引用频次相对较高,两个学科的差异不大;具有指导性、方法论价值的论文更有高被引

的可能;探索问题广泛、细致、深入的综述性论文有高被引的可能。 两学科的差异在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相对集

中,情报学研究跨学科的性质更为明显;图书馆学实践性特征较明显,情报学多体现出纯科学的特征;情报学文献

的被引老化时间要长于图书馆学;两学科就共同关注的问题所采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角度不完全相同。 图 6。
表 2。 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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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llected the 100 top-cited research papers in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CNKI. Considering them as high impact papers in the two fields, we analyzed their extrinsic and content features. We de-
fined the concepts of novelty degree and response time of highly cited papers and further defines measurements for these
concept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field by discovering writing feature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as well as examining and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data analyses. 6 figs. 2 tab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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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引文数据分析法

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①数

据库引文数据的广泛可用性;②可视化分析工

具的广泛可用性;③数据密集型分析方法在科

学文献中大量出现。 本文采用引文分析法对学

科高影响力论文的特征及其反映出来的学科差

异加以分析。

1． 1　 高被引文献和高影响力文献研究

(1)高影响力论文的概念

目前学界对高影响力论文概念的理解不十

分统一。 有些是宽泛的,有些是严格的;有些是

定性的,有些是增加了定量要求的;有些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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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些是综合考虑的。
有学者简单将高影响力论文等同于高被引

论文;也有学者认为优秀的科研论文被引用频

次往往相对较高,而且引用周期也较长,这类论

文就是高影响力论文[1] 。
综合考虑的实例如:2000 年美国信息科学

研究所( ISI)在北京表彰中国大陆 1980—1998
年间 47 篇高影响力论文的 124 位作者,其选择

标准是以高被引为基础,再考虑学科间引用差

异、论文发表时间长短等因素[2] 。 《科学日报》
上刊登的定义为:高影响力论文是指高被引论

文、热点论文、发表在世界三大名刊上的论文和

发表在各学科顶尖期刊上的论文,反映了一国

的科技进步以及对世界科学事业贡献的一个重

要侧面[3] 。
定量考虑的例子如:汤森路透公司对高影

响力论文给出具体的测度范围,定义为:以十年

作为统计时间段来计算所有论文的被引次数,
高被引论文是指引用次数排在各学科前 1% 的

论文,而热点论文是最近两年发表的论文在同

时间段内被引次数排在各学科前 0． 1% 的

论文[4] 。
(2)高影响力论文的研究现状

对于高影响力论文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

面:一是对高影响力论文作用的研究;二是对高

被引论文所体现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三是对

高被引论文优势和局限性的研究;四是高影响

力论文数据的分析和利用。
国内外学者认为高影响力论文的作用和主

要应用领域有:①作为科研影响力的评价标准。
近年来,以高影响力论文作为科研水平评价指

标在国际上普遍被采纳[5 - 6] ,刊载高影响力论

文的期刊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7] 。 ②作为竞争

力分析指标[8] 。 被引数据作为来源常常被用来

做比较研究,特别是在竞争力比较方面用途较

大。 如 2008 年美国兰德公司发布著名的研究报

告《美国科技竞争力》就将一个国家的高被引论

文数据作为其中一个评价指标,比较美国与其

他国家的科技竞争力[9] 。 国内学者对大学科技

竞争力的评估研究,以及对优势专业和优势学

科的比较分析都采用被引数据作为重要指

标[10] 。 ③揭示学科或学科领域的研究历史、研
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比如对国内灾害医学救援

学科发展现状的学术热点分析[11] 、对中国眼科

学的研究现状分析[12] 、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

分析[13] ,等等。
国内外学者对高影响力论文自身所体现的

特点和规律进行研究,主要内容有:①研究高被

引论文被引时间的规律、论文合著规律。 有研

究通过对心理学、管理科学、教育学、数学统计、
理论物理、化学领域的数据分析,表明合著论文

的平均被引次数高于单一作者论文[8] 。 ②研究

高被引论文的老化速度是否比普通论文要慢。
Aversa 提出高被引论文的老化特征为[14] :被引

次数较多的文章,得到引用的速度较慢,老化速

度也较慢;被引次数较少的文章,得到引用的速

度较快,老化速度也较快。 ③研究高被引论文

的类型特点。 有学者发现,优势学科的论文多,
探究研究热点的文章多,高影响力文献总量偏

少,研究性论文数量偏少[15] 。
国内外学者对高被引论文的优势和局限性

也颇为关注,特别是对其作为科学评价指标方

面的优劣势十分重视。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高品质的论文不是最高被引论文,但是被引

量都高于学科平均被引,最高被引论文的品质

不能肯定最优,但一般具有广泛影响[16] 。 也有

学者认为,引文的学术评价包括肯定性评价、否
定性评价和商榷性评价三种类型,无论是哪种

评价,都体现了所引用文献内容的学术价值[17] 。
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论

文在获奖前被引情况的考察结果,国外学者研

究表明美国 1961—1971 年间发表论文的诺贝尔

奖获得者在获奖前每年平均被引 222 次;相同时

间段内,即将被选入美国科学院的学者,平均被

引次数为 99 次;《科学引文索引》中具有代表性

的学者,平均被引次数为 6. 1 次[18] 。 也有一些

学者不支持简单以高被引量来评价论文和刊物

的做法,他们对医学论文十年间期刊分布的研

究发现,高影响力医学论文多刊登在国家最权

威的核心期刊上,但有不少核心期刊没有一篇

高影响力论文,而个别非核心期刊的高影响力

论文多达数十篇[19] 。 总体看,大多数学者是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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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高被引论文价值的,认为尽管高被引指标有

不完善之处,但其客观公正性是同行评议无法

相比的,采用高影响力指标作为评价论文质量

的标准之一是可取的。
关于高影响力论文数据的分析和利用,目

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被引论文作者分布、期
刊分布、被引频次分布、产出地分布、机构分布、
时间分布、与基金项目关系、与期刊关系以及中

外比较研究等方面。 在挖掘核心作者、核心期

刊、重要论文等方面有众多成果,其中统计分析

工具和可视化分析工具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应

用,对此类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

1． 2　 问题提出

通过 CNKI 数据库检索结果可以看到,图书

馆学情报学对本领域高被引文献的研究成果普

遍多于其他学科领域,而且从内容看,相关研究

成果的质量也要高于其他学科的同类研究,这
也许是因为引文分析的方法来源于本学科,更
能够得到专业人士合理有效的使用,也许是因

为高被引现象作为一种信息现象更容易受到图

书馆学者和情报学者的注意。
尽管很多学者对高被引论文现象和规律进

行了研究,但高被引现象的深层原因和表现特

征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的问题。 此

外,从大量引文提供的大容量数据中寻找科学

规律的探索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鉴于此,
本文的研究任务是分别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

学科的高被引学术论文数据为基础,首先分析

高被引论文本身体现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
目的是揭示高被引论文的共性及高被引的原

因;其次,通过比较两个学科的被引数据,分析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高被引论文的异同,说明图

书馆学和情报学存在的联系和学科差异。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 1　 数据采集

本文以 CNKI 数据库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为数据源,分别选择“情报学、情报工

作”和“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两个学科领域,
不设检索条件加以检索,检索结果按照被引频

次递减排序,剔除通告、通知等非学术文献和不

相关文献,分别得到情报学和图书馆学被引频

次最高的论文各 100 篇①,下文中分别将两组文

献称之为“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和“图书

馆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 限于篇幅,正文中省

略了两组数据表和一些分析结果数据表。

2． 2　 研究方法

首先分别对百篇高被引文献的外部特征进

行分析,包括对发表年代、发表刊物、被引频次、
响应时间进行统计,其中年代、刊物和被引三个

数据直接可以获得。 对于引用响应时间,本文

定义为:某论文发表后至首次被引用所经历的

时间。 本文获取响应时间的办法是从每篇论文

在 CNKI 知网节的引证文献中人工查找最早一

次被引时间并记录,由于《情报学报》2003 年之

后的论文未在知网节中,其中几篇文献的响应

时间数据是通过万方数据库的引文记录补

充的。
其次,分别对百篇论文进行内容特征分析,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采用 UCINET 软件进行关键

词聚类,获取百篇高被引论文主题分布情况;二
是采用内容分析法,研读百篇论文的内容,分析

高被引论文在选题和写作上的特征。 为确定高

被引论文的选题时间分布特征,本文提出了论

文新颖度概念,某论文主题的新颖度用该论文

所研究的问题在国内学术期刊上最先发表的时

间到该论文发表时所经历的时间长短来衡量。
如时间为 0,表示该文是最先发表该研究主题的

论文,是新颖度高的论文;时间为 1—5 年时,表
示该论文所研究的主题已有其他论文发表了

1—5 年的时间,属于新颖度较高的论文;6—10
年则被认为是新颖度不高的论文,以此类推。
时间的具体获取方法为:首先通过内容分析分

别确定高被引百篇论文核心研究内容或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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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主题词,在 CNKI 数据库中进行查询,确定

该研究内容在研究论文中出现的最早时间,然
后与高被引论文的发表时间进行比对并记录。

第三,由于对高影响力论文的分析都是分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学科完成的,根据数据

可以分析和比较两门学科的特征和异同。

3　 数据分析

3． 1　 图书馆学情报学高影响力论文外部特征

分析

3． 1． 1　 关于被引频次和高影响力的确定

本文所采集的高频被引文献的情况为:情
报学 100 篇文献,总被引次数为 7， 993,平均被

引为 79． 93 次,最高被引 282 次,最低被引 51
次; 图 书 馆 学 100 篇 文 献, 总 被 引 次 数 为

15， 987,平均被引 159． 87 次,最高被引 762 次,
最低被引 104 次。

仅从被引频次看,图书馆学论文的被引远

远高于情报学。 但从论文基数来看,图书馆学

高被引论文是从 26 万多篇文献中选取的,情报

学高被引论文是从 3 万多篇论文中选取,可以

看出图书馆学的研究队伍比较庞大,发表的论

文数量较多,论文的绝对被引次数高于情报学

是必然的。
此外,所获取的情报学百篇文献是按引用

频次排序后取最高的前约 0． 29% ,而图书馆学

百篇文献是按引用频次排序后的前约 0． 04% 。
根据前文中高影响力论文的定义分析,所取论

文完全符合高影响力论文需要占被引频次前

1%的要求,因此能够将两组百篇文献定义为高

影响力论文。
3． 1． 2　 关于机构分布

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中,作者来自 57
个机构,被引两次以上的机构有 10 个,排名前五

位的分别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大学信息管

理系、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 研究机构以

高校相关院系教学单位为主要研究力量,除信

息管理学院(系),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等对

口院系以外,还包含了计算机系、电子商务系、
电子信息系等相关学科院系,共有 22 个;高校图

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次之,有 17 个;其次是高校或

社会的相关研究所,有 14 个,其中除了不同的科

技信息研究所外,还有一些评价中心、计算机和

智能研究所、语言处理中心等;此外还有 3 个期

刊编辑部,由于他们容易掌握期刊的相关统计

数据,可以在文献计量学方面有所贡献,因此也

在情报学的相关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后还

有个别的相关企业也出现在列表中。
机构分布数据说明了情报学研究机构分布

的广泛性、多元性,也体现了情报学研究具有内

容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特质。 图 1 左侧为百篇情

报学高影响力论文的机构类型分布图。

图 1　 情报学(左)图书馆学(右)高被引研究机构分布对照

　 　 图书馆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中,作者所属机

构共有 48 个,被引两次以上的有 14 个,被引排名

前五位的分别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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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其中公共和高校图书馆

为 34 个,占研究机构 70%以上;其次为高校相关

院系,有 12 个;相关的研究所主要有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从机构分布数据可以看到,图书馆学的主

要研究力量是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 图 1 右侧为百篇图书

馆学高影响力论文的机构类型分布图。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相比较,在高影响力研

究论文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是:图书馆学的

研究力量较情报学更为集中和单一,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已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

主力军,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信息管

理院系是最主要的研究力量。 情报学领域高校

院系与图书馆是主要研究力量,两方面基本可

达到平分秋色的状态。 并且由于高校的院系中

涉及计算机、电子商务、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
也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力量加入,使情报学的

研究队伍更加多元化、综合化。 图书馆学研究

对象更为集中地反映图书馆的问题,而情报学

的研究对象更为广泛,说明两个学科虽然存在

关联性,但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3． 1． 3　 关于刊物分布

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分布在 20 种期刊

上,《情报学报》是其中最突出的刊物,占了近

30% 。 图书馆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主要发表

在 16种期刊上,主要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期

刊,《中国图书馆学报》 是其中的佼佼者,占

了 35% 。
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除了在情报学、

图书馆学的相关期刊上发表外,还在中文、管理

科学与工程等相关学科的期刊上发表,图书馆

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主要发表在图书情报期刊

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具

有紧密的关系,同时又说明了情报学研究范围

比较广泛,其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跨学科性。
3． 1． 4　 关于年代分布

从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发表

的年代分布可以看出(图 2,图 3),高被引文献

发表时间集中在 1998—2004 年间。 情报学百篇

高影响力论文的跨度时间较长,最早发表时间

为 1983 年,时间跨度 27 年,其中 80 年代发表的

论文有两篇;图书馆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最早

发表时间为 1996 年,时间跨度只有 14 年。

图 2　 情报学高被引论文年度分布

图 3　 图书馆学高被引论文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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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数据说明距现在 5—10 年前发表的论

文能够得到更多的引用,这是因为论文引用既

受到累积效应的影响,即发表时间越长,看的人

越多,引用的可能性越大;又受到创新效应的影

响,即人人都愿意学习最先进、最新颖的知识,
新发表的论文更可能受到关注。 但是,经典著

作或者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具有方法指导意义

的著作还是能够得到长期关注的。
相比较而言,情报学的论文更注重方法论

研究,具有持久的效应;图书馆学强调实践,更
关注应用性的内容。 上述数据所反映的被引老

化趋势,是否能够证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文

献老化有所不同,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3． 1． 5　 关于被引响应时间分析

论文发表后多长时间能够得到引用? 从图

书馆学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的数据中看

到,图书馆学高影响力文献平均响应时间为

5． 75 个月,情报学的平均响应时间是 11． 13 个

月。 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论文在发表后 3—14 个

月得到首次被引,也有不少论文在发表一年多

以后才首次得到引用。

表 1　 情报学图书馆学高影响力论文

被引响应时间分布

情报学 图书馆学

被引响应时间 论文篇数 被引响应时间 论文篇数

0 ~ 2 个月 3 0 ~ 2 个月 11

3 ~ 5 个月 8 3 ~ 5 个月 44

6 ~ 8 个月 30 6 ~ 8 个月 30

9 ~ 11 个月 28 9 ~ 11 个月 10

12 ~ 14 个月 22 12 ~ 14 个月 4

15 个月以上 9 15 个月以上 1

　 　 从表 1 看出,情报学高被引论文的平均响

应时间明显大于图书馆学,说明图书馆学论文

发表后更快得到引用,而情报学论文发表之后

不被很快引用的几率大于图书馆学,这又一次

说明了情报学的论文影响力延续时间稍长,可
能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持久性。

3． 2　 图书馆学情报学高影响力论文内容特征分析

3． 2． 1　 研究主题的新颖度和时间特征分析

我们常常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一些高

被引论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往往是非常新

的主题,有些高被引论文就是因为最早提出某

个问题、现象,提出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
这是否是高被引论文的普遍现象呢? 为了说明

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主题新颖度的测度方法:
第一步,分别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

论文所研究的内容主题进行提炼;第二步,到
CNKI 期刊网上查询该主题最早出现的时间;第
三步,将这个时间与高影响力论文的发表时

间进行对照。 采用该方法观察某项研究内容在

提出之后多久才出现高影响力论文,由统计结

果得到了高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主题出现的

时间分布数据(见表 2)。 其中数值为 0,表示

论文所研究的内容主题是本文最先涉及的;数
值为 1—5 年,表示论文所研究的内容主题在本

文发表前 1—5 年已在学术论文上出现,依此

类推。

表 2　 情报学图书馆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

研究内容新颖度分布表

情报学 图书馆学

与研究内容

最早出现的

时间差(年)
论文篇数

与研究内容

最早出现的

时间差(年)
论文篇数

0 8 0 10

1 ~ 5 34 1 ~ 5 37

6 ~ 10 19 6 ~ 10 20

11 ~ 15 20 11 ~ 15 10

16 ~ 20 9 16 ~ 20 6

21 ~ 25 9 21 ~ 25 9

26 ~ 50 1 25 ~ 50 7

从图书馆学情报学上述统计数据中可以看

到,不到 10%的高影响力论文是最先提出某些

新的研究主题或研究内容的,大约 1 / 3 左右的高

影响力论文所研究的内容是在论文发表前 1—5
年内有其他学者研究过该问题,即研究的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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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度较高的内容。 研究发现:将近一半的高影

响力论文所研究的问题是本学科新颖度较高的

内容。
3． 2． 2　 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的研究主题聚类

和分布分析

(1)关键词聚类

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共有 251 个关键

词,图书馆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共有 294 个关键

词,采用关键词共现的分析方法,根据关键词间

的关系来确定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各自研究主

题。 首先通过 EXCEL 对所收集到的关键词进行

统计,形成关键词矩阵;其次,通过 UCINET 软件

中自带的关系距离测量分析算法,对情报学和

图书馆学关键词进行自动聚类分析。
通过实验测试发现:情报学方面,当自动聚

类分为 11 个小团体时,其相关聚类指数最高,为
180． 06;图书馆学方面,当自动聚类分为 8 个小

团体时,其相关聚类指数最高,为 186。 因此上

述结果为最优化的聚类,分别以各自聚类团体

中中心度最高的关键词为各自聚类的组名,其
结果如图 4、图 5 所示。

图 4　 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关键词 UCINET 自动聚类结果

图 5　 图书馆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关键词 UCINET 自动聚类结果

　 　 (2)基于关键词被引频次的主题分布分析

在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分别自动聚类的基

础上,将各个类中关键词组进行相应的被引频

次统计,得出情报学和图书馆学研究主题被引

分布情况(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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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情报学(左)图书馆学(右)研究主题被引频次分布

　 　 情报学方面,首先,情报学最受关注的主题

是信息检索,所占被引频次比例为 25% 以上,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情报学的核心领域仍是以信

息检索为主;信息检索这一聚类中所包含的关键

词最多,大约占到所有关键词的 20% 以上,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其研究内容的覆盖面较大。 分析

百篇高影响力文献的研究内容发现,“信息检索”
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检索的基本理

论和模式,信息检索方法、工具和技术的应用,特
别是搜索引擎的开发与研究,用户需求和行为研

究,信息检索的评价研究,此外还涉及对语义检

索和概念检索的相关理论研究等。 其次,“情报

学、竞争情报、知识管理、文献计量”等也是占据

主要地位的研究主题。 “情报学”主要涉及其理

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的探讨,还有一些

在关键词聚类后未能充分体现出来,而被引频次

相对较高的研究领域,如知识服务、信息构建等。
“竞争情报”涉及其基本理论、分析方法、具体应

用等。 “知识管理”涉及其相关的理论和范式,但
侧重于对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如知识管理系统、
知识发现、知识地图等。 “文献计量”主要涉及基

本原理和应用,如科学评价等,另外还包括文献

计量学在网络信息环境中的应用等。 第三,“信
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所强调的侧重点不

同,前者研究内容多是从资源的广义出发,对信

息资源的概念、配置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进行探

讨,后者则主要从网络技术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出

发,探讨其特点和管理技术,二者论文比例占到

10%以上,体现出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在情报学

研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最后,“个性化(信息服

务)”主要侧重于对个性化信息服务模式和技术

的研究;“信息组织”涉及对象和技术的研究;“元
数据”涉及数字资源描述和保存的研究;“期刊评

价”也是情报学所关注的领域,涉及评价方法和

指标体系的研究。 从关键词网络中也可以发现,
以上几个研究主题都与其他研究主题紧密相关,
其中还有不少存在交叉和重合。

图书馆学方面,“图书馆服务”是最受关注

的研究主题,结合已有关键词和百篇高影响力

论文的内容,可以发现主要涉及图书馆服务的

特点及发展方向,重点是对图书馆服务中所包

含服务形式的研究,如信息服务、参考咨询服务

等,此外还包括对读者行为和个性化需求的研

究。 “图书馆”这一研究领域也涉及很多方面,
主要包括: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的发展和改

革、图书馆的组织管理、业务建设等,其中还包

括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和学科发展等内容。 “数
字图书馆”涉及数字图书馆的定义、特征及相应

的技术,如个性化推荐系统、Mylibrary 等。 “资
源建设”和“资源共享”两个研究领域主要是围

绕信息资源展开的。 “资源建设”涉及文献和网

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还有对图书馆人力

资源、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建设和管理;“资源共

享”主要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共享模式和对策

的研究,对图书馆联盟建立和发展的研究。 “元
数据”研究与情报学中的基本内容保持一致。
“网络环境”则重点围绕网络发展对图书馆的影

响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对图书馆 2． 0 和 Web2． 0
的研究,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来看,该研究主题

中的许多内容与其他主题存在关联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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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精神”涉及对图书馆职业道德、人文精

神等方面的研究。
对比发现,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

和对象分布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也具有紧

密的联系。 图书馆学主要从图书馆这一实体机

构出发,以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

以及相关技术资源的建设、数字图书馆等为主

要研究内容。 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信
息、情报、知识”展开,研究的范围更加宽泛,研
究内容体现了学科的综合性,如知识管理、竞争

情报等都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 此外,从
研究主题也可以发现图书馆学情报学之间的紧

密联系,如元数据、信息资源等是两个学科共同

关注的主题。

4　 研究结论

4． 1　 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特征差异

通过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

进行分析,验证并发现了一些图书馆学和情报

学的学科特征差异:
(1)从 CNKI 收录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两类文

献数量看,图书馆学比情报学文献数量多出 7
倍多;从上述高影响力论文的机构分布、研究队

伍和研究力量组成、刊物分布、主题聚类等多个

方面进行考察,结论为:图书馆学有着庞大的研

究队伍,研究内容相对集中,由于其研究对象更

多是围绕着图书馆这个核心,所涉及的相关学

科和研究内容比情报学的研究范围要窄;而情

报学有着较小的研究队伍,但队伍组成更为多

元,由于其研究内容围绕着数据、信息和知识展

开,所涉猎的学科更多,研究内容分布更广,跨
学科的性质更为明显。

(2)从图书馆学情报学所关注的主题看,两
个学科都是以应用为主的学科,但情报学更多

体现出纯科学的特征,图书馆学的实践性特征

更为明显。
(3)从高影响力论文的时间跨度分布看,情

报学为 27 年,图书馆学为 14 年;从高影响力论

文被引的响应时间看,情报学为 11． 13 个月,图
书馆学为 5． 75 个月,据此推断,情报学文献的被

引老化时间要长于图书馆学。 有学者曾经对

1972 年发表的 400 篇高被引自然科学文献的老

化曲线进行分析,结果是:被引次数较多的文

章,得到引用的速度较慢,老化速度也较慢;被
引次数较少的文章,得到引用的速度较快,老化

速度也较快。 由此得到单篇文献被引老化的曲

线特征是“快速上升,快速下降”和“缓慢上升,
缓慢下降” [19] 。 本研究的数据只是简单地显示

了以下特征:比较而言,图书馆学高被引文献有

“快速上升和快速下降”的特征,情报学的高被

引文献则有“缓慢上升和缓慢下降”的特征,但
这是否能够证明两个学科整体的引用老化特

征,还要通过更多的数据来证明。
(4)图书馆学情报学共同关注一些研究问

题,对有些问题的研究思路也比较相似,但在大

多数情况下,两个学科围绕同一研究内容分析

的角度并不相同。 图书馆学更多在图书馆服

务、图书馆应用、图书馆发展的角度上考察问

题,而情报学更多从信息组织、检索和利用的角

度上考察问题。 比如用户,在图书馆学中考虑

最多的是作为图书馆服务对象的用户,而在情

报学中考虑的是信息用户,可以是在任何环境

和条件下的信息用户。

4． 2　 高被引文献的特征

通过对图书馆学情报学高影响力论文外部

特征和内容进行分析得出的数据,发现高被引

文献的特征:
(1)数据显示,在发表后 5—10 年间的论文

得到引用的频次相对较高,与两个学科的差异

关系不大。
从高被引论文的新颖度统计数据看,论文

被引频次高并不仅仅因为其最先发表了某些新

内容或某个新的研究主题,但是被引频次高的

论文很多都关注了前沿和热点问题,大多数也

是新颖度比较高的论文;反过来看,发表最新内

容的论文并不一定能够得到高被引频次。 论文

新颖度方面,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高被引论文

之间差异不大。 结论是,高被引论文不完全因

为有很多最新的研究内容,除了占据内容先机

之外,其引用率还是受论文写作质量的影响。
(2)具有指导性、方法论价值的论文更有高

被引的可能。
从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文献的写

作特征看,具有指导性、前沿性、创新性、方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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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性和体现实操过程的论文能够得到高被引,
这是因为它们带来了新领域的信息,指导读者

对方法工具的应用,引导读者关注新的趋势,提
示读者考察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带来更

多的后续研究,因而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引用。
(3)探索问题广泛、细致、深入的综述性论

文更有高被引的可能。
从百篇论文的内容考察看,大多数论文对

内容的叙述都深入、细致、广泛,其中一些论文

首先提出最新的研究内容,不是浅尝辄止的简

陋之作,而是全面、细致地分析了具体内容。 很

多论文由于深入剖析了原理和方法的来源、理
论和实践的内容而受到关注和引用。

4． 3　 被引频次在学术评价中的应用与建议

由于高被引论文的学术质量总体比较高,
所以被引数据可以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但应

该综合考虑多个因素,不能绝对进行数量多少

的比较。 首先,被引频次多少与多个因素相关,
学科不同便有明显的差异;其次,高被引论文大

多数可以看作是高影响力论文和高质量论文,
但高影响力论文和高质量论文不一定是被引最

高的论文,不能用简单比较频次多少的方式来

直接确定论文的质量。
笔者建议:
(1)可以确定分领域和分时段的前 1%被引

频次高的论文具有高关注度程度和高影响力,
因为有很多人引用直接可以反映其受关注程度

和影响力,不管这种关注和影响的原因如何。
(2)将被引频次指标结合期刊的权威性、结

合同行评议来对期刊论文的学术质量进行评价

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3)采用被引频次的相对指标而不是绝对

指标来对不同类型论文进行学术评价。 比如,
可以考虑用本学科被引频次的前 10%来考察被

引文献,比直接用被引频次数据考察要科学。
(4)采用被引频次的区间来考察而不是直接

用被引频次多少来考察,因为被引频次能更好地

反映统计意义上的规律,而不是简单数字上的规

律,确定一个区间比简单确定多少更科学合理。

5　 研究局限性和展望

首先,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CNKI 数

据库,根据其对图书馆学或情报学论文的分类

来确定被引数据测定的样本,如果 CNKI 数据库

对专业论文属于图书馆学还是情报学的分类标

准不是十分科学,便会使选取的高被引论文的

样本存在一些误差。
第二,在分析文献的新颖度时,需要确定论

文研究的内容并用合适的概念表达,再到数据

库中全文查找相关内容是否以前出现过,但论

文研究内容、主题和领域的确定有一定的主观

性,个别文献新颖度的确定可能会有一定误差。
第三,CNKI 数据库中没有收录 2003 年后

《情报学报》高影响力论文的被引数据,笔者从

万方数据库中补充了这些论文的被引数据,如
果两个数据库的收录内容有差异,这部分论文

的被引响应时间就有一定误差。
尽管可能存在上述误差,但本研究考察的

多数是统计指标,分析结果反映的是大趋势,所
以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不大。

以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的样本数

据量,对相关问题进行实证。 还可在本文提出的

思路基础上,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学科文献

引用老化趋势作曲线分析,考察两个学科文献引

用老化趋势所遵循的规律是否符合前述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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