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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软件使用和引用研究
∗

崔　 明　 潘雪莲　 华薇娜

摘　 要　 软件在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但其学术价值一直被低估甚至被忽略。 本研究以 ９ 种 ＣＳＳＣＩ 图书情报学

来源刊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十年间所刊载的 ９ ２２４ 篇学术性论文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这些论文中的软件使用与

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期刊中使用软件的论文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图书情报学研究对软件的依赖

程度愈发显著；图书情报学领域软件引用缺失严重，软件引用行为有待规范；国产软件在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中

发挥作用有限，国内软件研发投入有待提高。 图 ２。 表 ７。 参考文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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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Ｉ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 ｆｉｇｓ． ７ ｔａｂｓ． ４３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ｕｓａｇ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ｎｏｒ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软件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被用于科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如分析数据、建
模仿真、可视化结果等［１－２］ 。 ２００８ 年的一项网络

调查显示，９１ ２％的被访科学家表示使用软件对

自己的研究重要或非常重要，８４ ３％的被访者表

示开发软件对自己的研究重要或非常重要［３］ 。
另外一项研究表明，很多科学家需要花费相当

多的时间开发科学软件来解决或帮助解决本领

域的研究问题［４］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软件共享

出来供他人免费使用。 这些免费软件只有在科

学家愿意花费额外时间维护和完善的条件下才

能持续可用，否则将面临淘汰、消亡［５］ 。 虽然越

来越多的免费软件被生产出来并被广泛使用，

但是目前由出版物驱动的科研评价体系中，软
件等数字成果常常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副产

品，而不是体现科学家价值的研究成果，其学术

价值一直被低估甚至被忽略［６－７］ ，以致“科学家

有动力撰写好论文， 却没有动力开发好软

件” ［８］ 。 学术界对软件学术价值的低估会导致

科学家更倾向于独享自己研发的科学软件，而
不是与他人共享。 这将造成软件的重复开发和

科研资源的浪费，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呼吁重视软件的价

值、认可软件研发者的学术贡献［６－７］ 。 与此同

时，一些机构也开始认可科学家们为开发软件

所付出的努力［９－１０］ 。 然而，学术界对软件价值

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入［１１］ ，对软件使用和引用情

况的调查还比较少。 本研究拟用内容分析法对

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期刊论文中的软件使用和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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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试图揭示图书

情报学研究对软件的依赖程度以及我国图情领

域的软件引用现状。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①科

学评价我国图情领域的软件引用实践，为后续

相关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有助于推进软件的规

范引用和有效利用；②加深对软件学术价值的

了解和认识，为有关部门将软件纳入科研评价

体系提供决策依据，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透明、
开放、包容的科研评价体系；③揭示图书情报学

研究对软件的依赖程度，有助于深化图书情报

学学科认识。

１　 相关研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数据密集型科学

范式的兴起，数据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

可［１２］ 。 科学数据已经获得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

泛关注，研究者和实践者已经对科学数据的再

利用［１３］ 、出版［１４］ 、共享［１５－１６］ 和引用［１７－１９］ 等诸多

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汤森路透社于 ２０１２ 年发

布的数据引用索引（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ＣＩ）进

一步推动了科学数据相关研究的发展［２０－２１］ 。 这

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其他非文献资源，特别是

其中与数据密切相关的软件———“几乎所有的数

据都需要用软件进行某种形式的处理” ［２２］ 。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软件被广泛

用于数据存储、整合、分析、处理、呈现等各个方

面，在提高科研效率、推进创新合作方面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Ｈａｎｎａｙ 等对 ２ ０００ 多名科学家的

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被访者表示使用软件对

自己的研究很重要，且科学家用于研发软件的

时间较之五年前有显著增长［３］ 。 Ｐｒａｂｈｕ 等对普

林斯顿大学来自自然科学、工程学、交叉学科和

社会科学四个领域的 １１４ 名研究人员进行深度

访谈发现，６５％的被访者至少使用一种编程语

言，且科学家平均花费 ３５％的工作时间在软件

研发上［２３］ 。 软件的复制和传播几乎无需成本，
这给共享和合作创新带来了无限可能［２４］ 。 一些

学者致力于探寻科学家开发和共享软件的影响

因素，以促进软件共享、研究合作和科学发展。
Ｈｏｗｉｓｏｎ 和 Ｈｅｒｂｓｌｅｂ 的研究指出，兴趣和学习、
使用价值、学术声誉和金钱收入是科学家开发

软件的四大主要动因［５］ 。 Ｔｒａｎｉｅｒ 等则认为科学

家参与开源软件项目主要有三大动因：①内部

动因（包括乐趣、兴趣和学习机会）；②内化的外

部动因（即满足个人需求）；③外部动因（包括声

誉和职业发展机会） ［２５］ 。 他们还指出，软件共

享者需要做代码维护、教学培训和社区管理等

额外工作，才能使他们的软件持续可用，资助机

构应该充分认识到软件共享者这些额外工作的

价值，并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以确保软件能够

被持续使用［２５］ 。
为激励科学家共享软件，近年来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 （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ＳＦ）和英国卓越研究评估框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ｃｅｌ⁃
ｌ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ＲＥＦ）开始将软件认定为科学

家的有效研究成果［９－１０］ 。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

是，如何量化评价软件的影响力。 量化的软件

影响力不仅可以帮助开发者获得晋升机会和科

研资助［２６］ ，还可以为用户选择软件和资助机构

配置资源提供决策依据［２４］ 。 软件用户总数是最

合逻辑的软件影响力评价指标，然而该数据很

难获得［２７］ 。 这是因为用户可能从不同渠道下载

同一软件，且用户即使下载了软件也未必使用。
还存在一些可能的评价指标，如下载次数、注册

人数、邮件列表订阅人数、用户评论数等，都存

在上述的指标数据获取困难的问题［２６］ 。 虽然用

被引次数来评价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备受争

议［２８－２９］ ，但是目前它依然是主流的科研评价指

标，仍被用来测度出版物的学术影响力［３０－３１］ 。
因此，一些学者提出用被引次数来评价数据、软
件等 实 体 的 影 响 力［３２］ 。 然 而， Ｈｏｗｉｓｏｎ 和

Ｂｕｌｌａｒｄ 对 ９０ 篇生物学期刊论文中软件引用情

况的研究发现，５６％的被提及软件没有获得正式

引用［２２］ 。 杨波等对生物学期刊的调查得到了类

似的结果，５２％的软件被提及却没有获得正式引

用［１１］ 。 在这种情况下，Ｐａｎ 等认为对软件影响

力的评价不能局限于被引次数，他们提出用机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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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学习方法统计科技文献中的软件使用频次，并
以此作为软件学术影响力的一个评价指标［３３］ 。
赵蓉英等提出用软件下载量、被引指标和复用指

标来评价开源软件的影响力［３４］ 。 针对上述软件

引用缺失的现状和其他评价指标数据难以获得

的情况，国外学者们开始探讨软件引用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推进软件引用规范化等问题［１，３５］ 。 虽

然国内外已经对软件共享和引用等问题展开了

一些研究，但是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术界，对软

件学术价值的理解仍然有待深入，对软件的使

用、引用和影响力评价研究也有待推进。

２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以已有期刊评价研究［３６－３７］ 为基础，
并参考专家意见，从 ＣＳＳＣＩ（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版） 所

收录的 １８ 种图书情报学来源刊中挑选出 ９ 种期

刊。 选刊时兼顾了偏技术、综合、偏理论三类期

刊，以期对图书情报学领域软件使用情况进行

比较全面的揭示。 表 １ 列出了本研究所选的 ９
种期刊以及每刊选取的样本量。 需要指出的

是，虽然《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于 ２０１７ 年更名为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但本研究收集的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故本文仍沿用

刊名《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从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检索出的各刊

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十年间刊载的文章数量如表 １
所示。 由表 １ 可见，这 ９ 种刊十年间刊载了

２７ ０００多篇论文，人工标注十分耗时耗力，故本

研究对《中国图书馆学报》和《情报学报》外的 ７
种期刊进行随机抽样。 因为《中国图书馆学报》
和《情报学报》 是国内图情领域公认的权威期

刊［３８］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领域内科研的最

高水平” ［１９］ ，保留两种权威期刊十年间的全部

学术性论文有助于较为全面地了解图情领域高

水平研究对软件的依赖程度。 对于其余 ７ 种期

刊，则利用程序从各刊每年刊载的学术性论文

中随机抽取出 １００ 个样本。 若该年学术性论文

数量不足 １００，则该年学术性论文全部入选。 这

７ 种期刊十年的数据中，只有《大学图书馆学报》
在 ２０１６ 年刊载的学术性论文不足 １００ 篇，其所

刊载的 ９７ 篇学术性论文则全部入选。 各刊最终

选取的样本量如表 １ 所示。 数据的收集截止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表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 ９ 种期刊样本量汇总

期刊 检索结果 样本量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１ ５７４ ９９７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３ ３７４ １ ０００

情报学报 １ ５８３ １ ３９７

图书馆 ３ ０７９ １ ０００

图书馆论坛 ３ ０４９ １ ０００

图书馆杂志 ２ ４９６ １ ０００

图书情报工作 ８ ８３３ １ ０００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２ ５８２ １ ０００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１ ０３７ ８３０

合计 ２７ ６０７ ９ ２２４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收集到的 ９ ２２４
篇论文的软件使用和引用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

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３９］ 。 它能够客观系统地

将文献含有的情报内容量化，并对文献内容进

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分析，是图书情报领域的一

个重要研究方法［４０－４１］ 。 首先，根据已有研究中

提出的内容分析类目［２２］ ，建立本研究的分析类

目和量化系统，进而形成本研究的内容分析类

目表———软件使用和引用特征编码框架（见表

２）。 随后，依据建立的内容分析类目表对９ ２２４
篇论文进行编码。 最后，对编码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进而得出结论。 编码工作由七位编码员

完成。 正式编码前，先对七名编码员进行严格

训练，并随机抽取 ２０ 篇论文让七位编码员对其

中六个指标进行独立编码， 采用统计工具

ＲｅＣａｌ３（ｈｔｔｐ： ／ ／ ｄｆｒｅｅｌｏｎ ｏｒｇ ／ ｕｔｉｌｓ ／ ｒｅｃａｌｆｒｏｎｔ ／ ｒｅｃａｌ３ ／
＃ｄｏｃ） ［４２］ 计算 Ｋｒｉ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ｆｓ Ａｌｐｈａ 值来检验编码

员间的信度。 六个指标的 Ａｌｐｈａ 值 分 别 为

０ ７６６，０ ７６８，０ ８２６，０ ８９９，０ ９０９ 和 １，均大于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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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信度 ０ ７［３９］ ，说明七位编码员的标注结

果一致性较好。
本研究对“提及软件”和“使用软件”两个概

念进行了区分。 前者指论文中出现了软件，后
者指利用软件进行了相关研究。 本研究关注的

是被使用的软件而不是仅被提及的软件。 此外

研究还关注图情领域研究者使用了哪些软件，

以及他们使用软件时提及了软件的哪些信息，
他们是否正式引用软件以提高软件的可见性。
只有使用的软件附有相应的参考文献，才认为

该软件被正式引用。 在统计软件使用频次时，
一篇论文中多次出现同一软件时，软件使用频

次为 １；出现多个不同软件时，频次则以使用软

件的种类为准。

表 ２　 软件使用与引用特征编码框架

类别 编码 定义说明 具体示例

使用

论文号
人工分配的论

文编号

《情报学报》ＱＢＸＢ２００７００１，ＱＢＸＢ２００７００２……
《图书馆》ＴＳＧ２００７００１，ＴＳＧ２００７００２……

软件名 软件的名称
“本文使用网络分析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３０１ 对作者合作网络进行详细

的分析”中的“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被使用
软件被用于该

研究

“本文使用网络分析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３０１ 对作者合作网络进行详细

的分析”中的“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被用于该研究。

创建者
软件的创建者 ／
开发者

“陈超美开发的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的“陈超美”。

版本号
软 件 的 版 本

号码

“本文使用网络分析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３０１ 对作者合作网络进行详细

的分析”中的“６．３０１”。

存储地址
软件或项目的

网址

“本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ｈｔｔｐ： ／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ｉｓ． ｄｒｅｘｅｌ． ｅｄｕ ／ ～ ｃｃｈｅｎ ／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 ）为

研究对象”中的“ｈｔｔｐ： ／ ／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ｉｓ．ｄｒｅｘｅｌ．ｅｄｕ ／ ～ ｃｃｈｅｎ ／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 ”。

引用

正式引用
使用的软件有

参考文献标注

“本研究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３］ 来分析图情领域近十年的研究趋势”中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获得正式引用。

引用出版物

引用论文或图

书 等 正 式 出

版物

“本研究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３］ 来分析图情领域近十年的研究趋势”，若
标注［３］对应的是“Ｃｈｅｎ Ｃ．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 ：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５７（３）： ３５９－３７７”，则表示引用的是出版物。

引 用 手 册 ／
指南

引用软件的使

用指南、手册

同上，若标注 ［ ３］ 对应的是 “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ｏｍｅｉ． Ｔｈｅ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ｓｃｈｏｏｌ．ｄｒｅｘｅｌ． ｅｄｕ ／ ～ ｃｃｈｅｎ ／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Ｍａｎｕａｌ．ｐｄｆ ”，则表示引用的是手册。

引用网址
引用软件存储

地址

同上，若标注［ ３］对应的是“ Ｃｈｅｎ Ｃ．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ＩＩ． ［２０１０ － ０５ － ０８］ ．
ｈｔｔｐ： ／ ／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ｉｓ．ｄｒｅｘｅｌ．ｅｄｕ ／ ～ｃｃｈｅｎ ／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 ．”，则表示引用的是网址。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软件使用分析

对 ９ ２２４ 篇期刊论文的标注结果进行统计

后发现，共有 １ ２７９ 篇使用了软件，占总论文量

的 １３ ８７％。 表 ３ 列出了 ９ 种期刊使用软件论文

占比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使用软件论文占比

最高的是《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有超过 ３５％的

论文使用了软件，其次是《情报学报》，有超过

２０％的论文使用了软件。 从中还可以看出，《图

书情报工作》和《情报理论与实践》使用软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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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比例均超过 １０％，但低于 １５％；其余 ５ 刊的

使用软件论文占比均低于 １０％，其中占比最低

的是《图书馆》，仅为 ４ ２０％。

表 ３　 ９ 种图情领域期刊使用软件论文占比情况

期刊 论文量
使用软件

论文量
占比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９９７ ６２ ６ ２２％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１ ０００ １３５ １３ ５０％

情报学报 １ ３９７ ３２５ ２３ ２６％

图书馆 １ ０００ ４２ ４ ２０％

图书馆论坛 １ ０００ ７５ ７ ５０％

图书馆杂志 １ ０００ ７３ ７ ３０％

图书情报工作 １ ０００ １４５ １４ ５０％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１ ０００ ３５７ ３５ ７０％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８３０ ６５ ７ ８３％

合计 ９ ２２４ １ ２７９ １３ ８７％

　 　 图 １ 展示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 ９ 刊总体使用软

件论文占比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使用软件论文

占比在这十年间虽略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

势。 使用软件论文占比已经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５ ５３％
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０ ８０％，足见软件在图书情报

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且上升幅度显著。
表 ４ 列出了 ９ 种期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使用软

件论文占比，总体上均呈上升态势；《现代图书

情报技术》和《情报学报》则一直高于其他 ７ 种

期刊，到 ２０１６ 年，占比已分别上升到 ５１％ 和

２７％，这大约与两种期刊载文内容的学科特征有

关，可见情报学对软件的依赖程度高于图书馆

学；《中国图书馆学报》 使用软件论文占比在

２００９ 年之前不足 １％，在 ２０１６ 年高达 １９％，是

２００７ 年占比的 ２３ 倍，增幅超过其他 ８ 种期刊；
《大学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杂志》 《图书馆论

坛》《图书馆》四种期刊使用软件论文占比均从

２００７ 年 ２％左右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９％左右，说明

图书馆学研究依赖软件工具的程度也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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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９ 种图情领域期刊使用软件论文占比变化趋势

除正式引用外，正文中关于软件版本、创建

者、存储地址等的描述也有助于提高软件的可

见性，进而促进软件的扩散与再利用。 与传统

出版物一经出版便不再变更不同，软件往往需

要不断更新升级，这样的变动一般用版本信息

来区分。 虽然版本信息是识别区分软件的重要

依据，但本研究发现的 １ ９０１ 次软件使用中，提
及版本信息的不足 ３０％；再则，创建者和存储地

址信息也可以帮助读者快速识别和定位软件，
然而提及创建者和存储地址信息的分别只有

６ ２６％和 ８ １０％；而三者均未提及的比例高达

６０ ４９％。 表 ５ 列出了软件相关信息的提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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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由表 ５ 可知，《图书馆》未提及版本、创建者

和存储地址等任何相关信息的占比最低，占

４５ ４５％，其余 ８ 刊的占比均超过了 ５０％。

表 ４　 ９ 种期刊十年间使用软件论文占比情况（％）

期刊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 ００ ４ ００ ５ ００ ５ ００ ８ ００ ４ ００ ７ ００ ８ ００ １０ ００ ９ ２８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４ ００ ７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７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９ ００ １６ ００ ２７ ００

情报学报 １２ ９５ １２ ６９ ２３ ４４ ２２ ０８ ２２ ８１ ２５ ５０ ２９ ２９ ２５ ００ ３２ ５８ ２６ ９８

图书馆 １ ００ ３ ００ ２ ００ ７ ００ ３ ００ ５ ００ ５ ００ ４ ００ ４ ００ ８ ００

图书馆论坛 ２ ００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３ ００ ５ ００ ８ ００ １７ ００ １６ ００ ９ ００ ９ ００

图书馆杂志 ５ ００ １０ ００ ２ ００ ５ ００ ５ ００ ５ ００ ７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０ ００ ９ ００

图书情报工作 ３ ００ ８ ００ ７ ００ ８ ００ １９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８ ００ １７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５ ００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１７ ００ １６ ００ ２３ ００ ３８ ００ ４３ ００ ３９ ００ ４３ ００ ４２ ００ ４５ ００ ５１ ００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０ ８３ ０ ８８ ６ ３２ ７ ８７ ９ ６４ ８ ８６ １３ １６ １３ ４３ １０ ７１ １９ ２３

表 ５　 软件相关信息提及情况

期刊 软件使用频次
软件相关信息提及次数及占比

版本 创建者 存储地址 三者均未提及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７４ ２７（３６ ４９％） ７（９ ４６％） ６（８ １１％） ４２（５６ ７６％）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１９５ ７０（３５ ９０％） １９（９ ７４％） １５（７ ６９％） １０２（５２ ３１％）

情报学报 ５１６ １４８（２８ ６８％） ２６（５ ０４％） １０（１ ９４％） ３４３（６６ ４７％）

图书馆 ６６ ２９（４３ ９４％） ８（１２ １２％） ０（０ ００％） ３０（４５ ４５％）

图书馆论坛 １０５ ３９（３７ １４％） ８（７ ６２％） ４（３ ８１％） ５９（５６ １９％）

图书馆杂志 １００ ３０（３０ ００％） ８（８ ００％） １０（１０ ００％） ６３（６３ ００％）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２９ ７２（３１ ４４％） ６（２ ６２％） １３（５ ６８％） １４０（６１ １４％）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４９７ １１０（２２ １３％） ３３（６ ６４％） ９４（１８ ９１％） ２９６（５９ ５６％）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１１９ ４１（３４ ４５％） ４（３ ３６％） ２（１ ６８％） ７５（６３ ０３％）

合计 １ ９０１ ５６６（２９ ７７％） １１９（６ ２６％） １５４（８ １０％） １ １５０（６０ ４９％）

３．２　 软件引用分析

软件引用不仅可以提高软件的可见性，还
可以在软件的检索和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１］ 。 对 ９ 种期刊十年间软件引用情况进行统

计整理后得知，软件平均引用率为 ０ １６，远低于

生物学英文核心期刊论文中的软件引用率

０ ４４［２２］ 。 由图 ２ 可知，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９ 种期刊

的平均软件引用率保持在 ０ １３—０ ２１ 之间，无
明显上升趋势。 由此可见，国内图书情报学领

域中软件引用缺失严重，且该状况在近十年内

并无改善。
表 ６ 列出了 ９ 种期刊十年间软件的使用频

次、引用频次、引用率以及引文类型。 从中可以

看出，只有《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的软件引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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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０ ２０，其余 ８ 种期刊的软件引用率均低于

０ ２０；《图书馆》 《图书馆杂志》的软件引用率最

低，分别为 ０ ０６ 和 ０ ０８。 这说明国内无论是图

书馆学还是情报学研究人员都还没有形成对软

件进行引用的认知，缺乏软件引用意识，也说明

推进软件引用规范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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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软件引用率变化趋势

表 ６　 软件引用情况

期刊 使用频次 引用频次 引用率
引文类型

总量 出版物 手册 ／ 指南 网址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７４ ８ ０ １１ ８ ２ ０ ６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１９５ ３５ ０ １８ ３５ ２０ ０ １５

情报学报 ５１６ ６５ ０ １３ ６５ ３９ １ ２５

图书馆 ６６ ４ ０ ０６ ４ ４ ０ ０

图书馆论坛 １０５ １１ ０ １０ １１ ４ ２ ５

图书馆杂志 １００ ８ ０ ０８ ９ ５ ０ ４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２９ ２３ ０ １０ ２３ １１ ０ １２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４９７ １３２ ０ ２７ １３４ ４０ ２ ９２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１１９ １９ ０ １６ １９ １５ ０ ４

合计 １ ９０１ ３０５ ０ １６ ３０８ １４０ ５ １６３

　 　 此外，对软件引用中标注的参考文献类型

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图情领域研究者更倾向

于引用软件网址，引用比例高达 ５２ ９２％，远高

于出版物和手册 ／ 指南，而 Ｈｏｗｉｓｏｎ 和 Ｂｕｌｌａｒｄ 对

生物学英文核心期刊论文的研究显示，生物学

领域研究者更倾向于引用软件相关出版物［２２］ 。
这或许是因为国内现有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标

准尚未对软件引用有明确规范，引用软件网址

对作者来说更为简便。 引用最少的类型是手

册 ／ 指南，仅占 １ ６２％，这可能是因为相当多的

软件开发者以论文形式描述说明软件，并未向

用户提供可参考引用的手册 ／ 指南。
为了进一步探究学者的软件引用行为是否

与软件类型有关，首先将被 ２ 篇或 ２ 篇以上论文

使用的 １１８ 种软件按照用于学术研究是否收费

的标准进行分类，分为商业软件和非商业软件。
其中，商业软件有 ５１ 种，非商业软件有 ６７ 种。
对商业软件和非商业软件使用和引用频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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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得知商业软件存在 １ ０６１ 次使用，仅有 ６５
次引用，引用率为 ０ ０６；非商业软件存在 ５８０ 次

使用，有 １６６ 次引用，引用率为 ０ ２９。 使用统计

软件 ＳＰＳＳ ２０ ０［４３］ 对该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卡方检验进行 组 间 比 较， 卡 方 值 ＝
１５６ ８８１，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５，两组的软件引用率

有显著差异，说明非商业软件更容易获得正式

引用。 这或许与非商业软件更可能提供易于引

用的出版物有关。

３．３　 软件特征分析

对发现的 ３５８ 种软件在论文中的分布情况

进行统计，其中超过 ６５％的软件仅被 １ 篇论文

使用，只有不足 １５％的软件被 ５ 篇或 ５ 篇以上论

文使用。 表 ７ 列出了被 １０ 篇以上论文使用的

２０ 种软件。 从中可以看出，图书情报学研究中

使用较多的有数据处理与分析软件 （ ＳＰＳＳ、

Ｅｘｃｅｌ、Ｍａｔｌａｂ）、网络分析与可视化工具（ Ｕｃｉｎｅｔ、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ｄｒａｗ、 Ｐａｊｅｋ、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ＴＤＡ、 Ｇｅｐｈｉ、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 （ ＡＭＯＳ、
ＬＩＳＲＥＬ）、自然语言处理与数据挖掘工具（ ＩＣＴ⁃
ＣＬＡＳ、 ＬｉｂＳＶＭ、 Ｗｅｋａ ）、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

（ＭｙＳＱＬ、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Ａｃｃｅｓｓ）以及本体编辑工具

（Ｐｒｏｔéｇé）。 其中，网络分析与可视化工具种类

最多，有 ８ 种，使用这些软件的论文多达 ３６１ 篇，
说明社会网络分析、信息计量和可视化研究是

近十年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主题。 此

外，ＳＰＳＳ 和 Ｅｘｃｅｌ 这样的通用软件为情报学研究

和图书馆学研究频繁使用，使用这两种软件的

论文数量最多；而 ＩＣＴＣＬＡＳ、ＬｉｂＳＶＭ 和 Ｗｅｋａ 自

然语言处理与数据挖掘工具多被《现代图书情

报技术》等情报学期刊使用，很少被图书馆学期

刊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情报学研究与计

算机研究联系更为密切。

表 ７　 图书情报领域高频使用的软件

序号 软件名称 论文量 软件主要用途

１ ＳＰＳＳ ３７６ 数据处理、统计分析

２ Ｅｘｃｅｌ １４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制作图表

３ Ｕｃｉｎｅｔ １２８ 社会网络分析与可视化

４ ＩＣＴＣＬＡＳ ９５ 中文分词、词性标注、新词识别

５ Ｍａｔｌａｂ ７６ 数据分析、数值运算、仿真实验

６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７３ 引文网络分析与可视化、文献计量

７ Ｐｒｏｔéｇé ６８ 本体构建、本体编辑

８ Ｎｅｔｄｒａｗ ５２ 社会网络分析与可视化

９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５１ 数据存储与管理

１０ Ｐａｊｅｋ ３９ 社会网络分析与可视化

１１ ＡＭＯＳ ３６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１２ ＭｙＳＱＬ ３３ 数据存储与管理

１３ ＬＩＳＲＥＬ ２２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１４ ＴＤＡ ２０ 文献计量、专利分析

１５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１８ 文献计量、引文分析、为可视化软件提供书目数据

１６ Ａｃｃｅｓｓ １７ 数据存储与管理

１７ Ｇｅｐｈｉ １６ 社会网络分析与可视化

１８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１５ 引文网络分析与可视化、文献计量

１９ Ｗｅｋａ １５ 数据挖掘

２０ ＬｉｂＳＶＭ １４ 数据挖掘、ＳＶＭ 模式识别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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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上进一步查找使用频次大于等于 ２
的 １１８ 种软件的产地信息后发现，９５ 种（ ８１％）
软件是国外的，２２ 种（１９％）是我国大陆生产的，
１ 种为台湾地区生产。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使用

较多的国产软件有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ＩＣＴＣＬＡＳ
（９５ 篇）、书目共现分析系统 ＢＩＣＯＭＢ（７ 篇）、内
容挖掘软件 ＲＯＳ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７ 篇）、
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软件 ＳＡＴＩ（ ７ 篇）、中文

分词工具包 ＩＫ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６ 篇）、网页抓取工具火

车头采集器（６ 篇）。 其中，只有汉语词法分析系

统 ＩＣＴＣＬＡＳ 跻身前十。 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图

书情报学研究较少使用国产软件。

４　 结论与展望

软件引用和影响力评价研究可以丰富信息

计量分析的研究内容，也可以为“科研评价与创

新激励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１７］ ，还有助于孕育

出一个可以对软件进行识别、检索和归类的学

术交流体系。 本研究首先构建软件使用和引用

特征分析类目表，然后据此对 ＣＳＳＣＩ 图情领域 ９
种来源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十年间的９ ２２４篇学术

性论文进行编码，最后对编码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 研究结果显示，使用软件的论文比例总体

上呈逐步上升趋势，然而软件引用行为并无逐

年规范化的趋势，软件引用缺失严重。 除此之

外，研究者在论文中提及其所使用软件时表现

出很大的随意性，超过六成的使用软件的论文

没有提供版本、创建者和存储地址等可以帮助

读者快速识别和定位软件的相关信息。 本研究

选择的是 ＣＳＳＣＩ 收录的核心期刊，它们比同类

普通期刊有着更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 由此可

以推断，整个国内图情领域的软件引用率可能

要更低，软件可见性可能更差。
相较于已有研究发现的生物学英文核心期

刊论文中的软件引用率（ ４４％），本研究发现的

软件引用率（１６％）更低。 即使排除引用率较低

的商业软件，本研究中的非商业软件的引用率

（２９％）也低于生物学领域。 这可能是因为生物

学英文核心期刊比中文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有

着更严格的学术规范。 一些生物学期刊的作者

指南中明确提供了指导研究者描述和引用所使

用软件的规范，而此次涉及的 ９ 种期刊的投稿指

南中尚无软件描述和引用要求。 另一个原因可

能是软件在生物学领域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

用［２４］ ，生物学研究者对软件学术价值的理解比

图书情报学更为深刻，生物学领域有着更好的

软件工具引用传统。 研究还发现，国产软件的

使用频次和种类远远低于国外软件。 可见，我
国有待加大科学软件研发投入，以促进学科

发展。
针对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软件引用缺失严

重的现状，我们需要通过充分肯定软件的学术

贡献、制定统一的软件引用规范、建立稳定可靠

的软件存储平台来推进软件引用规范化，促进

软件共享和再利用，进而提高科研效率、优化资

源配置。 鉴于图书情报学研究软件依赖度的提

升，我国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应加强学生开发

和使用软件能力的培养。
致谢：感谢孙建军教授、叶继元教授和叶鹰

教授在本研究期刊选择工作中给予的帮助，感

谢于晓彤等六位同学为本研究标注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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