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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学术界多开展引用动机和引文功能的相关研究，但对于引用偏好等引用行为却关注较少。 基于

Ｔａｙｌｏｒ 的信息使用环境理论，本研究采用参考文献分析方法，全面揭示了施引者引用行为的特征和影响因素。 研

究将信息使用环境理论中的前三类要素分别通过学者特征、组织环境及论题进行定义，采用参考文献分析法提取

第四类要素；随机抽取论文样本，针对上述四类特征进行编码并通过统计分析探讨影响施引者引用行为的因素。

研究发现：学者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学术年龄、职业角色、职称、所属机构的类型和层次以及所从事的研究主

题和类型，都能对质量、语种、数量、信息资源类型、论文新旧的引用偏好产生显著影响。 研究表明：信息使用环境

理论和参考文献分析法在引用行为研究中具有适用性。 表 ４。 参考文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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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信息行为和文献计量是当前情报学研究的

两大主题，根据 Ｃａｓｅ 的统计，信息行为领域的实

证研究文献已经超过一万篇［１］１４ ；文献计量研究

目前也已经有了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
ｍｅｔｒｉｃｓ 两个主要的阵地，其他诸如 ＪＡＳＩＳＴ 等期

刊也发表了大量的计量学研究成果。 不过，现
有研 究 中 将 两 者 加 以 融 合 的 工 作 甚 少。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Ｍｉｌｏｊｅｖｉｃ 等学者开展的文献计量视角

的引用行为研究［２－３］ 是有价值的尝试。
文献计量领域开展的参考文献分析（ 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旨在分析参考文献列表中

被引文献的作者、题名以及来源等信息［４］ ，可用

于科研评价［５］ 和施引者的引用模式画像［６－７］ 等

研究主题。 鲜有研究通过参考文献分析全面揭

示学者的引用行为。 基于此，本文拟开展基于

参考文献分析视角的引用行为研究，该思路可

以作为文献计量学与信息行为融合的有益

探索。
成熟的理论框架对于全面揭示引用行为特

征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引用行为是信息行为的

有机组成部分，选择基于信息行为理论的分析

框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引用是学者对信息资

源的正式使用方式之一，因而引用行为应属于

信息使用行为的范畴。 在众多信息行为理论

中，Ｔａｙｌｏｒ 提出的信息使用环境理论［８］２２１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ＵＥ） 是直

接面向用户的信息使用行为。 ＩＵＥ 由四类要素

构成：用户及其特征、组织环境和条件、待解决

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方式。 ＩＵＥ 同时考虑了

人与环境等四类因素的效应，有助于清晰、全面

地描绘学者的引用行为，可以作为本研究的理

论框架，为本研究确定研究变量、解释研究结果

提供基础。
本研究将基于信息使用环境理论，采用参

考文献分析法探讨学者特征、组织环境及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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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引用行为的影响。 具体研究问题为：①学者

特征、组织环境及论题对引用文献数量偏好的

影响；②学者特征、组织环境及论题对引用文献

年龄偏好的影响；③学者特征、组织环境及论题

对引用文献语种偏好的影响；④学者特征、组织

环境及论题对自引行为的影响；⑤学者特征、组
织环境及论题对引用信息资源类型偏好的影

响；⑥学者特征、组织环境及论题对引用信息质

量偏好的影响。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引用行为研究

引用行为研究存在两个互相竞争的理论，
分别是根植于莫顿科学社会学的规范理论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和源于建构主义的社会建构

观（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Ｖｉｅｗ）。 两种理论对引用

行为和引文本质提出了相异的解释。 规范理论

认为引文是引用者认同被引文献具有知识启迪

价值的一种形式，从而可以依据被引频次对文

献的学术价值进行评价［９］ ；社会建构观则认为

引文作为科学话语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本

质不是知识传承，仅仅是一种为了说服读者、增
加自己作品可信度和权威性的工具，因此将其

应用于学术评价缺乏理据［１０］ 。
目前，学术界主要通过两种不同的研究方

法开展引用行为的实证研究，其一是引文语境

分析法，即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引文语境（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进行判读，就其在被引文献中的功能进

行分类与归类，从而间接地解读施引者的引用

动机。 比如 Ｗｉｌｌｅｔｔ 的研究通过判读 １０ 篇论文，
从 １８ 个可能的引用动机中挑选出了最重要的

１０ 个，并将作者的引用动机与研究者判读的引

用 动 机 进 行 比 较［１１］ ， 类 似 的 研 究 还 有

Ｈａｒｗｏｏｄ［１２］ 等；Ｐｅｒｉｔｚ 提出可以根据引文在论文

中发挥的不同功能对引用动机进行分类［１３］ ；此
外也有研究对学者不引用的动机展开了探

讨［９］ 。 另一则是采用问卷调查法或者访谈法直

接探寻作者的引用动机，可以更直接地剖析施

引者的引用行为。 比如，有研究对心理学期刊

中数百篇论文的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探讨他

们引用文献的动机，该研究的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引用动机可以分为六类［１４］ ， Ｃａｓｅ［１５］ 、 邱均

平［１６］ 等也开展了类似研究。
引文语境分析法的优点是文献易于获得、

研究易于开展；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学界就引用

动机的分类尚未达成共识，从而难以对不同研

究进行系统梳理，同时由于是人工判读，该方法

也存在样本量受限和主观性等问题。 问卷访谈

法虽能从一定程度上增大样本量，且直接面对

施引者，但是问卷和访谈多为事后进行，而施引

者当时为什么引用文献 Ａ 而不引用文献 Ｂ 有时

表现为下意识的行为，事后通过访谈要求其说

出当时的原因也很难得到真实的结果［１７］ 。 获得

施引者真实引用动机的访谈最好与写作同时进

行，但该思路在研究实践中显然难以开展［９］ 。
围绕上述两类方法，学术界从引用动机和引文

功能的角度形成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于

引用偏好等行为特征的研究较少［３］ 。

１．２　 参考文献分析

Ｍｉｌｏｊｅｖｉｃ 指出，对施引者的引用行为进行分

析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 中观和微观三个

层面［３］ 。
宏观层面的研究中，分析单元为整个学科

或多个学科。 比如，对某学科参考文献的时间、
类型和语种分布等进行描述性分析，可以评估

不同学科信息资源类型的使用情况，以合理指

导图书馆的资源购买［７］ ，或从参考文献的角度

描述学科引证模式［１８－２０］ 。 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

围绕单个学者的引用动机和行为。 比如，Ｃｏｓｔａｓ
认为，引用行为（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是人类行

为的一种，因而更宜从个体层面展开研究［６］ ；
Ｃｏｓｔａｓ 探讨了西班牙国家科研委员会中科学家

的年龄和科研水平与他们使用的参考文献年

限、数量及类型之间的关系，发现高水平学者会

使用更多、更新的文献。 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

关注不同类别学者的引用行为。 比如，Ｍｉｌｏｊｅｖ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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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学者的年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及合作

水平对其引用文献数量和年龄的影响［３］ ；也有

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学者的经验和地位

对其引用参考文献数量的影响［２１］ 。 部分研究针

对学位论文中引用的信息资源类型展开了探

讨，比如，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研究发现经济学博士学位论

文中引用的文献类型因作者所在子领域而

异［２２］ ；博士生相较于导师更倾向于引用会议论

文和期刊论文［２］ 等。
宏观层面的参考文献分析研究数量最多、

开展最早，从全局揭示了整个学科引证行为的

特征和变化，但没有考虑同一学科内部学者、机
构间的差异。 从微观层面针对单个学者进行的

参考文献分析，往往需要综合该学者的多篇学

术成果，仅凭一篇论文中的参考文献信息难以

全面反映学者的引用行为。 中观层面的参考文

献分析，旨在揭示不同类型的学者在引用文献

的年限、数量、类型等方面的偏好，在剖析深度

及样本选择上较上述两个层面都有较大优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中观层面展开。 就

研究内容而言，前期研究的自变量主要是学者

的年龄、生产力以及角色，诸如教育水平、性别、
学衔以及学者所处的组织环境等其他特征对其

引用行为的影响尚未可知，现有研究表明这些

因素在基于“情境”的研究和理论中已变得越来

越重要［８］２１８ ；因变量多为学者对参考文献类型、
数量和年龄的偏好， 而对语种、 质量等少有

关注。

１．３　 信息使用环境理论

Ｔａｙｌｏｒ 认为信息行为是使信息变得有用的

一系列活动的总和［８］ 。 其提出的信息使用环境

理论（ＩＵＥ）是一个以用户和情境为中心的分析

框架，包含四个要素：用户及其特征、组织环境

和条件、待解决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方式，这
些要素能影响信息在任何实体间的流入和流

出、决定信息价值判断的准则［８］２２１ 。 ＩＵＥ 对信息

使用影响因素的识别，为当前基于情境的信息

行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２３］ 。 比如，Ｔａｙｌｏｒ 运

用 ＩＵＥ 框架对工程师、立法人员及临床医师三

类职业人群如何搜寻信息、判断信息的有用性

进行了解释［８］２３３－２４８ ；基于 ＩＵＥ，有学者分析了

１８３ 位高中校长的决策制定过程并探讨了影响

决策制定的因素［２４］ ；也有学者证实了 ＩＵＥ 可作

为日常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２５］ 。
就学术信息行为而言，科学家进行研究的

实验室、办公室或基于网络的环境等都可以作

为一种信息使用环境［２６］ 。 Ｓｈｉｍ 基于 ＩＵＥ 探讨

了科学家对电视节目信息的学术性使用情况，
并解释了 ＩＵＥ 在学术信息行为语境下的涵

义［２７］ ：对于学术信息行为而言，用户及其特征具

体化为学者的特征；组织环境和条件则是具有

特定话题和知识结构的学术团体，包括正式和

非正式团体；待解决的问题为学者在科研工作

中的特定信息需求；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学

者对信息的使用模式。
ＩＵＥ 理论已经在医护人员、管理者、学者以

及社区工作人员等社会角色的信息行为研究中

通过了实证检验，证实其可以为情境性信息行

为研究提供完整的分析框架［２３］ 。 很多信息行为

研究者也在他们的工作中吸收了 ＩＵＥ 的概

念［２８］ 。 ＩＵＥ 在诸多领域尤其是学术领域的成功

应用，表明其可以作为学术信息行为的研究框

架。 据此，本研究尝试通过 ＩＵＥ 对学者的引用

行为进行分析，同时考虑人与环境等四要素的

相互作用，以便更全面地描绘引用行为的特征

和影响因素。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变量的定义

借鉴 Ｓｈｉｍ 的工作［２７］ ，学术引用行为语境

下 ＩＵＥ 各要素将定义为引用行为的特征和影

响因素。 本研究借鉴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等人的做法，考
虑到论文作者的排序体现了其对论文的贡献，
第一作者被认为是论文内容的主要责任人［２］ ，
因此本文的前三类变量仅考虑第一作者（详见

表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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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引用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定义规则

序号 变量 指标 编码说明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学者特征

性别 第一作者的性别

年龄 第一作者发表该论文时的年龄

教育背景
第一作者接受最高学历教育时所学专业，根据教育部一级学科名录

进行分类

学历 第一作者的最高学历，分为专科、学士、硕士及博士

毕业院校层次
第一作者获得最高学历所在院校的层次，分为 ９８５ 高校、２１１ 高校、
普本、国外院校

职业角色
第一作者的职业，分为教师、图书馆员、研究人员、博士生、硕士生、
本科生及工程师

学术年龄
第一作者至发表该论文时从事学术研究的年限，将发表第一篇论文

的时间视为学术生涯开始的第一年

学衔 第一作者发表该论文时的学术头衔，分为正高、副高及中级

Ｘ９

Ｘ１０

组织环境

所属机构类型
第一作者发表该论文时所属机构的类型，分为高校、研究所、公共图

书馆

所属机构层次

第一作者发表该论文时所属机构的层次，高校分为 ９８５ 高校、２１１ 高

校、普本、专科；公共图书馆分为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市级图书

馆、区级图书馆；研究所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

Ｘ１１

Ｘ１２
论题

研究主题 该论文的研究主题，通过主题分析对研究主题进行分类

文献类型 该论文的文献类型，分为实证研究、思辨研究、综述及其他

（１）用户及其特征。 在 ＩＵＥ 中 Ｔａｙｌｏｒ 将用

户及其特征界定为用户的人口学特征和非人口

学特征，并将前者定义为年龄、性别、教育水平

等［８］２２２－２２３ ；Ｇｉｎｇｒａｓ 证实了年龄对学者科研成果

和引用行为的影响［２９］ ；Ｓｕｇｉｍｏｔｏ 的研究提示作

者的学科背景将影响参考文献的选择［３０］ ；
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 等的研究证实了学术年龄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ｇｅ）、职业角色、资历等对引用行为的影响［２－３］ 。
综合现有的研究，本文将该变量定义为性别、年
龄、教育背景、学历、毕业院校层次、职业角色、
学术年龄以及学衔。

（２）组织环境和条件。 其在 ＩＵＥ 中的涵义

为用户所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用户所在工作

单元的利益、获取信息的环境和条件以及用户

所在组织的历史和经验［８］２２６－２２８ 。 引文实际上是

作者群体在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学术理念和规则

影响下产生的、可以考察分析的一种学术交流

现象［３１］ 。 Ｔａｙｌｏｒ 认为组织尤其是具体工作场所

的条件影响了信息使用［８］２２６ ，结合本研究即施引

者所在机构，也就是说信息的引用会受到学者

所在机构的影响。 本文将其影响程度的不同定

义为机构的类型和层次。
（３）待解决的问题。 Ｔａｙｌｏｒ 认为该因素主要

涉及用户所关注的问题及该问题是否会随时间

和情境的变化而改变等［８］２２４ 。 Ｔａｙｌｏｒ 提出可以

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问题是静态的还是动态

的；问题形成于 ＩＵＥ 中的组织和职业等特征；问
题的维度形成的相关性判据［８］２２５－２２６ 。 结合到学

术论文中，一篇论文的论题基本表现为静态，因
而本研究宜聚焦于问题的不同维度，具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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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其定义为研究主题以及论文类型。
（４）问题的解决方式。 该因素涉及用户如

何解决问题及用户选择了哪些类型的信息等。
具体到学术论文，解决问题的方式包括论文的

写作以及参考文献的引用，信息的选择体现在

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中。 本研究借助参考文献

分析法对学者引用行为的特征进行提取。 前期

参考文献分析研究主要考虑了引用行为的部分

特征，如数量和年龄［３］ 、对信息资源类型［２］ 的偏

好等，而对语种、自引、质量等偏好少有关注。
本文在综合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纳入了更多的

引用行为特征变量。 具体言之，本研究通过参

考文献中外文论文所占比例探讨学者是否对论

文的语种存在偏好，同时探讨作者自引和期刊

自引行为分别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信息质量是

影响学术信息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３２］ 。 总体

上，参考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重最大（研究结

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且学界对其他类型论文质

量的评价暂无共识，本研究通过参考文献中期

刊论文的质量来测量学者对信息质量的偏好。
学界对采用被引频次表示期刊论文质量多有诟

病［３３］ ；实践中通行的做法是用期刊影响因子测

量其中论文的质量，但有研究指出该做法忽略

了学科差异等［３４］ 。 综合考虑，本研究用论文所

在期刊的等级分区来衡量论文质量，具体做法

为：国外期刊直接按照 ＪＣＲ（２０１５ 年版）进行分

区，没有被 ＳＣＩ、ＳＳＣＩ 收录的外文期刊归为普通

期刊；国内期刊统一映射到国外期刊中去，南京

大学根据期刊的学术质量制定了学术成果业绩

点奖励标准［３５］ ，该标准中《中国社会科学》大致

与 ＳＳＣＩ 二区期刊水平相当，其他一流期刊［３６］ 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Ａ 类期刊［３７］ 大致与三区相

当， 普 通 ＣＳＳＣＩ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版 ） 和 ＣＳＣ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版）收录的期刊则与四区相当；没
有被 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 收录的中文期刊归为普通期

刊（详见表 ２）。

表 ２　 学者引用行为特征及其操作化规则

序号 变量 指标 编码说明

Ｙ１ 数量偏好 参考文献数量（篇） 该论文参考文献的数量

Ｙ２ 年龄偏好 参考文献年龄（年） 该论文参考文献的平均年龄

Ｙ３ 语种偏好 外文论文占比（％，下同）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非汉语文献所占比例

Ｙ４

Ｙ５
自引行为

作者自引占比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作者自引所占比例

期刊自引占比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期刊自引所占比例

Ｙ６

Ｙ７

Ｙ８

Ｙ９

Ｙ１０

信息资源

类型偏好

期刊论文占比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

会议论文占比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会议论文所占比例

专著占比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专著所占比例

网络资源占比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网络资源所占比例

学位论文占比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学位论文所占比例

Ｙ１１

Ｙ１２

Ｙ１３

Ｙ１４

Ｙ１５

信息质量

偏好

１ 区期刊论文所占比例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属于 １ 区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例

２ 区期刊论文所占比例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属于 ２ 区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例

３ 区期刊论文所占比例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属于 ３ 区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例

４ 区期刊论文所占比例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属于 ４ 区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例

普通期刊论文所占比例 该论文参考文献中属于普通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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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数据采集和编码

图书情报学期刊较其他学科刊物而言，作
者信息的著录更全面且参考文献更规范。 据

此，本研究选取时间跨度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８
种 ＣＳＳＣＩ 图书情报学来源期刊的所有论文为数

据源，共 ５５ ７２０ 篇。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

公式（１），其中 Ｐ 为样本差异程度，本研究取最

大值 ０ ５；ｅ 为误差，本研究取 ０ ０５；当调查结果

置信区间为 ９５％时，Ｚ 的值为 １ ９６；Ｎ 为样本总

量 ５５ ７２０，计算得到本研究需抽样 ３８２ 篇论文。
为进一步增加可信度，本研究随机抽样 ６００ 篇，
剔除 ３４ 篇非学术论文后，本研究最终获得 ５６６
篇样本论文。

ｎ ＝ Ｐ（１ － Ｐ）
ｅ２ ／ Ｚ２ ＋ Ｐ（１ － Ｐ） ／ Ｎ

（１）

以 ＣＮＫＩ 等数据库、学者个人主页、所在机

构网站及搜索引擎等为数据源，考虑到编码工

作量较大，先由两名研究者共同对其中 １０ 篇论

文进行预编码，提取影响因素和引用行为特征

数据，协商讨论后修改编码规则。 随后，两名研

究者根据表 １ 和表 ２ 的编码规则分别对全部论

文进行正式编码，并计算得到编码者一致性为

９３ ６４％，大于 ９０％，达到了信度要求［３８］ 。
之后，由一名情报学博士生和一名图书馆

学博士生共同对样本论文进行分析，提取研究

主题。 具体操作如下：两人共同根据 ３０ 篇论文

主题预编码的结果制定编码规则（实际操作中

对 ３０ 篇论文进行预编码后编码规则已趋近完

善，并无新的编码规则产生），之后共同对余下

的样本论文进行编码。 根据分析结果，笔者将

样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分为 ９ 类，分别为：信息组

织、信息分析（包括数据挖掘、知识发现）与竞争

情报、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
信息服务、信息检索、用户信息行为、信息计量

与评价以及文献学与目录学。

２．３　 统计分析

二元分析。 由于文献计量数据的偏态分

布，本研究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和非参数检

验分析学者特征、组织环境及论题对引用行为

的影响。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简称 ＫＷ）检验，是一种

常用的比较多组间差异的方法，ＫＷ 检验显著表

示多组样本中至少有一组的分布具有明显差

异。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抽样得到的样本中在

研究所就职的学者较少，其中仅 １ 人在市级研究

所工作、３ 人在省级研究所工作（组内样本量＜
５），对该组进行的非参数检验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故对该类学者的引用行为特征无法深入探

究。 二元分析的显著性水平为 Ｐ ＝ ０ ０５，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 ０ 完成。
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进一步

探讨显著影响学者信息质量偏好的因素。 具体

做法如下：对信息质量的偏好程度借鉴图像处

理等领域的做法［３９］ ，采用梯度倒数加权，即 １、
２、３、４、５ 级论文分别对应权值 １、１ ／ ２、１ ／ ３、１ ／ ４、

１ ／ ５。 于是根据公式（２）： Ｃ ＝ ∑５

ｉ ＝ １
ωｉｐｉ ，计算

得到信息质量偏好的量化值 Ｃ。 公式（２）中，ｐｉ

为参考文献中各级期刊论文的比例，ωｉ 为其对

应权值。 对因变量 Ｃ 的分布进行 Ｋ－Ｓ 检验，显
示 Ｃ 属于非正态分布，因而将因变量 Ｃ 取自然

对数后再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自变量中的分类

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同时，对变量进行标准化

后得到标准化回归系数。 回归分析的显著性水

平为 Ｐ ＝ ０ １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 ０ 完成。

３　 结果与讨论

表 ３ 为相关性分析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
其中灰色行 Ｘ２ 和 Ｘ８ 为相关系数，其他灰色行

为 ＫＷ 检验的统计量，白色行为各变量的平均

值。 表 ４ 为信息质量引用偏好的影响因素回归

分析结果，该回归模型的 Ｒ２为 ５１％；回归结果显

示，学者特征、组织环境特征和论题三类变量中

的 ６ 个指标（共 １０ 个虚拟变量）对学者引用信

息质量的偏好具有显著影响。

３．１　 学者特征对引用行为的影响

如表 ３ 结果所示，学者的性别（ Ｘ１）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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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
影
响
因
素
与
引
用
行
为
特
征
的
分
析
结
果

特
征

样
本

量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Ｙ６
Ｙ７

Ｙ８
Ｙ９

Ｙ１
０

Ｙ１
１

Ｙ１
２

Ｙ１
３

Ｙ１
４

Ｙ１
５

Ｘ１
性

别
２１
１

８９
０

５８
９

７
９２

６
２０

３
２８

０
００

６
０

５８
８

５
３９

８
１

６５
９

４
２６

７
０

０９
１

７
６９

１
１

４０
０

３
３７

４
２

３３
１

１
９４

２

男
２６

８
１２

０
１

—
０

２５
５

０
０４

１
—

—
—

—
—

—
０

０６
５

—
—

—
—

女
２９

０
１０

１
９

—
０

２３
５

０
０２

１
—

—
—

—
—

—
０

０４
０

—
—

—
—

Ｘ２
年

龄
５５

０
－ ０

１
１５

０
０６

６
－ ０

１
８１

０
１４

９
０
１１

２
０

０７
８

－ ０
０

６６
０

０６
２

－ ０
２

０３
－ ０

０
７５

－ ０
０

６５
－ ０

１
１５

－ ０
０

２６
０

０１
５

－ ０
０

３１

Ｘ３
教

育
背

景
４２
８

６１
４０

４
５６

４６
６
１４

９
８３

９
８

８７
７

４２
２

６６
１４

７
８４

３６
８

５８
３２

１
０１

１４
５

６４
５９

８
３６

４４
２

５８
８

４４
５

１２
１

４２
６

６３
９

经
济

学
１０

１４
９

００
６

５３
３

０
３２

８
—

—
０

７８
３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８
７

０
１０

１
０

０２
８

０
１３

０
０

０７
５

—
—

—

工
商

管
理

２１
１４

５
２４

５
５４

４
０

２７
６

—
—

０
７０

１
０

０１
８

０
１４

５
０

０８
５

０
０３

６
０

１０
３

０
０５

８
—

—
—

管
理

科
学

与
工

程
２４

１２
９

５８
５

１２
５

０
４１

０
—

—
０

６８
９

０
０４

１
０

１２
５

０
０９

６
０

０２
１

０
１７

１
０

１２
１

—
—

—

图
书

情
报

与
档

案
管

理
２０

５
１２

４
２４

４
８１

０
０

３１
６

—
—

０
５２

１
０

０４
４

０
１３

９
０

２５
０

０
０２

１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４

３
—

—
—

中
国

语
言

文
学

２０
１１

２
５０

１８
９

６２
０

０５
１

—
—

０
２３

４
０

００
２

０
６７

３
０

０３
２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

—
—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１５
８

８０
０

４
３６

６
０

３１
０

—
—

０
５１

８
０

０６
７

０
１６

１
０

２０
７

０
０３

９
０

０４
９

０
０５

１
—

—
—

其
他

５２
１０

９
０４

５
０５

７
０

１７
３

—
—

０
６１

９
０

０３
５

０
１４

５
０

１４
３

０
０１

１
０

０４
３

０
０２

５
—

—
—

Ｘ４
学

历
６３
５

６３
１６

８
７５

８７
６
８３

０
３３

９
６

３８
２

２６
５

１９
２８

５
５４

５
３１

７
２０

１
５２

８
１８

５
５２

８
４１

２９
２

３２
６

４８
６

８
５７

３
２

４６
２

博
士

１６
７

１４
０

０６
６

１７
８

０
３９

４
—

—
０

５３
８

０
０５

３
—

０
１９

９
０

０２
１

０
０９

９
０

０６
４

—
０

４６
１

—

硕
士

１９
１

１０
７

８０
５

１０
６

０
２５

２
—

—
０

５２
２

０
０３

０
—

０
２２

６
０

０２
６

０
０４

５
０

０３
２

—
０

５１
９

—

学
士

１０
５

９
０１

５
４

３８
０

０
０８

８
—

—
０

６８
８

０
００

５
—

０
１１

５
０

００
９

０
０１

４
０

０１
１

—
０

５７
５

—

Ｘ５
毕

业
院

校
层

次
３８
４

５９
３

５８
８

５５
９
５３

１
９２

１
２

７５
５

７
７３

７
３１

５
５６

３
４６

４
１２

３
８５

７
８５

７
４１

８
６０

２５
６

６３
３

４３
８

６
７８

５
１

２９
１

９８
５

２２
７

１２
９

９１
—

０
３４

７
—

—
—

０
０４

９
—

０
２１

６
—

０
０８

７
０

０５
２

—
—

—

２１
１

４７
１０

１
４９

—
０

２２
８

—
—

—
０

０２
２

—
０

１９
１

—
０

０４
２

０
０６

１
—

—
—

普
本

６９
１０

２
６１

—
０

１２
８

—
—

—
０

０１
６

—
０

１５
１

—
０

００
８

０
０１

９
—

—
—

国
外

院
校

５
１７

６
００

—
０

３８
７

—
—

—
０

１３
３

—
０

２４
２

—
０

０２
９

０
０６

７
—

—
—

Ｘ６
职

业
角

色
６９
８

９０
１６

３
５６

９０
３
０４

１０
８

０３
３

７０
９

１３
７

７０
３３

７
２５

８
４８

４
７

２０
４

１７
４

５６
８４

６
２１

４３
３

１５
１３

６
４５

１７
１

６８
４

１７
３

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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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续
表

特
征

样
本

量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Ｙ６
Ｙ７

Ｙ８
Ｙ９

Ｙ１
０

Ｙ１
１

Ｙ１
２

Ｙ１
３

Ｙ１
４

Ｙ１
５

教
师

１５
２

１３
８

６２
６

３８
５

０
３５

３
—

—
０

５５
８

０
０４

８
—

—
０

０２
４

０
１０

８
０

０５
６

０
０７

９
０

４３
６

—

研
究

人
员

１９
１１

５
７９

５
７６

７
０

２８
１

—
—

０
４９

５
０

０３
４

—
—

０
０３

４
０

０２
２

０
００

９
０

０６
４

０
５６

７
—

博
士

生
２７

１３
８

５２
５

１３
２

０
４６

１
—

—
０

５７
２

０
０９

７
—

—
０

００
７

０
１１

０
０

０８
６

０
０６

３
０

５１
０

—

硕
士

生
５３

１２
６

６０
５

０２
４

０
３５

９
—

—
０

５０
０

０
０４

７
—

—
０

０３
１

０
０７

５
０

０４
０

０
０９

０
０

４８
０

—

本
科

生
６

１０
５

００
４

３３
２

０
２３

１
—

—
０

８６
９

０
０２

３
—

—
０

０３
３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５
２

０
０８

３
０

５３
１

—

图
书

馆
员

２９
６

８
９９

７
４

９５
６

０
１４

８
—

—
０

６０
２

０
０１

４
—

—
０

０１
３

０
０１

８
０

０１
９

０
０５

２
０

５６
６

—

工
程

师
１３

８
６９

２
３

７８
０

０
０６

３
—

—
０

６２
０

０
００

０
—

—
０

０４
５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１
９

０
０７

７
０

４４
２

—

Ｘ７
学

术
年

龄
５６

５
０

０７
０

０
０４

３
０

０１
７

０
２３

１
０

０５
７

０
０５

０
０

０６
８

－ ０
０

０３
－ ０

０
７５

－ ０
０

１７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０

９
０

０７
２

－ ０
０

１７
－ ０

０
７３

Ｘ８
学

衔
９

４９
５

１１
８
８１

２３
１
９６

３０
２
００

１２
９

２３
１４

１
１２

３
３９

７
８

２５
５

１３
９

４６
８

３０
０

１７
４

１２
９

８９
２

１
９２

８
１９

３
７６

２
５７

０

正
高

７５
１３

０
５３

６
２１

５
０

２７
４

０
０５

８
０

０５
６

０
４７

８
—

０
１９

４
０

１８
０

０
０２

０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２

７
—

０
４４

７
—

副
高

１７
０

１０
６

３５
５

６７
５

０
１９

３
０

０４
１

０
０３

８
０

６２
３

—
０

１８
５

０
１１

７
０

０１
４

０
０４

４
０

０３
２

—
０

５５
１

—

中
级

４７
１３

１
０６

６
５２

８
０

４２
０

０
０３

３
０

０１
２

０
５０

０
—

０
１７

８
０

２２
０

０
０３

３
０

１１
２

０
０７

７
—

０
３３

０
—

Ｘ９
所

属
机

构
类

型
３７
９

１４
０

８９
８

２６
０
８３

１
４４

６
４

１９
８

６
７７

９
６

７２
８

４
６２

４
６

４７
９

８
７９

６
１４

６
６９

９
９１

２
４

３０
６

１
９４

０
４

４６
３

高
校

４８
１

１１
５

０７
—

０
２６

２
—

—
—

—
—

—
０

０２
０

０
０５

９
０

０３
８

—
—

—

研
究

所
１５

１０
２

００
—

０
２９

７
—

—
—

—
—

—
０

０３
１

０
０３

９
０

０２
２

—
—

—

公
共

图
书

馆
６４

７
３５

９
—

０
０８

４
—

—
—

—
—

—
０

００
４

０
００

３
０

００
７

—
—

—

Ｘ１
０ａ

高
校

层
次

４９
６

８７
２

７９
２

７０
０
２４

３
４９

０
４

６８
８

１５
０

７５
２８

９
１８

６
２３

９
２３

２
９２

１０
８

４９
３２

４
４２

３３
３

２１
５

７２
６

９
４２

６
８

２５
３

９８
５

１９
５

１３
２

８２
—

０
３６

１
—

—
０

５５
１

０
０５

７
—

０
２２

１
０

０２
２

０
０８

３
０

０５
３

—
—

—

２１
１

６０
１１

２
３３

—
０

２８
５

—
—

０
５５

４
０

０２
９

—
０

２３
５

０
０３

９
０

０６
７

０
０７

９
—

—
—

普
本

２０
４

１０
０

２３
—

０
１７

０
—

—
０

６３
７

０
０１

４
—

０
１２

９
０

０１
４

０
０３

９
０

０１
７

—
—

—

专
科

２２
１０

２
２７

—
０

１７
５

—
—

０
６６

５
０

００
７

—
０

２０
７

０
００

７
０

０１
１

０
００

０
—

—
—

Ｘ１
０ｂ

图
书

馆
层

次
３４
８

３０
５

０４
４

２５
１
２２

２
１９

４
７

１９
６

２３
１

７４
５

５９
０

９
０４

０
６

５８
２

８
６３

０
１４

７
０６

７
８５

３
４

９３
５

１９
４

５３
５

３９
９

国
图

９
７

１１
１

—
０

０５
６

—
—

０
１６

０
—

—
—

—
０

００
０

—
—

０
２２

２
—

０６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七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７

　
　

续
表

特
征

样
本

量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Ｙ６
Ｙ７

Ｙ８
Ｙ９

Ｙ１
０

Ｙ１
１

Ｙ１
２

Ｙ１
３

Ｙ１
４

Ｙ１
５

省
图

２３
７

３４
８

—
０

１１
４

—
—

０
４０

２
—

—
—

—
０

００
９

—
—

０
３２

９
—

市
图

２１
８

１９
１

—
０

０６
８

—
—

０
６７

１
—

—
—

—
０

００
０

—
—

０
７０

８
—

区
图

１１
６

００
０

—
０

０７
４

—
—

０
４７

６
—

—
—

—
０

００
０

—
—

０
４９

７
—

Ｘ１
０ｃ

研
究

所
层

次
４

５２
８

１
７２

１
５

４５
８

４
６２

４
１

６８
３

０
３１

８
７

８６
８

３
３４

８
７

５２
９

２
５５

９
５

９０
２

９
４０

４
０

６７
４

２
６５

１
１

６７
９

国
家

级
１１

—
—

—
—

—
—

０
０４

８
—

—
—

—
０

００
０

—
—

—

省
级

３
—

—
—

—
—

—
０

００
０

—
—

—
—

０
００

０
—

—
—

市
级

１
—

—
—

—
—

—
０

１０
０

—
—

—
—

０
３３

３
—

—
—

Ｘ１
１
研

究
主

题
３４
６

４５
９６

２
２５

７４
６
７２

１２
３

３６
２１

９
０７

４６
６

８８
７０

９
４１

６５
９

８９
１６

７
４２

３７
４

６６
１１
２

３２
２

８４
０

３０
２２

７
４８

２６
９

８６
１２

８
８３

信
息

组
织

４９
８

８７
８

５
５４

７
０

３０
３

—
０

０２
４

０
４１

８
０

０７
０

０
２９

９
０

１９
０

０
０１

８
０

０８
６

０
０３

５
０

０６
７

０
４５

７
—

信
息

分
析

与
竞

争
情

报
４８

１３
２

９２
５

８５
３

０
３５

６
—

０
０２

２
０

５２
６

０
１０

６
０

１４
８

０
１１

４
０

０３
２

０
０９

６
０

０５
６

０
１０

６
０

３６
１

—

信
息

管
理

与
资

源
建

设
８５

１０
６

３５
４

２０
７

０
２１

５
—

０
０５

１
０

６１
１

０
０１

５
０

１３
２

０
１８

０
０

０１
８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２
６

０
０５

０
０

５０
７

—

图
书

馆
管

理
１０

５
１０

３
２３

４
６８

２
０

１３
５

—
０

０６
５

０
５９

９
０

００
８

０
１２

２
０

２１
０

０
００

６
０

００
４

０
０２

３
０

０５
８

０
５９

９
—

信
息

服
务

１５
８

９
７４

１
３

８３
７

０
２０

８
—

０
０５

７
０

６３
２

０
０１

７
０

１０
３

０
２０

２
０

０１
５

０
０２

３
０

０１
４

０
０５

９
０

５６
２

—

信
息

检
索

２７
１１

０
７４

４
２０

０
０

４６
４

—
０

０２
７

０
５２

５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９

７
０

２７
０

０
０４

３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９
５

０
５０

３
—

用
户

信
息

行
为

３１
１５

７
７４

６
７５

８
０

３７
６

—
０

０３
０

０
６６

５
０

０５
０

０
１２

４
０

１０
２

０
０５

９
０

１３
０

０
０９

４
０

１１
５

０
４５

４
—

信
息

计
量

与
评

价
３６

１４
５

５６
５

８５
３

０
３８

８
—

０
０７

６
０

６９
７

０
０２

２
０

０９
２

０
１４

２
０

０１
８

０
１５

６
０

０８
８

０
０５

６
０

５３
８

—

文
献

学
与

目
录

学
２７

１１
０

７４
１７

９
３８

０
０３

７
—

０
０１

５
０

２７
４

０
００

１
０

６５
８

０
０３

９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１

４
０

４０
９

—

Ｘ１
２
文

献
类

型
４４
３

２２
３１

２
２１

５８
３
６９

３
４１

９
５

１６
２

２３
７

０８
４４

８
２８

２３
７

４４
２

６９
２

１２
６

０２
６７

９
５２

６３
７

０１
３３

１
９８

１７
３

０１
２

７５
６

实
证

研
究

１８
６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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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学者的信息质量引用偏好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拟合程度
Ｒ ＝ ０ ７１４ Ｒ２ ＝ ０ ５１０ ａｄｊｕｓｔ Ｒ２ ＝ ０ ３４９

Ｆ ＝ ３ １７８ Ｐ ＝ ０ ０００ ｄｆ ＝ １４６

指标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化系数 β ｔ 统计量 Ｐ 值 ＶＩＦ

Ｘ３ 教育背景—经济学 ０ １９６ ０ １３１ １ ７７６ ０ ０７４ １ ２６３

Ｘ３ 教育背景—管理科学与工程 ０ ３６８ ０ ３０７ ３ ８８６ ０ ０００ １ ４３９

Ｘ５ 毕业院校层次—普本 －０ １９７ －０ １５９ －１ ７５９ ０ ０９１ １ ８６６

Ｘ６ 职业角色—研究人员 －０ ２１８ －０ １５４ －１ ６６４ ０ ０８６ １ ９９１

Ｘ１０ａ 高校层次—普本 ０ １３１ ０ １７１ １ ８２４ ０ ０６７ ２ ０７０

Ｘ１１ 研究主题—信息管理与资源建设 ０ ２７８ ０ ３０７ ３ ３４７ ０ ００１ １ ９１２

Ｘ１１ 研究主题—信息检索 ０ ２７６ ０ １４７ １ ９６０ ０ ０６０ １ ２８９

Ｘ１１ 研究主题—用户信息行为 ０ ２８４ ０ ２２８ ２ ８６０ ０ ００８ １ ４９６

Ｘ１１ 研究主题—信息计量与评价 ０ ２７２ ０ ２３４ ２ ６５４ ０ ０１６ １ ８５２

Ｘ１２ 文献类型—思辨研究 －０ ２３４ －０ ３２４ －３ ９２３ ０ ０００ １ ４７９

响其引用行为，从表 ３ 的平均值分析可以看出，
男性学者倾向于引用较多文献，且对外文文献

和 １ 区期刊论文具有较大的引用偏好。 这可能

是因为女性在信息选择中更倾向于风险规避且

女性对知识的态度更保守［４０］ 。 男性学者自引比

例也明显高于女性（４ １％和 ２ １％）。
年龄（Ｘ２）越大的学者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数

量、外文文献和网络资源均减少 （ ｒ ＝ － ０ １１５、
－０ １８１和－０ ２０３）。 年龄能影响学者对创新、风
险行为的态度［８］２２３ ，比如年长的学者引用网络

资源、外文文献比例往往降低；另一方面则是科

研经验的原因，经验丰富、受人尊敬的学者会感

觉自己不需要借鉴、参考其他文献因而引用的

文献数量减少［６，２１］ ；相反，年轻学者则需要引用

更多的文献来解释自己的正确性、增加说服

力［６］ 。 同时，随着年龄（Ｘ２）和学术年龄（ Ｘ７）的

增加，学者的自引增加（ ｒ ＝ ０ １４９ 和 ｒ ＝ ０ ２３１），
这可能是因为其学术成果丰硕且研究具有一定

的连续性，后续研究以前期研究为基础［２］ 。
Ｔａｙｌｏｒ 认为，在人口学特征中，教育是影响

行为的最重要因素，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多信息

行为研究者的肯定［８］２２３ 。 而科研人员所接受的

教育是 Ｔａｙｌｏｒ 所言之正式教育，可体现为教育背

景（Ｘ３）、学历（ Ｘ４） 和毕业院校层次（ Ｘ５）。 研

究显示：①具有交叉学科背景会影响参考文献

选择［３０］ ，Ｓｕｇｉｍｏｔｏ 等［３０］ 的工作可以解释本研究

发现的这种现象，即计算机背景的学者引用较

多会议论文而中国语言文学背景的学者倾向于

引用专著；具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与经济学背景

的学者倾向于引用更多高质量的论文 （ β ＝
０ ３０７ 和 ０ １３１）；具有中国语言文学背景的学者

则更倾向于引用经典的文献，且引用外文文献

较少；图书情报学和计算机背景的学者对网络

资源的引用率明显高于其他学科。 ②国外院校

或 ９８５ 高校毕业的学者以及具有博士学历的学

者，在参考文献数量、质量及会议论文、外文论

文和网络资源上的偏好，可由其学术素养解释。
高层次院校对学术素养教育的支持，使其能够

培养出遵循学术规范、具有批判性思维、创新思

维和较高实践能力的学者［４１］ ；同时，这部分学者

也因受到了正规的信息素养教育，而具有良好

的搜寻、评价、管理信息的能力，对信息技术的

接受程度较高，善于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解决问

题［４２］ 。 相比之下，具有学士学位的作者引用 ４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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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期刊论文较多，回归结果中，毕业于普通本科

的学 者 倾 向 于 引 用 质 量 较 低 的 信 息 （ β ＝
－０ １５９）。

不同职业角色的学者具有不同的引用行

为。 教师与博士生引用的参考文献较多（近 １４
篇），且前者更倾向于引用较老的文献；博士生

引用外文文献（４６ １％）、会议论文（９ ７％）和 １、
２ 区期刊论文最多；工程师偏好于引用学位论文

（４ ５％），且工程师和图书馆员对高质量论文的

使用率较低。 职业训练和职业活动影响着个人

对工作的态度［２４］ ，因而学者的职业角色（Ｘ６）对

其引用行为产生影响。 博士生和教师的引用行

为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且前者对高质量论文和

外文论文的偏好更大，其原因可能是博士生尚

未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还处于从多个领域、各
种途径广泛涉猎、博采众长的阶段［４３］ 。 此外，学
生、研究人员和教师能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进

行科学研究，其对各种类型参考文献的使用率

和偏好普遍高于图书馆员和工程师；回归结果

显示，研究人员对高质量信息没有明显的引用

偏好（β ＝ －０ １５４），这可能与本领域研究人员多

从事科技服务、技术应用等有关。
本研究按照我国的职称评审制度，将教师、

研究人员及工程师的职称分为正高、副高和中

级（Ｘ８），其中，正高、中级职称学者平均引用约

为 １３ 篇参考文献，且他们都偏好较老的文献。
正高职称的学者自引较多（５ ８％），而中级职称

的学者较其他学者而言，明显偏好使用外文文

献，且对 １、 ２ 区期刊论文的使用偏好最大

（１１ ２％和 ７ ７％）。 中级职称学者的上述引用

偏好可能与鼓励学者多发表论文、发表高质量

论文等的职称评定制度和奖励制度有关，激励

政策强调、鼓励的相关做法对信息的有用性判

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４］ 。 不同学衔的学者在

期刊论文、专著、网络资源和学位论文引用率上

也具有一定差异。

３．２　 组织特征对引用行为的影响

处在不同组织环境中的学者也会呈现不同

的引用行为。 比如，高校、研究所和公共图书馆

的作者对参考文献数量的偏好渐次降低；高校

和研究所的学者引用外文参考文献（ ２６ ２％和

２９ ７％）和学位论文（２％和 ３％） 的比例显著高

于公共图书馆的学者；就职于高校的学者比研

究所、公共图书馆的学者更倾向于使用高质量

的期刊论文信息。 在不同层次的高校中，９８５ 高

校就职的学者引用参考文献较多（约 １３ 篇），对
１ 区期刊论文的使用偏好也随着高校层次依次

降低；普通本科和专科学校的学者引用期刊论

文较多（ ＞ ６３％），引用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较

少， 后者对网络资源也具有一定的引用率

（２０ ７％）。 在不同层次的公共图书馆中，市级

图书馆的学者引用参考文献数量最多 （ 约 ８
篇），且主要为 ４ 区的期刊论文（７０ ８％）；省图

的学者引用外文文献最多（ １１ ４％），且省级图

书馆的学者会一定程度地使用 １ 区期刊论文。
引用行为嵌入于特定集体性的社会文化习

惯中［４４］ ，学术共同体中特定的研究话题和知识

结构影响着学者思考和行为的方式，从而影响

信息的搜寻和使用［２７］ 。 研究结果显示，科研机

构的类型（Ｘ９）和层次（Ｘ１０）对学者引用文献的

数量、质量、语种、类型等产生显著影响，Ｔａｙｌｏｒ
认为这些影响可能来自于四个方面：组织的重

要性（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历史和经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利益单元（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以 及 信 息 获 取 （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８］２２７－２２８ 。

高校、公共图书馆和研究所具有不同的结

构和风格，比如，除科研工作外，公共图书馆的

学者还承担了较多的公共服务职能。 不同层次

的高校、研究所和公共图书馆在“科技强国”建

设中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所处机构层次越高的

学者，越倾向于引用较多文献且多为高影响力

的会议论文、外文论文等。 例如，以 ９８５ 高校和

２１１ 高校为主导的“双一流”建设要求立足本土、
放眼国际，必然会借鉴大量高影响力的西方先

进理论与技术；普通本科院校进一步提升学术

水平的诉求及其奖励机制，也使得就职于普本

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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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对高质量信息的吸收和

使用，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β ＝ ０ １７１）。 此

外，不同机构中竞争环境、 奖励机制也有差

异［２４］ 。 “历史和经验”指的是机构的学术积累，
学术底蕴深厚的机构能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并对

新兴技术具有较大包容性［８］２２８ ，这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不同层级机构的学者引用行为的

差异。
机构中各个职能部门或项目单元（“利益单

元”，如课题组、教研室）有其自身的信息传播方

式［８］２２７ ，而高校、研究所开设的课程、讲座、学术

研讨活动等可以连接各个单元之间的弱关系，
促进创新的扩散和转移［２５］ ，因为“弱关系”中往

往存在着重要的、新颖的、有价值的信息［４５］ 。 对

信息获取的感知易用性是影响信息使用的另一

因素［８］２２８ 。 信息获取包括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

道，前者可通过不同层次机构数据库的资源数

量来反映，比如，９８５ 院校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

外文电子资源 １１５ 个、中文电子资源 ６７ 个；２１１
工程院校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拥有外文电子资

源 ４９ 个、中文电子资源 ５６ 个；普通院校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图书馆则仅拥有外文电子资源 ２５
个、中文电子资源 ２０ 个；高层次院校多样的信息

资源扩展了学者信息获取的渠道，有助于学者

获取更多的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及网络资源等。
后者则表现为高校和研究所的学者常举办和参

加的跨地区、跨机构的学术会议等，学术共同体

在“看不见的学院” 中交换信息、跟踪前沿［２６］ ，
可进一步促进科学交流与知识扩散。

３．３　 论题对引用行为的影响

开展不同主题研究的学者也表现出不同的

引用行为。 比如，开展用户信息行为、信息计量

与评价、信息分析与竞争情报研究的学者引用

文献数量较多（ ＞ １３ 篇），且开展前两类研究时

学者更倾向于使用高质量的期刊论文 （ β ＝
０ ２２８ 和 ０ ２３４），而开展信息分析与竞争情报

研究时更倾向于引用会议论文（１０ ６％）；此外，
信息 计 量 与 评 价 研 究 引 用 期 刊 论 文 最 多

（６９ ７％）， 且 多 为 来 源 期 刊 所 发 表 的 论 文

（７ ６％）。 进行文献学与目录学的研究时，学者

引用的参考文献平均年龄最大（近 １８ 年）、对专

著的引用最多 （ ６５ ８％）， 但对外文参考文献

（３ ７％）的偏好程度最低。 开展信息检索相关

研究时， 学者对外文参考文献的偏好最高

（４６ ４％），且对网络资源、学位论文和高质量论

文（β ＝ ０ １４７）具有一定的引用偏好。 回归分析

显示，开展信息管理与资源建设研究对学者引用

高质量信息具有正向最大影响（ β ＝ ０ ３０７）。 开

展信息服务研究时，学者则倾向于借鉴较新的文

献，而开展信息服务和信息组织研究的学者引用

数量较少（ ＜１０ 篇），此外，开展信息服务和图书

馆管理研究的学者会更多地使用 ４ 区期刊论文

（＞５６％）以及网络资源。
不同文献类型中，综述引用的参考文献数

量最多（ ＞ ２０ 篇），且对会议论文引用的比例最

高（１１ ７％）；实证研究的学者对学位论文具有

更大的偏好；综述和实证研究类论文更倾向于

引用外文文献和高质量论文；采用思辨方法开

展研究的学者对高质量论文的引用偏好相对较

低（β ＝ －０ ３２４）。 包括文献研究、工作报道等在

内的其他类型研究，学者对专著的引用率居首

位（３１ ６％）。
Ｔａｙｌｏｒ 认为，用户感知到的所在特定环境中

的一系列问题能影响其对于信息有用性的判

断［８］２２４ 。 问 题 的 类 型 可 以 通 过 信 息 项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ｓ）来描述，即通过用户搜寻和

使用的信息来定义。 Ｔａｙｌｏｒ 将问题分为结构化 ／
非结构化、复杂 ／ 单一、熟悉 ／ 新颖等维度。 结构

化的问题（如实证研究）往往需要逻辑、算法和

硬数据（ Ｈａｒｄ Ｄａｔａ）等来解决［８］２２６ ，而思辨研究

可看成是非结构化问题，问题本身会随着具体

对象和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综述性论文则

需要对相关领域的起源、理论、方法、现状、不足

等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因此，论文类型（ Ｘ１２）的

不同造成了引用模式的差异（如引用信息类型

和信息质量的偏好）。 若考虑将论题按“熟悉 ／
新颖” 维度进行划分， 则可以解释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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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１１）的不同引发的差异。 图书馆管理、信息服

务等主题的研究，引用的参考文献数量少，且多

为期刊论文和网络资源，对会议论文、外文文献

等关注较少，其对高质量参考文献的偏好也较

其他主题的研究小，这些现象可能是因为图书

馆管理、信息服务等属于传统的、研究者较熟悉

的主题，这类问题具有固定的解决模式［８］２２６ 。 根

据“最小省力原则”，此类研究主题对信息的需

求较为保守［４６］ 。 而包括数据挖掘、知识发现在

内的信息分析研究和信息检索研究则更倾向于

引用会议论文和外文论文，其引用参考文献的

数量也较多，可能的原因是新颖、不确定的研究

问题需要追踪前沿、旁征博引来助以解决［４７］ ；同
时，更新快、创新性高的用户信息行为、信息计

量和信息检索等研究在开展时也需要借助高质

量的、新颖的信息。

４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信息使用环境理论，采用参考

文献分析法，揭示了学者特征、组织环境特征及

论题对学者引用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①教

育水平高的学者，例如毕业于国外院校或 ９８５ 高

校、具有博士学历的学者，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数

量多、质量高，他们对会议论文、外文论文和网

络资源也存在较大偏好；②年轻的、男性学者引

用参考文献数量较大，类型更丰富；③学生、研
究人员和教师对各种类型参考文献的使用率和

偏好普遍高于图书馆员和工程师；④中级职称

的学者对外文文献、高质量文献的使用率显著

高于正高和副高职称的学者；⑤学者所处机构

类型和层次的不同也影响着引用行为；⑥学者

开展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研究时引用行为也

存在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①信息使用环境理

论（ＩＵＥ）适合作为引用行为研究的分析框架，从
二元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ＩＵＥ 中的

三类要素（“用户及其特征” “组织环境和条件”
“待解决的问题”）均能对引用行为产生显著影

响，而第四类要素“问题的解决方式”正是引用

行为特征的具体呈现；②ＩＵＥ 适合作为引用行为

的理论解释，该理论中提出的学者对信息和风

险的态度、组织环境中的文化习惯、信息获取

渠道和知识经验的积累等构念，都可以作为不

同类型学者引用行为差异的合理解释；③参考

文献分析法为引用行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
方法，可作为连接文献计量学与信息行为的

桥梁。
研究结果提示，学术共同体应该积极鼓励

对高质量的信息资源、外文论文、会议论文及网

络资源的使用；高校、研究所及公共图书馆应该

合理引进学者偏好的信息资源，并适当增加非

正式信息获取渠道，促进知识的交流与扩散；此
外，不同层次的学术机构都应积极开展有针对

性的学术素养和信息素养教育，提高学者的科

研能力和使用不同信息的能力等。 本研究存在

的不足是：基于论文、个人主页等渠道只能获取

到学者的基本人口学特征，ＩＵＥ 框架中的非人口

学特征有待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获得；学者所

处组织环境除局部的组织机构外，还有宏观的

学术共同体，拟在后续研究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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