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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引文内容的中文图书被引行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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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引文内容角度对图书被引行为进行分析，可改善传统依靠被引频次、专家评论等数据进行图书评价的

片面性，进一步提高图书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本研究从亚马逊中文网站上选取计算机、法律、医学、文学

和体育五个学科领域的中文图书，通过人工采集方式获取图书在施引文献中的引文内容，由此构建包含２ ２８８条

引文内容的数据集；然后从引用位置、引用强度、引用长度以及引用情感等方面，分析中文图书被引行为，并比较

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差异。 实验结果表明：不同学科领域对中文图书的引用位置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表现出明

显的学科差异；引用强度主要在 １—３ 次，文学领域的平均引用强度最高；引用句长度一般在 ２０—１６０ 字之间；施

引作者对图书的引用情感中，超过 ８０％表现为中性，而含有感情色彩的引用中，正面引用明显多于负面引用。 图

５。 表 ５。 参考文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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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图书是人类用以表达观点、保存信息、传播

知识的载体，也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资源。
如何从众多质量参差不齐的图书中快速选取高

影响力的作品，是图书出版商、图书馆、学术界

以及科研管理部门等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
传统的图书评价方法，大多依据被引频次、

馆藏数量、专家书评等单一的数据源，如：苏新

宁依据“通过 ２０％的图书被引数量来反映在学

界产生的 ８０％的学术影响”的准则挑选最具有

学术影响力的图书［１］ ；Ｗｈｉｔｅ 等学者通过图书的

馆藏量来评价图书的影响力［２］ ；Ｚｕｃｃａｌａ 等学者

则利用专家书评信息来评估专著的影响力［３］ 。
随着学术论文全文本数据获取的日益便

捷，基于全文本的科学计量研究引起了很多研

究者的兴趣，尤其是科学计量学与自然语言处

理、机器学习、信息检索等领域的交叉研究，学
术界已在全文引用分析、文本自动综述、实体主

题抽取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应用。
Ｄｉｎｇ 等人统计分析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中 ８６６
篇学术论文的不同位置引用情况，他们将引用

位置分为摘要、引言、文献综述、方法、结果、结
论或未来工作等 ６ 个部分，考虑到对参考文献存

在多次引用的现象，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计算

引用次数［４］ 。 胡志刚则从引文在施引文献正文

中的具体引用位置、引用次数和引用语境三个

方面出发，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引用行为的一

些现象和特征［５］ 。 当前关于引文内容的分析，
大多都从引用次数、引用位置、引用情感等角度

出发。 其中，利用引文内容信息，可以识别作者

的引用态度，挖掘图书的被引行为，从而进一步

提高图书评价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然而，现有

的图书评价研究没有考虑引文内容信息的影

响。 此外，目前引文内容的相关研究，大多以英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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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献为研究对象，针对中文文献，特别是中文

图书的相关研究尚比较缺乏。
为此，本文以中文图书的施引文献为研究

对象，并基于施引文献中对图书引用的引文内

容，分析中文图书的被引行为。 首先，以计算

机、法律、医学、文学、体育五个学科领域为例，
从中文亚马逊网站选取 ３９９ 本中文图书；然后通

过人工采集方式获取图书施引文献的全文数

据，并从中摘取图书在施引文献中的引文内容

信息，得到 ２ ２８８ 条引文内容数据；最后，从图书

在施引文献中的引用位置、引用强度、引用长度

以及引用情感等方面分析中文图书被引的行为

特征，为后续的图书评价方法提供依据。

１　 相关研究工作概述

引文内容信息包括被引文献在施引文献中

的被引位置（简称“引用位置”）、被引次数、引用

内容的长度以及作者的引用态度等信息，这些

信息都可用于图书的评价分析。 本文从引文位

置、引用强度、引文长度以及作者的引用情感等

方面，对相关的研究工作进行概述。

１．１　 引用位置相关研究概述

科学文献通常都有一定的章节结构，引文

内容的位置即为引文内容在施引文献组织结构

中的位置［６］ 。 引用位置可以辅助人们揭示学科

间的引用规律。 Ｓｏｍｂａｔｓｏｍｐｏｐ 等学者将引用位

置作为评价学术论文引用质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７］ 。 他们将引用位置划分为 ４ 种类型，即“引

言”“实验与材料” “ 结果与讨论” “ 结论与其

他”，研究认为“结果与讨论” 部分中的引用比

“引言” 部分的更重要［７］ 。 Ｃａｔａｌｉｎｉ 等学者将文

章结构分为“引言” “材料与方法” “结果与讨

论”“其他” 等四个部分，通过对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上的 １５ ７３１ 篇全文中负面

引用的分析，发现约 ８４％的负面引用出现在“结

果与讨论” 部分［８］ 。 Ｂｅｒｔｉｎ 和 Ａｔａｎａｓｓｏｖａ 选取

ＰＬｏＳ 七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 ８ 万篇学术论文，

基于线索词识别负面引用，结果表明约有 ７２％
的负面引用发生在“讨论”部分，其次是“结果”
部分（约为 １４％） ［９］ ，这和 Ｃａｔａｌｉｎｉ 等学者的研究

结论比较一致。 张梦莹等人在构建引文内容分

析数据集时，将引用位置分为“引言” “文献综

述” “方法” “结果” “讨论” “结论” 等六个部

分［１０］ 。 他们抽取 ＰＬｏＳ Ｏｎｅ 期刊中 ６ 个不同学

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刊载的 ３ ４１４ 篇学术论文，
得到 ５ ３２０ 条引文内容数据，分析发现：引文最

集中的位置在“引言” 部分［１０］ 。 Ｊｕｒｇｅｎｓ 等学者

将文章结构分为“引言”“相关研究”“动机”“方

法”“评估”“结果” “讨论” “结论”等八个部分，
以分析每个部分中引用功能的分布特点，结果

发现：“背景引用” 功能在“引言” “相关研究”
“动机”部分占比较多，在“方法”和“评估”部分

中“使用”功能占比较大［１１］ 。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对引用

位置的分类体系和分布情况有不同的研究结

果。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不同

研究人员对引用位置划分的标准和立论角度存

在差异；其二，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集在学科或规

模上存在差异。 本文综合考虑现有研究成果，
将引用位置分为“引言”“相关研究”“数据”“方

法”“实验” “讨论” “结论”等七个部分，并分析

不同学科领域引用位置分布的差异性。

１．２　 引用强度相关研究概述

一篇文献可能多次引用同一篇参考文献，
同一引文内容中有可能标注多篇参考文献。 参

考文献的引用次数体现了不同参考文献的重要

程度。 胡志刚定义引文的引用强度为“引文在

施引文献正文中被引用或提及的次数”，他计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上 ３５０ 篇 学 术 论 文 中

１０ ３８２条引文的引用强度，得到学术论文中引文

篇数和引用强度呈幂律分布的规律，利用引文

数和引用数的对比说明多次引用现象的普遍

性［５］ 。 Ｈａｓｓａｎｌ 等学者随机选择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的 ４６５ 篇学术论文，对得到的 １０６ ５０９ 条引文

内容进行分析，指出，如果论文多次引用一篇参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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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献，则表明这篇参考文献对该论文更重

要［１２］ 。 刘盛博和丁堃提出一个引文质量的评价

指标，即：Ｑ引文 ＝引文在文献中具体被引频次 ／ 引
文在参考文献中出现频次，他们认为 Ｑ引文 数值

越大，表明这篇文章被引质量越高［１３］ 。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引入图书引用强

度的概念，即为图书的被引次数与施引文献篇

数的比值，用于分析不同学科领域的引用强度

分布情况。

１．３　 引文内容长度与引用情感相关研究

引用内容长度是指引文内容的字符串长

度。 探究引用内容长度的分布情况，可以展现

每个学科领域的引用特色。 章成志等人对 ３９ 本

英文专著的引用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引文及其

上下文的平均长度主要分布在 １０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
字，较长的引文内容主要分布在专著的前半部

分，而且不同学科的引文内容及其上下文的平

均长度存在一定的差异［１４］ 。
引用内容的引用情感表明施引文献作者对

参考文献的引用态度。 显然，支持态度和否定

态度对图书影响力的评价具有不同的作用。 刘

盛博和丁堃将引用内容的引用情感分为正面引

用、负面引用和中性引用 ３ 类，他们利用线索词

对 ＢＭＣ＿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ｒｉｃｓ 期刊中 １４７ ８１７ 条引用内

容进行情感标注，结果显示 ６２ ８８％的引用为中

性引用，只有 ３ ５３％的引用是负面引用，表明研

究者更倾向对所引用的文献持积极态度［１３］ 。
Ａｔｈａｒ 和 Ｔｅｕｆｅｌ 选择 ２０ 篇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学

术论文的 １ ７４１ 条引文内容，利用不同方法对引

文内容的引用情感进行机器标注，结果发现：对
于负面引用数量，考虑引文内容上下文比只考

虑引文内容增加 ３ 倍，忽略引文内容上下文会

丢失很多引用情感信息［１５］ 。 Ａｂｕ－Ｊｂａｒａ 等学者

采用监督学习的方法，对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３０
篇学术论文在施引文献中的 ３ ５００ 条引文内容

及其上下文，进行情感标注，由于超过一半的引

用是中性的，他们使用两阶段分类方法，第一步

将引用分为主观和客观，第二步将主观引用分

为正面引用和负面引用，结果发现这种分类方

法更加直观［１６］ 。 Ｃａｔａｌｉｎｉ 等学者对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中的 １５ ７３１ 篇学术论文全文进行分

析，发现：４ ８８８ 篇包含负面的引用内容；１５ ７３１
篇论文对应的 ７６２ ３５５ 条引文内容中，有１８ ３０４
条负面引文内容（占比 ２ ４％），对应的１４６ ８９１
篇参考文献中， 至少有一次被负面引用的

占 ７ １％ ［８］ 。
可以看出，基于引文内容及其上下文对引

用情感进行标注，可以明显增加引用情感识别

的准确性。 此外，由于大部分引用属于中性引

用，利用机器标注的方法可能会忽略占比较少

的负面引用，因此，本文采取人工标注方法对引

文内容的情感类别进行标注。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基本思路

鉴于传统图书评价方法忽略引文内容信息

的不足，本文利用中文图书在施引文献中的引

文内容，分析不同学科领域图书的被引行为特

征。 研究思路为：首先，从在线图书电商网站采

集计算机、法律、医学、文学、体育五个学科领域

的图书元数据信息，然后依据学术搜索引擎采

集图书的施引文献相关信息；其次，从文献全文

数据库获取这五个学科领域图书的施引文献全

文内容，并提取其中中文图书被引用的相关信

息；接着，从引用位置、引用强度、引用长度、引
用情感等方面对引文内容进行分析；最后，研究

中文图书的被引行为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 具

体研究流程如图 １ 所示。

２．２　 数据获取

本文研究的图书元数据信息和图书施引文

献的元数据信息分别来源于亚马逊中文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ｍａｚｏｎ． ｃｎ ／ ） 和百度学术（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ｓｈｕ．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完成数据

采集工作。 目前主流的中文全文数据库如知

网、万方、维普等均存在部分文献未收录的情况，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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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引文内容的中文图书被引行为研究框架

相比以单一的中文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入口，
百度学术更可能覆盖所有施引文献的信息。 为

了尽可能地找到图书的所有施引文献信息，本
研究以百度学术作为检索入口，以中文图书的

元数据信息作为检索关键词，获取图书的施引

文献信息。 在选取图书的学科领域时，首先以

亚马逊官方网站提供的中文图书商品分类的一

级类目①为基础，同时考虑到一级类目与学科

分类类目的匹配程度以及自然学科和人文社

会学科的差异，最终以计算机、法律、文学、医
学、体育五个学科领域为例，通过文献全文数

据库获取图书引文内容数据集，通过以下两个

数据获取的步骤，构建中文图书的引文内容语

料库。
（１）根据图书在亚马逊中文网站上的评论

数必须大于或等于 １、图书在百度学术上被引次

数大于或等于 １ 并且图书必须包含目录信息的

原则，得到计算机、法律、文学、医学、体育五个

学科领域的图书 ６ ００６ 种。
（２）为了保证引文内容的准确性，采用人工

标注的方法获取这些图书被引的引文内容及其

上下文（即引文内容的前两句和后两句）。 但鉴

于人工标注方法的工作量大、成本较高，且６ ００６
种图书的被引分布存在差异，如被引次数在［０－

５］区间的较多，而被引大于 １５ 次的相对较少，
为使获得的引文内容数据更具有代表性，根据

图书被引分布，按比例（即 ６ ００６ 种图书在各被

引区间的分布比例）抽取各个被引区间（在选取

数据时，我们对引文的分布进行了分析，最后选

取了 ０—５，６—１０，１１—１５，１６—２０，大于 ２０ 作为

被引区间） 的图书共计 ５００ 种。 由于部分图书

的被引文献全文无法获取或全文中没有参考文

献标注痕迹，最终得到 ３９９ 种中文图书及其在施

引文献中的引文内容与上下文。 图书被引的具

体分布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引文内容语料库中图书的领域分布情况

学科领域
图书数量

（种）

被引文献

数量（篇）

总被引

数量（次）

计算机 ６９ ２６２ ２８４

法律 ８６ ４０８ ５４８

文学 ８２ ３９５ ６１４

医学 ９４ ４８０ ５８５

体育 ６８ １９８ ２５７

总计 ３９９ １ ７４３ ２ ２８８

１００

①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ｍａｚｏｎ．ｃｎ ／ ｇｐ ／ ｂｏｏｋ ／ ａｌｌ＿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ｒｅｆ ＝ ｓｖ＿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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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数据标注与处理

在人工标注的基础上，依据全文数据得到

引文内容的位置信息，通过引文内容语料库进

一步获取引文内容的强度、长度以及引用情感

等信息。 具体标注方案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引文内容特征标注说明

特征属性 类别 属性描述

引用位置

引言 介绍该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的章节

相关研究 概述与该文相关研究工作的章节

方法 说明该文所使用方法或手段的章节

数据 介绍该文数据来源的章节

实验 描述该文实验过程的章节

讨论 对该文实验结果进行解释与讨论的章节

结论 总结该文研究结论的章节

引用强度 Ｓ≥１ 图书被施引文献引用的总次数 ／ 图书的施引文献的总篇数

引用长度 — 施引文献中引文内容的字符串长度

引用情感

正面引用 引文内容反映出施引作者持有正面态度

负面引用 引文内容反映出施引作者持有负面态度

中性引用 引文内容不能反映施引作者的情感态度

（１）引文内容位置信息的标注

将引文内容位置（简称为引用位置）按照章

节类型详细划分为“引言” “相关研究” “数据”
“方法” “实验” “讨论” “结论”等七个部分。 在

标注过程中发现，文学和法律两个领域的施引

文献中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具有较大差异，难
以通过文献的章节标题来判断引用位置信息。
相对而言，体育、医学、计算机三个领域的文章

组织结构较为直观，作者写作风格较为接近。
因此，笔者对计算机、医学和体育等三个领域的

图书进行引用位置信息的标注，共得到 １ ０４５ 条

包含引用位置信息的引用数据。
（２）引用强度的计算

由表 １ 可以看出，每个学科领域图书的总被

引数量都大于施引文献数量。 有学者指出，一篇

文献在施引文献中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表明其重

要性越大［１１－１２］ 。 为此，本文利用引用强度指标来

度量给定文献的重要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Ｓ图书 ＝ Ｑ引用 ／ Ｑ引文 （１）

其中，Ｓ图书表示图书的引用强度，Ｑ引用表示图书

被施引文献引用的次数，Ｑ引文 表示图书施引文

献的篇数。 Ｓ图书值越大表明该图书的引用强度

越高。
（３） 引文内容长度计算与引用情感信息

标注

笔者依据引文内容语料库，将每条引文内容

的字符串长度，作为引文内容的长度。 将引文内

容的引用情感分为三类，即正面引用、中性引用

和负面引用。 采用人工标注方式得到图书被施

引文献引用的引用情感信息。 依据引文内容及

其上下文，对引文内容的引用情感进行评断，最
终给出情感类别。 表 ３ 为情感信息标注的样例。

通过引文内容及其上下文判断施引作者对

图书的引用情感，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
为保证人工标注结果的准确性，由三位标注者

独立完成引文内容的引用情感标注，并依据

Ｋａｐｐａ 系数作为一致性评价指标［１７］ ，对三位标

注者标注结果的一致性进行评估。 Ｋａｐｐａ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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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引文内容的引用情感标注样例

标注

类别

引文内容前的

第二句

引文内容前的

第一句
引文内容

引文内容后的

第一句

引文内容后的

第二句

领

域

正面

在宪政国家，宪
法规范所确认

的公民基本权

利，作为宪法基

本价值目标和

实现宪法基本

价值目标的手

段的统一，是宪

法至上的基本

内涵所在，是公

正社会秩序的

基 础 和 基 本

保障。

它 们 本 身 具 有

“超 级 法 ” 的 规

范效力，被视作

法律的普遍原则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约束作为民

意机关的立法机

关 的 具 体 立 法

活动。

诚如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杰克逊大

法官所言： “权利

法案的真正目的，
是把某一些东西

从政治冲突的此

长彼消下解放出

来，放置在一个民

众之多数和官府

都够不着的地方，
把它们确定为法

庭所依据的法律

原则。”

因此，立法机关

必须充分接受

这些基本权利

的约束，不享有

和不得行使凌

驾于这些基本

权利之上的权

力，这也是立法

机关的基本宪

法义务所在。

这就要求宪法应以

明确的方式承认，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

利可 以 约 束 立 法

机构。

法

律

负面

由于风速的不

确定性及其变

化较大，导致风

能转换系统是

一个具有参数

不 确 定 性 的

系统。

根据这个缺点，
有学者建立了风

能转换系统线性

参数变化（Ｌｉｎｅａ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ＬＰＶ ）模型。

然 而， 基 于 ＬＰＶ
模型增益调度控

制的设计需要求

解大量的线性矩

阵不等式 （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ＭＩ）组 ， 增加了

计算量。

Ｍｕｎｔｅａｎｕ 等 根

据风速的多时

间尺度特性，提
出风能转换系

统的双频模型。

该模型不仅可以保

证控制精度，而且

又避 免 了 在 求 解

ＬＰＶ增益调度控制

器的大量计算。

计

算

机

中性

与社会管理结

构系统相比，政
府管理结构系

统改革更多属

于政府职能转

变的范畴，而作

为社会事业，体
育管理体制中

的社会管理结

构系统改革才

是当前改革的

重点。

我国体育事业社

会管理结构系统

包 括 三 个 子 机

构：中华全国体

育总会、中国体

育科学学会和中

国 奥 林 匹 克 委

员会。

这些社会管理机

构尽管组织严密、
分工细致，在相关

职责范围内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但
结构性管理仍然

有进一步完善的

空间。

例如，中华全国

体育总会将管

理任务定为“指
导国家业余体

育运动”，其具

体任务由成立

之初的八项缩

减 为 目 前 的

三项。

国家体育事业日新

月异的实践发展经

验表明，中华全国

体育总会变更其结

构性管理内涵、缩

短其 管 理 任 务 外

延，却令其遭遇尴

尬，例如管理内涵

与其他机构重合，
管理外延又覆盖不

到 其 应 涉 及 的

领域。

体

育

计算公式如下：

Ｋ ＝ Ｐ（Ａ） － Ｐ（Ｅ）
１ － Ｐ（Ｅ）

（２）

其中，Ｐ（Ａ）代表标注结果一致性的实际观测值，
Ｐ（Ｅ）表示标注结果一致性的期望值。 若 Ｋ ≥

０ ８，则说明标注结果很可靠，若 ０ ８＞Ｋ＞０ ６７，则

表明标注结果较为可靠［１８］ 。 对三位标注者标注

结果两两之间进行 Ｋａｐｐａ 值计算，每个学科领域

最高的一致性结果分别为：计算机 ０ ６３３，文学

０ ７２６，法律 ０ ７２３，医学 ０ ８２７，体育 ０ ８０５。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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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不同学科领域标注的一致性结果不同，
高于可信一致性标准 Ｋ ＝ ０ ６９ 的有四个领域，
而计算机领域一致性只有 ０ ６３３，这可能是由计

算机领域引文内容数量较少导致的。 因为

Ｋａｐｐａ 系数对于标注频率低的对象更为敏感，所
以少量标注结果不一致也会降低标注结果的一

致性［１９］ 。
本文选取每个学科领域中 Ｋａｐｐａ 值最高的

两名标注者的标注结果，对不一致的标注进行共

同讨论分析，最终得到引文内容的引用情感标注

数据。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引用位置的结果分析

笔者对包含 １ ０４５ 条引用位置信息的引用

数据进行统计，得到不同领域中文图书在其施

引文献中的引用位置分布情况，结果如图 ２ 所

示。 计算机领域 ４３ ９７％的引文内容出现在“方

法”部分，其次是“引言” 和“相关研究” 部分。
医学领域 “ 讨论” 部分的引文内容占比达到

５１ ４２％，出现在“引言”部分占比为 ２１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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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领域的图书被引位置分布

而在体育领域，引文内容在“相关研究” 和“讨

论”部分的比重较大，均超过 ２０％。
从总体的引用位置分布情况来看，“引言”

部分包含的引文内容占全部引文内容的比例相

对较高，而在“数据” “实验” “结论” 等三个章

节，每个领域的占比均较低。 由于不同章节位

置所表达的引用功能不同，有的章节偏向研究

背景描述或方法论研究，而有的章节注重实证

分析，因此造成引文内容在不同章节分布的不

均衡。 另外，还可看出不同学科的“讨论”部分

的引文内容占比差异较大，尤其是医学和计算

机这两个领域的差异尤为突出。

３．２　 引用强度的结果分析

笔者对不同学科领域中文图书的引用强度

进行统计，并将其划分为 ４ 个区间，结果如图 ３
所示，其中“１”表示图书在施引文献中平均被引

１ 次，而“１—２”则表示引用强度大于 １ 小于等于

２，以此类推。
由图 ３ 可以看出：计算机领域引用强度为 １

的达到 ９１ ３０％，体育领域达到 ７７ ９４％，说明这

两个领域的图书在施引文献中绝大部分只被引

用 １ 次；而在法律和医学领域，引用强度在 １—２
之间相对较多。 相比较而言，文学领域出现较多

高引用强度的现象。

３．３　 引文内容长度的结果分析

对不同领域中文图书的引文内容长度，按照

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序，并对每篇论文进行编号，
得到图书被引长度分布情况。 五个领域的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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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领域的图书被引强度分布

本图书对应的全部引文内容中，仅有 １ ２８％的

引文内容长度分布在 ３６０—６００ 字之间，为了使

图表的对比结果更加直观，图 ４ 仅选取 ３６０ 字以

内的引文内容长度进行展示。 针对不同领域的

引文数量不对等问题，在图 ４ 结果的基础上，将
每个领域的引用长度按区间进行比例计算，结
果如 图 ５ 所 示 （ 图 中 横 坐 标 ２０ 表 示 区 间

（０，２０］，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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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领域的图书被引长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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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领域的图书被引长度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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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４ 可以看出：法律与医学、计算机与体

育，两两之间的引文内容长度较为相近，而文学

领域的引文长度相比其他领域则更大。 图 ５ 显

示五个领域在“４０—６０”字区间内均达到峰值，
占比为 ２３％左右，超过峰值后，引文内容数量逐

渐下降，整体的趋势显示绝大部分引文内容的

长度分布在“２０—１６０”字的区间内。

３．４　 引文内容引用情感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对引文内容引用情感结果统计发现：
不同情感类别的数据比例存在较大差异（绝大

部分引用情感为中性），这与 Ａｂｕ⁃Ｊｂａｒａ 等学者

研究中的情感类别分布情况较为相似，因此本

文借鉴 Ａｂｕ⁃Ｊｂａｒａ 等学者对引用极性的分析方

法［１６］ ，对引文内容引用情感按照两步分类的方

法展开分析。 首先，对中性引用和带有情感的

引用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其次，
将带有情感的引用内容进一步细分为正面和负

面引用，然后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４　 情感标注比例分布（％）

领域 计算机 法律 文学 医学 体育

中性比例 ８４ ２ ８３ ６ ８４ ９ ８５ １ ９３ ４

情感比例 １５ ８ １６ ４ １５ １ １４ ９ ６ ６

表 ５　 正面情感与负面情感比例（％）

领域 计算机 法律 文学 医学 体育

正面比例 ９１ １ ７６ ７ ９１ ４ ８７ ４ ９４ １

负面比例 ８ ９ ２３ ３ ８ ６ １２ ６ ５ ９

体育领域中性比例相对较高，达到 ９３ ４％，
其他领域带有感情色彩的引文数据仅占 １５％左

右，这与 Ａｔｈａｒ 针对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３１０ 篇论

文的 引 文 内 容 统 计 结 果 较 为 接 近 （ 占 比

１４％） ［２０］ 。 从表 ５ 可以看出，计算机、文学、医学

和体育领域，引文内容引用情感正面的比例约

为 ９０％，法律领域负面引用达到 ２３ ３％。 总体

而言，作者在引用中文图书时更倾向于表达正

面情感。

４　 讨论

图书作为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交流资源，研
究其被引行为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图

书的被引行为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用于评价图

书的学术影响力，还可以探索不同学科被引行

为的差异性，从而为不同学科的图书评价实践

提供参考依据。 当前，关于学术论文中引文内

容的 相 关 研 究 已 引 起 学 术 界 的 广 泛 关

注［４，５，１３，１９］ 。 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引文内容分

析的研究，尚未区分引文内容对应的参考文献

类型（如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等），笔者将这

些参考文献统称为非特定类型参考文献。 本文

针对图书与非特定类型参考文献在施引文献中

的引文内容，进行特征分布差异的分析。

４．１　 图书与非特定类型参考文献被引内容的特

征分布差异

（１）引用位置

从图书在施引文献中出现的位置分布情况

来看，计算机、医学及体育三个学科领域在“引

言” 部 分 占 比 相 对 较 高 （ 分 别 为 ２９ ７９％、
２１ ８９％、１３ ７９％）。 张梦莹等对 ＰＬｏＳ Ｏｎｅ 期刊

中 ６ 个不同学科的 ５ ３２０ 条引文内容数据进行

位置统计，结果表明位于“引言”部分的引文共

２ ３１８条，占比 ４３ ５７％ ［１０］ 。 这表明，作者在“引

言”部分，都较多地引用参考文献，但图书与非

特定类型参考文献的引用位置存在一定的差

异。 Ｓｏｍｂａｔｓｏｍｐｏｐ 等学者对 ３００ 篇临床医学领

域论文的引用位置进行标注，他们发现 ５１ ８％
的引用出现在“结果和讨论” 部分，其次为“引

言”部分［７］ （占比 ４２ ７％，实际上，Ｓｏｍｂａｔｓｏｍｐｏｐ
在该文中对“引言”部分的定义涵盖本文所标注

的“引言”与”相关研究”部分）。 本文对 ９４ 种医

学领域图书被引的统计结果表明，引用位置占

比最高的为“讨论”部分（占比 ５１ ４２％），其次为

“引言”与“相关工作”部分（占比 ２７ ４１％）。 这

表明，在医学领域，图书与非特定类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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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引文献中引用位置方面，具有一定程度上

的相似性。
（２）引用强度

胡志刚统计分析 ３５０ 篇 ＪＯＩ 期刊论文的引

用强度，结果表明：论文的引用强度分布呈负幂

律分布，期刊论文中平均每篇引文的引用强度

为 １ ５ 左右［５］ 。 图书被施引文献引用的强度大

多数分布在 １—２ 之间，而高引用强度的分布，不
同学科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 章成志等以生

物医学与生命科学、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两个大

类的 ３９ 种学术专著全文中包含的引文内容为数

据源，从引文内容特征角度研究学术专著引用

行为，发现多数学术专著中，引文内容的引用次

数和参考文献的比值集中在 １—１ ５ 之间［１４］ ，这
与本文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

（３）引用长度

通过引文内容长度的统计分析，发现五个

学科领域图书对应的引文内容长度集中在 ２０—
１６０ 之间。 虽然不同学科作者写作习惯不同，但
学科之间的引文内容长度的分布比较接近。 卢

超等针对 ６００ 篇图书情报领域的学术论文引文

内容数据，进行引文内容长度的统计，结果发现

学术论文的平均引文长度主要分布在 ５０—２００
之间［２１］ ，这一结果与本文研究结果较为相近。

（４）引用情感

根据图书对应引用情感的统计结果可知，对
中文图书引用的情感中超过 ８３％的为“中性引

用”；在带有情感的引用中，施引作者更倾向于

“正面引用”。 刘盛博等对 ＢＭＣ＿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ｒｉｃｓ
期刊中 １４７ ８１７ 条引用内容进行分析， 发现

６２ ８８％的引用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倾向，被
标注为“中性引用”，“正面引用”与“负面引用”
分别为 ３３ ５９％和 ３ ５３％ ［１３］ 。 陆伟等对“主题

模型”相关领域的 ２０ 篇文章的 ６７３ 条引文记录

进行标注，发现 ９６ １４％的引用为中性，“正面引

用”与“负面引用”分别为 １ ４９％和 ２ ３８％ ［１９］ 。
张梦莹等对 ＰＬｏＳ Ｏｎｅ 中 ５ ３２０ 条引文内容数据

进行情感标注，结果表明 ９６ ６４％的引文内容对

应的情感分析结果为中性，“正面引用”与“负面

引用” 占比分别为 ２ １２％ 和 １ ２４％ ［１０］ 。 这表

明，在引文内容的引用情感方面，图书与非特定

类型参考文献存在共同之处，即绝大部分的引

用为“中性引用”。 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在带情

感的引用中，图书与非特定类型参考文献相似，
都倾向于“正面引用”。

综上，图书与非特定类型参考文献在被引

文献中引文内容特征分布虽然存在细微差异，
但整体分布较为接近。 当然，由于本文调研数

据仅限于计算机、文学、法律、医学、体育五个领

域的 ３９９ 种中文图书，选取样本数据的数据量、
学科领域、语言因素都可能会导致结论上的部

分差异，因此以上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由于本文的理论和方法不依赖于特定语

种、特定学科或特定文献类型，所以也适用于其

他语种或其他学科的图书、学术论文等文献类

型。 因此，今后调研还需在领域或学科类别、语
言种类、图书数量等方面进一步扩展或增加。

４．２　 图书被引行为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差异

（１）引用位置

不同学科领域的引用位置分布存在差异，
这表明每个学科中文图书对应的引用位置分布

有各自明显的倾向。 与“方法”“讨论”两部分相

比，各领域在“引言”部分占比相对较高，且差异

相对较小。 计算机领域更多在“方法”部分引用

图书。 计算机科学是系统研究信息与计算的理

论基础及其在计算机系统中实现与应用的学

科［２２］ ，因此，计算机学科更偏向引用图书中相关

的方法、模型或算法等。 而医学领域有超过半

数的引用集中在“讨论”部分，有研究表明医学

论文的“讨论”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３］ ，这与

Ｂｅｒｔｉｎ 和 Ａｔａｎａｓｓｏｖａ 针对 ８０ ０００ 篇生物与医学

等领域学术论文的引文内容的统计结果［９］ 较

为相近，说明相同学科领域的位置分布较为

一致。
（２）引用强度

计算机与体育领域均有超过 ３ ／ ４ 的引用强

度值为 １，而在法律、文学与医学领域，引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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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 的引用数量占比在 ５０％左右。 引用强度值

在 １—２ 的，法律和医学领域相对较多，达到

４０％左右。 相比而言，文学领域高引用强度比重

较大，这与文学领域施引作者倾向于引用较多

的图书有关，由此导致图书在被引论文中的引

用次数比其他领域更多。
（３）引用长度

本文研究发现法律与医学领域、计算机和

体育领域，两两之间的引文内容长度分布比较

接近，而文学领域的引用长度明显偏高。 相对

而言，法律和医学这两个领域，会出现较多的案

例分析，在引用内容中会占用较多篇幅。 在文

学领域，施引作者倾向引用图书中的相关片段

进行详细解读，因此引文内容长度较其他领域

更长。
（４）引用情感

虽然每个学科领域大部分的引用情感为“中
性引用”，但体育领域的“中性引用”达到 ９３ ４％，
明显比其他领域略高。 在带有情感的引用中，每
个学科对图书的引用都偏向“正面引用”，而法律

领域的“负面引用”占比相对较大，导致这种现象

的原因可能为：在法律领域，施引作者常通过对

各种案例的研究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

与不足，因此在与不同作者的观点进行对比时，
更容易表现出否定的意见，从而产生负面引用。

综上，中文图书被引行为在不同学科领域

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也表明，在中文图书被引

行为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如图书的科学评价，也
应考虑不同学科或领域之间的差异。 如前文所

述，本文调研数据仅限于五个领域的中文图书，
图书被引行为的学科领域差异分析结果亦可能

存在局限性。 随着开放获取更加容易，学术图

书将更多地被下载、讨论和引用［２４］ ，因此在今后

拟扩展更多的学科或领域，获取规模更大的图

书被引行为方面的数据，从而得到更加全面的

学科差异分析结果。

５　 结语

本文以中文图书的施引文献为研究对象，从
引文内容的引用位置、引用强度、引用长度以及

引用情感等角度，研究中文图书被引行为，并分

析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差异性。 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中文图书对应的引文内容中，“引言”和“相
关研究”部分的引文所占比率较高，医学注重在

“讨论”部分的引用，而计算机注重在“方法”部分

的引用；中文图书对应的引文内容长度集中分布

在 ２０—１６０ 字之间，不同学科领域分布有一定的

相似性；中文图书被引的强度主要在 ３ 次以内；中
文图书的被引情感主要为中性，在对图书带有感情

色彩的引用中，施引作者更倾向于表达正面情感。
当然，中文图书被引行为的研究还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 在数据采集的过程，由于部分施

引文献无法获取全文，在语料库构建的完整性

与规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 此外，在引文内容

的数据分析方面，目前仅对引文内容的位置、长
度、引用强度进行频次统计，分析方法较为浅

层。 在后续的研究中，将扩大领域或学科类别、
增加图书数量，借助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

技术，结合科学计量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深入分

析引文内容的情感、引用功能、引用动机等语义

层面的引文信息，对图书的被引行为进行更加

广泛而深入的探索，以期为图书的科学评价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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