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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简要分析国内外高被引论文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国内外高被引论文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

理和归纳。研究发现，国内外高被引论文研究内容包括高被引论文的概念界定、分布特征与引用特征、学术影响力

及其科学评价作用、学科发展演进与前沿研究热点识别等方面。未来研究应加深研究深度，加强对高被引论文分

析法的可行性分析，创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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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高被引论文研究综述

高被引论文作为科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

关问题已成为当前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

题。从现有研究来看，高被引论文研究吸引了多学科研

究者的积极参与，不同学科从不同研究视角对高被引论

文展开不同层面问题的探讨，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成

果。为正确、及时地把握某一主题领域的研究内容，追

踪研究热点，既需要在期刊数据库中检索相关的文献，

又要掌握文献发表时间、作者、研究机构等信息，从不

同的角度诠释该领域研究现状的相关属性，以宏观地

把握研究领域当前的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简

要概述国内外高被引论文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构建高

被引论文研究内容和方向的整体框架，进而对国内外高

被引论文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全面详尽地

展示高被引论文领域的研究主题；并对国内外高被引论

文的研究视角、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进行评述，对今

后的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未来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应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现状概述

为提高论文数据的内容针对性和学术权威性，本

研究使用的外文文献来源于Web of Science，以“high*+ 
cite*+paper*”和“most*+ cite*+paper*”为检索词进行主

题检索，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精

炼，并按照标题等进行筛选，剔除与研究内容无关的文

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784篇。中文文献将中国学术期

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作为数据来源，以标题包含“高

被引论文”或“高影响力论文”为检索式进行高级检索

并剔除与研究内容无关和非核心期刊的文献，最终得到

有效文献204篇。上述检索日期均为2019年6月21日。

对上述文献发表时间进行分析发现，早在1995年
国内学者就开始了对高被引论文的研究，而国外始于

2000年。2007年以来，国内外关于高被引论文研究的文

献总体呈急剧增长态势，说明学者高度关注和重视高被

引论文的研究，并将保持这种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

国内文献主要发表在图情档等领域，学科背景较为单

一，而国外文献除图情档外还包括物理、医学等领域，

跨学科性和跨领域性较为显著；国内作者人数众多，但

分布离散、高产作者较少，缺乏深入性和持续性研究；

国外作者之间的合作十分密切，作者合作程度较高。此

外，国内外发文较多的机构大多为知名度较高和科研能

力较强的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但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

不均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中与分散现象。

论文的关键词是其内容的浓缩和提炼，频次高

的关键词代表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对该问题的关注热

度，关键词的词频越大，表明该关键词的热度越高，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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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关键词的使用频次能显示某领域学术研究的重

点与热点、发展脉络与方向等[1]。统计发现，“高被引

论文”“高影响力论文”“highly cited paper”等阐述

高被引论文概念界定的关键词，“作者分布”“统计分

析”等反映高被引论文分布特征的关键词，“引文分

析”“citation analysis”“citation classics”等反映高

被引论文引用规律的关键词，“学术影响力”“影响

因子”“impact”“impact factor”等反映高被引论文

的科学评价作用的关键词，“文献计量”“研究热点”

“bibliometric analysis”“Trend”等表明高被引论文

具备反映学科发展演进作用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较大，

其所代表的研究主题热度较高。这些高频关键词是国

内外高被引论文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术语，表征了该领

域的热点主题和发展方向。因此，高被引论文的概念界

定、高被引论文的分布特征、高被引论文的引用规律、

高被引论文的科学评价作用、高被引论文的反映学科发

展演进作用研究等主题，是国内外高被引论文研究领域

的重点与热点。

2  高被引论文的概念界定研究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基础。关于高被引论

文的概念，ESI数据库将高被引论文定义为近十年来被

引频次排在各学科领域前1%的论文[2]。《中国高被引分

析报告2012》将某学科在某一年里被引用过的论文中，

按照论文被引频次高低排序，排位在前1%的论文定义

为（该年）高被引论文[3]。Moed[4]认为高被引论文是指

被引频次相对较高、被引用周期相对较长的学术论文；

祝清松等[5]认为高被引论文指在某个统计时间段内，被

引用次数排在学科前列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学科的研究进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程刚[6]认为高

被引论文一般具有3个特征：①在阐述同一主题的论文

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理论突破；②抓住了本学科

研究近期和中期的关键性及本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对工作实践有较大的指导意义；③在理论上有相对的认

识超前性。可见，不同领域、不同时间的出版物和学者

基于不同的角度，关于高被引论文内涵的界定和具体表

述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高被引频次往往是突破性、创新

性研究成果的共有特征之一，这是学界的共识[7]。

在高被引论文的选取方面，目前学界在具体确定某

一学科或领域的高被引论文时多采用限定被引频次法、

百分比法[8]和普赖斯定律法[9]等。上述确定高被引论文

的方法显然只考虑论文被引频次的高低，而没有考虑发

表时间的先后，把不同年代发表的论文等同对待；且限

定被引频次或百分比主观性较强，缺乏理论依据；是否

所有学科或领域高被引论文的分布符合普赖斯定律有

待验证。事实上，论文的被引频次存在累积效应，论文

发表时间的长短对被引频次的高低有直接的影响：发

表时间越长，被引用的机会越多，被引频次就会相对提

高；但也并非发表时间越长，被引频次就越高，这与论

文的研究主题是否属于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在科

学发展中的重要程度有关。已有的研究表明，科研工作

者使用的引文大多是近二十年内发表的文献，中文文

献被引用的最佳年限一般为出版后的2~5年，外文文献

为3~8年，某学科或领域论文的被引篇数和总被引频次

的年份分布曲线呈现中间高两极低的正态分布[10-11]。对

此，Levitt等[12]给出了一个结合期刊和单篇文献的识别

指标“Composite Indicator”，杨国立[13]提出的“年均被

引频次”，Thelwall等[14]提出使用期刊影响因子的几何

或算数平均数作为高被引论文识别指标等，是对限定被

引频次、百分比和普赖斯定律等方法的改进。

3  高被引论文的分布特征研究

文献数量的时序变化是衡量某领域发展的重要指

标，绘制相应的分布曲线对文献分布进行历史、全面的

统计，对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动态，以及预测发展

趋势具有重要意义[15]。发文量是评价作者和机构科学

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作者及其机构与地区的

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各研究人员、机构和地

区在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学术水平和权威程度，了解

学科领域研究主体的水平分布及其合作情况。研究论文

的期刊和文献类型分布是揭示学科领域的重要期刊情

报源的有效方法，也能据此判断论文的整体质量。科学

基金是现今科学研究的重要公共资源之一，各主要大

国都在科学基金上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科学基金的资

助产出成果的定量研究有重要意义。可见，发表时间、

研究群体、期刊、文献类型以及基金分布情况等作为学

术论文的重要属性特征，对这些属性特征进行统分析，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诠释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在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分布方面，由于论文的被

引频次高峰一般出现在论文发表后的第2~4年，某些论

文则被持续引用多年，其被引篇数和总被引频次的年

份分布曲线呈现中间高两极低的正态分布[11]。刘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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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6]对高被引论文的类型进行研究，发现相对于一般

研究论文，特约综述性的文章尤其是综述特刊上的文

章和经过严格挑选的会议论文在高被引论文中占比较

大，且高被引论文在特刊上分布较多。另外，论文篇幅

越长、自引的增加、放入开放获取文档有利于论文的被

引[17]。在高被引论文的基金分布方面，苏林伟等[18]对16
个国家/地区的10个学科高被引基金论文进行了实证研

究，发现各国家/地区的高被引论文科学基金资助率在

不同学科存在结构差异；陈琼等[19]对护理核心期刊刊

载的临床护理类高被引基金论文的研究发现，高被引

论文以省级、市级、院级资助为主，部队资助论文受到

关注。针对高被引论文地区差异的研究发现，我国图书

馆学研究发展不均衡，高水平成果主要来源于少数经

济、文化发达的地区，高校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

机构[20]。虽然上述学者的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

但Seglen[21]和Larivière等[22]经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指

出，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其刊载的单篇文献的被引用频

次之间是弱相关的关系；Persson[23]通过对比国内外的

高被引论文的国际合作情况，发现国际合作不是论文高

被引的决定因素；王知津等[24]的研究发现，作者的影响

力大小与文章被引用数量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署名

单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向某些研究单位集聚的特征，

且高校层次与论文影响力的关系并未存在明显的关联

特征，是否属于基金项目产出的文章与高被引论文的形

成没有必然联系。

4  高被引论文的引用规律研究

文献间的引用性质主要分为正面引用、中性引用和

负面引用。高被引论文的引用行为中正面引用和深度引

用占绝大比例，但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引用和浅度引用，

中性引用和中度引用占有相当比例，引文中占多数的正

面引用和深度引用对论文质量具有评价作用[25]。在具

体文章类型的分析上，张磊[26]针对档案学的研究发现，

引用情感类型以正面引用为主，综述性和实践性的文

章多是中性引用，而具有商榷性和争鸣性的负面引用文

章很少。

对高被引文献施引规律的探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

析高被引论文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构成，科学认识论文高

被引与参考文献的关系以及丰富二者关系研究的学科特

性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Webster
等[27]认为参考文献的数量与被引频次相关，高被引论文

的参考文献数量明显比一般论文多。但梁春慧等[28]的

研究表明并非越是高被引论文，其参考文献数量越多。

同时，高水平的研究更多建立在高水平的研究基础之

上，高被引论文比一般论文更倾向于引用声望值和影响

因子高的期刊论文，而不是基于中等引用的论文[28]。但

随着被引频次的降低，其引用的高被引论文所占的比例

也在下降[29]。而姜磊等[30]研究表明，参考文献与被引频

次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参考文献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于

被引频次的论文评价指标。在高被引论文的下载使用方

面，Jahandideh等[31]对Science Direct的论文下载频次与

被引次数报告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指出一篇论文在某个

时间段的高下载量，很有可能是该文献高被引的预兆；

Harnad等[32]通过对英国医学期刊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文献下载量与被引频次呈强相关关系。

引文曲线是用来描述论文被引次数随时间变化规

律的一种曲线，绘制并进行引文曲线形状特征分析、特

征差异分析、分布状态分析和引文网络特征分析有利

于不同研究者找到研究同行、挖掘学科研究前沿、推进

学科发展，对此学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随着科学的

“睡美人”等被各国学者相继提出[33]，王海燕等[34]对高

被引论文、“睡美人”论文的10~20年被引用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发现高被引论文呈现持续增长型、显峰型、双

峰型、振荡型，“睡美人”论文则呈现持续增长型、显峰

型、双峰型、振荡型、稳定型的被引曲线模式，高被引

论文与“睡美人”论文的持续增长曲线表现出近乎一致

的增长速率和增长模式，但高被引论文平均早于“睡美

人”论文4年达到引用峰值，领域发展趋势与“睡美人”

论文被引曲线的走势一致。屈文建等[35]的研究发现对

于不同研究主题、不同作者的高被引论文引文曲线特征

存在差异，并认为高被引论文引文曲线特征可以用来识

别不同的研究方向和不同的研究团队。

5  高被引论文的科学评价作用研究

已有的研究表明，高品质论文不是最高被引论文，

但被引频次都高于学科平均被引；最高被引的论文品质

虽然不能肯定最优，但一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36]。高被

引论文对期刊影响力、影响因子有重要影响是学界的

共识：对作者而言，高被引论文意味着高学术影响力；

对期刊而言，高被引论文是期刊高质量、高水平的主要

贡献者，对期刊引证指标也有重要贡献；对机构而言，

高被引论文是评价其研究状况、学科研究特点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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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客观指标之一。

目前，国内外期刊评价的理论和实践都经历了长

期的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目前已经逐渐形成一套

比较成熟的理论方法和评价体系，如JCR、《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

版）》等。上述国内外较为成熟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均

将总被引次数视为评价论文学术质量与期刊学术水平

的关键标准，反映了期刊及其刊载论文的学术影响力，

体现了期刊刊载论文受关注的程度。档案学期刊的一

项研究表明，高被引论文对影响因子贡献度较高，前

5%的高被引论文对影响因子贡献最大达20.85%，最高

达59.86%，平均达37.32%[37]。可见，高被引论文的质量

决定了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深度，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决定

了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范围，高被引论文构成了期刊学术

影响力的核心，挖掘高被引论文有利于提高期刊的学术

影响力[38]。

对高被引论文的多形式多层面的统计与探析，可以

为全面深入了解某机构的研究方向、成果、水平、成员

等科研综合实力提供客观真实依据，这对建设自身机

构、分析他方机构都颇有益处。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发表

科研论文的情况是评估一所研究型大学学术水平的重

要指标之一，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反映了该学校的科研

是否具有较强的科研竞争力，高被引论文在科研绩效

评价[39]、科研影响力比较[40]和大学评价研究[41]中有广

泛的应用。朱星等[42]以北京大学历年来被SCI数据库收

录的科学论文为基础，着重分析了发表论文的被引频

次，进而深入分析北京大学理科各院系和研究人员的

学术成就，为大学的学术评估和科研发展战略的制订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袁心亿等[43]对以浙江大学图

书馆为第一作者单位并在该数据库内高被引论文进行

了统计，以探析其科研实力；周晓鸥等[44]对东华大学高

被引用论文进行多角度的统计和分析，客观评价其研究

状况、学科研究特点和学术影响力，展现东华大学的优

势学科及论文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以期为学校的学科

建设规划以及人才引进提供借鉴。

6  高被引论文的反映学科发展演进作
用研究

高被引用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与引领作

用，通常会在某研究领域内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和

有效利用。文献高被引现象的形成说明研究者对被引文

献观点和结论的高度认同，高被引论文集合了领域的核

心研究内容，分析、总结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高被引

论文的学术特征与共同特点，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学

科或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关注热点，为研究人员把握研

究方向以及期刊编辑的选题组稿提供参考。因此，基于

高被引论文的研究热点识别、反映学科发展演进已经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运用，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和

内容。

Small等[45]证实了文献被引数量对于评价学术影

响力的可靠性，并认为同被引聚类分析可以用来表示

某一学科或专题的研究结构和状况，对某学科和专题

的高被引论文的连续同被引聚类分析应该可以动态地

表示该学科和专题的变化情况。受Small启发，国内学

者崔雷[46-47]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认为连续、动态的高

频被引论文的同被引聚类分析能够反映某一专题研究

的结构及这些结构的发展过程，不同年代高被引论文

的连续同被引聚类分析不仅能反映这一主题客观上的

变化，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间里研究人员对该题目的认

识过程，当年高被引论文的主题词链聚类分析可以用

于预测某一学科研究的热点。秦卫平等[48]对高被引论

文与研究热点是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认为高被引论文具有学科导航作用，对相关学科和领

域也有一定的辐射功能，揭示着学科研究方向，体现了

学科研究热点。Martínez等[49]利用H-Classics对高被引

论文在社会网络中的特征进行分析，指出高被引论文与

其所在的学科属性和学科演化有关。莫富传等[50]从高

被引论文的广泛影响力、高被引论文与引证文献的主题

相关性、引证文献之间的主题相关性、高被引论文有较

大引文网络4个方面论证基于高被引论文研究热点识别

的理论依据。

在具体应用上，徐剑等[51]通过对新媒体研究领域

高被引论文的分析，追溯新媒体研究在中国近十年来发

展的历史脉络及其主题转换；高耀明等[52]运用内容分

析法对高等教育专题高被引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

行分析，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正从单一的思辨

研究趋向多样化，但思辨研究仍是主要方法；高燕等[53]

通过对《新闻记者》高被引论文的聚焦，来观察新闻传

播学专业期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发展与变迁；陆

晓曦[54]选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被引

频率高、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勾勒

出了10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及发展

脉络；季丹等[55]通过对中国网络舆情领域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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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发现中国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越

来越体现出学术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闫娟等[56]对国

内期刊编辑工作主题的高被引频次文章信息进行提炼

并汇总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分析目前关于该主题的研

究现状及相关信息。

7  高被引论文研究的评析与展望

7.1  研究评析

纵观高被引论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从学科领域、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方面总结归纳出现有研究的特点。

从学科领域上看，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研究视角

对高被引论文展开了不同层面问题的探讨，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研究成果。除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的文献

计量、科学研究管理领域的科学评价、出版领域的编辑

选题组稿等优势领域外，计算机、医学、生物、教育等

众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也针对本领域的高被引论文展开

了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多

维度的研究，为我们开阔眼界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成

果借鉴。从研究内容上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高被引论

文不同层面的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内容包括高

被引论文的概念界定与选取，高被引论文在发表时间、

研究群体、期刊以及基金与学科等分布特征的统计和

分析，高被引论文的引用性质、施引规律和引证规律的

探究，高被引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及其在期刊质量与机构

科研实力评价上的作用，高被引论文在揭示学科发展

演进、识别前沿研究热点的应用等。从研究方法上看，

词频统计与共现聚类分析法、数理统计分析法、引文分

析法、内容分析法、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法、社会网络

分析法和多维尺度分析运用较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在

高被引论文研究中存在明显交融趋势。

7.2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高被引论文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同

时，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综述，发现国内外高被引论文的

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突破这些不足是继续推进

高被引研究的关键。首先，虽然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对

高被引论文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引用规律及

其表现也进行了揭示，但尚未深入地分析高被引论文的

分布特征和引用规律的产生机理，未来研究应进一步

加深研究深度，加强对高被引论文特征背后的机理研

究。其次，高被引论文分析法已广泛应用于学科领域研

究热点与前沿的识别与分析，但对高被引论文与研究热

点是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这一问题尚未进行过系统的

实例论证，今后应加强对高被引论文分析法的可行性分

析，重点探讨高被引论文分析法应用于研究热点识别的

理论依据研究、主题识别方法研究和研究热点热度评

价研究。最后，以往学者多是基于文献计量或自身科学

领域的研究视角探讨高被引论文的某些特征和应用，

但由于高被引论文作为科学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必

然现象，既涉及文献计量学理论知识，又在关于科学发

展的科学学理论中有所体现，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涉

及的理论知识面较广，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进行多学

科的交叉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进行进一

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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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igh-Cited Papers

MO FuChuan  FENG CuiCui  SU Ling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choo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tatus,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high-cited pap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high-cited papers include 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method of high-cited pap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academic influence and the role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the hotspots 
identification of the frontier research.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epen the research depth and strengthen the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high-cited paper 
analysis method, innova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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