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2023年第19卷第9期

摘要：随着Web 2.0和社交网络的发展，补充学术成果评价的Altmetrics指标应运而生，已有研究表明

Altmetrics指标与被引频次之间存在相关性，但集成Altmetrics指标的论文高被引预测研究较少。因此，基

于引用理论，将Altemetrics指标与学术层面指标相结合，构建论文高被引预测的指标体系；选取ESI高被引

论文榜单，获取2022年4月经济与商业学科高被引论文合集，由此从Web of Science数据库获取论文集相关

的学术层面数据，并从Altmetric LLP平台获取论文集相关的Altmetrics指标数据；经过数据清洗和预处

理，共得到27 953篇论文数据，对比3种常用机器学习算法的论文高被引预测结果，得到最优的预测模型。研

究结果表明：相较于仅使用学术层面指标，引入Altmetrics指标的论文高被引预测效果更优；Altmetrics指

标中的在线阅读平台读者数对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最大，随后是学术层面指标中的期刊被引半衰期、论文首

次被引两年内被引频次、一作总被引频次。研究可以为探究论文高被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完善学术

成果的评价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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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传统学术评价和Altmetrics指标的论文
高被引预测研究

学术论文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公

认的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全球范围内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逐年指数级增长。对

学术论文影响力的评价关系着学术论文的影响力以及

学术研究者自身价值，由此成为研究机构或团体研究

能力的重要评判标准[1]。

高被引论文和高被引学者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

不少学术服务权威机构依托自身学术数据库推出学术

论文高被引影响力相关榜单，其中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每年发布的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
tor）高被引论文和高被引学者榜单受到全球范围的广

泛认可。基于旗下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学术论文

和引文数据，Clarivate Analytics构建了学术论文的科

学绩效指标ESI，评选出不同学术领域以及学科中被引

频次排名靠前的学术论文和学者。由此，国内外很多研

究机构和组织都依托ESI，将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和高

被引学者的数量视为科研水平和科研实力的象征[2-3]。

与此同时，伴随着Web 2.0的兴起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流

行，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及时传播与交流科研成果，从

而对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产生影响，由此Altmetrics应运

而生。以在线环境和网络平台的公开数据源为基础的

Altmetrics指标可以为度量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提

供参考[4-5]，但目前融合Altmetrics指标的高被引影响因

素研究较少。

本研究基于引用理论，首先将学术层面指标与Alt-
metrics指标结合，构建论文高被引预测指标；其次，选

取Clarivate Analytics旗下知名的Web of Science数据

库，以经济学与商业学科的论文集合为研究对象；最

学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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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采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论文高被引，旨在充分挖掘

论文高被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在理论上，一方

面拓展了预测论文高被引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有助于

构建和完善学术成果的多维评价体系。在实践上，研究

结果可以分别从学术层面和网络传播层面，为提升学术

成果综合影响力和完善学术成果综合评价方法提供指

导方向。 

1  文献综述

1.1  论文高被引相关研究

从被引频次出发，当前对高被引论文的定义和划分

采用绝对阈值和相对阈值两种方式[6]。以绝对阈值划

分时，固定数值是评价高被引论文的基准，将一时段内

被引频次在固定数值以上的论文认定为高被引论文。在

绝对阈值划分方式下，判定变得直接高效，但有可能出

现学科领域之间高被引论文的分布差异性，因为学术

论文引用率高的学科领域会产生大量的高被引论文，而

学术论文引用率低的领域内高被引论文会很稀缺。与绝

对阈值划分方式不同，相对阈值的判别逻辑是以学术

论文所在学科领域为比较范围，将该学科领域内被引频

次相对较高的论文视为高被引论文。

随着论文高被引判定标准逐渐明晰，研究者从不同

的学科领域出发，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作者维度、

期刊维度和论文维度分析高被引论文的特征[7-8]，以深

入探讨论文高被引的影响因素及其原因[9-11]。

1.2  Altmetrics 

伴随社交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通过

使用社交媒体开展学术活动，Altmetrics应运而生，可

以用于衡量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12]。Altmetrics
为测度论文影响力提供补充评价指标，其数据来源广

泛，有着高社会公众参与度，涵盖博客、新闻网站、政

府平台、社交媒体和在线文献管理软件等不同平台，因

此Altmetrics指标不仅可以从社交媒体角度解读学术

成果的社会影响力，还具有数据源开放、数据获取免

费、数据反馈及时和更新速度快的优势[13]。2010年以

来，Altmetrics的数据集成服务商以及指标工具逐渐发

展，由此研究者开始关注Altmetrics指标，研究和评估

Altmetrics指标在衡量学术成果影响力方面的价值。

论文被引领域的Altmetrics相关研究主要有两大

方向。①从Altmetr ics指标数据出发，将其视为学术

成果社会评价的数据来源，以构建评价学术成果影响

力的Altmetrics综合指标体系，由此将来自Altmetrics
平台的综合评分及其指标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验证了

Altmetrics指标的合理性[14]。②将Altmetrics指标引入

论文被引研究，探究Altmetrics指标与论文被引之间的

关系以及影响机制，证实在不同学科领域中Altmetrics
指标和论文被引频次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由此说明

Altmetrics指标可以作为传统文献计量指标的重要补

充。在此基础上，选取特定期刊的文献，自定义高被引

阈值，融合Altmetrics指标和传统文献计量指标预测论

文高被引。然而，研究对象的选取范围不广，研究数据

的代表性有待提升[15]。

1.3  综述评述

被引频次是学术成果的重要评价指标，高被引论

文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围绕论文高被引问题，目前研究

主要关注论文、期刊和作者这3个维度涵盖的学术层面

影响因素，不断丰富和完善学术层面的指标及其内涵。

随着Web 2.0和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来自网络和社交

媒体平台的数据为学术影响力评价提供了补充，由此以

Altmetrics指标为代表的社会影响力评价指标为学术

成果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已有研究证实Altmet-
rics指标与论文被引频次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并进

一步应用Altmetrics指标预测论文被引频次，但目前将

学术层面因素与社会层面因素结合的论文高被引影响

因素研究较少。

因此，本研究从ESI高被引论文出发，基于当前丰

富的Altmetrics应用服务带来的开放、丰富和可获取的

数据，将Altmetr ics指标与论文学术层面的指标相结

合，借助机器学习算法[16]，分别从学术层面和社会网络

传播层面探究论文高被引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性，为完

善学术成果的评价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2  基于引用过程概念模型的论文高被
引影响因素

2.1  引用过程概念模型

引用理论主要包括规范引用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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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学术产出或学术声望对论文的被引和传播也有

显著的影响[19]。由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作者指标，统

计在当前高被引论文发表之前作者的各维度指标值，

包括一作论文数、一作总被引频次、一作H-index、合作

者最大论文数、合作者最大总被引频次、合作者最大

H-index。
在期刊维度，从双向选择的角度出发，在学术成果

的传播过程中学术影响力高的期刊更容易吸引高质量

的论文，同样高质量的论文也更倾向于在高影响力期刊

上发表。研究发现，期刊的声誉和学术影响力对论文高

被引起到决定性作用[10]。由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期刊

特征，包括期刊总被引频次、期刊影响因子、期刊五年

影响因子和期刊发文数。其中，与影响因子相比，五年

影响因子更能反映期刊的长期影响力，因为它考虑了引

用时滞。此外，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提供的评价

指标，期刊维度的指标还包括期刊即时指数、被引半衰

期、特征因子得分和影响力得分。其中，即时指数是指

期刊当年发表论文的平均被引水平，衡量了期刊短期内

的热度和受关注程度。

2.3  基于引用过程概念模型的Altmetrics指标

以在线环境和网络平台的公开数据源为基础，

Altmetrics数据应用服务提供商提供多平台多渠道的

数据收集服务，使得Altmetrics指标不断丰富和完善，

为度量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提供了补充性指标。

由于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具有及时性和迅速性，

学术成果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被提及量、被收藏量等

具有一定相关性[26]，为了避免同类型指标高度相关对论

文高被引预测结果的影响，对各类指标进行保留或合

并处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Altmetrics指标，具体包括

社交平台提及量、百科提及量、在线阅读平台读者数、

搜索引擎检索量、开放新闻站点提及量、同行评议平台

提及量。

3  数据获取

3.1  学术平台选取

选取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ESI高被引论文为

研究对象。首先，Web of Science是全球具有权威性的

大型在线文献检索平台，数据库收录了万余种期刊中的

引用理论[17]。规范引用理论认为引用行为表示对同行

的认可，更多的引用意味着更大的认可，由此引用主要

取决于引用者对被引文献的感知价值。规范引用理论

假设引用出于对同行的认可，但社会建构主义引用理论

质疑这一假设的有效性，认为引用是复杂的过程，人们

更倾向于引用由学科领域内被认为更权威或更有声望

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作为研究结果和知识主张的论据

支持。

综合规范引用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引用理论的实

证研究，研究者提出了由三大核心要素组成的引用过程

概念模型，包括被引文献、引用过程、施引文献[17]。作为

核心要素之一的被引文献包含内容特征、作者特征、期

刊特征以及感知价值4个部分，其中感知价值可以分为

5类：认知价值、功能价值、条件价值、社会价值和情感

价值。认知价值定义为作者对被引文献满足知识需求

或信息需求的感知效用；功能价值定义为被引文献对

施引文献做出贡献的感知效用；条件价值是指感知效

用与社会群体或个人的特征有关；社会价值定义为特

定社会群体对被引文献的感知效用；情感价值定义为

被引文献引起的积极或消极情感的感知效用。

由此基于引用过程概念模型，针对被引文献这一

要素，从内容特征、作者特征、期刊特征以及感知价值4
个方面对论文高被引的影响因素展开讨论，其中：内容

特征、作者特征、期刊特征为学术层面的影响因素；由

于感知价值体现了被引文献的社会影响，可以用表征社

会影响的Altmetrics指标来衡量。

2.2  基于引用过程概念模型的学术层面影
响因素

在内容维度，论文内容质量是论文被认可的最重要

因素，论文的外部特征从形式和内容方面概括和展示

了论文的特点，对论文被引情况有一定程度的影响[11]，

与此同时，论文的早期被引特征也对论文被引预测有重

要作用[18-20]。由此，从特征完备性和代表性出发，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层面的特征[21-22]，包括论文页数、作

者数量、参考文献数量、首次被引的时间间隔、首次被

引当年被引频次和首次被引两年内被引频次。

在作者维度[23]，作者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对论文

早期被关注有重要的影响，尤其第一作者的学术声望

和产出[24 -25]经常被认为是论文影响力的关键影响因

素。随着对作者维度因素的挖掘，实证研究表明论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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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千万篇论文。ESI一般以10年为计算周期，每两个月

更新一次，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地区科研水平、机构学

术声誉、科学家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

面衡量，由此ESI高被引论文和高被引学者榜单为学界

广泛接受和认可，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其次，ESI划
分了22个专业领域，根据每个领域的学术论文的被引

用情况进行科学排名，提供筛选高被引和高热度论文

的各种层次，有助于快速查找特定领域的高被引论文

集合。最后，所有ESI高被引论文及其相关信息都可以

在Web of Science中快速检索，因此高被引论文具有可

得性。

3.2  Altmetrics指标平台选取

选取Altmetr ic LLP平台提供数据作为论文Alt-
metrics指标数据的来源。首先，Altmetric LLP平台是

目前市场上最大的Altmetr ics服务提供商，其旗下产

品集成了从众多渠道收集到的数据，可全面衡量学术

成果。在此基础上，通过加权将不同数据源集成到一

起，得出论文的综合性指标，由此数据涵盖面广且具

有代表性。其次，作为最早的Altmetrics服务提供商，

Altmetric LLP平台的Altmetric Explorer和Altmetric 
API分别提供了DOI和PubMed ID等标识符来追踪学

术成果，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需求申请相应的权限，进

而获取所需的Altmetrics指标数据集合，因此数据可得

性高。

3.3  论文集合的获取

选取来自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经济与商业学

科领域的论文集合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由于这个

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可观，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学科领

域与Altmetrics指标表征的网络传播和社会影响紧密

相关。

基于2022年4月的ESI榜单，筛选出经济与商业学

科领域的高被引论文集合，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

主标识符WOS号为检索标识，识别出共3 340篇高被

引论文，发表时间范围为2012—2022年，平均每篇被引

178次。在此基础上，以DOI为标识，根据高被引论文及

其作者信息，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获取作者

之前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将DOI作为关键字关联Alt-
metrics指标数据，得到30 916条论文数据记录；进行数

据清洗，排查异常值和重复值，最终得到27 953篇论文

的数据，其中高被引论文共有4 403篇，非高被引论文共

有23 550篇。

4  论文高被引预测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论文维度的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在论文早期被引特征中，论文首次被引的时间间隔最

小值为0，即发表当年即被引用，论文整体首次被引的

时间间隔平均为1.57年。论文首次被引当年被引频次平

均为3.36次，2020年发表于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文章“Use of CAR-Transduced Natural 
Killer Cells in CD19-Positive Lymphoid Tumors”首

次被引当年被引频次最高，为164次，因其作者涉及社

科领域而被收录至本数据集。论文首次被引两年内被

引频次最大为601次，是2021年发表于Asian Economic 
Papers的“The Global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Seven Scenarios”。由此可见，与疫情相关

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对作者维度的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合作者最大论文数均值是一作论文数均值的近3倍，

说明高被引论文的合作者处于持续发表论文的状态。

在论文影响力方面，第一作者之间总被引频次差距很

大，而H-index基于被引论文数计算，因而标准差相对

较小。

对期刊维度的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不同期刊的影响力水平相距甚远。Nature期刊总被引频

次最大，总被引频次为915 939次。Scientific Reports期
刊发文数最大，总发文数为21 179篇。

表1  论文维度指标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类  别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论文页数/页 1 198 18.29 12.39

作者数量/个 1 1 313 3.72 8.39

参考文献数量/篇 1 781 59.68 39.18

首次被引的时间间隔/年 0 30 1.57 0.90

首次被引当年被
引频次/次 1 164 3.36 4.47

首次被引两年内
被引频次/次 1 601 10.87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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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作者维度指标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类  别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一作论文数/篇 1 2 508 29.83 56.07
一作总被引频次/次 0 282 904 2 519.64 5 913.71

一作H-index 0 216 13.39 13.42
合作者最大
论文数/篇 1 3 090 74.48 119.73

合作者最大总
被引频次/次 0 324 883 6 282.41 12 635.28

合作者最大H-index 0 216 25.72 19.88

表3  期刊维度指标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类  别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期刊总被引频次 6 915 939 51 806.32 138 381.45
期刊影响因子 0 91 6.02 6.15

期刊五年影响因子 0 89 7.45 6.79
期刊即时指数 0 259 1.76 9.31
期刊发文数 62 21 179 620.94 2 208.06

期刊被引半衰期 0 37 4.11 5.49
期刊特征因子得分 0 12 0.65 2.27
期刊影响力得分 0 42 10.86 5.64

对Altmetrics层面的6个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如

表4所示。Altmetrics指标数据来自多个开放社交媒体

和网络平台，不同平台数据的覆盖度各不相同。在社

交平台被提及、在开放新闻站点被提及、在搜索引擎

被检索、在百科被提及、在在线阅读平台被阅读、在同

行评议平台被提及的论文分别有3 806（13.62%）、679
（2.43%）、747（2.67%）、27 953（100.00%）、27 953
（100.00%）、8 722（31.20%）篇。百科和在线阅读平

台数据覆盖度最高，但标准差较大，说明论文在这两个

平台上的影响力有较大差异。

表4  Altmetrics指标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类  别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社交平台提及量/次 1 511 2.47 14.75

开放新闻站点提及量/次 1 54 2.32 4.22

搜索引擎检索量/次 1 224 3.42 13.09

百科提及量/次 3 45 804 65.05 582.85

在线阅读平台读者数/个 0 74 303 247.07 699.51

同行评议平台提及量/次 1 656 7.31 21.96

4.2  预测与分析

4.2.1  预测模型应用

以随机的方式将完整的27 953篇论文的数据按

7∶3的比例划分成训练集和测试集，模型在训练集基础

上学习后，对测试集数据进行预测，并通过k折交叉验

证的方式获得稳定的模型效果，以进行模型的评估。

集成模型中，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

Adaboost和LGBM（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
chine）目前被广泛用于预测论文被引[11]，并且预测效

果良好，因此应用这3个模型预测论文高被引。首先，

设计两个预测论文高被引的方案：方案一仅使用学术

层面指标，方案二组合学术层面指标和Altmetr ics指
标。接着，比较两个方案预测结果的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27]，发现增加Altmetrics
指标后，RF、Adaboost和LGBM的RMSE分别降低了

16.8%、12.5%、20.3%。因此，相较于仅使用学术层面

指标，结合Altmetrics指标的预测效果更优。最后，根

据方案二组合学术层面指标和Altmetrics指标，分别采

用RF、Adaboost和LGBM预测论文是否高被引，3个模

型的评估指标[17]如表5所示。LGBM对论文高被引的预

测效果优于其他两个模型，这是由于LGBM能较好控

制模型复杂度，并能同时处理数据稀疏和数据集样本

不均衡问题。因此，LGBM将用于Shap值分析，进一步

探究各指标对论文高被引的影响程度。

表5  模型的评估比较结果

模  型 数据集 Accuracy F1 Score AUC

RF
训练集 0.930 4 0.717 4 0.966 1
测试集 0.914 9 0.659 2 0.943 0

Adaboost
训练集 0.930 6 0.734 9 0.961 8
测试集 0.918 7 0.692 0 0.947 8

LGBM
训练集 0.962 5 0.857 7 0.989 7
测试集 0.925 1 0.712 5 0.954 1

注：AUC，Area Under the Curve。

4.2.2  Shap值分析

Shap值通过衡量特征的边际贡献度对模型进行解

释，同时又能以可视化的形式对模型进行全局和局部分

析，因此可用于解释模型中各个特征的贡献[28]。

应用LGBM预测论文高被引，得到的Shap值如表6
所示。在线阅读平台读者数、期刊被引半衰期、首次被

引两年内被引频次对论文高被引的贡献排名前3，Shap
值分别为1.41、0.27、0.20。在线阅读平台读者数对预

测论文是否高被引的正向影响最大，说明读者数越多，

论文越有可能成为高被引论文。Altmetircs指标中，开

放新闻站点提及量和搜索引擎检索量对预测结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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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微，Shap值为0.01。百科提及量和参考文献数量的

Shap值分别为-0.05和-0.25，这说明百科提及量和参

考文献数量都会对论文被引产生负面影响[29-30]。

表6  各指标的Shap值

维  度 指  标 Shap值

论文

论文页数 +0.11
作者数量 +0.09

参考文献数量 -0.25
首次被引的时间间隔 +0.01
首次被引当年被引频次 +0.01
首次被引两年内被引频次 +0.20

作者

一作论文数 +0.02
一作总被引频次 +0.14
一作H-index +0.05

合作者最大论文数 +0.03
合作者最大总被引频次 +0.11
合作者最大H-index +0.06

期刊

期刊总被引频次 +0.08
期刊影响因子 +0.02

期刊五年影响因子 +0.04
期刊即时指数 +0.02
期刊发文数 +0.03

期刊被引半衰期 +0.27
期刊特征因子得分 +0.01
期刊影响力得分 +0.09

Altmetrics 

社交平台提及量 +0.07
开放新闻站点提及量 +0.01
搜索引擎检索量 +0.01
百科提及量 -0.05

在线阅读平台读者数 +1.41
同行评议平台提及量 +0.04

4.3  研究结论与实践建议

4.3.1  研究结论

首先，研究组合学术层面指标和Altmetrics指标，

提升了对论文高被引的预测效果，这是由于Altmetrics
指标代表着论文在社会网络中的传播影响力。尤其对

于经济与商业学科领域的研究论文，通过利用社交

媒体促进社会层面的传播与交流，可提高被引用的可

能性。

其次，研究发现Altmetrics指标中的在线阅读平台

读者数的Shap值最大，随后是期刊被引半衰期、论文首

次被引两年内被引频次、一作总被引频次。在线阅读平

台读者数是论文高被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

在线阅读平台的研究者数量众多，阅读数越多意味着

社会影响越大，论文也就更容易被研究者关注并引用。

再次，研究数据集合中的论文在社交媒体、开放新

闻站点、同行评议平台、搜索引擎中的数据覆盖度虽然

不足100%，但是相关指标对论文被引仍产生一定的影

响，并且其影响程度与数据覆盖度为100%的论文首次

被引的时间间隔、论文首次被引当年被引频次和期刊特

征因子得分相同。由此说明，在开放新闻站点或搜索引

擎中被提及或检索对论文而言十分重要。

最后，Altmetrics指标中，百科提及量对论文高被

引有负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百科提及有一定的滞后

性，纳入的论文未及时受到关注而未能被进一步引用。

与此同时，参考文献数量对论文高被引也有负面影响，

这说明高被引论文通常引用适当数量的参考文献。

4.3.2  实践建议

在提升学术成果综合影响力方面，无论是学者个

人还是研究团体、研究机构，都应重视在社交媒体和在

线阅读平台上的交流，打通学术平台与社交媒体平台，

由此扩大在社会网络传播方面的影响力，提高综合的

知名度，以进一步提升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在完善学术成果综合评价方法方面，除了需要关

注学术层面的评价指标，还应关注学术成果在社交媒

体平台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学术成果在社会群体中产

生的影响有着累积效应，由此应将社会大众对学术成

果的关注度纳入评价范围，进一步完善学术成果评价

体系，识别并传播更具价值和影响力的学术内容。

5  结语 

在研究视角方面，以往研究集中关注学术层面特

征。随着Altmetrics的发展，虽然已有研究在构建Alt-
metrics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网络传播对论文被引的

影响，但是将学术层面指标与Altmetrics指标相结合，

研究论文高被引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基

于引用理论，整合学术层面指标与Altmetrics指标，构

建预测论文高被引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说

明了集成Altmetrics指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研究数据方面，以往研究通常单独使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或Altmet r ics平台数据，本研究选取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作为学术层面指标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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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Altmetric LLP平台作为Altmetrics指标的数据来

源，由此整合学术数据源与网络传播数据源，促进了领

域的融合。

在研究数据集方面，以往研究通常针对某一特定

期刊或者特定年份的论文集，因而数据集的规模和代

表性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选取经济与商业学

科ESI高被引论文集，反向获取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的

所有学术论文，将两个集合集成在一起作为研究对象，

使得数据集更具多样性和代表性，由此更好地发挥机

器学习算法的优势，有效探究论文高被引的影响因素及

其影响程度。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主要

选取了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经济与商业学科论

文，未来研究可以选取来自不同领域、由不同学术数据

库收录的论文，以获得普适性的结论。其次，Altmet-
rics指标数据主要来自Altmetric LLP平台，虽然这个平

台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网络传播开源数据，但是平台仅

提供2010年后的公开数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根据论

文发表时间段动态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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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igh Citation Prediction of Papers by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Altmetrics Indicators

WU Bing  QI SiX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b 2.0 and social networks, Altmetrics indicators have emerged as supplementary evalu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Altmetrics indicators and citation frequency, but there is limited research 
on high citation prediction of papers that integrates Altmetrics indicator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it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mbines Altmetrics indicators 
with academic indicators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predicting high citation in papers. Then, the ESI highly cited paper list is selected to obtain highly 
cited paper collection of April 2022 in economic and business discipline. Thereby, academic data relating with the paper collection are obtain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and Altmetrics indicator data relating with the paper collection is obtained from the Altmetric LLP platform. After data cleaning and 
preprocessing, data of 27 953 papers are obtained,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ree common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re compared to get the optimal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using academic indicators alone, the integration of Altmetrics indicators yields better prediction of 
highly cited papers. The number of readers on online reading platforms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citation frequency of papers among Altmetrics indicators, 
followed by the journal’s citation half-life, the number of citations within the first two years after a paper’s initial citation,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itations 
as the first author among academic indicators. This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explor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high citation and their respective impact level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Paper Citation; High Citation Prediction; Altmetrics; Citation Theory;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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