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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主题视角下的科学论文被引影响因素 
差异性研究*

——以图书情报学科为例

傅柱　张倩　刘鹏

（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镇江 212100）

摘要：从学科主题角度探究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差异，为科研人员撰写和优化论文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

也为科研评价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以18种图书情报学CSSCI收录期刊在2011—2020年发表的43 228篇
有效论文为样本，运用LDA主题模型对论文摘要进行主题提取和识别，从总体、主题、主题分类3个角度采用

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年均被引频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学科主题间年均被引频次的影响因素存

在共性和差异性。基金资助、论文篇幅、论文年龄、下载量对年均被引频次的影响具有一致性，标题长度、关键

词数量、作者数量等因素对年均被引频次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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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分析 ·

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指标是指论文正式发表之后

被其他发表文献引用的累积频次，被引频次作为学术论

文的重要定量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论文质量，

利用被引频次来评判论文的质量也是最为常见的方

式[1]。一方面，大量的引用总是集中于少量的论文，80%
的引用来自20%的高被引论文；另一方面，大部分论文

的被引频次很少，甚至还有不少零被引论文。这一偏态

分布现象已成为学界的共识[2]。被引频次是评判论文质

量的重要因素，质量越高的论文越能够得到同行的认

可，被引频次相应更高。除论文自身质量以外，论文被

引频次还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论文质量难以准确测

量，但影响论文被引频次的外在因素的测量具有现实

的可行性。目前，学者们对论文被引频次外部影响因素

的研究较为成熟，但主要局限在单一学科的视角，未考

虑学科内部主题不同是否会使被引频次影响因素呈现

不同的结果。为此，本文从学科主题角度进行研究，以

期更加细致地了解不同主题研究成果的被引用情况。

希望能够为学术评价中的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研究提供

新的视角，为研究者实施科研活动和撰写高水平论文

提供参考。

1　相关研究综述

研究者们将文献被引频次的影响因素归纳为论文 
因素、作者因素、期刊因素，并针对这3类因素对被引

频次的影响展开大量研究。论文因素能够直接影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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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频次，常见的影响因素有参考文献、标题、论文篇幅

等。①参考文献影响被引频次的研究。Antoniou等[3]通

过单变量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评估了参考文献的数量

对被引频次的影响，结果表明参考文献的数量越多被

引频次也越多。Roth等 [4]提出了一种基于参考文献结

构的引文预测方法，指出了参考文献越新，论文越能够

获得更多的被引频次。②标题影响被引频次的研究。

Jacques等[5]研究标题与被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标

题的字数和标题的结构对被引率有影响。Rossi等[6]指

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论文的影响力，作者应有针对

性地选择准确且简洁的标题。③论文篇幅影响被引频

次的研究。张振伟等[7]通过研究指出，论文的版面数越

多，论文的被引频次越多，此外是否为重点专题论文以

及论文类型和学科分类也可能与被引频次有关联。

作者因素也会对被引频次产生影响，具体包括作

者数量、作者间合作关系、作者所属机构等。Leimu
等[8]在研究生态学被引频次的影响因素时指出，作者数

量对被引频次有影响。Borsuk等[9]认为被引频次与作者

的性别无关。论文的被引频次还与作者的声望以及作

者早期的被引频次有关，作者的声望和地位越高，被引

频次就越高。学者普遍认为合作网络能够影响作者获

取信息的能力，从而影响论文的影响力。部分学者对此

进行了实证研究，如杜建等 [10]对医学领域不同学科作

者的合作度与论文影响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

多作者、国际、机构合作的论文被引频次显著高于单作

者、国内和机构内合作论文。王崇锋等[11]探讨了合作网

络与知识网络的中心性特征与结构特征对被引频次的

影响，合作网络中心性特征对被引频次有显著的倒U型

影响。

期刊因素对被引频次的影响效果也十分显著，发表

在高影响力、高等级期刊上的论文更容易得到关注，有

很大概率能够成为高被引论文，这已经基本成为共识。

此外，随着期刊出版模式的发展和改变，论文是否开放

获取也会影响论文的受关注度和被引频次。其中，研究

者较多关注期刊影响因子对被引频次的影响。研究人

员倾向于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以

此获得更多的关注与引用。杨莉等 [12]在对被引频次的

预测研究中加入了期刊影响因子指标进行预测。

对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在论

文层面，大多数研究从标题长度、关键词的数量、参考

文献的数量、基金资助、论文的篇幅等角度展开；在作

者层面，主要从作者的数量、作者的年龄、作者之间的

合作关系、第一作者的发文量等角度展开研究；在期刊

层面，一般考虑期刊影响因子、期刊总发文量等。也有

少数学者会考虑到论文的主题特征，如主题排名、主题

规模、主题的多样性等 [13]。当融入主题因素进行评价

研究时，能更为精确地反映主题内部的影响力情况。国

外学者研究证明，主题对被引频次的影响十分显著，热

点主题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引用[14]。目前，随着数据挖掘

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国内外对主题的研究也相对

成熟，但是从学科主题角度对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研

究还不够普及[15-16]。属于同一学科领域的文献，由于研

究主题方向不同，受关注度也有差异。因此，本研究从

主题视角多层面研究各因素对被引频次的影响，揭示

不同主题下的共性影响因素和差异性影响因素，为科

研评价提供重要参考。

2　主题抽取与文献分类

2.1　数据采集与处理

（1）数据采集。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通过

高级检索依次在文献来源中输入期刊名称，主要选取

图书情报领域的18种CSSCI期刊，包括《大学图书馆学

报》《国家图书馆学刊》《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

践》《情报学报》《情报杂志》《情报资料工作》《图书

馆》《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建设》《图书馆论

坛》《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杂

志》《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选定在2011年1月1日—2020
年12月31日发表的期刊文献，共检索获得47 034篇文

献，以来源库、题名、作者、单位、文献来源、关键词、

摘要、发表时间、基金、年、页码等为自定义字段导出题

录数据。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缺失的数据通过Python程序爬虫获取，以年均被

引频次为因变量，以论文因素（标题长度、基金资助、

关键词数量、论文年龄、论文篇幅、中文参考文献占比、

参考文献数量、下载量），作者因素（作者数量、第一作

者发文量、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第一作者机构、跨单

位合作数量），期刊因素（期刊影响因子）为自变量获

取相关数据。具体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

（2）数据处理。去除征稿启事、选题指南、序言，以

及无摘要、无作者等无效文献，共获得有效文献43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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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参数设置为α=0.1，β=0.01，主题数量设置为8，迭代次

数为1 000。根据LDA模型生成的各研究主题，人工确定8

个研究主题标签。LDA模型主题提取结果如表2所示。

2.3　文献分类

利用LDA主题模型输出的主题概率分布，将每篇

文献分配到最相关的主题下，文献主题分类结果如表3

所示。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描

表1　变量选取和定义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作者因素

作者数量 文章的作者数量

第一作者发文量 文章第一作者总发文量

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
文章第一作者总下载量与 

发文量之比

第一作者机构
第一作者所属机构类型， 

1=其他机构，2=高校

跨单位合作数量 文章合作单位数量

期刊因素 期刊影响因子 文章来源期刊影响因子

论文因素

标题长度
文章标题长度， 

包括中英文字符总数

关键词数量 文章关键词数量

论文年龄 文章发表至检索时间的年份差值

论文篇幅 文章的页数

中文参考文献占比
文章中文参考文献与 

总参考文献数量的比值

参考文献数量 文章参考文献的数量

下载量 文章的下载量

基金资助
0=未获得基金资助， 

1=获得基金资助

因变量 年均被引频次
文章总被引频次与 
论文年龄之比

图1　研究框架

图2　主题困惑度曲线

图3　平均余弦相似度曲线

篇。汇总摘要作为语料库，运用jieba分词工具对原始语

料进行分词、去停用词。

2.2　LDA主题提取

利用LDA主题模型 [17]对摘要语料库进行主题提

取，在主题模型训练之前需要预先设定主题数量。困

惑度和余弦相似度是目前自然语言处理中常用的评价

指标。选取不同的主题数量，计算主题间的平均余弦相

似度和困惑度，困惑度的得分越低，说明模型的效果越

好。平均余弦相似度越小，主题的结构越稳定。困惑度

和余弦相似度的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

结合困惑度和余弦相似度的结果，确定最优的主题

数量为8个。使用sklearn库对数据进行主题建模，LDA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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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第一作者发文

量、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下载量标准差较大，呈现离

散分布。标题长度均值为19.92，作者数量均值为2.03，

表3　LDA模型主题文献分类（示例）

文献标题 主题类别 主题概率

儒法两家经典的 
共词分析与研究

文本挖掘

[0.222 000 36，0.004 386 27，
0.206 234 67，0.549 832 65，
0.004 386 55，0.004 386 89，
0.004 386 20，0.004 386 41]

基于文献调研的国内
外高校信息素养教学
内容与模式趋势探析

信息教育和 
科研素养

[0.347 980 69，0.007 246 93，
0.007 247 17，0.007 247 66，
0.007 248 51，0.007 247 62，
0.007 247 96，0.608 533 47]

新信息环境下高校信
息检索课教学方式的

优化策略

信息教育和 
科研素养

[0.002 873 73，0.002 874 81，
0.002 874 72，0.002 874 15，
0.002 874 34，0.138 440 18，
0.002 874 01，0.844 314 06]

北京地区高校学生
图书馆焦虑测量分
析——基于图书馆焦
虑量表的修订与验证

用户信息行为

[0.003 356 55，0.292 208 73，
0.003 356 06，0.003 357 37，
0.402 091 01，0.003 355 98，
0.003 356 23，0.288 918 07]

人文社科领域科学数
据使用特征分析——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
样本论文的实证研究

学术评价与 
文献计量

[0.544 495 95，0.047 083 65，
0.003 247 29，0.121 346 09，
0.003 247 22，0.003 247 39，
0.003 247 34，0.274 085 07]

表4　连续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别 变量名称 论文数量/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作者因素

作者数量 43 228 2.03 1.12 1.00 20.00
第一作者发文量 43 228 54.14 254.00 1.00 679.00

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 43 228 624.20 3 405.67 3.18 36 222.00
跨单位合作数量 43 228 1.41 0.68 1.00 11.00

期刊因素 期刊影响因子 43 228 3.26 0.93 1.95 9.29

论文因素

标题长度 43 228 19.92 6.24 1.00 61.00
关键词数量 43 228 4.03 0.99 0.00 15.00
论文年龄 43 228 8.02 3.20 3.00 13.00
论文篇幅 43 228 6.07 2.41 1.00 30.00

中文参考文献占比 43 228 0.70 0.29 0.00 1.00
参考文献数量 43 228 11.12 9.74 0.00 165.00

下载量 43 228 752.55 930.96 0.00 42 308.00
因变量 年均被引频次 43 228 2.34 3.48 0.00 83.00

表5　分类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类别 论文数量/篇 比例/%

第一作者机构

“双一流”高校 17 622 40.77
普通高校 18 436 42.64
其他机构 7 170 16.59

基金资助

国家级 15 466 35.78
省部级 5 038 11.65

其他基金 4 012 9.28
无基金 18 712 43.29

表2　LDA模型主题提取结果

主题类别 Top 20主题词

学术评价与 
文献计量

评价、分析、文献、领域、方法、专利、学术、 
指标、期刊、论文、学科、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

图书、作者、合作、理论、主题、影响力

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服务、发展、文化、高校、读者、建设、
模式、社会、空间、分析、方面、活动、文章、 

问题、工作、内容、事业、合作、制度

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传播、事件、社会、研究、分析、 
应急、古籍、危机、突发事件、过程、编目、 
书目、文献、政务、藏书、话题、问题、历史

文本挖掘
方法、模型、数据、主题、结果、语义、分析、 
文本、特征、分类、算法、领域、检索、技术、 

关系、实验、研究、利用、本体、结论

用户信息行为
用户、信息、影响、研究、因素、模型、移动、 
分析、理论、网络、方法、过程、社交、媒体、 

结果、社区、平台、结论、关系、公众

图书馆建设

资源、数字、图书馆、建设、文献、服务、信息、

系统、分析、问题、平台、智库、高校、机构、 
方面、网站、技术、利用、数据库、文章

企业和政府 
情报分析

信息、情报、企业、分析、政府、技术、发展、 
过程、政策、管理、研究、竞争、理论、方法、 

国家、机制、协同、结果、体系、基础

信息教育和 
科研素养

数据、教育、学科、信息、高校、科研、素养、 
科学、馆员、分析、专业、能力、课程、团队、 
研究、教学、方面、数据管理、学生、调查

跨单位合作数量均值为1.41，期刊影响因子均值为

3.26，关键词数量均值为4.03，论文年龄均值为8.02，论
文篇幅均值为6.07，中文参考文献占比均值为0.70，参
考文献数量均值为11.12。第一作者机构大多为“双一

流”高校以及普通高校，占比分别为40.77%、42.64%。

受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论文占比35.78%。

（2）多重共线性检验。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

性会对回归的结果产生影响。为了避免由变量之间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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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 lation Factor，VIF）进行

检验，VIF值均小于5。因此，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

的共线性问题，可以将数据导入回归模型进行实证

检验。

表6　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

变量 
名称

作者 
数量

第一作者 
发文量

第一作者 
平均下载量

跨单位 
合作数量

期刊影响 
因子

标题 
长度

关键词 
数量

论文 
年龄

论文 
篇幅

中文参考 
文献占比

参考文献 
数量

下载量

作者数量 1.000
第一作者发文量 0.164** 1.000

第一作者 
平均下载量

0.323** 0.242** 1.000

跨单位 
合作数量

0.461** 0.117** 0.018** 1.000

期刊影响因子 0.198** 0.119** 0.191** 0.122** 1.000
标题长度 0.110** 0.010** 0.100** 0.050** 0.047** 1.000

关键词数量 0.151** 0.089** 0.162** 0.105** 0.114** 0.145** 1.000
论文年龄 –0.162** –0.019** –0.206** –0.117** –0.029** –0.153** –0.165** 1.000
论文篇幅 0.163** 0.058** 0.197** 0.116** 0.088** 0.078** 0.153** –0.504** 1.000

中文参考 
文献占比

–0.059** –0.038** –0.071** –0.046** –0.043** –0.006 –0.055** 0.124** –0.192** 1.000

参考文献数量 0.151** 0.046** 0.148** 0.098** 0.166** 0.079** 0.114** –0.382** 0.517** –0.053** 1.000
下载量 0.121** 0.035** 0.131** 0.069** 0.153** 0.057** 0.091** –0.273** 0.410** –0.057** 0.345** 1.000

VIF 1.290 1.005 1.002 1.249 1.073 1.037 1.062 1.342 1.581 1.026 1.357 1.096

注：分类变量未放入表中；**表示在5％水平（双边）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著相关性导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回归分析之前需

要对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进行检验。采用Spearman
相关系数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如表6所
示。可以看出，大部分相关系数较小，进一步采用方

3.2　学科总体视角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
分析

年均被引频次密度分布图（见图4）显示，年均被引

频次呈左偏态分布，这意味着大部分数据点集中在数

值较低的一端，而数值较高的数据较少。

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样本的方差大于均值，可

能存在过度离散现象，不符合泊松回归模型的要求，

因此选择负二项回归模型。使用负二项回归和零膨胀

负二项回归进行数据分析与验证，采用赤池信息准则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贝叶斯信息准

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进行模型的

检验。AIC与BIC相类似，是衡量统计模型拟合优良性

的准则，定义式如式（1）和式（2）所示。

AIC 2 2= − +V l p  （1）

BIC 2 ln = − +V l p n  （2）
式中：l为对数似然值，p为模型的参数数量，n为观

测样本数量。AIC、BIC值越小，模型拟合的效果越好。

AIC、BIC值拟合结果如表7所示，负二项回归的AIC、
BIC值略低于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最终选择的回归模型

为负二项回归。

负二项回归的似然比统计量为35 540.37，表明模型

与零假设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模型整体是显著的；R²为
0.201 8，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可以接受。总体视角下年均

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z为
模型统计量，P小于0.1则变量的影响显著。大多数解释变

图4 年均被引频次密度分布图

由于年均被引频次呈现偏态分布，传统的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并不合适。年均被引频次属于离散型变量，

取值是典型的计数型，因此考虑计数型回归分析。为了

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使用Stata 18.0软件[18]的泊松回

归、负二项回归、零膨胀泊松回归、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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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呈现显著影响，说明整体回归效果比较好。在1%水平

下，作者数量、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基金资助、期刊影

响因子、论文篇幅、中文参考文献占比以及下载量均对

论文年均被引频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第一作者发文量

在10%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论文年龄在1%水平下

对年均被引频次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标题长度、第一作

者机构、跨单位合作数量、关键词数量、参考文献数量在

1％﹑5％﹑10％的水平（双边）下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7　AIC、BIC值拟合结果

模型 观测样本数量 空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自由度 AIC值 BIC值

负二项回归 43 228 –88 061.86 –70 291.68 16 140 615.4 140 754.1

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43 228 –88 061.86 –70 291.68 18 140 619.4 140 775.5

表8　学科总体视角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

类别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误差 zz PP

作者因素

作者数量 0.015 115 3 0.003 723 3 4.06 ＜0.001

第一作者发文量 0.000 014 5 0.000 008 3 1.76 0.078

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 0.000 003 2 0.000 000 6 5.28 ＜0.001

第一作者机构 –0.000 568 7 0.011 218 3 –0.05 0.960

跨单位合作数量 0.007 995 6 0.005 765 2 1.39 0.165

期刊因素 期刊影响因子 0.021 478 3 0.004 723 3 4.55 ＜0.001

论文因素

标题长度 0.000 947 5 0.000 596 7 1.59 0.112

基金资助 0.118 954 8 0.008 243 4 14.43 ＜0.001

关键词数量 –0.000 881 4 0.003 840 9 –0.23 0.818

论文年龄 –0.103 072 4 0.001 425 4 –72.31 ＜0.001

论文篇幅 0.024 425 5 0.002 039 2 11.98 ＜0.001

中文参考文献占比 0.167 481 9 0.014 463 8 11.58 ＜0.001

参考文献数量 0.000 624 5 0.000 432 0 1.45 0.148

下载量 0.000 703 7 0.000 011 5 61.37 ＜0.001

截距 0.349 381 5 0.034 288 1 10.19 ＜0.001

3.3　学科主题视角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

分析

受篇幅所限，对8个学科主题进行负二项回归的

过程不一一列出，各个回归模型的简略汇总结果如表9

所示。

从表9可以看出，不同主题下年均被引频次的影响

因素存在一定差异。

（1）作者因素。总体回归结果显示，年均被引频次

与作者数量、第一作者发文量、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显

著相关。然而，学科主题回归的发现与之不同。①作者

数量对年均被引频次的显著正向作用只体现在学术评

价与文献计量、网络舆情、文本挖掘3个主题中。在学术

评价与文献计量主题下，较多的作者数量可能反映了

团队合作，学术评价领域注重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估、测

量与分析，多作者合作可能提升了研究的可信度和影响

力；网络舆情主题通常涉及公众关注度较高的话题，作

者数量多，论文可能反映了多方面的专业意见和观点，

能吸引更多的引用；文本挖掘主题涉及复杂的文本数

据，相关研究需要全面和深入的数据分析，多位作者之

间的合作可以加强数据的多维度分析，也有助于提出

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解决方案，进而吸引更多的引用。

②第一作者发文量在各主题下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第一作者发文量对论文被引频次没有显著影响。

③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对年均被引频次的显著正向作

用体现在图书馆服务、信息教育和科研素养、企业和政

府情报分析3个主题中。第一作者的平均下载量较高，

表明该作者的论文受到更多的关注，这对该主题论文

学术影响力的提高有帮助。虽然第一作者机构、跨单位

合作数量在总体回归中没有体现出显著作用，但是在

文本挖掘主题中第一作者机构对年均被引频次具有正

向作用，企业和政府情报分析主题中第一作者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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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被引频次具有负向作用，而跨单位合作数量仅在信

息教育和科研素养主题中对年均被引频次具有正向作

用。在信息教育和科研素养主题中，通过跨单位合作能

够结合不同领域和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资源，提升

研究的多样性和深度，从而提升研究的创新性和学术

质量。

（2）期刊因素。在网络舆情、用户信息行为2个主

题下期刊影响因子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

明期刊影响因子在这2个主题下对年均被引频次具有正

向作用，但其影响在其他主题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3）论文因素。基金资助、论文年龄、论文篇幅、

下载量的分主题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中

文参考文献占比仅在文本挖掘、企业和政府情报分析

2个主题下对年均被引频次没有显著影响，在其他6个
主题中对年均被引频次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标题长度仅

在网络舆情主题中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网络舆情主题涉

及公众关注和信息传播，较长的标题可能更能够吸引

注意，长标题倾向于包含更多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与

当时的热门话题相关，进而增加被引用的可能性。参考

文献数量在学术评价与文献计量主题下对年均被引频

次有显著负向作用，在信息教育和科研素养主题下具有

显著正向作用。在学术评价与文献计量主题下，研究往

往涉及大量的文献引用和计量分析，引用的大量参考文

献未必对新的研究有直接的贡献，从而影响了学术影

响力。信息教育和科研素养主题涉及科研实践等方面，

引用的文献有助于建立坚实的理论和知识基础，体现

了研究者对该领域主题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能增强研

究的可信度和引用价值。

通过对不同主题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分

析，可以看出学术研究在不同主题下表现出显著的差

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各主题研究特定的引用习惯，解释

了不同因素在提升论文学术影响力方面的具体作用。通

过深入理解这些因素在特定主题中的作用机制，能够

帮助学者提升学术影响力。

3.4　主题热度分区视角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

因素分析

学者们往往以发文量和引文量为考察学科主题影

响力的基本指标 [19-20]。然而，不同主题文献的外部特

征、研究内容等具有较大差异。因此，进一步探究不同

主题热度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差异情况。参考

李秀霞等 [21]的研究，统计各研究主题的逐年累计引文

量和发文量。设有R个主题，统计某年某个主题的引文

量与发文量之比Er（r=1，…，R），某年所有主题对应

文献引文量与发文量之比Dr，根据Er、Dr计算引文等级

qrt，如式（3）~式（5）所示。

表9　学科主题视角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

类别 变量名称
学术评价与

文献计量

图书馆 
服务

网络舆情 文本挖掘
用户信息

行为

图书馆 
建设

企业和政府

情报分析

信息教育和

科研素养

作者因素

作者数量 + +++ ++

第一作者发文量

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 +++ +++ +

第一作者机构 + -

跨单位合作数量 +

期刊因素 期刊影响因子 +++ +++

论文因素

标题长度 +

基金资助 +++ +++ +++ +++ +++ +++ +++ +++

关键词数量 +

论文年龄 --- --- --- --- --- --- --- ---

论文篇幅 +++ +++ +++ +++ +++ +++ +++ +++

中文参考文献占比 +++ +++ +++ ++ +++ +++

参考文献数量 - ++

下载量 +++ +++ +++ +++ +++ +++ +++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符号为正；---、--、-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

验，并且系数符号为负；空白表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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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i表示第i篇论文的引文量，Nr表示某年第

r个主题发文量；Cir表示第r个主题、第i篇论文的引文

量，N表示某年所有主题发文量；t表示时间段（t=1，
2，3，……）。

某研究主题在某年的发文量记为Nrt，对qrt、Nrt的

值与时间段进行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得到与时间

段的相关系数，建立战略坐标系。发文呈现递增趋势、

引文也呈现递增趋势则划分在热门分区，发文呈递减

趋势、引文呈现递增趋势划分为潜力分区，发文呈递减

趋势、引文呈现递减趋势划分为衰退分区，发文呈递增

趋势、引文呈现递减趋势划分为冷门分区。将各主题划

分到不同的分区，探究不同热度分区下年均被引频次影

响因素是否存在一定差异。图书情报学主题热度分区图

如图5所示，将8个主题分类到各分区下，横轴表示的是

发文趋势，纵轴表示的是引文趋势。第一象限发文量大、

被引频次高，代表热门分区，包括用户信息行为主题、文

本挖掘主题；第二象限发文量小但被引频次高，代表潜

力分区，包括企业和政府情报分析主题；第三象限发文

量小、被引频次低，代表衰退分区，包括网络舆情主题、

图书馆服务主题、图书馆建设主题、学术评价与文献计

量主题、信息教育和科研素养主题；第四象限发文量大、

被引频次低，代表冷门分区，目前无主题划分，说明图书

情报学科的主要研究主题均处于较高热度。

图5　图书情报学主题热度分区图

主题热度分区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负二项回

归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从作者角度看，作者数量在热

门和衰退分区下对年均被引频次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在潜力和衰退分区下对年均被引频

次具有正向作用，第一作者机构在潜力分区中对年均被

引频次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第一作者发文量、跨单位合

作数量对年均被引频次没有显著影响。从期刊角度看，

期刊影响因子仅在衰退分区下对年均被引频次具有正

向作用。衰退分区下，影响因子高的期刊能够显著提升

论文的关注度，衰退分区的发文趋势和引文趋势均在减

弱，受关注较少，而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能够增加

被引用的机会。从论文角度看，基金资助、论文篇幅、下

载量在3个分区都具有正向作用，但标题长度仅对衰退

分区论文年均被引频次具有正向作用。长标题通常能清

楚地描述研究内容，从而吸引更多的引用，尤其在衰退

分区下，长标题更为重要。中文参考文献占比在热门分

区和衰退分区中均具有正向作用，关键词数量在各分区

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论文年龄在各分区中均

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分区的差异，

学者可在不同分区主题下制定有效的研究和发表策略。

3.5　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不同主题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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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主题热度分区下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

类别 变量名称 热门 潜力 衰退

作者因素

作者数量 +++ +

第一作者发文量

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 +++ +++

第一作者机构 -

跨单位合作数量

期刊因素 期刊影响因子 +++

论文因素

标题长度 +

基金资助 +++ +++ +++

关键词数量

论文年龄 --- --- ---

论文篇幅 +++ +++ +++

中文参考文献占比 ++ +++

参考文献数量

下载量 +++ +++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符号为正；---、--、-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

验，并且系数符号为负；空白表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定性，进一步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

检验。由负二项回归模型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

结果可知，两个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显著性水平具有一致

性，在主要影响因素如标题长度、作者数量、第一作者

平均下载量、跨单位合作数量、期刊影响因子和中文参

考文献占比等变量上结果是一致的。将不同主题的数

据分成2011—2015年、2016—2020年两组分别进行负

二项回归，发现基金资助、论文年龄、论文篇幅、下载量

对年均被引频次的影响均保持一致。由于时间段的划

分，标题长度、关键词数量、作者数量等因素的作用存

在差异。

4　结论与启示

以图书情报学18种CSSCI收录期刊为研究对象，采

集了2011—2020年的共43 228篇有效论文相关数据。采

用LDA主题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方法从学科主题的角度

探究论文外部特征与年均被引频次的影响关系，得出以

下结论。

（1）从学科主题角度看，不同主题下年均被引频

次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作者数量在学术评价与

文献计量、网络舆情、文本挖掘3个主题中显著正向影

响年均被引频次；第一作者发文量在各主题中均无显著

影响；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仅在图书馆服务、企业和政

府情报分析、信息教育和科研素养主题下有显著正向作

用；第一作者机构在文本挖掘主题下有正向作用，在企

业和政府情报分析主题下有负向作用；跨单位合作数量

在信息教育和科研素养主题中有正向作用；期刊影响因

子在网络舆情和用户信息行为主题中有显著正向作用；

中文参考文献占比在多数主题中有显著正向作用；标题

长度在网络舆情主题中有显著正向作用；参考文献数量

在学术评价与文献计量主题中有显著负向作用，在信息

教育和科研素养主题中有显著正向作用。

（2）从主题分类角度看，图书情报学研究主题分

为热门、潜力和衰退3类。热门分区包含用户信息行为、

文本挖掘2个主题；潜力分区包括企业和政府情报分析

1个主题；衰退分区包括网络舆情、图书馆服务、图书

馆建设、学术评价与文献计量、信息教育和科研素养

5个主题。各分区下作者数量、第一作者平均下载量、

第一作者机构、期刊影响因子等影响因素的作用均存

在差异。相比热门分区和潜力分区，衰退分区论文年均

被引频次还受到标题长度和期刊影响因子的显著正向

影响。

（3）从学科总体、学科主题、主题热度分区3个层

次探究年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发现基金资助、论文

篇幅、论文年龄、下载量对年均被引频次的影响均保持

一致。

本研究结论对科研工作者开展科研活动、撰写论

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①不同主题下被引频次影响

因素存在差异，因此科研工作者可以根据所研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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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观察当前的研究主题受哪些特定因素的影响，有针

对性地进行合理规划，从而提升论文的学术影响力。

②根据论文的发文趋势和引文趋势将主题归为热门、

潜力、衰退分区，能够帮助科研工作者了解当前研究态

势。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可优先考虑热门分区主题，并对

潜力分区的研究主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衰退分区

研究主题则可通过有效的研究策略和学术合作，挖掘

未来发展的新机遇。相对于热门和潜力分区，衰退分

区下论文的年均被引频次还受到标题长度、期刊影响

因子的影响。衰退分区主题论文应注意优化标题表达

和期刊选择，从而提高学术影响力。除此之外，本研究

还可以为科研评价体系提供更为多样化的评估标准，

促进科研评价体系的完善。科研管理者也可以根据研

究主题的特点，调整评价指标和权重，以更全面地评估

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更准确地挖掘各主题下的高质量

论文。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选取主题数量

有限，无法全面地覆盖图书情报学领域全部的研究主

题，未覆盖的研究主题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影响因

素。数据收集时间范围限定在2011—2020年，尽管覆盖

了较长的研究时间，但是未能捕捉到最新的研究动态

和新兴研究主题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研究的

重点可能发生变化，新兴主题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因素

和发展趋势。后续研究可考虑细化引用时间，深入挖掘

各主题影响因素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此外，本研究较

为全面地考虑了论文外部因素对被引频次的影响，但论

文的研究方法、创新性、新颖性等内部因素未纳入分析。

后续研究可利用文本挖掘和语义分析技术，将内外部因

素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模

型建立预测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预测结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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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itation in Scientific Pap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Theme: An Empirical Stud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Zhu  ZHANG Qian  LIU 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100, P. R. China)

Abstract: Examin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itation frequ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themes can provide targeted guidance for researchers 
in writing and optimizing their papers, and als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idea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This study uses 43 228 valid papers 
published in 18 CSSCI-indexed journal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2011 to 2020. By applying the LDA topic model to extract and identify themes 
from paper abstracts, and using a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we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nnual citation frequency from overall, 
thematic, and thematic classification perspectives. The findings reveal both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nnual citation frequency 
across subject themes. Consistent factors include funding support, paper length, paper age, and download frequency. In contrast, factors such as title length, 
number of keywords, and number of authors show varying impacts on annual citation frequency.

Keywords: Citation Frequency; Theme Classific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Influencing Fact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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