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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2004～2008 年国内情报专题研究论文被引用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2004～2008 年情报专题研究被

引论文共 1 479 篇 ,总被引频次为 4 799 次 ,篇均被引频次为 3. 24。利用普赖斯定律 ( N = 01749 × nmax) 确定核

心作者的方法确定高被引论文。论文最高被引频次为 44 次 ,即 nmax = 44 ,确定被引频次 ≥5 的论文为高被引论文。

高被引论文共 299 篇 ,被引频次是 2 687 ,其中被引用 ≥20 次的论文共 16 篇。发表高被引论文最多的期刊依次为

《情报杂志》(40 篇) 、《现代情报》(32 篇) 、《情报科学》(31 篇) 、《情报学报》(24 篇) 、《情报理论与实践》(24 篇) 等。对

299 篇的高被引论文的作者分布、年代分布、地区分布、机构分布、主题分布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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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 年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加菲尔德 ( Eu2
gene Garfield) 博士首次阐明可以通过论文的被引证频

次来测度期刊的影响[1 ] ,并把引证分析作为期刊影响

力评价的有效手段[2 ] 。根据期刊被引频次确立的影响

因子已被广泛应用于科研绩效评价的各个领域[3 - 6 ] 。

科技期刊、科研论文之间引证与被引证的关系 ,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科技文献的情报价值。情报专题高被引

论文的统计与分析 ,能够准确地反映情报学学科发展

现状、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热点 ,了解国内情报学期刊

的影响力。文中采用《中国引文数据库》网络版作为统

计源 ,对我国 2004～2008 年情报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

发表年代分布、地区分布、机构分布、期刊分布、作者分

布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研究方法

a.数据源的确定及数据获取方法。数据源为“中

国知网”(http :/ / www. edu. cnki. net) 的“中国引文数据

库”。检索项为“被引文献题名”,检索词为“情报”,时

间范围为 2004～2008 年。并且匹配“精确检索”,以保

证检索到的文献都是关于情报专题研究的论文 ,检索

时间为 :2009 - 04 - 11。b. 高被引论文的确定。本文

借鉴确定核心作者的方法 ,运用普赖斯定律 ( N =

01749 × nmax) [7 ] 确定高被引论文。式中 , N 为高被引

论文被引频次的最小值 , nmax 为被引频次最高论文的

被引频次。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为包昌火的《竞争情报

的崛起 ———为纪念中国竞争情报专业组织成立 10 周

年而作》,其被引频次为 44 ,即 nmax = 44 ,那么 N = 4 .

968 ≈ 5。因此 ,确定被引频次 ≥5 的论文为高被引论

文。c. 统计指标选择。本文选用的统计分析指标主要

包括高被引论文的期刊分布、年代分布、作者分布、地

区分布、机构分布和主题分布等。d. 统计方法。检索

到的论文按被引频次由高到低降序排列 ,每页显示 50

条 ,逐页选择引文格式存盘 ,最后将所有检索结果导入

到 Excel 工作表。用 Excel 2003 进行数据计算与分析。

2 　结 　果

　2. 1 　一般结果　2004～2008 年文题中含有“情报”

一词的被引论文共 1 479 篇 ,总被引频次为 4 799 次 ,

每篇均被引频次为 3. 24。被引频次 ≥5 的论文 (高被

引论文) 为 299 篇 ,占总论文数的 20. 2 % ,总被引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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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687 ,占所有论文总被引频次的 56 %。被引频次

≥15 的论文总共 34 篇 ,被引频次 15～20 的为 20 篇 ,

21～30 的是 11 篇 ,31～44 的为 4 篇。单篇论文最高

被引频次为 44 次 ,是包昌火的《竞争情报的崛起———

为纪念中国竞争情报专业组织成立 10 周年而作》。

299 篇高被引论文中 ,采用集体署名者 1 篇 ,个人署名

论文数为 298 篇。单个作者独立完成的论文 156 篇 ,

占个人署名论文数的 52. 35 % ,2 个作者完成的论文为

90 篇 ,占个人署名论文数 30. 20 % ,3 个以上作者合作

完成的论文为 52 篇 ,占个人署名论文数的 17. 45 % ,

论文合作率为 47. 65 %。299 篇高被引论文涉及 392

位作者 ,高被引论文合作度为 1. 31。

　2. 2 　被引 ≥20 次的高被引论文及其被引频次 　

2004～2008 年情报专题研究被引 ≥20 次的论文及其

被引频次见表 1。

表 1 　2004～2008 年被引≥20 次的情报专题研究论文及其被引频次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 被引次数

1 包昌火等 竞争情报的崛起 —为纪念中国竞争情报专业组织成立 10 周年而作 2005 (1) 44

2 包昌火等 略论竞争情报的发展走向 2004 (3) 39

3 高建群等 期刊引文分析及其情报价值 2004 (1) 35

4 董文鸳等 2002～2004 年《情报科学》载文、作者与引文统计分析 2005 (9) 31

5 胡昌平 面向用户的资源整合与服务平台建设战略 —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图书情报事业战略分析 (2) 2005 (2) 30

6 李艳等 技术竞争情报的现状分析 2006 (2) 29

7 包昌火等 发展中的竞争情报系统 2004 (1) 29

8 沈固朝 两种情报观 : Information 还是 Intelligence ? —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 Intelligence 的思考 2005 (3) 27

9 董小燕 2003 年《情报科学》载文、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 2004 (5) 26

10 秦铁辉等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互动关系 2004 (7) 25

11 苏新宁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 (2000～2004) ———基于 CSSCI的分析 2006 (2) 25

12 包昌火等 人际情报网络 2006 (2) 25

13 邱均平等 企业竞争情报系统效益评价分析 2004 (6) 24

14 杨华等 《情报杂志》2001～2003 年引文分析 2004 (11) 21

15 王曰芬等 基于信息集成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构建研究 2005 (3) 20

16 吕著红 民营中小企业竞争情报需求的特点 2004 (11) 20

　2. 3 　高被引论文期刊分布　299 篇高被引论文分布

在 79 种期刊 ,其中 219 篇 (73. 2 %) 发表在 14 种重要的

图书情报期刊中 ,占期刊总数的 17. 7 % (14/ 79) 。299

篇高被引论文总被引频次是 2 687 ,14 种期刊中的 219

篇高被引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 2 090 ,占所有论文总被

引频次的 77. 8 %(详见表 2) 。
表 2 　2004～2008 年 299 篇高被引论文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
高被引
论文数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次数

情报杂志 40 376 9. 4

现代情报 32 241 7. 5

情报科学 31 298 9. 6

情报学报 24 361 15

情报理论与实践 24 224 9. 3

图书情报工作 17 173 10. 2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12 70 5. 8

情报探索 8 62 7. 8

情报资料工作 7 49 7. 0

图书情报知识 6 41 6. 8

中国图书馆学报 5 72 14. 4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5 59 11. 8

图书与情报 4 38 9. 5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4 26 6. 5

其　他 80 597 7. 5

合　计 299 2 687 9. 0

　2. 4 　高被引论文作者分布 　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

10 篇的作者 1 位 ,高被引 9 篇的作者 1 位 ,高被引 6 篇

的作者 1 位 ,高被引 4 篇的作者 2 位 ,高被引 3 篇的作

者 2 位 ,高被引 2 篇的作者 22 位 ,高被引 1 篇的作者

216 位。发表高被引论文 3 篇以上的作者见表 3。
表 3 　2004～2008 年发表 3 篇以上高被引论文的作者

作者数 第一作者 篇数 被引频次

1 彭靖里 10 90

1 吴晓伟 9 95

1 包昌火 6 154

2 胡昌平、王知津 4 61、27

2 秦铁辉、王曰芬 3 39、34

　2. 5 　高被引论文机构分布　299 篇高被引论文共涉

及机构 154 个 ,高等院校及其附属机构 117 个 ,占机构

总数的 76. 0 % ,图书馆 4 个占机构数 2. 6 % ,研究所和

研究中心 14 个占机构数 9. 1 % , 其他机构 19 占

1213 %。发表高被引论文数≥6 的机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2004～2008 年发表情报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数≥6 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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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高被引论文地区分布　299 篇高被引论文来自

我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其中北京市、

江苏省、上海市、湖北省、广东省分列前 5 位 ,分别为

54、37、25、25、18 篇 ,如图 2 所示。

图 2 　2004～2008 年发表情报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数≥10 的地区

　2. 7 　高被引论文发表年代分布 　情报专题高被引

论文 299 篇分布在 2004～2008 年 ,各年度高被引论文

的篇数及占高被引论文总被引频次的百分比如图 3 所

示。

图 3 　情报专题 299 篇高被引论文年代分布

　2. 8 　高被引论文主题分布 　对 299 篇高被引论文

进行关键词标引 ,将标引结果导入 Excel 表中 ,然后按

关键词进行降序排列 ,并按关键词分类计算各类高被

引论文篇数 ,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高被引论文数≥7 的高被引主题分布

3 　分析与讨论

　3. 1 　关于高被引论文期刊分布 　由表 2 可知 ,发表

情报专题研究高被引论文最多的杂志是《情报杂志》,

共发表高被引论文 40 篇 ,占 13. 4 % ,远高

于其他杂志。这说明 ,《情报杂志》在情报学

研究领域占有最权威的地位。在情报学研

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杂志还有《现代情

报》、《情报科学》、《情报学报》和《情报理论

与实践》等。这 5 种情报学研究的权威期刊

发表的高被引论文共 151 篇 ,占全部高被引

论文的 50. 5 % ( 151/ 299 ) , 被引频次为

1 500 ,占高被引论文总被引频次的 55. 8 %

(1 500/ 2 687) ,对我国情报学的发展和学

科建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 2 　关于高被引论文作者分布 　在高被引多产作

者中彭靖里 (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吴晓伟 (上

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包昌火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

210 研究所) 、胡昌平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王

知津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图书馆学系) 、秦

铁辉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王曰芬 (南京

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等发表

高被引论文都在 3 篇以上。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 ,包昌火先生的 6 篇高被引论文被引频

次达到 154 次 ,充分显示出他对我国情报学

研究的卓越贡献。以上高被引论文多产作

者应该是或者即将成长为我国情报学研究

领域的领军人物。

299 篇情报专题高被引论文合作率为

47. 65 % ,远低于晏尔伽等[8 ]报告的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影响因子研究文献的平均合作率

(59194 %) 、潘宁[9 ]报告的情报学核心期刊基金资助论

文的合作率 (68. 85 %) 和易彤[10 ]报告的情报科学 2003

年的合作率 (79. 53 %) ,略高于宋宝海[11 ]报告的《中国

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

《情报学报》等 4 种杂志 2005 年的平均合著

率(42. 28 %) 。这表明我国情报学研究队伍

有一定的合作基础 ,但合作意识尚有待加

强。

　3. 3 　关于高被引论文机构分布　高被引

机构分布中涉及机构共 154 个 ,发表高被引

论文最多的前 8 个机构分别是武汉大学、南

京大学、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北京

大学、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上海理工大学等。这 8 个机构共发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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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论文数 77 篇 ,占高被引论文总数的 25. 8 % ,占发

表高被引论文所有机构总数的 5. 2 % ,图 1 显示了高被

引论文机构分布极不平衡 ,发表高被引论文较多的机

构在我国情报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是情报学研究

成果的重要发源地。

　3. 4 　关于高被引论文地区分布 　高被引论文地区

分布中共涉及 25 个省、市和自治区 ,前 5 位分别为北

京市、江苏省、上海市、湖北省、广东省。这 5 个地区共

发表高被引论文 159 篇 , 占高被引论文总数的

53118 %。这表明我国高水平情报学研究成果集中在

少数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较发达的地区 ,体现了我国

情报学研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深层次反映出 ,我国

情报学研究资源配制的不均衡性。

高被引论文的作者、机构和地区分布的研究 ,对了

解情报学研究队伍现状、加强情报学研究队伍建设、发

现和培养情报学研究人才、优化情报学研究资源配制

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 ,也可以为情报学研究

相关期刊约稿和组稿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3. 5 　关于高被引论文年代分布　299 篇高被引论文

年代分布显示在 2004 和 2005 两年被引量最大 ,2006

年和 2007 年明显下降 ,2008 年没有 1 篇高被引论文。

这说明论文被引次数时间累计效应非常明显 ,越早发

表的论文越容易获得较高的总被引频次。当然 ,这里

统计的论文被引次数是论文在发表后所有统计年份的

总被引次数 ,和论文在某一年的总被引频次不是同一

概念。2007 和 2008 年发表的论文 ,由于尚未达到引用

峰值年代 ,所以 ,这两年的高被引论文相对较少。

　3. 6 　关于高被引论文主题分布 　高被引论文主题

分布统计结果显示 ,关于企业竞争情报、知识管理与竞

争情报、文献计量学、竞争情报系统、网络信息和组织

利用、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等方面成为近年来情报学

研究的热点。国家竞争情报经历了军事情报 →科技情

报→经济情报→传统竞争情报→现代竞争情报的演变

过程[12 ] 。我国情报学发展较晚 ,其中企业竞争情报是

我国现阶段情报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人们对知识

活动的深入 ,知识管理同样成为情报学研究热点。随

着经济、技术的发展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计算机技术应

用于情报学研究中 ,竞争情报系统、网络信息组织和利

用、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等 ,都大量应用了计算机技

术 ,使得人们对信息的组织和利用更加自动化 ,进一步

推动情报学的发展 ,这将使情报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倾

向于网络化、系统化、知识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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