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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被引论文对学术和实践推动的影响分析
——以用户行为研究主题为例*

摘要：本文以图情领域内与用户行为相关的高被引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国内高被引论文对于学术和实践推

动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构建对应的施引文献集和被引文献集，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对被引文献集进行内容

分析，即从文献自身角度来衡量研究成果产生的实践和学术影响。同时，建立被引文献研究成果与引文相关度评

判体系，对施引文献集进行引文分析，从引文角度来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为用户行

为研究实践和学术影响的评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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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论文指在某个统计时间段内，被引次数排在

学科前列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学科的研究进展，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1]。同时，高被引论文能有效推动

该领域学术和实践的发展，本文以用户行为研究主题

为例，对高被引论文对于学术和实践推动的影响进行分

析。用户行为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主要专注不同环

境下，通过各种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人们如何实现

信息交互[2-3]。近几年国内学者对于用户行为的研究正

处于上升阶段，成果不断涌现[4]。但是用户行为研究的

质量往往由于缺乏实践和学术影响而受到批判[4-7]（本

文中影响是指研究成果对于实践、理论以及方法的贡

献）。目前国内还缺乏对于如何评价用户行为研究成果

的专门研究，也鲜有关于用户行为研究如何施加实践

和学术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为了对国内用户行为研究

进行评价，衡量研究成果的实践和学术影响，本文拟

从研究本身和引文两方面出发展开研究，主要解决如

下问题：用户行为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实践和学术影响；

用户行为研究在施加实践和学术影响的过程中需要提

高哪些方面。

1 相关研究

1.1 成果影响研究

对于用户行为研究的质量评价，国外主要针对ISIC
（Information Seeking in Context）论文集进行分析。

Fidel、Vakkari、MaKechnie通过对不同年度的ISIC论

文集进行内容分析，指出收录的论文大部分没有阐明成

果对于实践或者学术方面的贡献，缺乏实践和学术影

响力[5，6，8]。Koh等通过对用户行为领域的高水平论文

进行检验分析，对研究成果产生的实践和学术影响进

行了初步探索，认为用户行为领域研究需要加强学术

贡献[9]。

关于研究成果实践和学术影响的重要性，学者们

也从不同角度给予强调。从用户行为研究的影响渠道

角度，Connaway等强调了研究成果的交流传递对影响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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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重要性[10]。从成果的实践影响角度，Case等认为用

户行为领域应加强在实际情境下的应用研究[7]。从用户

理解角度，Johanson等指出科学研究必须有助于用户

对实践操作或理论知识的认识理解[11]。从成果传递角

度，Palys等建议作者应在论文的结果和讨论部分强调

研究成果的意义[12]。从社会贡献角度，Miles等提出研

究者应在更大范围内阐述成果在社会思想以及行为上

的影响[13]。

1.2 引文分析研究

对科研成果影响的评价，可以从多种角度、不同侧

面去衡量。引文作为文献传递中的纽带，不仅能体现研

究者对于被引文献成果的认同，还能体现被引文献所产

生的实际影响。Small证实了文献被引数量对于评价学

术影响力的可靠性[14]。Hanney等从引文角度，利用引文

分类评估卫生领域研究成果的影响力[15]。由于引文对

于施引文献的作用不尽相同，学者们也对引用动机进行

了分类。Garfield指出被引次数无法揭示出引用动机，并

划分了15种引用动机[16]。Pham等将引文类型分为基础、

支持、局限和比较4种[17]。而Le等将引文功能分为基于

被引文献、被引文献一部分、支持施引文献、指出被引文

献的问题或差距、比较当前工作和其他类型[18]。

基于引文分类可以深入评估研究质量以及影响力，

国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为了评估学术论文被引与学术

质量的关系，胡益芳定义了自引、他引、友情式引用等

13种引用方式[19]。叶继元从性质角度，将引文分为正

面、中性和负面[20]；从层次角度，将引文分为深度、中度

和浅度，并论证了引文评价法既是定量的方法也是定

性的方法，在学术评价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21]。而陆

伟等将引文的功能分为基于、启发、拓展等15个功能类

目，本文借助这些较小粒度的功能体系，深入分析引文

的作用，从而衡量被引文献的实际影响力[1]。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用户行为”作为研究领域，选取CNKI、
万方数据库和CSSC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用户行

为、用户信息行为等为主题词，精确限定CNKI和万方

数据库收录的图情领域的18种CSSCI期刊为来源期刊

（筛选标准见表1）。检索时间为2016年1月17日，返回

有效检索数据1 624条，其中2008—2013年共587条。根

据文献年份分布，图情领域的用户信息行为研究总体上

呈上升趋势，这与信息时代以用户为导向的发展趋势相

吻合。

表1 文献筛选标准

处理单元

来源数据库

来源期刊

检索式

被引率

文献年代分布

检索日期

检索或筛选标准

CNKI、万方数据库和CSSCI数据库

大学图书馆学报、情报科学、情报学报、情报资料工

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论

坛、国家图书馆学刊、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杂志、

图书情报工作、图书与情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

书馆杂志、中国图书馆学报、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

书馆学研究

用户行为、用户信息行为、用户检索行为、用户需求

行为、用户使用行为、信息行为、信息获取行为、信

息搜寻行为、信息分享行为、信息需求行为等

被引次数≥25次

2008—2013年

2016年1月17日

2.2 研究方法

本文以“用户行为”领域高被引论文为例进行实证

研究，构建高被引论文的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集，并对

文献集进行内容分析。

2.2.1 构建施引文献集和被引文献集

高被引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学科的研究进展，

并能有效推动相关领域学术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研究意义。因此，选取高被引论文来构建文献集进行

研究，能够更好地衡量国内用户行为研究的实践和学

术影响力。在CNKI和万方数据库中对检索到的文献进

行预处理，按被引频次对文献进行排序，选取2008—
2013年，被引25次以上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使用

CNKI E-Learning辅助文献下载，构建施引文献集和

被引文献集，施引文献集由引用被引文献的论文所构

成，被引文献集由选取的高被引论文所构成。

2.2.2 文献集的内容分析

对于文献集的内容分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包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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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献集的内容分析、施引文献集的引用分析、被引文

献集和施引文献集的比较分析（见图1）。被引文献集的

内容分析主要是对被引文献集中作者所提出的实践和

学术影响进行归纳总结。本研究所阐述的成果影响，必

须是在论文中作者明确提出了其研究成果对实践、理

论或方法所作出的贡献。所有这些高被引论文都不同

程度地表达其研究成果的影响。本文通过研究被引论

文的相关指标（见表2）来讨论和揭示这些影响是如何

生成的，指标包括作者机构、影响类型、理论和方法的

使用、影响适用范围以及未来研究展望[9]。

对施引文献集的内容分析主要是对引文内容的提

取，根据在文中是否标注了引用内容，施引文献集被分为

两类，其中对标注了引用内容的施引文献直接提取引用

句或段，对未标注引用内容的施引文献进行人工判读，提

图1 文献集内容分析关系图

被引文献集

文献集

比较分析

施引文献集

内
容
分
析

引
用
分
析

表2 被引文献集判读指标描述

被引论文
判读指标

作者机构

影响类型

理论和方法的

使用

影响适用范围

未来的研究

展望

指标描述

作者机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高校或者独立

的科研机构（不包含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图书

馆），另一类是包含图书馆在内的各类专业机

构，隶属于这些机构的作者可能是图书馆员、系

统设计师、UI设计师等专业从业人员

成果影响类型分为实践影响和学术影响。实践

影响指的是论文中明确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成果

可以用于哪些实际应用；学术影响指的是对整

个学科领域在理论或方法上的贡献

理论和方法的使用指的是论文必须在文中具体

使用了某个理论或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者

辅助搭建研究框架

影响适用范围指的是作者在文中指出的其研究

成果所应用的领域或者推荐应用的领域

对未来的研究展望是指论文中包含对未来这方

面研究的建议，未来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开展，

从而加强相关研究影响

取与被引文献主题相关的内容，具体规则见表3[22]。将提

取到的内容进行适当的人工清洗，同时以被引文献为

依据，生成引用数据集（见图2）。利用引用数据集，对

被引文献中作者提出的实践和学术影响与对应引文的

相关性进行比较分析。

表3 引文提取规则

引文内容

已标注

未标注

特  征

有序号形式指“序号+被引文献记录”，常见

序号格式：数字、(数字) 、［数字］等

无序号形式是指没有序号，直接给出被引文

献记录

抽取方法

利用年、卷、来源、第一作者等进行匹配，获得被引文献在施引文献全

文文本中所对应的参考文献记录，抽取参考文献记录所对应的序号

无序号形式在正文一般以作者和年的组合出现，常见的格式：作者(年) 、
(作者，年)、(作者年)等，直接利用第一作者和年的匹配来定位引用句

的位置，进行引用句的抽取

图2 引用数据集生成流程图

施引文献集

引用内容已标注

引用内容未标注 相关主题内容

提取
引用句或段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

引用数据集

人工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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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引文重要性与引文功能分布具有较高的关联

度，同时引文重要性大小与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之间的

关联度呈正相关[15]。本文将引文功能类目与关联度两

个维度进行结合，制定结合引文功能的关联度评判体系

（见表4）。体系分析指标主要依据陆伟等评价引文功

能重要性所划分的15个功能类别，并且他们在相关标

注试验中验证了该功能体系的可用性[1]。同时参考Wan

等在工作中设定的5个引文重要性等级，以及规定的对

应等级特征[23]。本文按照与被引文献成果的关联度大

小，将15个功能类别划分为5个等级。此划分方法虽然

不能严格对所引内容与作者提出的成果影响是否一致

进行判断，但是能够十分直观地评价，从而从引文角度

更好地衡量被引文献集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力，评判国内

用户行为研究的质量。

3 结果与讨论

3.1 文献集的选择与构建

对发表于2008—2015年的587篇有效文献进行统

计，其中被引25次以上的论文58篇（占文献集9.88%）。

选取被引25次以上的论文，并剔除23篇与用户行为相

关度较低的论文，以及7篇重复论文，最后选取剩余的

28篇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见图3）。这28篇被引文献

所生成的施引文献共计1 351篇，限于篇幅仅给出具有代

表性的10篇论文（见表5）。

3.2 文献集的内容分析

3.2.1 被引文献集内容分析

通过对被引文献集相关指标进行内容分析，从文

表4 结合引文功能的关联度评判体系

相关度 功能类目

非常相关

相关

一般

不相关

非常不相关

基于

启发

拓展

使用

详细引用

比较

相似

肯定

相关研究

简单引用

相关工作间比较

未来工作

拓展阅读

历史背景

无关引用

描  述

施引文献工作以被引文献成果为基点

施引文献的研究受到被引文献成果的启发

施引文献拓展或修改被引文献中的成果

施引文献使用被引文献的成果

施引文献详细引用被引文献的成果

施引文献工作与被引文献工作成果形成对比

施引文献工作与被引文献工作成果近似

施引文献肯定被引文献中的成果

介绍与施引文献工作相关的其他研究

简单地引用被引文献中的不涉及成果的具体内容

对两个或多个被引文献的工作进行比较

被引文献成果对施引文献的进一步工作有所启示

通过查看参考文献以了解更多信息

与施引文献工作有关的历史信息

与施引文献工作不相关的引用

图3 文献筛选流程

检索

筛选

结果

剔除数据
（n=1 037）

剔除数据
（n=529）

剔除数据
（n=23）

剔除数据
（n=7）

CNKI检索数据
（n=1 583）

万方数据库补充数据
（n=41）

年份限定后返回数据
（n=587）

被引次数≥25次
（n=58）

选择与用户行为主题
相关度较大的论文

（n=35）

剔除重复数据
（n=28）

选取剩余21篇作为本
文分析对象（n=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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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自身角度来评价用户行为研究所产生的学术与实践

影响。进行内容分析时，由两人同时进行判读，当两人

判读出现误差时，由第三人进行判断，综合意见得出结

论。分析人员均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科研人员，

均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

（1）作者机构

本文将作者机构分为两大类，根据表2的作者机构

指标描述，对用户行为领域的28篇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

（见表6），其中来自专业机构的作者全部是图书馆员，

且全部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的图书馆。

（2）影响类型

影响类型分为实践影响和学术影响，通过对成果

影响的类型进行分析（见表7），从中得出样本集的研

表5 研究对象示例

编  号 题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微博客用户行为特征与关系特征实证分析——以“新浪微博”为例

Web 2.0环境下影响用户生成内容的主要动因研究

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述评

网络用户信息行为基本问题探讨

社群环境下用户协同信息行为研究述评

个性化信息服务中的用户偏好与行为分析

移动搜索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实证研究

西方信息行为认知方法研究

网络环境下高校科研人员信息查询行为的调查与分析

微博用户日常生活信息获取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第一作者

王晓光

赵宇翔

宋雪雁

王艳

张薇薇

胡昌平

刘鲁川

迪莉娅

胡昌平

吴敏琦

来源期刊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科学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理论与实践

情报科学

时间/年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8

2011

2011

2008

2013

被引/次

191

71

55

54

41

40

35

29

28

26

究成果偏实践，这也说明用户行为研究需要加强学术

贡献。其中6篇产生学术影响的论文全部由高校学者

所撰写；7篇由专业从业人员撰写的论文中有3篇既涉

及实践影响也涉及学术影响，其余4篇都只涉及实践影

响。可以看出专业机构人员所撰写的论文主要针对实

践，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所撰写的论文理论和实践

都有涉及。

表6 作者机构分析结果

作者机构

高校或独立科研机构

专业机构（含图书馆）

论文数量/篇

21

7

百分比/%

75

25

（3）理论和方法的使用

经过对样本集理论和方法的使用进行内容分析，

有12篇（占文献集42.86%）运用了理论和方法来支撑

研究。其中有6篇运用了图情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如信

息交流模式、信息寻求过程模型、意义构建理论等。9篇

运用了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如社会交换理论、社会

心理需求理论、社会资本理论、5W模式等，这体现了用

户行为研究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这12篇中，有4篇成

果只产生学术影响，2篇成果只产生实践影响，有6篇成

果既产生学术影响也产生实践影响。只包含学术影响

表7 影响类型分析结果

影响的类型

实践影响

学术影响

实践与学术影响

合计

论文数量/篇

9

4

6

0

6

3

28

作者机构

高校或科研机构

专业机构

高校或科研机构

专业机构

高校或科研机构

专业机构

百分比/%

32.14

14.29

21.43

21.43

10.71

论文数量/篇

13

6

9

28

46.43

21.43

32.14

百分比/%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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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篇论文中，有2篇关于理论方法体系的构建，即信息

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用户协同信息行为理论体系，2篇
是关于模型和范式的概述与构建。只涉及实践影响的2

篇是关于图书馆用户信息获取方式以及移动信息服务

的研究。本文还对这12篇文献的实践和学术影响进行

了详细分析（见表8）。

（4）影响适用范围

本文参考有关分类，并根据国内用户行为研究成

果特征，将影响的使用范围分为机构、多领域、网络应

用、图情研究[9,24]。通过对样本集成果的影响范围进行

分析，得出结论（见图4）。

表8 综合分析结果

期刊名称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科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科学

情报科学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报

学术影响

-

√

√

√

√

√

√

-

√

√

√

√

作者机构类型

图书馆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图书馆

高校

高校

实践影响 理论方法的使用 定性/定量

√

-

√

-

-

√

√

√

√

√

√

-

图书情报领域/其他领域

其他领域

其他领域

图书情报领域/其他领域

其他领域

图书情报领域

其他领域

图书情报领域

其他领域

图书情报领域

其他领域

图书情报领域/其他领域

定性

定性

定性

定性

定性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定性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定性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定性

定性

图情研究，7，25%

网络应用，7，25%

机构，4，14%

多领域，10，36%

机构

多领域

图情研究

网络应用

成果影响范围适用于机构的有4篇论文，而且机构

都为图书馆，这与我们主要选取图情领域的研究有关。

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质量、移动信息

服务、用户满意度、网络适应能力的提高等。多领域研

究成果主要涉及用户体验、用户偏好、用户生成内容等

图4 影响适用范围分析结果

方面。网络应用研究主要是分析微博等网络用户行为。

而适用于图情研究的成果包含用户行为的研究方法体

系构建、用户行为研究综述等。

（5）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对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国内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于社交媒体用户行为、信息检索行为（如

协同信息检索等）、移动用户信息行为、图书馆用户行

为等。而国外研究在关注国内研究热点的同时，还关

注着其他热门主题，如用户的健康信息行为等[25-26]，同

时，国外的用户行为研究趋向于细分化，如对信息检索

行为研究的用户类别、检索行为类别、应用方向进行具

体区分，研究成果更具针对性和指向性[27-28]。

（6）未来的研究展望

经过指标分析，在选取的样本集中有13篇（占文献

集46.43%）提及了对未来的研究展望。展望部分能清

晰地告诉研究者本研究成果的用处所在，对于未来研

究能起到哪方面的促进作用，这对于提升研究成果的

学术影响是大有裨益的。

3.2.2 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比较分析

为了对被引文献的实际学术影响进行衡量，本文

对用户行为领域的28篇高被引论文以及对应的1 35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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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引论文进行一对一的比较分析，评判高被引论文作者

自己提出的实践和学术影响与引文所引内容是否一致。

3位标注者对15种功能类目做出具体区分，并通过共同

判读同一篇论文的10篇施引论文，统一标注标准。具体

标注试验流程如下。

（1）根据引文内容提取规则生成引用数据集，并

进行适当的数据清洗；

（2）对引文进行判读，统计引文个数以及是否自引

等特征，对引文功能进行初步判断；

（3）对引文上下文以及语境进行判读和综合分析，

并对比引文与被引文献结论的相关性；

（4）根据综合分析结果以及引文功能确定引文与

被引文献成果的相关度。具体结果见表9。
经过标注，本文对2位主要标注者的标注结果一致

性进行检验，检验主要采用被广泛运用的一致性评价

机制Kappa系数，经过计算，本文2位标注者标注结果

Kappa一致性为K=0.713（n=15，N=1 351，k=2）。根据

一致性参考标准，K≥0.80代表十分可靠，K≥0.69表示

可靠[29]，这说明标注结果达到相对可信的一致性水平。

总体来说，本文相关度统计分布结果与其他统计结

果较为相似[15,19,24]，其中选取的施引文献样本中，相关

度非常相关和相关的有314篇（占文献集23.24%），这

些施引论文的研究思路等与被引文献相关度较高，最能

体现被引文献的学术影响。相关度一般的有169篇（占

文献集12.51%），主要是对被引文献结果、方法的比较

和肯定，或者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的相似，也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被引文献的学术影响。不相关与非常不相关的

有868篇（占文献集64.25%），这部分引文与被引文献

所提及的成果影响关联度不大，所能体现的被引文献的

学术影响力较小。

表9 被引文献成果与引文相关度统计结果

相关度

非常相关

相关

一般

不相关

非常不相关

合计

引文个数

22

6

26

173

87

109

54

6

451

304

20

9

28

56

0

1 351

功能类目

基于

启发

拓展

使用

详细引用

比较

相似

肯定

相关研究

简单引用

相关工作之间比较

未来工作

拓展阅读

历史背景

无关引用

百分比/%

1.63

0.44

1.92

12.81

6.44

8.07

4.00

0.44

33.38

22.50

1.48

0.67

2.07

4.15

   

按相关度分组个数

22

292

169

812

56

1 351

1.63

21.61

12.51

60.10

4.15

百分比/%

4 结语

高被引论文对于学术和实践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影

响，分析具体领域下的高被引论文，将有助于我们了解

高被引论文对该领域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和实践影响。本

文通过对国内用户行为领域的高被引论文进行内容分析

和引文分析，对其影响进行初步探析，得出如下结论：

（1）国内的用户行为研究倾向于实践性研究，理

论成果的产出较少。究其原因，用户行为作为图情学科

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经过长时间发展，在理论体系

构建已较为成熟，相比较而言，实践应用随着时代的

不断发展还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过去Web 2.0的兴起，

由用户主导互联网内容的生成，大量针对Web 2.0环境

及其应用的用户行为实践研究出现。但是用户行为领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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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新的研究方法仍然在不断涌现，过去的理论模型、

方法体系还需要完善，相关研究也可以围绕这些方面

展开。

（2）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成果影响类型与作者单

位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与Koh等在用户行为研究中所发

现的成果影响类型与作者单位没有相关性不同[9]。造成

结果不同的可能原因是，国内图情领域研究用户行为的

专业从业人员基本是图书馆员，研究主要围绕图书馆

用户的用户行为及影响因素，成果也是应用于图书馆建

设等实践方面，因此作者单位会对成果的影响类型产

生影响。

（3）图情领域用户行为研究，运用了大量其他领域

的理论与方法，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

等学科不断融合，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并且新的

研究方法和工具不断涌现。同时，经过对论文的逐年分

析，发现当前国内用户行为研究还存在一些显著特点，

如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研究增多，研究对象及内容扩大，

研究深入微观层面，新的用户行为不断被发掘等。这说

明国内用户行为研究呈上升态势，研究人员应紧跟学科

发展趋势，结合新的研究方法、工具以及对象，创新研

究成果，从而扩大用户行为研究的实践和学术影响。

（4）研究成果的实际影响力可以从引文角度去衡

量，这为成果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和提高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文献集中被引文献成果总体上与引文相关度较

小，反映了研究阐述的成果影响与施引文献实际引用内

容相关性并不高，用户行为研究希望产生的效益没有得

到实际体现。因此研究者应从研究本身出发，提高研究

质量，及引文与研究成果的相关性，扩大成果的学术影

响力。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集本身不能代

表用户行为领域的全部研究成果，未来研究可进一步

关注2013年后发表的研究成果；其次，研究成果的实践

影响没有结合在社会和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去衡量。但本

文作为用户行为领域研究影响的初步分析，为研究实践

和学术影响的评价和提高提供了依据，未来更多相关

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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