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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Nature系列期刊是世界顶尖水平的学术期刊，也是农业科学研究重要的学术资源，针对其期刊发

展策略和定价模式，在进行电子资源建设时，研究建立科学的资源利用效益评估循证分析方法，具有十分的必

要性。本文综合利用引文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农业科学院2016—2018年
Nature期刊的使用统计数据、引文数据和施引文献数据进行分析，证明Nature期刊的使用、引用等文献利用行为

与科技论文发表、项目申请等科研活动具有关联性；并通过使用成本、产出论文质量、转化率、相对投资回报率

ROI等一系列指标，对中国农业科学院已订阅Nature期刊的利用情况及其在科研产出中的效益进行比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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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系列期刊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科研中的利用效益分析

Nature系列期刊涵盖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的最前

沿研究，为各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高影响力的研究

成果。中国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农科院”）从2005年
开始进行电子文献资源建设，2006年开始订阅Nature
及其系列刊物，随后十年内订阅的期刊种数一直维持在

10种上下，2016年之后大幅增加新刊，订阅的Nature期
刊数量达到20种，2018年再新增2种，截至2019年7月共

订阅22种Nature期刊，包括研究型期刊17种、综述型期

刊5种（见图1）。一方面，随着Nature期刊的不断发展，

Nature系列新增期刊越来越多，其系列期刊涉猎各学科

前沿热点领域、新兴领域和交叉领域；另一方面，Nature
期刊采用每种期刊单本定价的订购方式并且单本价格

高昂，因此无论是以新增还是续订为目的，研究建立科

学的循证分析方法，对订阅Nature期刊的利用情况、使

用成本及其在科研产出中的效益进行评估都具有十分

的必要性。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评估借鉴图书馆价值评估，目前

常用的方法大多数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的基础上，结果以投资回报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的形式予以表示[1-3]。但“收益”往

往难以衡量，目前收益评估的方法主要是条件价值评

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消费者剩余法

（Consumer Surplus Method）和时间成本法[4-7]。国内

外学者利用这些方法建立了一系列评估模型[8-12]，但指

标难以量化，一般需要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来收集数

据。本文利用期刊使用统计数据和用户引文数据，进行

循证分析，借助引文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复相

关系数赋权法等，证明Nature期刊的使用、引用等文献

利用行为与科技论文发表、项目申请等科研活动具有

关联性；并通过使用成本、产出论文质量、转化率、相

对投资回报率ROI等一系列指标，实现资源利用效益的

比较和评估。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效益评估，除考虑资源成本之

外，核心就是如何量化其“收益”。Nature期刊作为电

子文献资源能够带来的“收益”，主要体现为其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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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科研活动中产生的利用价值，既反映在用户对科技

文献资源的下载阅读、引用等利用行为中，也反映在与

文献利用相关的科技产出中。其中论文发表是最主要

的产出形式，是文献利用带来的直接“收益”。因此本

文通过收集农科院用户利用Nature期刊的相关全文下

载、引用、论文发表三个环节的客观数据来综合评估资

源利用效益。其中，农科院2016—2018年Nature期刊的

全文下载数据来自数据库Journal Report1使用统计报

告；相关论文发表数据，即引用Nature期刊文献产生的

发文（下称“施引文献”），采集自Scopus数据库，采集

发文时间区间为2016—2018年；引用数据，即用户发表

论文时引自Nature期刊的参考文献（下称“引文”），来

自上述论文发表数据中的参考文献；此外，2017年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获批数量采集自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官方网站。

本文利用引文分析法对农科院用户利用Nature期刊

的相关引文和发表的施引文献进行分析，并结合使用统

计数据，利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揭示Nature
期刊的使用、引用等文献利用行为与科技论文发表、项目

申请等科研活动相互间的关联；通过对使用成本、施引

文献质量、转化率等各类指标的分析，比较用户对不同

Nature期刊的利用特征和规律；利用复相关系数赋权法

综合全文下载量、引文量、发文量、发文质量4个变量计

算资源利用收益，与使用成本相比后经归一化，得到相

对投资回报率ROI，来比较各Nature期刊的利用效益。

2  分析结果

2.1  Nature期刊使用、引用、发文相关分析

对2016—2018年农科院订阅的22本Nature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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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科院Nature期刊订阅数量变化（2006—2019年）

全文下载量、引用上述期刊的引文数量，以及对应的引

用Nature期刊的发文数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1），三者具有很高的相关性。选取发文量作为因变量，

由于全文下载量和引文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所以仅

选择全文下载量作为自变量，做一元回归分析，得到置

信度高于99.99%的回归模型方程如公式（1）。

可以看出全文下载量与发文量之间呈线性正相关

关系，这22本期刊每一种的全文下载量越多，利用该刊

产生的发文数量就越多，说明这些期刊文章的阅读和

利用对相关科研论文的产出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表1  Nature期刊使用、引用与发文相关分析

（2016—2018年）

发文量

引文量

全文下载量

发文量

1

0.992 4

0.935 0

引文量 全文下载量

1

0.956 8 1

2.2  Nature期刊使用与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相
关分析

对2017年农科院各直属研究所Nature期刊全文下

载量与各所2018年（申请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自然

科学基金申请项目数量（包括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

目）和获批项目数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全
文下载量与各所申请项目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74，与获

批项目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73，说明各所对Nature期刊

文献的利用，与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和获批项目

数量有一定的相关性，能够一定程度上支撑科研项目。

2.3  2016—2018年单篇下载成本分析

单篇下载成本（Cost Per Download，CPD），指

该刊当年订阅价格与用户全年对其全文下载数量的比

值，22本Nature期刊的CPD分析结果（见表3）表明，除

去2018年新增的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和Nature 
Sustainability，其余期刊单篇下载成本在10元以下的有

11种，10~20元的5种，余下的Nature Chemical Biology、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Materials单篇下载成本较高，尤其是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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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这3年单篇下载成本平均为133.43元。

就成本变化趋势而言，除去2018年新增的两本刊，

这3年间Nature等9种期刊由于利用状况良好发展、全

文下载量持续增加，其单篇下载成本下降。11种期刊单

篇下载成本上升，其中Nature Reviews Genetics等3种
期刊全文下载量增加，是由于期刊价格涨幅造成成本

上升；Nature Biotechnology等8种期刊的单篇下载成

本上升则是由全文下载量减少和价格上涨两方面原因

造成的。随后我们分析了这8种期刊的载文数量是否稳

定，载文量明显下降的有3种，2018年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 y的载文量相对于2016年减少

9%，而其全文下载量减少21%；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2018年载文量相对于2016年减少23%，而全文

下载量减少38%；Nature Materials2018年载文量相对

于2016年减少9%，而全文下载量减少55%，所以下载量

的减少并不完全是因为期刊载文量减少造成的。

表2  农科院各分所Nature期刊使用与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获批情况（2017—2018年）

研究所简称 全文下载量/篇

作物所

哈兽研

北牧医

基因所

蔬菜所

油料所

生物所

植保所

水稻所

兰兽医

棉花所

上兽医

资划所

环发所

茶叶所

20 825

15 946

14 012

13 620

11 696

9 689

9 626

8 307

7 821

6 956

6 372

5 329

5 238

4 245

4 153

项目申请数/项

85

68

54

23

40

63

43

77

53

45

51

25

64

50

33

项目获批数/项

28

24

16

4

17

14

17

28

18

8

8

9

23

8

4

研究所简称 全文下载量/篇

特产所

饲料所

兰牧药

烟草所

郑果所

蜜蜂所

麻类所

沼气所

果树所

环保所

质标所

草原所

农经所

营养所

灌溉所

3 407

2 659

2 324

2 039

1 868

1 555

1 310

930

890

854

789

652

367

137

23

项目申请数/项

35

25

18

28

19

24

37

9

22

23

21

23

17

10

36

项目获批数/项

2

10

6

5

8

5

6

2

2

11

7

3

3

4

4

表3  农科院订阅Nature期刊单篇下载成本（2016—2018年）

期刊名称
全文下载量/篇

Nature

Nature Genetics

Nature Biotechnology

Nature Plant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Nature Protocols

Nature Methods

Nature Microbiology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Nature Immunology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29 205

17 219

13 609

5 717

4 697

4 368

3 391

1 867

3 147

3 077

2 221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CPD

28 803

17 800

9 712

9 385

4 285

3 974

3 588

5 269

3 348

2 871

2 087

37 774

21 792

9 345

14 609

4 932

4 087

4 742

4 128

3 828

2 065

2 350

1.77▼

1.13▼

2.22▲

2.76▼

4.22△

7.47▲

6.86▼

7.27▼

5.70▼

7.35▲

8.83△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Medicine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Nature Sustainability

Nature Materials

2 309

2 001

1 577

1 412

1 190

1 351

-

312

458

-

300

1 746

1 679

1 795

1 328

930

1 194

-

309

372

-

171

1 667

1 991

1 850

1 530

1 593

1 065

1 392

507

280

726

135

10.27▲

15.35▲

11.27▼

12.93△

25.22▼

14.13▲

   16.09

76.67▼

49.67▲

30.84    

133.43▲

全文下载量/篇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CPD
期刊名称

Nature系列期刊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中的利用效益分析卢垚  马鑫  王鸑飞  等

注：▼表示全文下载量增加，单篇下载成本下降的期刊；△表示全文下载量增加，但由于期刊价格涨幅造成成本上升的期刊；▲表示全文

下载量减少，单篇下载成本上升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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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6—2018年引用分析

22种Nature期刊的引用分析结果（见表4）表明，除

去不涉及引用的3种期刊Nature Microbiology、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和Nature Sustainability，余下的期

刊中Nature Reviews Genetics、Nature Cell Biology的
引用量略有波动，其余17种期刊的引文量都是呈现上涨

趋势，尤其是Nature Plants、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ure Geoscience、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这
4种刊的引用量上涨显著，其中2016年新增的Nature 
Plants引文量在3年内增长715.38%。

如果按照CPD的思路来测算各刊的引用成本（Cost 
Per Citation，CPC），即某一时间窗口内期刊订阅价格

与用户引用该刊文献次数的比值，测算出22种Nature
期刊中CPC较低的期刊是Nature、Nature Genetics和
Nature Biotechnology，单篇引用成本不超过40元。

表4  农科院订阅Nature期刊引用情况（2016—2018年）

期刊名称
该刊引文量/次

Nature

Nature Genetics

Nature Biotechnology

Nature Methods

Nature Protocol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Nature Immunology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Nature Medicine

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Nature Plants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Microbiology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Nature Sustainability

1 858

776

572

195

223

237

120

86

74

76

72

84

43

60

13

32

25

15

11

-

-

-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  计

1 845

860

662

275

250

231

124

122

87

80

88

68

70

58

51

40

26

19

13

7

2

-

2 075

851

693

303

252

218

152

171

109

89

77

79

106

75

106

51

51

21

13

13

5

2

5 778

2 487

1 927

773

725

686

396

379

270

245

237

231

219

193

170

123

102

55

37

20

7

2

11.68

9.66

21.15

55.38

13.00

-8.02

26.67

98.84

47.30

17.11

6.94

-5.95

146.51

25.00

715.38

59.38

104.00

40.00

18.18

-

-

-

2018年相较

2016年
涨幅/%

2.5  2016—2018年引用Nature期刊文献发文
分析

对引用22种Nature期刊文章的农科院发文进行分析

（见表5），结果表明，除去不涉及农科院施引文献的3种
期刊Nature Microbiology、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和
Nature Sustainability之外，Nature Cell Biology过去3年
的农科院施引文献量略有波动，引用其余18种期刊的相

应发文量都有所增加，尤其是引用Nature Plants、Nature 
Climate Change、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Nature 
Geoscience这4种刊的发文量上涨迅速，参考Nature 
Plants上载文的农科院发文在3年增加609.09%。

同理，若按照CPD的思路来测算各刊的单篇发表

成本（Cost Per Publication，CPP），不考虑引用这些期

刊所发表的文章质量仅考虑数量的情况下，计算某一时

间窗口内期刊订阅价格与用户引用该刊文献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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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比值，测算出22种Nature期刊中CPP较低的期刊

是Nature、Nature Genetics和Nature Biotechnology，
分别为53.99元、56.39元和62.84元。

表5  农科院引用Nature期刊的发文情况（2016—2018年）

期刊名称
该刊引文量/次

Nature

Nature Biotechnology

Nature Genetics

Nature Protocols

Nature Method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Nature Medicine

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Immunology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ure Plants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Microbiology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Nature Sustainability

969

369

371

191

156

169

99

75

60

56

65

51

44

28

11

28

24

15

9

-

-

-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  计

1 017

375

373

211

216

186

110

100

62

67

58

49

46

45

41

34

21

17

9

7

2

-

1 147

408

395

224

238

176

129

136

72

69

63

64

53

64

78

39

41

21

12

12

4

2

3 133

1 152

1 139

626

610

531

338

311

194

192

186

164

143

137

130

101

86

53

30

19

6

2

18.37

10.57

6.47

17.28

52.56

4.14

30.30

81.33

20.00

23.21

-3.08

25.49

20.45

128.57

609.09

39.29

70.83

40.00

33.33

-

-

-

2018年相较

2016年
涨幅/%

2.6  2016—2018年引用Nature期刊文献发文
质量分析

利用引文影响力指标对2016—2018年农科院引

用Nature期刊文献的发文的质量进行分析，从表6可
以看出除去3种刊（2018年新增的2种，2016年新增的

1种但无引用发文），引用Nature Biotechnology等10
种期刊文献的发文，超过80%发表于Q1区期刊，引用

Nature等8种期刊文献的发文，发表在Q1区期刊上的

占70%~80%，只有引用Nature Materials的发文的Q1
文章占比略低于70%，但仍高于2016—2018年农科院

全部发文的Q1文章占比（62.7%）。就篇均被引频次而

言，引用各系列Nature期刊的发文的表现均高于2016—
2018年农科院全部发文的篇均被引次数4.4次，尤其是

Nature Geoscience和Nature Climate Change表现突

出。而考虑到施引文献分属不同学科造成的引文影响力

的偏差，进一步采用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Field 
Weighted Citation Impact，FWCI）来比较各刊相应施

引文献的发文质量，结果表明：只有引用医学领域期刊

Nature Medicine和Nature Immunology的发文的FWCI
值低于农科院2016—2018年发文平均值1.06，其余期

刊的施引文献都有较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引用Nature 
Geoscience、Nature Plants和Nature Climate Change
的发文表现优异。总体而言，虽然引用的不同期刊的发

文表现有所差异，但大部分期刊的施引文献各项指标

都高于农科院发文平均水平，表现出较强的引文影响

力。此外，也对Nature期刊的影响因子、期刊的使用成

本CPD、CPC、CPP值和表6中引文影响力指标进行了

Nature系列期刊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中的利用效益分析卢垚  马鑫  王鸑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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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在期刊水平、使用成本和产出论文质量各项 指标间并未发现有显著相关。

表6  农科院引用Nature期刊的发文水平（2016—2018年）

期刊名称
引用该刊

发文量/篇

Nature

Nature Biotechnology

Nature Genetics

Nature Protocols

Nature Method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Nature Medicine

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Immunology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ure Plants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Microbiology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Nature Sustainability

3 133

1 152

1 139

626

610

531

338

311

194

192

186

164

143

137

130

101

86

53

30

19

6

2

76.2

81.0

79.8

83.8

83.0

81.9

80.5

76.7

77.2

76.7

79.9

74.8

81.8

82.3

82.9

80.2

78.8

80.8

69.0

84.2

100.0

50.0

5.9

6.4

6.5

6.9

6.6

6.2

5.7

4.8

5.1

5.2

6.3

5.0

5.6

7.5

6.7

7.0

8.0

5.2

7.5

4.6

12.7

2.5

1.30

1.33

1.37

1.43

1.40

1.23

1.24

1.13

1.09

0.96

1.24

1.03

1.40

1.68

1.81

1.29

1.84

1.19

1.26

1.62

5.02

1.71

Q1文章

占比/%
篇均被引

频次

学科规范化

引文影响力

2.7  2016—2018年Nature期刊利用效益比较

从2.1的分析结果可知，全文下载量和引文量、发

文量呈一元回归线性正相关，因此从Nature期刊的引

用率和发文影响转化率的角度来比较各期刊的利用

效益。引用率，即引文量与全文下载量的比值，反映在

期刊的全文下载量中，有多大比例的下载行为能够转

化为引用；同理，发文影响转化率，即发文量与全文下

载量的比值，同时引入FWCI值来反映有多大比例的

全文下载行为能够转化为论文产出并造成一定的引

文影响力。结果可以看出（见表7），引用率较高的期

刊有Nature Geoscience、Nature Materials和Nature 
M e t h o d s，发文影响转化率较高的期刊有N a t u r e 
Geoscience、Nature Methods和Nature Protocols。

但利用引用率和发文影响转化率来比较期刊利用

效益，直接受全文下载量多少的影响，全文下载量少的

期刊，容易有较高的转化率，因此这两项指标参考作

用有限。为了综合比较农科院订阅的Nature期刊的利用

效益，用全文下载量、相关期刊引文量、对应的发文量

以及发表论文的引文影响力FWCI作为4个变量来衡量

Nature期刊利用的“收益”，再除以使用成本，得到投

资回报率ROI，如公式（2）所示。

其中a、b、c分别代表各指标的权重，由复相关系

数赋权法计算而得。将全文下载量、引文量、发文量作

为3个变量进行复相关分析，依据指标的独立性确定其

权重，指标与其他两项指标的复相关系数越大、共线性

越强、重复信息越多，越容易由其他两个指标的线性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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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表示，该指标的权重就应当越小，反之亦然。因此本

文取指标各自与其他两个指标的复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的倒数作为权重。

但这样计算的收益并未和成本一样量化到金额，而

是各期刊间用于比较的归一化值，所以称之为相对ROI。
计算2016—2018年农科院Nature期刊使用收益和成本的

比值并进行归一处理，得到相对ROI以比较Nature期刊

的使用效益（见表7）。结果表明，在农科院订阅的19本
Nature期刊中（除去2018年新增的2种，2016年新增的1
种但无引用），使用效益最好的是Nature Genetics，其
次是Nature、Nature Biotechnology、Nature Plants。

表7  农科院Nature期刊利用效益比较（2016—2018年）

期刊名称 全文下载量/篇

Nature Genetics

Nature

Nature Biotechnology

Nature Plant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Nature Methods

Nature Protocols

Nature Immunology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Medicine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Materials

56 811

95 782

32 666

29 711

13 914

10 323

11 721

12 429

8 013

6 658

5 722

5 222

4 270

3 610

5 671

3 713

1 110

1 128

606

4.38

6.03

5.90

0.57

4.93

3.67

6.60

5.83

3.37

5.95

4.28

4.42

5.55

5.35

3.86

3.31

4.95

9.04

6.11

2.75

4.25

4.69

0.79

4.69

3.40

7.29

7.20

2.11

6.29

3.70

4.42

4.32

5.55

4.06

3.51

5.68

14.03

6.24

100.00 

65.86 

52.62 

38.89 

27.37 

19.84 

17.50 

15.94 

15.16 

13.40 

11.09 

10.19 

8.96 

8.27 

7.42 

4.47 

2.35 

1.69 

0.89 

引用率/%
发文影响

转化率/%
相对ROI

3  讨论

学术期刊的文献资源建设及其利用与科研活动有

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Nature期刊这类高质量、高影响

力的学术资源。本文证明农科院Nature期刊资源建设

及相关利用与用户科技论文发表、项目申请等科研活动

的具有相关性。通过分析期刊的使用成本对农科院订

阅Nature系列期刊的建设策略提出建议，针对利用状

况发展良好的期刊，采取稳定建设的建议；对利用成本

较高的期刊，需进一步培育用户的利用需求，密切监控

其利用情况；对下载量下滑、成本持续上升的期刊，则

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用户对其利用规律、挖掘潜利用的

“收益”，再考虑使用成本计算投资回报率ROI，是各

期刊间用于比较的归一化值。这种方法虽不能将具体收

益量化到金额，计算出绝对投资回报率，但其完全依靠

使用统计数据和引文相关数据，数据来源客观，能够有

效地对不同资源的利用效益进行简单对比和评估，是

对循证分析方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创新结合，能

够对资源建设工作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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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tilization Benefit Produced by Nature Series Journals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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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e series journals are world’s top academic journals and also important academic resources for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research and establish scientific evidence-based analysis method for evaluating resources utilization benefit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ricing model when libraries construct th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his study, we comprehensively use the methods of citation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cost benefi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usage data, citation data and corresponding publication data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related to Nature series journal in 2016-2018, to prove that the literature utilization of Nature series journal 
papers like downloading and citing are relevant to research papers publication, projects application and o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Moreover, we 
also evaluate the utilize situation and generated benefits of CAAS’ subscribed Nature series journals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through 
comparing indicators of usage cost, output paper impact, conversion rate and relative return o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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