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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全面客观地认识论文被引频次、寻找提升中国SCI论文质量与影响力的途径，本文以中国和日本的

SCI论文数据为基础，构建Nbreg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因素，并从是否影响、影响方

向与影响程度3个方面比较多维因素下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异同点。研究表明，与日本相比，当参考文献数

量越多，作者数量越多，合作方式为国内合作，论文语种为母语，文献类型为论文类、综述类时，中国SCI论文被引频

次提高的可能性越大。据此，可通过建设更多高水平中文期刊、鼓励团队合作等方式来提升中国论文的被引频次，

进而增强我国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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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Nbreg模型的SCI论文被引频次

影响因素分析*

——中日比较研究的视角

被引频次是SCI论文评价的重要定量指标之一[1-3]。

通常情况下，一篇论文的被引频次越高，可认为该论文

的科研影响力越大，学者可据此来评估SCI论文质量的

优劣[4-6]。那么，在SCI论文质量的评估中，哪些因素与

论文被引频次有关、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论文被引频次

等问题，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探讨[7-9]。

一些学者试图从不同方面对我国论文被引频次的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姜磊等[10]从参考文献的数量与论

文被引频次相关性的角度，探讨了参考文献的数量与质

量对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徐庆富等[11]选取15种不同

学科的代表性期刊收录的论文为样本，对论文篇幅、参

考文献数量等因素对被引频次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检

验；高丹等[12]利用阐述重要性、文献综述、研究不足等

语步，计算语步的词表重合率与被引频次的关系来分析

影响因素；牟象禹等[13]从论文特征、引文特征等方面选

取指标，利用这些指标与被引频次的相关性进行影响

因素的分析；陈悦等[14]从被引频次主要源于论文自身因

素影响的角度，分析了论文标题和摘要区别度、论文使

用次数、热点持续能力等因素对被引频次的影响。当前

研究对了解我国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因素情况起到积

极作用，但仍存在不足。首先，孤立地分析我国论文的

情况，缺少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使得到的研究结果缺少

参照依据；其次，多从论文自身属性等单一维度选取影

响因素，缺少从来源出版物、作者等多角度选取因素，

使得对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认识单一，研究范围过窄；

最后，多数研究仅明确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因素，而如

何从这些影响因素的特征入手，寻求提高论文被引频次

的办法，当前的研究鲜有阐述。

因此，本文选择中国与日本为比较对象，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SCI论文为数据源，从来源出版物、

作者信息、论文自身信息及基金资助4个方面选取影响

论文被引频次的因素，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的构建，分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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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差异，有助于学者

更全面客观地认识我国SCI论文的被引频次及其影响因

素情况，进而为寻找提升我国SCI论文质量、增强我国

科研影响力等方面的途径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准备

本文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中的SCI数据库，

数据获取步骤为：首先，在SCI中分别检索中国和日本

2006—2015年的论文属性数据，检索式分别为“地址= 
Peoples R China AND 出版年=2006—2015”“地址= 
Japan AND 出版年=2006—2015”；其次，根据检索结

果，逐年下载中国和日本的论文属性数据。

对于下载后的论文属性数据，根据作者地址（C1）
字段，构造合作方式字段，合作方式取值为国内合作、

国际合作以及独立作者。对于中国（日本）SCI论文，

选取合作方式字段取值为独立作者以及国内合作的论

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①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港

澳台地区与中国内地科研体制的差异性，本文所涉及

的情况均不考虑港澳台地区，仅为中国内地SCI论文数

据；②本文着力于分析不同因素对中国和日本的SCI论
文分别产生的影响比较，为使得到的研究结论更具比

较性、更有说服力，不考虑国际合作论文的情况；③考

虑到被引频次指标的时滞性[15]，2015年以前的论文被

引频次至今已趋向稳定，并且为进一步分析出版时间可

能对论文被引频次产生的影响，本文选择2006—2015
年的SCI论文数据。

经上述数据处理后，得到2006—2015年中国SCI论
文有效数据1 038 508篇、日本SCI论文676 251篇，其被

引频次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由于篇幅原因只给出2015
年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论文的被引

频次均呈明显的偏态分布。

图1  论文被引频次分布

1.2  影响因素的选择

一篇SCI论文的完成，包含科研人员对论文的撰写、

修改与发表等过程[13-14]。其中，参与的作者、所需的资助

基金、选择发表的期刊以及论文创作设计等方面均体现

科研成果产生的不易。正因为如此，学者往往希望自己

的成果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并认可，而衡量被认可的方式

之一，就是论文被引频次的高低。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了

SCI论文被引频次，这些因素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怎样

的影响等，将是本文的研究核心。

为分析不同相关因素对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

响异同，需先构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以明确所涉及的

因素。在阅读并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16-18]，结合相关的

实践经验，本文选择从来源出版物、资助基金、作者信息

及论文自身信息4个方面设定影响因素（见图2）。
（1）论文自身信息类因素。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

 

图2  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控制参考文献规模、选择撰写论文学科等途径来人为

地影响SCI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如徐庆富等[11]发现参考

文献数量在大多数期刊中与被引频次显著正相关；牟

象禹等[13]认为学科类别、文献类型等因素会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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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频次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学者的研究，本

文设定论文自身信息类因素包括参考文献数量、学科

类别、文献类型及语种4个因素。

（2）资助基金类因素。很多学者认为有无基金会对

论文被引频次产生很大影响。如段宇锋等[19]认为基金论

文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力普遍高于非基金论文；陈悦等[14]

认为有科研资助的论文，被引频次会更高。结合这些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本文设定资助基金类因素包括基金

个数与基金类别2个因素。

（3）作者信息类因素。参与作者作为SCI论文产生

的源动力，有学者认为其特征对论文的被引与否也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王海涛等[18]发现作者数量与论文被

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关系；段宇锋等[19]认为作者数量对

被引频次有较强的贡献度。基于已有研究的发现，结合

论文创作中的实际考量，设定本文的作者信息类因素

包括作者数量、作者单位数量以及合作方式3个因素。

（4）来源出版物类因素。出版物是论文成果发表

的重要载体，有学者认为出版物的状况也会影响人们

是否引用期刊上的论文。如俞立平等[20]认为被引频次

受出版时间影响；余莉[21]认为论文被引频次受文献流

向的刊物影响。据此，本文设定来源出版物类因素包括

出版时间与论文流向2个因素。

2  模型构建

2.1  模型变量的设定

2.1.1  变量的选择

根据图2所示，本文设定被引频次为因变量，各影

响因素为自变量，其取值情况如表1所示。①本文使用

的数据为2006—2015年中国和日本国内作者的论文属

性数据，下载时间为2018年12月21—27日，考虑到被引

频次本身的动态性，其数值确定为自发表之日起至数

据被下载时止的被引频次数。②学科类别是在SCI的
176个学科条目的基础上概化形成的。③文献类型是在

SCI的39种文献类型的基础上概化形成的。

2.1.2  变量相关性分析

在构建Nbreg模型前，需要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

多重共线性，以防止相关性过高的变量干扰模型结果

的准确度。根据相关性分析可知，变量的相关系数小于

0.5，则可认为两变量间相关性不明显，相互独立[18-19]。

因此，本文认为如果两变量间相关系数小于0.5，则变量可

以引入模型中进行运算，相关性分析工具采用SPSS 22.0。
经计算可得，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变

量间的相关性不明显，各变量相互独立，可以将这些变

量引入后面的模型中进一步计算。

2.2  模型假设的提出

根据影响因素的选择与变量的具体设定，结合本

文的研究核心，并参照过往研究[13-15]，分别从来源出版

物、作者信息、资助基金以及论文自身信息4个方面，针

对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差异提出本文研究

情境下的模型假设（见表2），以待后续的验证。

2.3  Nbreg模型的构建

由于被引频次呈偏态分布，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并不适合[22]。同时，被引频次属于离散型变量，取值

是典型的计数型，因此考虑利用计数型回归模型进行

分析。对于计数型回归模型，首先考虑泊松回归，但此

模型的内在假定是计数变量取值的条件均值等于条件

方差，即等离散[13]，而经计算本文因变量的方差明显大

于期望，即存在过离散的情况，因此泊松回归模型也不

表1  设定的变量

Citation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被引频次

参考文献数量

文献类型

学科类别

语种

基金类别

基金个数

作者数量

合作方式

出版时间

作者单位数量

论文流向

取值方法

计数

篇数值

1=论文类；2=书评类；3=综述类；

4=概要；0=其他

0=工学；1=理学；2=农学；3=社会科学；

4=生命科学；5=医学

1=英语；2=母语；0=其他

1=国内基金；2=国外基金；

3=国外和国内基金；0=无

计数

计数

0=独立作者；1=国内合作

年

计数

0=国内；1=国外

基于Nbreg模型的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分析——中日比较研究的视角张肃  王泽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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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再继续评估广义泊松回归、零膨胀泊松回归、零

膨胀负二项回归、负二项回归等模型的适用性[18]，最终

选定负二项回归模型，因文章篇幅限制，模型选取和确

定过程在此不做过多陈述。

负二项回归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其中y=0，1，2，…，0<θ<1。模型计

算分析工具采用Stata12.0，分类变量的参照基准为每组

“最后一个”，取置信度为95%。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运行结果分析

3.1.1  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分析

对中国的论文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并按照论文

自身信息、资助基金、作者信息及来源出版物的顺序将

这4类因素逐步引入到模型中计算，最终分别得到模型

Nbreg1—4的回归结果（见表3）。根据结果可分析得出

影响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因素情况如下。

（1）各因素是否影响中国SCI论文的被引频次。模

型Nbreg4中，引入模型中的全部因素在5%的水平下均

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论文参考文献数量、作者数量等

引入模型中的全部因素均对中国SCI论文的被引频次有

影响。

（2）各因素对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方向。

负二项回归中，可利用直接系数或边际效应的正负值

来判断影响方向，在模型Nbreg1—4中，随着被引入模

型中的影响因素不断增加，影响方向始终保持前后一

致。因此，本文以模型Nbreg4的结果为准，分析各因素

对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方向。①影响方向为正

向的因素有参考文献数量、论文类、书评类、综述类、

概要、工学、英语、母语、作者数量、合作方式，说明这

些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国论文的被引频次会随之

增加；②影响方向为负向的因素有理学、农学、社会科

学、生命科学、国内基金、国外基金、国内和国外基金、

基金个数、论文流向、出版时间、作者单位数量，说明

这些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国论文的被引频次会随

之减少。

（3）各因素对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程度。

表2  模型的研究假设

来源出版物

类  别 影响因素

出版时间

论文流向

基金个数

基金类别

作者数量

作者单位数量

合作方式

参考文献数量

学科类别

语种

文献类型

研究假设

H1.1：出版时间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负向作用，并且对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1.2：论文流向国内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作用，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2.1：基金个数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作用，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2.2_1：国内基金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作用，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2.2_2：国外基金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作用，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2.2_3：国内和国外基金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作用，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3.1：作者数量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3.2：作者单位数量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3.3：合作方式为国内合作对SCI论文被引频次呈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1：参考文献数量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2_1：学科类别为理学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2_2：学科类别为工学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2_3：学科类别为社会科学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2_4：学科类别为农学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2_5：学科类别为生命科学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3_1：语种为母语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3_2：语种为英语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4_1：文献类型为论文类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4_2：文献类型为书评类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4_3：文献类型为综述类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H4.4_4：文献类型为概要类时对SCI论文被引频次有正向影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

资助基金

作者信息

论文自身信息

P Y y θ，J C           θ 1 θJ 1 J y
y J 1

P Y y θ，J C           θ 1 θJ 1 J y
y 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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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reg回归模型中，可用边际效应值来确定各因素的影

响程度。在模型Nbreg1—4中，各因素的平均边际效应

值前后变化幅度不大，因此，本文以模型Nbreg4中的边

际效应值为准来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对照表3中模

型Nbreg4的结果，根据边际效应值的相对大小对各因素

的影响程度降序排列，结果依次为论文类、论文流向、

综述类、英语、国外基金、国内基金、国内和国外基金、

合作方式、概要、农学、出版时间、母语、生命科学、社

会科学、工学、书评类、理学、作者数量、作者单位数

量、参考文献数量、基金个数。由此可见，当文献类型为

论文类时对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程度最大，基

金个数对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程度最小。

3.1.2  日本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分析

对日本的论文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并按照论文

自身信息、资助基金、作者信息及来源出版物的顺序将

这4类因素逐步引入到模型中计算，最终分别得到模型

Nbreg1—4的回归结果。

根据表4中的结果，可分析得到影响日本SCI论文

被引频次的因素情况如下。

（1）各因素是否影响日本SCI论文的被引频次。模

型Nbreg4中，引入模型中的全部因素在5%的水平下均

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参考文献数量、作者数量等因素

均对日本论文的被引频次有影响。

（2）各因素对日本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方向。模

型Nbreg1—4中，随着被引入模型中的影响因素不断增

加，影响方向始终保持前后一致。因此，本文可以模型

Nbreg4的结果为准分析各因素对日本SCI论文被引频

次的影响方向。①属于正向影响因素的有论文类、书评

类、综述类、概要、工学、理学、农学、社会科学、生命

科学、英语、母语、合作方式、作者单位数量、论文流

向；②属于负向影响因素的有国内基金、国外基金、国

内和国外基金、基金个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

（3）各因素对日本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程度。在

模型Nbreg1—4中，各因素的平均边际效应的数值前后

表3  中国论文数据回归结果

类  别
Nbreg1

参考文献数量

论文类

书评类

综述类

概要

工学

理学

农学

社会科学

生命科学

英语

母语

国内基金

国外基金

国内和国外基金

基金个数

作者数量

合作方式

出版时间

作者单位数量

论文流向

直接系数 边际效应

Nbreg2

直接系数 边际效应

Nbreg3 Nbreg4

直接系数 边际效应直接系数 边际效应

0.023***

0.987***

0.055***

0.684***

0.465***

0.267***

-0.037***

-0.507***

-0.044***

-0.093***

0.617***

0.439***

-

-

-

-

-

-

-

-

-

0.148

4.090

0.593

3.426

1.602

1.787

-0.250

-2.634

-0.293

-0.596

3.156

2.408

-

-

-

-

-

-

-

-

-

0.024***

0.937***

0.041***

0.768***

0.475***

0.237***

-0.027***

-0.455***

-0.016***

-0.088***

0.737***

0.363***

-0.434***

-0.592***

-0.557***

-0.014***

-

-

-

-

-

0.156

3.940

0.401

3.538

1.766

1.530

-0.173

-2.329

-0.100

-0.544

3.471

1.976

-2.485

-3.020

-3.162

-0.090

-

-

-

-

-

0.023***

0.987***

0.043***

0.739***

0.488***

0.238***

-0.007***

-0.429***

-0.030***

-0.162***

0.639***

0.479***

-0.421***

-0.552***

-0.437***

-0.021***

0.037***

0.612***

-

-0.058***

-

0.146

4.090

0.451

3.521

1.883

1.511

-0.045

-2.184

-0.187

-0.954

3.070

2.449

-2.378

-2.804

-2.493

-0.133

0.228

3.044

-

-0.364

-

0.030***

0.978***

0.048***

0.743***

0.461***

0.131***

-0.089***

-0.314***

-0.154***

-0.201***

0.690***

0.189***

-0.422***

-0.532***

-0.421***

-0.025***

0.076***

0.521***

-0.247***

-0.042***

-0.799***

0.157

3.994

0.516

3.595

1.596

0.698

-0.449

-1.427

-0.772

-0.993

2.751

1.086

-2.379

-2.574

-2.314

-0.139

0.399

2.265

-1.305

-0.224

-3.619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Nbreg模型的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分析——中日比较研究的视角张肃  王泽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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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幅度不大，因此，本文以模型Nbreg4中的边际效

应值为准来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对照表4中模型

Nbreg4的结果，根据边际效应值的相对大小对各因素

的影响程度降序排列，结果依次为概要、书评类、国内

基金、社会科学、论文类、国内和国外基金、工学、英

语、理学、生命科学、国外基金、综述类、农学、出版时

间、论文流向、合作方式、母语、作者单位数量、作者数

量、基金个数、参考文献数量。由此可见，当文献类型为

概要时对日本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程度最大，参考

文献数量对日本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程度最小。

3.2  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比较
分析

3.2.1  影响与否的比较

结合表3、表4中模型Nbreg4的数值，并综合前文

的分析，为清晰起见，将中国和日本论文被引频次影响

因素的比较结果绘制成图（见图3）。
由图3所示可知，除参照组不予考虑外，文中列出的

因素均对中国和日本的SCI论文被引频次有影响，这一

点中国和日本情况相同。

3.2.2  影响方向的比较

（1）对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方向相同的因

素。①参考文献数量，文献类型为论文类、书评类、综

述类、概要，学科类别为工学，语种为英语、母语，合作

方式为国内合作等因素对中国和日本的SCI论文被引频

次影响均为正向；②国内基金、国外基金、国内和国外

基金、基金个数、出版时间等对中国和日本的SCI论文

被引频次影响均为负向。

（2）对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方向不同的因

素。①学科类别为农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理学，作

者单位数量，论文流向国内这些因素对中国SCI论文被

引频次的影响为负向，而对日本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

表4  日本论文数据回归结果

类  别
Nbreg1

参考文献数量

论文类

书评类

综述类

概要

工学

理学

农学

社会科学

生命科学

英语

母语

国内基金

国外基金

国内和国外基金

基金个数

作者数量

合作方式

出版时间

作者单位数量

论文流向

直接系数 边际效应

Nbreg2

直接系数 边际效应

Nbreg3 Nbreg4

直接系数 边际效应直接系数 边际效应

0.002***

0.394***

0.698***

0.163***

0.759***

0.368***

0.294***

0.074***

0.492***

0.254***

0.097***

0.336***

-

-

-

-

-

-

-

-

-

0.024

3.925

6.337

1.466

7.076

3.885

3.264

0.733

5.607

2.510

0.890

2.757

-

-

-

-

-

-

-

-

-

0.003***

0.392***

0.719***

0.129***

0.765***

0.365***

0.285***

0.091***

0.485***

0.246***

0.156***

0.298***

-0.262***

-0.550***

-0.039***

-0.013***

-

-

-

-

-

0.027

3.908

6.497

1.117

7.286

3.802

3.097

0.899

5.435

2.393

1.373

2.450

-0.369

-2.505

-4.506

-0.121

-

-

-

-

-

0.003***

0.395***

0.715***

0.150***

0.779***

0.369***

0.282***

0.082***

0.481***

0.242***

0.151***

0.299***

-0.257***

-0.558***

-0.040***

-0.014***

-0.003***

0.065***

-

0.016***

-

0.026

3.967

6.486

1.301

7.311

3.837

3.065

0.811

5.377

2.353

1.328

2.438

-0.383

-2.482

-4.564

-0.135

-0.030

0.602

-

0.152

-

0.002***

0.350***

0.693***

0.197***

0.703***

0.348***

0.284***

0.196***

0.423***

0.217***

0.413***

0.346***

-0.299***

-0.566***

-0.445***

-0.003***

-0.004***

0.070***

-0.208***

0.033***

0.198***

0.019

3.329

6.329

1.852

6.405

3.258

2.795

1.849

4.182

1.903

2.919

0.404

-4.216

-1.901

-3.271

-0.030

-0.032

0.578

-1.781

0.284

1.598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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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为正向；②作者数量对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

为正向，而对日本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为负向。

3.2.3  影响程度的比较

（1）论文自身信息类因素的比较。①参考文献数

量的比较。参考文献数量每增加一篇，中国论文的被引

频次平均增加0.157次，日本论文的被引频次平均增加

0.019次，参考文献数量对SCI论文被引频次呈正向影

响，并且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因此，模型研究

假设H4.1获得支持。②文献类型的比较。由图3所示，相

对于文献类型为其他时，每增加一篇文献类型为论文

类、综述类、概要类、书评类的论文，中国和日本的SCI
论文被引频次均增加，但论文类、综述类的论文对中国

被引频次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概要类、书评类的论文

对中国的影响程度低于日本。因此，模型假设H4.4_1
和H4.4_3获得支持，H4.4_2和H4.4_4获得拒绝。③学

科类别的比较。相对于学科类别为医学时，每增加一篇

学科类型为工学、理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的论文，

日本SCI论文的被引频次下降，并且除工学外的中国论

文被引频次也下降，但对中国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程

度均低于日本。因此，模型假设H4.2_1—H4.2_5均未

获得支持。④语种的比较。相对于语种为其他时，英文

论文每增加一篇，中国论文的被引频次增加2.751次，日

本论文被引频次增加2.919次；语种为母语的论文每增

加一篇，中国论文的被引频次增加1.086次，日本论文的

被引频次增加0.404次。语种对SCI论文被引频次的影

响均为正向，但语种为英语时对中国的影响低于日本，

语种为母语时对中国的影响高于日本。因此，模型假设

H4.3_1获得支持，H4.3_2被拒绝。

综上所述，相较于日本，参考文献数量越多，文献

类型为论文类、综述类，语种为母语时均可使中国SCI
论文被引频次增加幅度更高，说明这些因素是促进中

国SCI论文被引频次提升的有利因素。这也证实了抛开

论文本身内容的质量，通过主观控制引用前人的研究

成果数量，有针对性地选择论文的文献类型、语种等方

图3  中日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因素对比

基于Nbreg模型的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分析——中日比较研究的视角张肃  王泽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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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影响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

（2）资助基金类因素影响程度的比较。①基金类

型的比较。国内基金、国外基金、国内和国外基金每增

加一个，中国和日本的SCI论文被引频次均下降，但基

金类别为国外基金时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高于日本，基

金类别为国内基金、国内和国外基金时对中国的影响

低于日本。因此，模型假设H2.2_1—H2.2_3均未获得

支持。②基金个数的比较。基金个数每增加一个，中国

论文的被引频次下降0.139次，日本论文的被引频次下

降0.030次，对中国论文的影响更大。因此，模型假设

H2.1未获得支持。

综上所述，与日本相似，基金类型和基金个数均没

有对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产生提升作用，说明有无基

金、基金类型并不是使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增加的有

利因素，也验证了论文创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吸引各级基

金的资助，而是为了获得更多有意义的科研成果，通过

吸引基金资助不能提高中国SCI论文质量。

（3）作者信息类因素影响程度的比较。①作者数

量的比较。作者数量每增加一个，中国论文的被引频

次增加0.399次，日本论文的被引频次下降0.032次，

对中国论文的影响更大。因此，模型假设H3.1获得支

持。②合作方式的比较。合作方式为国内合作时，中国

论文的被引频次增加2.265次，日本论文的被引频次增

加0.578次，对中国论文的影响更大。因此，模型假设

H3.3获得支持。③作者单位数量的比较。作者单位数

量每增加一个，中国论文的被引频次下降0.011次，日

本论文的被引频次增加0.284次，对日本论文的影响更

大。因此，模型假设H3.2未获得支持。

综上所述，相较于日本，作者数量、合作方式为国

内合作对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产生明显提升作用，而

作者单位数量对中国并没有提升作用。说明作者数量、

合作方式是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增加的有利因素。这

也证实了团队合作对于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重要性，

尤其是相较于跨单位的团队合作，与团队的学者因交流

合作的便利性会更有利于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现。

（4）来源出版物类因素影响程度的比较。①出版

时间的比较。出版时间每靠近一年，中国论文的被引

频次平均下降1.305次，日本论文的被引频次平均下降

1.781次，对日本的影响更大。因此，模型假设H1.1未获

得支持。②论文流向的比较。论文流向为国内时，每增

加一篇论文，中国论文的被引频次下降3.619次，日本论

文的被引频次增加1.598次。因此，模型假设H1.2未获

得支持。

综上所述，出版时间、论文流向为国内均未对中国

SCI论文被引频次产生提升作用，说明出版时间、论文

流向并不是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增加的有利因素。其

中，出版时间的这一表现符合被引频次的时滞性[15]，因

为论文需要在发表一段时间后，其被引频次才会逐步

增加直至趋于稳定；而论文流向为国内并没有对中国

SCI论文被引频次产生提升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高

水平的论文并不倾向发表在国内SCI期刊上，这一方面

是因为中国缺乏有影响力的期刊，另一方面与当前国内

科研评价体系过度追捧国际期刊有关。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从是否影响、影响方向与影响

程度方面得到了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异同

点，可知相较于日本，当中国SCI论文具备以下情况时，

更有利于提高论文的被引频次：①参考文献数量越多；

②文献类型为论文类、综述类时；③语种为母语；④作

者数量越多；⑤合作方式为国内合作。

基于此，为有效提升中国SCI论文被引频次，增强

中国学术论文质量与影响力，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鼓励学者进行团队合作，引导学者更多地参与

高水平合作项目。与日本相比，作者数量越多、合作方

式为国内合作时，更有利于提高我国SCI论文的被引频

次，说明团队协作对高水平、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的产生

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可以通过为科研团队提供优质的

合作平台、对团队成果给予高额奖励等有效措施和办

法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加入到团队合作中来。

（2）加强优质中文期刊的国际化建设，提高我国

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我国期刊在SCI等平台中

的国际话语权。与日本相比，论文语种是母语时更有利

于我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提高，可以从期刊建设方面

寻找提升策略。首先，当前存在我国期刊影响力不足、

国际化不够等问题，从而导致中文期刊在SCI等国际平

台上话语权偏弱，因此，加强我国期刊，尤其是中文期

刊的国际化建设刻不容缓；其次，英语是国际上的通用

语言，打造中文国际期刊不意味着对英语期刊的忽视，

在中文期刊能够产生足够的国际影响力前，可从建设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英文期刊开始。

（3）合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效规划论文的

参考文献规模。本文的结果证明了参考文献数量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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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利于我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提高，但这并不意味

着参考文献数量越多越好。如果学者忽视了论文自身创

作的需要，人为地增加论文参考文献数量，反倒不利于

论文质量的提高，那么，论文被引频次的增加也是没有

意义的。所以，合理控制参考文献数量的同时，从参考

文献的质量、内容等方面进行筛选，将论文创作需求放

在首位，才更有利于高水平论文的出现。

（4）加强引导或鼓励学者更多地进行论文类或综

述类的SCI论文创作。与日本相比，论文类或综述类的论

文数量增多，有利于我国SCI论文被引频次的提高。因

此，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奖励措施或激励办法，有意识

地引导或吸引学者更多地进行这些类型论文的创作。

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中日SCI论文被引频次影

响因素的差异，可以为学者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论

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进而为寻找提升中国SCI论文质

量的途径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研究仍存在局

限：仅从SCI数据库分析中日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的

异同点，没有考虑其他权威论文数据库中中国和日本的

情况；仅从论文自身信息、作者信息、来源出版物及基

金资助方面来设定相关因素，没有考虑宏观环境因素与

论文被引频次的关系；仅分析不同因素下的中日论文被

引频次的影响异同点，没有分析这些因素对论文被引频

次作用的内在机制等，这些都是需要未来进一步解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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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actors Affecting Citation Frequency of SCI Articles Based on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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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itation frequency of SCI articles comprehensively and seek way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this paper chooses 
SCI articles of China and Japan respectively as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a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itation frequency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n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factor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influence, influence direction and influence degre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Japan, when the number of references is more, or the 
number of authors is more, or the way of cooperation is domestic cooperation, or the language of the paper is mother tongue, or the type of literature is 
paper/review, the more likely the Chinese SCI papers are cited. Therefore, we can improve the citation frequency of Chinese papers by building more high-
level Chinese journals, encouraging team cooperation, etc., so as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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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主题词表》自1980年问世以后，经1991年进行自然科学版修订，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发挥了应有作用，曾

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数据处理的需要，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

持，并联合全国图书情报界相关机构，自2009年开始进行重新编制工作，拟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

学卷、社会科学卷四大部分逐步完成。目前工程技术卷和自然科学卷已出版。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共收录优选词19.6万条，非优选词16.4万条，等同率0.84，在体系结构、词汇

术语、词间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创新。《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共收录专业术语12.4万条，包含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等学科领域，收词系统、完整，

语义关系丰富、严谨，每条词汇都有相应的学科分类号表现其专业属性，并与同义英文术语对应。同时，建立《汉

语主题词表》网络服务系统，提供术语查询、文本主题分析、知识树辅助构建等服务。《汉语主题词表》可用于汉语

文本分词、主题标引、语义关联、学科分类、知识导航和数据挖掘，是文本信息处理及检索系统开发人员不可或缺

的工具。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已于2014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13个分册，总定价3  880元。

《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已于2018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5个分册，总定价1 247元。两卷

均可分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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