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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的下载频率与被引频率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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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研究网络传播对提高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作用，
从微观层面入手，对一篇学术论文网上下载频率和被引频率的

相关性进行研究，给出了相关性的量化计算指标和计算方法。

以《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的数据为例，对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２００６
年第１～３期、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发表文章的下载频率和被引频率
进行统计，计算出两者的简单线性相关系数，并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传播是提升期刊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和手

段，吸引和发表优秀稿件才是提升期刊影响力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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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网络时代，信息的网络传播无疑是最重要的

方式与途径。网络信息传播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全

社会信息共享，满足各个层次、各类公众对信息的需

求［１２］。学术界也毫不例外。由于网络的发展，科学

工作者改变了以往获取科技信息的方式，网络成为其

获取新知识、新技能及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主要手

段。学术的传播与知识的获取一样离不开网络，科技工

作者通过网络获取知识的同时，也渴望自己的研究成果

通过网络广泛传播，被学术界关注；但是，在学术界，科

技论文的被引频率不高一直是困扰大家的问题［３４］。

目前，文章的被引频率和期刊的影响因子已经超

出其本质意义，衍生出很多的表征意义，这２个指标与
文章或期刊的影响力、文章质量直接关联［５］。将学术

论文的被引频率作为衡量一篇文章学术水平高低、将

影响因子作为衡量一种期刊水平高低的观点在学术界

并没有取得共识，这中间还存在着许多局限性［６］。不

可否认，学科研究群体规模的大小，所研究内容受众面

的多少，导致这些指标有数十倍的差距，简单地将其放

在一起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对某一专业领

域、对某一类别的学术期刊或者对某一种刊物自己纵

向相比，被引频率和影响因子还是能反映出其影响力

的大小和学术质量的高低的，所以，文章的高引用率一

直以来都是期刊界以及作者自己所希望看到的，以至

于是大家想尽办法追求的目标之一。

文章的网络浏览量和被引频率是衡量一篇学术论

文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入手，对一

篇学术论文的下载频率和被引频率的相关性进行研

究，从而揭示出网络传播对文章引用率的影响情况，为

扩大学术期刊影响力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１　网络传播对提高引文频率的作用

　　鉴于文章被引频率受到期刊界的高度重视，所以，
想方设法提高文章的被引率是每个编辑部工作的重中

之重。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传播自然是扩大

期刊和文章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７］。从最初

的使用电子函件为读者提供孤立的文章信息、使用电

子函件列表将文章目录上网，到后来发展起来的网上

开放存取，以及目前实施的稿件在线处理平台，这每一

步都使我们更加贴近读者，对文章的网络传播都具有

重要意义。由ＩＴ产业发展起来的各种搜索工具，如百
度、ｇｏｏｇｌｅ等著名的搜索引擎，使读者想要找到自己所
需要的信息变得容易。国内外著名的数据库，如 Ｅｉ、
ＳＣＩ、ＩＳＴＰ，被认为是最具权威的检索工具，Ｅｉ和ＳＣＩ提
供全世界范围内６０００多种优秀期刊上的文章检索，
ＩＳＴＰ则报道国际上定期召开的１０００多个科技会议
录，这些几乎涵盖了各个学科、各个专业公认的高水平

的科技文献。国内外一些知名网站也为科技工作者提

供了丰富多彩的科技信息，如中国期刊网是我国最大

的全文现刊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

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１９９４年至今约 ７０００
多种期刊全文，并对其中部分重要刊物回溯至创刊

时起。

所有这些为科技工作者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

技的网络世界，改变了学者们传统的获取信息的模式，

大大促进了科技信息的网络传播。有人曾经说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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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传播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与传播的

方式，使人类生活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庄［８］。拥有

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便捷的网络使所

有科技信息几乎同时站到了人们面前，使所有学术论

文被引机会又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在这一有趣的矛

盾的情况面前，我们有必要在微观层面上探寻一篇文

章的网络传播与被引频率的相关性问题。在该文中文

章的网络传播主要用文章的下载频次表征。

２　文章下载频率与被引频率的相关性

　　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学术论文的下载频率与被引频
率正相关，即文章下载越多，被引的机会也就越多。事

实完全如此吗？当人们查找资料时，最先找到的是文

章题名，一篇学术论文的题名所能带给人们的信息价

值大小是引人注意的关键因素。下载一篇文章后是否

引用它，那就要看此文的内在因素，即文章的内在质

量。当然，下载频率与被引频率两者之间拥有某些相

关性，首先文章研究的内容是否为学科里的热点和难

点，这些是相关学科里前沿问题，代表学科最新的研究

方向和最高的研究水平。其次是研究领域的大小，一

般而言，在学术价值相当的情况下，论题越大，所涉及

的领域越宽，受众也就越多，文章被下载、被引用的也

就越多［９１１］。

文章的下载频率和被引频率是文献计量学评价体

系中２个最基本的指标，从统计学角度看它们可构成
一个二元体系。人们在研究２个随机变量之间的相互
关系或依赖关系时，经常运用数理统计学中的简单线

性相关系数来分析，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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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为简单线性相关系数；ｎ为取样数量；ｘｉ为被引
用频率；ｙｉ为下载频率。

现以《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发表文章的数据为例，

对文章的下载频率与被引频率的相关性作进一步分

析。取１９９４年第 １期（这是能收集到的最早的数
据）、２００６年第１～３期、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其中发表篇数
ｎ、每一篇文章的网络下载次数 ｘｉ和被引用次数 ｙｉ均
列于表１。表中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
库中的期刊库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的数据，该数据库是
动态的，数据每日更新。

表１　论文网络下载次数和被引用次数的统计与分析

序号
１９９４年１期
ｘｉ ｙｉ

２００６年１期
ｘｉ ｙｉ

２００６年２期
ｘｉ ｙｉ

２００６年３期
ｘｉ ｙｉ

２００７年１期
ｘｉ ｙｉ

１ ３ ６４ ９ １５６ ６ １５９ ５ ４９ ０ ５４
２ ４ ４５ ４ ６０ １ ７４ ３ ９２ １ ８４
３ ３ ２９ ２ ８７ ０ ５６ ３ ６９ ０ １６０
４ ８ ５４ ２ １４１ ０ １４ １ １３９ １ ９８
５ ２ ２５ ４ ２３０ ３ ７０ ０ ７１ １ ８４
６ ０ ９ ２ １１３ ０ ７５ ０ ８４ ０ ５９
７ ０ ２５ ４ １２３ ０ １０９ １ ６３ ０ １２０
８ ０ ２１ ６ ８９ ０ ３６ １ ８５ ０ １７４
９ ０ ２０ ３ １６６ ０ ５０ ９ １９６ １ ４２
１０ ２ ６７ １ ６０ ０ ４８ ３ ７８ ０ ５２
１１ ４ ５９ １ １２９ ０ ４７ ４ １１１ ０ ５２
１２ ０ １４ ３ ２３８ １ ８０ ３ ７３ １ １８８
１３ １ ２６ ３８ ３１９ ０ ９４ ０ ４５ １ １０３
１４ ４３ ２３０ ２ １０８ ４ ５４２ １ ５３ ５ １０２
１５ １ １２ ２ １０３ ０ ７０ ２ ８８ ０ ２７
１６ １ ６８ ２ ８５ ０ ９０ ０ ５０ ２ １５４
１７ ０ ７ ０ １２４ １ ５８ ２ １５４ ０ ２０８
１８ １０ ７２ １ １１７ ０ ８７ ０ １１４ ０ ８５
１９ １ ４５ ３ １３５ ０ ４０ ０ １５５
２０ １ ４５ ０ １１５ ２ １０５ ０ １０９
２１ ５ ２２９ ３ ７３ ２ ６１ ０ １００
２２ ３ ９３ ０ ４５ ２ ６９ ０ ５２
２３ ０ ７２ ２ ６４ １ ７３ ０ １０１
２４ ０ １１４ ３ １６０ ３ １２０ ２ １５４
２５ １ ５２ ８ １６６ ３ １７４ ０ １２
２６ １ ７７ １ ４５ ４ ８１ １ ２３６
２７ ６ ２４４ １ ５２ ３ ３６ １ ３２９
２８ ２ １４７ １ １７２ １ ２０４ ０ ５９８
２９ ６ ２９９ １ ５８ ０ １５３
３０ ５ ７１ ０ １５２
３１ ２ １０８
合计 ７９ ７８３ １０６ ３５６６ ５１ ３２６４ ６０ ２６３５ １７ ３９９７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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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相关性公式，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为例进行计
算。该期共发表文章１８篇，ｎ＝１８，利用 Ｅｘｃｅｌ对这些
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


１８

ｉ＝１
ｘｉ＝７９；

１８

ｉ＝１
ｙｉ＝７８３；

１８

ｉ＝１
ｘ２ｉ＝２０６５；

　　
１８

ｉ＝１
ｙ２ｉ＝７９６９７；

１８

ｉ＝１
ｘｉｙｉ＝１１８３５。

根据线性相关系数公式，计算出 １９９４年第 １期 ｒ为
０９４７６。

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２００６年第１～３期相关性
系数分别为０．６４４５、０．５３２９、０．３９８，而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的相关性系数仅为０．００７５，与前面数据差距相当大。
由这一组数据看出，文章发表时间长短是影响下载频

率和被引频率的关键因素，而且时间因素对两者相关

性的影响巨大。２００６年１—３月，每过１个月相关性
系数下降１０％左右，２００７年１月两者的相关性系数竟
仅为０．００７５，下降幅度非常大。

由表１可以看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网络发展还
不很充分，１９９４年文章的下载次数多为几十次，引用
率也不是很高，只有第１４篇《平直翅片管换热器传热
与阻力特性的实验研究》一文下载２３０次，引用４３次。
到２００６年以后，文章发表仅１～３ａ，网上下载次数多
为上百次，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网络传播的力量。

但很遗憾的是，引文频率不是简单地与下载频率成正

比，引文数量高的还是个别篇，甚至有的文章网上下载

数百次，竟没有一篇引用。其原因应该是在文章的内

在质量上，即学术论文的科学意义与价值，研究方法是

否新颖、是否具有创造性，研究结果是否对别人的工作

具有启发性。表１里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中的第１３篇《粒
子群优化算法的惯性权值递减策略研究》，发表 ３ａ
多，拥有３１９次的网上下载和３８次的引用次数，２００７
年第１期中第１４篇《一种判断点与多边形关系的快速
算法》，发表仅２ａ，已经有１０２次的下载和５次引用。
这２篇文章的共性均为方法性的研究，尤其是粒子群
优化算法显然是近２年研究的热点，大量的文献出现
在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西安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
期发表这篇文章还是比较早的，所以引用频率比较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稿件发表时间和稿件学

术水平是影响文章被引用的２大核心要素。另外，通
过分析发现对《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影响因子贡献较

大的主要集中在一些重点学科（如能源与动力、机械

制造、电气工程、电子与信息工程等）和热点方向（主

要有粒子群优化方法、支持向量基方法、混合燃料的特

性研究、换热器的传热等）。表１中被引次数≥５的均
是高引用率的文章，对《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影响因子

贡献较大，不言而喻，其作者自然是学报的核心作者。

３　结束语

　　网络的发展曾经为科技信息的传播带来不可估量
的作用，传播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信息孤岛减少，传播

节奏加快，为提高期刊影响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

是在网络高速发展的初期，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在网

络发展很充分的今天，这种作用在逐渐降低，但是又不

可以或缺，借用一个数学名词，网络传播对于提升期刊

影响力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目前，要想

提高学术论文的被引频率以及期刊的影响因子，仅从

网络传播上下工夫是远远不够的，真正起主要作用的

还是所发表文章本身的质量和价值。对一种期刊所发

表的文章进行深入的引文分析，有助于编辑掌握可以

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重要板块、热点问题以及核心作

者群，尤其是对于涵盖的学科比较多、所报道的方向比

较散乱的大学学报，就显得更加重要。总之，吸引并争

取到优秀稿件是提升期刊影响力的必要而充分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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