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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分析的高校学报高被引论文的特征研究
张忠秋　游　骏　于　辉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学报是高校推进学术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较好

地反映出一定时期高校的研究特色和独特优势。本文利用中国知

网引文检索功能，以某航空航天类高校学报为例，将其在 2001-

2020 年期间的历年被引频次为前 5% 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对它

们分别从作者、学科领域分布情况、基金资助情况、机构分布情

况以及历年最高被引五个方面提取共同特征，以揭示高校学报高

被引论文的共同特点，为这类学报进一步明确办刊思路提供一定

指导，最后分别从建立核心栏目、挖掘核心作者群、提高期刊的

开放度三个方面，对高校学报的办刊思路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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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

学报在高校学术治理的扮演重要角色，能较好地反映出一

定时期高校的研究特色和独特优势。加强对高校学报载文特征

研究对理清高校学术治理改革思路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学术

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指标，能

够反映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高被引论文是指被引用频次

相对较高、被引用的周期相对较长的学术论文；对于科技期刊，

高被引论文通常贡献了期刊大部分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本

文以某航空航天类高校学报在 2001-2020 年所发表的高被引论

文为例，对该学报进行分析，希望通过总结高被引论文的共同

特性，来进一步了解对期刊有影响的稿源，为制定约稿、选稿

策略提供一定参考，从而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实现期刊的

长远可持续发展。

一、数据来源及高被引论文选取

通过中国知网引文检索中的高级检索功能，检索出某航空航

天高校学报在 2001~2020 年共刊载论文 3152 篇，其中有 2844 篇

论文被引用，被引用率为 90%，总被引为 37174 次，篇均被引为

11.8 次 / 篇。将以上检索结果下载存盘导入 Excel 中进行统计分析。

通常情况下，高被引论文有多种选取方法，如李贺琼等采用

共时法，以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作为筛选条件，选择被引频次大于

20 的论文用于分析，而不考虑论文的发表时长；张晓丽等采用历

时法，并结合百分比法，将历年被引频次在前 5% 的论文作为高

被引论文，该方法对历年论文都有所筛选，但是相对而言较为复杂。

本文参考了第二种方法，选取历年被引频次前 5% 的论文作为高

被引论文，筛选结果如表 1 所示。在 3152 篇论文中，共选出 162

篇高被引论文，约为总论文数的 5.1%，所选取的高被引论文总被

引频次为 10286 次，为总被引频次的 27.7%，即这 5.1% 的论文为

期刊贡献了 27.7% 的被引，体现出高被引论文对期刊所产生的重

要影响，因此，分析期刊高被引论文的内在特征 对期刊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表 1　高被引论文结果

年份 论文总篇数 高被引论文数 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

2001 111 6 766 127.7

2002 135 7 587 83.9

2003 138 7 897 128.1

2004 186 10 1614 161.4

2005 212 10 788 78.8

2006 199 10 718 71.8

2007 169 9 466 51.8

2008 174 9 545 60.6

2009 188 10 465 46.5

2010 153 8 454 56.8

2011 203 12 370 30.8

2012 186 10 596 59.6

2013 140 8 383 47.9

2014 144 8 524 65.5

2015 134 7 558 79.7

2016 133 7 164 23.4

2017 156 9 212 23.6

2018 121 6 93 15.5

2019 148 7 60 8.6

2020 122 6 26 4.3

合计 3152 166 10286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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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被引论文分析

针对以上数据，本文将从作者情况、学科领域分布情况、基

金资助情况、机构分布情况以及历年最高被引情况等五个方面对

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

（一）作者分析情况

1. 论文合著情况

合作是科研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现象，随着研究复杂性的提升，

越来越多学者倾向于组建研究团队，论文也以多作者的形式进行

发表。根据统计结果，在 166 篇高被引论文中，单独作者发表的

论文为 9 篇，占 5.4%，2 名作者发表的论文为 44 篇，占 26.5%，

3 名作者发表的论文为 48 篇，占 28.9%，4 名作者发表的论文为

37 篇，占 22.3%，5 名作者发表的论文为 21 篇，占 12.7%，6 名

作者发表的论文为 4 篇，占 2.4%，7 名作者发表的论文为 3 篇，

占 1.8%，该分布与期刊整体的作者分布基本一致，因此作者的合

著情况与论文是否高被引无直接关系。通过该分布，也可以看出

在该期刊中，2-4 人合著发表论文较为常见，是期刊论文的主要

来源。

2. 第一作者学历 / 职称情况

根据所选取的高被引论文，对其第一作者的学历 / 职称情况

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博士生所发表的高被引论文最多，为 46 篇，

占总数的 27.7%；其次是教授，为 42 篇，占总数的 25.3%；再之

后为副教授、硕士生、讲师，分别为 22 篇、22 篇、17 篇；最后

是工程师、研究员、博士后，分别为 7 篇、7 篇、3 篇。可以看出，

高被引论文的主要来源是博士生和教授，而对于教授，其团队中

通常也包含多名博士生，因此教授团体是高被引论文的主要来源。

从篇均被引频次来看，教授最高，为 77.21 次 / 篇；博士后、讲师、

副教授、博士生的篇均被引频次相差不多，均在 60 次 / 篇以上；

硕士生和工程师的篇均被引频次相对较低，在 50 次 / 篇左右；研

究员的篇均被引频次最低，为 35.71。这些数据，也进一步说明了

教授团队所产出的高被引论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在

后续学报组织约稿和选稿时应该更加注重这部分论文。

3. 核心作者情况

论文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是评价核心作者的两个重要指标。

通过对 2001~2020 年期间该航空航天高校学报发表的论文排名前

20 的作者进行分析。从学历 / 职称上看，仅有一名作者为讲师，

其余作者均为教授，且多为博士生导师，这部分作者通常为学术

带头人，在所研究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地位，因此能够高效率地

产出高质量论文。从所属机构上看，这部分作者的所属机构均为

该航空航天高校，核心作者分布较为单一。今后约稿和选稿时，

一方面可以适当向这部分作者倾斜，将本校的核心作者发展成较

为稳定高质量论文来源；另一方面也要着力思考如何去吸引校外

的著名专家学者赐稿，从而提高期刊的综合实力和学术质量。

（二）学科领域分布情况

该航空航天高校高被引论文的学科分布表示，其中航空航天

科学与工程学科有 62 篇，材料科学学科有 26 篇，电子电工技术

学科有 19 篇，自动化技术学科有 17 篇，计算机科学学科有 12 篇，

数理科学学科有 10 篇，机械工程有学科 9 篇，经济与管理学学科

有 8 篇，系统科学学科有 3 篇。从数量上看，航空航天科学与工

程学科的高被引论文最多，并且其他学科所发表的论文，也与航

空航天有一定关系，这一现象与该航空航天高校的学科特色密切

相关，因此，该学科的篇数最多。经济与管理学、以及系统科学

也占有一定数量，并且其篇均被引频次较高，说明该学科所发表

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同时也说明了该学报具有一定的综

合性。

（三）基金资助情况

胡清华等研究表明，受基金资助的论文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

前瞻性，学术质量较高，被同行引用的概率较大，从而能对期刊

的影响因子作出较大贡献，因此，高被引论文的基金资助情况也

是一个对期刊十分重要的评价指标。从基金资助情况来看，有 48

篇论文没有基金资助，占总篇数的 28.9%，剩余 71.1% 的高被引

论文均至少含有一项基金资助，说明期刊中基金论文占较大比重，

这一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但是从篇均被引频次上看，无基金的

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 58.21，大于含有 2 项基金资助和 5 项基金

资助的论文，这说明无基金资助的论文仍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

因此在审稿和选稿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和

创新性，把基金资助情况仅作为一定的参考。

（四）历年最高被引情况

该航空航天高校在 2001~2020 年历年最高被引论文的总被引

频次为 2719 次，占所选数据总被引频次的 7.3%。在这二十篇论

文中，有十四篇论文含有基金资助，六篇论文没有基金资助，这

与前文所分析的高被引论文基金资助比例相同，可见是否有基金

资助与论文的最高被引无关，更加看重论文本身的学术质量。从

学科上看，航空航天学科有 4 篇，经管类学科有 4 篇，数理科学

学科有 3 篇，自动化学科有 3 篇，系统科学学科有 2 篇，机械工

程学科有 2 篇，材料科学学科有 1 篇，电子电工学科有 1 篇。从

第一作者情况上看，教授发表了 11 篇，副教授发表了 3 篇，讲师

发表了 2 篇，博士生发表了 2 篇，院士发表了 1 篇，助理工程师

发表了 1 篇。从机构分布看，本校发表了 15 篇，其他高校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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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篇，研究所发表了 1 篇。对于这些论文作者的研究团队，应成

为编辑部重点约稿对象，特别是要利用好高校学报的优势，与本

校的核心研究团队建立联系，让他们愿意将优质的稿件刊载在学

报。针对校外作者，可以由针对性地向较有影响力的团队约稿，

并且也要提高期刊自身的影响力和认可度，以吸引更多校外学者

到该学报刊载自己的高水平成果。

三、思考与启示

（一）建立核心栏目

高校学报应该根据本校的优势学科，结合目前的研究热点，

建设几个精品栏目，以吸引部分研究领域的作者，逐步提高期刊

的学术质量，从而带动整个期刊的发展。在学科分析中可以看出，

在 166 篇高被引论文中，航空航天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电子

电工技术、自动化技术均是发文量较多的学科，可以围绕这些学科，

建设该学报的精品栏目，从而吸引更多高学术质量的论文。

（二）挖掘核心作者群

随着“破五唯”教育评价改革，注重和激励更多原创性成果

在中国期刊上发表。在这样背景下，高校学报要抢抓机遇，主动

挖掘核心作者，通过主动约稿等方式邀请他们将高水平研究成果

刊载在学报上。在作者学历 / 职称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教授、

副教授外，博士生、硕士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这部分论文能够

反映某些高水平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和前

瞻性，有较大可能成为高被引论文，因此，在审稿过程中，一定

要重视这类作者的论文。

（三）提高期刊的开放程度

在上述统计结果中，来自本校的高被引论文有 124 篇，占总

数的 74.7%，说明外界对学报的认可度不高，这是高校学报所具

有的共性问题。面对这一问题，需要提高学报对外的开放程度，

与外界有更多的接触。一方面，在审稿、选稿过程中，需要高对

校外稿件的重视，筛选其中的优质论文；另一方面加强与校外知

名研究团队联系，主动向他们约稿，从而增加校外论文的比例，

进一步提高外界对学报的认可度；同时还要合理利用网络技术，

对学报进行适当宣传，如在微信公众号上，对学报中的高质量论

文进行推送，让读者群体能够更快速阅读到优质文章，从而提高

读者对该学报的关注度。

四、结语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检索功能，检索了某航空航天高校

在 2001~2020 年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并采用历时法，从中选取了

历年被引频次前 5% 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分别从作者情况、

学科领域分布情况、基金资助情况、机构分布情况以及历年最高

被引情况等五个方面，分析了高被引论文的共同特征，并对高校

学报的发展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通过本文的分析，有利于掌

握高校学报的发展情况，进而为编辑部 的选稿、约稿工作提供一

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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