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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载文情况、发表时滞、著者情况及引用文献等方面，对《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年发 

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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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于 1957年，以广大图书情报工 

作者和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师生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开展图 

书情报学学术研究和交流为宗旨，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交 

流学术思想的专业学术性刊物，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 

了很大贡献，被业内专家和学者誉为“中国图书馆学第一 

刊”。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 

报》所刊载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包括载文统计分析、时滞统 

计分析、著者统计分析、引文分析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2008年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热点、发展状况以及存 

在的问题，旨在为图书情报学期刊的发展与提高、为该专业 

领域的作者投稿提供参考。 

1 载文统计分析 

载文量是描述期刊生产论文能力的基本指标之一，它是 

指在一定时间内期刊发表的全部论文数量。本文统计了 

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报》(以下简称《学报》)刊载的全部论 

文数量、各个栏 目论文数量、论文文章篇幅统计情况。 

1．1 载文量统计 《学报》是双月刊，每年发行6期。《学 

报》2008年共发文 143篇，1～6期分别为24、29、26、23、20、 

21篇(见图 1)，期均载文量 24篇。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该 

刊在2008年的载文量基本呈逐期递减的趋势。 

图 1 每期载文量 

1．2 载文量分布 《学报》20o8年共设8个栏目，其中固 

定栏目5个，l临时栏 目3个，分别是知识组织与检索专论(第 

1期)、知识服务专论(第2期)、《图书馆服务宣言》专论(第6 

期)。从统计结果看，理论研究·实践研究栏目共发文3O篇， 

占论文总数的20．9％；事业发展·现代化建设栏目共发文34 

篇，占论文总数的23．8％；综述·评介栏目共发文3l篇，占论 

文总数的21．7％；探索·交流栏 目共发文 24篇 ，占论文总数 

的16-8％；信息·动态栏 目共发文 10篇，占论文总数的 

7．0％；其他栏 目即临时栏目共发文 14篇，占论文总数的 

9．8％。从栏目的设置和发文量体现了2008年《学报》重视 

事业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现代化建设、理论研究‘实 

践研究和综述 ·评介这 3个栏 目发文量占论文总数的 

66．4％，构成了《学报》重要栏目。另外，探索·交流栏目也很 

活跃，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 的学术平 台(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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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载文量栏且分布 

1．3 文章篇幅统计 文章篇幅反映了一篇文章内容的容 

量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载文的含金量(此处除去信 

息·动态及校正等，共 131篇)。据统计(见图3)，文章篇幅的 

分布在 2～10页之间，最长的文章篇幅长达 10页，共 2篇文 

章；最短的为2页，共3篇文章；平均篇幅为5页。在文章篇 

收稿日期：2009—08—19 

作者简介：~ (1986一)，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咨询与知识管理；叶春峰(1955一)，男，研究馆员，馆长，研究方向为信息咨询与 

知识管理。 



2009年12月 周洁华，等：《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年发表论文的统计分析 ·29· 

幅频次分布中，5页的文章最多，高达34篇，占论文总数的 

26．O％，这与平均篇幅一致；3页的文章为 25篇，占论文总 

数的19．1％；4页的文章为23篇，占论文总数的 17．6％；6 

页的文章为25篇，占论文总数的 19．i％；7页的文章为 l0 

篇，占论文总数的7．6％；8页的文章为5篇，占论文总数的 

3．8％；9页的文章为4篇，占论文总数的3．1％。其中3～6 

页的文章数量为 107篇，累计百分比即占论文总数 的 

81．7％，可见2008年《学报》刊载的文章中，绝大多数文章篇 

幅在 3～6页之间。 

图 3 文章篇幅统计 

2 时滞统计分析 

论文发表时滞过长有可能导致作者丧失对自己研究结 

果知识产权的注册权，因此缩短论文发表时滞有利于作者科 

研成果的及时发表，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期刊的水平。据统计 

(见图4)，2008年《学报》最长的时滞是 14个月，比2001～ 

2005间统计的最长时滞27个月缩短了13个月；最短的时滞 

是 0个月 ，比2001--2005间统计的最短时滞 1个月缩短了 1 

个月；出现频次最多的时滞是9个月，共 16篇，占统计论文 

总数(131篇)的 12．2％；平均时滞 6．25个月，这说明投给 

《学报》的论文一般情况下需要半年后才能发表，这个时间少 

于我国科技期刊14．10个月的平均水平，同时比2001--2005 

间统计的平均时滞 7．11个月缩短了0．86个月，说明近年来 

《学报》在不断地缩短论文发表时滞，使得最新的科研成果能 

尽快的发表，不断的提高对论文新颖性、学术研究前瞻性的 

要求，从而也使《学报》的载文质量和水平更进一步。但与国 

际著名期刊平均时滞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对于作者的知识 

产权利益、期刊的载文水平及该领域的学术交流、学术发展 

都是不利的，所以《学报》在今后的工作中应继续缩短论文发 

表的时滞。 

图4 论文发表时滞统计 

3 著者统计分析 

3．1 论文合著分析 经统计，2008年《学报》载文中作者 

人数分布在 1～4位之间(见图5)，作者人数为 1位的77篇， 

占论文总数的53．8％；作者人数为 2位以上(即有合作者) 

的66篇，合著率为46．2％，论文合作度为1．56。其中，2位 

合作者的论文41篇，占合作论文数的62．1％；3位合作者的 

论文24篇，占合作论文数的36．4％；4位合作者的 1篇，占 

合作论文数的 1．5％。可以发现，在合著作品中，2人合著的 

论文最多，占 62．1％；2～3人合著的论文比例为 98．5％，这 

说明在合著的论文中，绝大多数是2人或 3人的合作。另 

外，2008年的合著率比2001--2005年的合著率39．4％提高 

了6．8％，这说明近些年《学报》的合著率在不断提高，同时 

也表明了该领域的科研合作越来越紧密。 

图5 论文合著情况统计 

3．2 高产作者 对于期刊而言，拥有较多高产作者不仅 

是期刊高质量的保证，也是期刊权威性的体现。2008年《学 

报》共发文 143篇，作者224人，高产作者24人(将发文2篇 

以上的作者暂定为高产作者)，占作者总数的25．4％。其中 

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邱均平，一年之内发表了4篇文章(见 

表 1)。发文 3篇的 7位作者，发文 2篇的 16位作者。这些 

高产作者共发文57篇，占论文总数的39．9％，这说明《学报》 

拥有高质量、高水平的作者群，这些高产作者绝大部分是图 

书情报界的专家。 

3．3 作者职称统计分析 2008年《学报》共224位作者， 

其中教授78人，占作者总数的34．8％；副教授20人，占作者 

总数的 8．9％；正、副教授共 98人，占总数的 43．8％。这说 

明这些作者是科研能力较强、成果较多的群体，是图书情报 

学科的科研主力。另外，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64人，占 

作者总数的28．6％(见图6)。这说明研究生具有较大的科 

研潜力，将成为图书情报学科科研队伍的后备力量。 

3．4 作者地区分布 2008年《学报》的作者遍布我国24 

个省、市、自治区，3个国家，这说明《学报》的论文覆盖面较 

广，全国影响力较大。据统计，发文量排在前 3位的省市是 

武汉、北京、南京，说明这 3个地区是《学报》发文的核心地 

区。其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是发文最多的单位，表明，这3所大学在 

图书情报学科方面的科研能力、研究水平是我国最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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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发文的核心地区表明《学报》的投稿地区相对集中 

在我国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科研实力雄厚，而偏远地 

区的投稿率和被录用率相对较低。可喜的是《学报》有美国 

3篇论文、新加坡 1篇，说明《学报》在这两个国家有一定影 

响，其国际影响力在扩大，但与国际图书情报研究还有一定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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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作者职称统计 

表 1 高产作者统计 

4 引文分析 

4．1 引文量 引文量的大小反映了期刊学术性的强弱和 

作者利用和吸收信息能力的大小。2008年《学报))143篇文 

章中有引文的129篇，引文率90．2％，引文量 1 867条，篇均 

引文量 13．06条 ，比2001~2005年的篇均引文量 8．80条增 

长了4．26条，表明《学报》提供的信息量不断增加，论文作者 

利用和吸收信息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4．2 引文类型、语种分析 2008年《学报》共有引文1 867 

条，其中引自期刊的988条，占总引文量的 52．95％；引 自图 

书的 338条，占总引文量的 18．1％；引自网上文献的337条， 

占总引文量的 18．1％；引自论文集的 34条，占总引文量的 

1．8％；引自报告的29条，占总引文量的 1．6％；引自学位论 

文的 24条，占总引文量的1．3％；其它类型文献 156条，占总 

引文量的8．4％(见图7)。由统计中可以看出《学报》的引文 

主要有期刊、图书、学位论文、论文集、报告、网上文献 6种类 

型，此外少数引文引自报纸文章、标准、专利、博客、会议等。 

这说明《学报》的引文类型较多、范围较广，具有丰富的信息 

源。其中，作者对于能提供大量信息、及时反映科研动态的 

期刊的引用率是最高的，对图书、网上文献的引用率也较高。 

随着信息资源共享的建设和完善以及网上文献快速、及时、 

便利、易获取的优点，相信今后《学报》对网上文献的引用率 

会更高。 

图 7 引文类型 

在《学报》的引文中，引用中文 1117条，占总引文量的 

59．8％；引用外文 750条，占总引文量的 40．2％，比2001～ 

2005年《学报》的外文引用率 18．6％提高了21．6％；其中引 

用英文 737条 ，占总引文量的 39．5％；其它语种的引文 13 

条，占总引文量的0．7％。从统计结果可见，《学报》的引文 

语种主要的是中文，说明我国学者的参考文献主要是国内文 

献；在外文中英文文献引用的最多，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 

英文发表的有关学科文献数量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学 

者多数是靠英语阅读国外资料的。同时还少量引用了日、 

德、法、韩语种的文献，这说明《学报》的作者对外文文献的参 

考价值更加重视，他们的外文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其参阅 

的外文文献的语种不再局限于英文，呈多样化发展，从而增 

强了对外文文献的吸收能力，这一变化也表明图书情报领域 

的学术研究不断地与国际水平接轨。 

4．3 引用期刊分布 在 1 867条引文中，引自图书情报 

专业期刊的120 084条，占总引文量的58．1％；引自非专业 

期刊的782条，占总引文量的41．9％。这说明《学报》专业交 

流较多，学科环境较开放，能吸纳和借鉴非专业学科的研究 

成果。 

4．4 引文年代分布 经统计，引文年代在3年以内的 1 

046篇，占总引文量的 56．0％；引文年代在 4～5年的 245 

篇，占总引文量的 13．1％；引文年代在 5年以上的576篇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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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引文量的30．9％(见图8)。引用文献年代的高峰是在被 

引文献发表后的第 3年，符合普赖斯的“最大引文年限”理 

论，即当年发表的文献所用的被引文献大量来自前两年。引 

文年代在5年之内引文 1291篇，占总引文量的69．2％，说明 

该刊吸收和消化近期科研成果、学术成果的能力较强，也体 

现了该刊的学术研究较前沿较新。 

图 8 引文年代分布 

4．5 普赖斯指数 普赖斯指数是指在某一知识领域 

内，把对年限不超过 5年的文献的引文数量与引文总量之比 

作为指数，用以衡量文献的老化速度和程度。根据普赖斯指 

数，可将所有被利用的文献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档案性文 

献”，即超过 5年而仍被引证的文献；另一类则是“有现时作 

用的文献”，即不大于5年的被引文献。 

一 般来讲，某一学科领域文献的普赖斯指数越大，其半 

衰期就越短，其文献老化的速度也就越快。期刊论文普赖斯 

指数越高，表明其所引用的新文献越多，论文就越有新意，越 

有深度，证明该刊论文向科学尖端迈近了，期刊的论文质量 

也就越高。2008年《学报》总引文为 1 867篇，引文年代小 

于、等于5年的引文 1291篇，其普赖斯指数为69．2％，这说 

明2008年《学报>所刊载的论文所引用的新近文献高达 

69．2％，所引用文献绝大部分是“有现时作用的文献”，论文 

有新意有深度并且靠近学科前沿研究。普赖斯指数较高还 

表明《学报》的半衰期短，其文献老化的速度快，能更好的为 

读者提供图书情报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学术交流，也体现 

了<学报》在学科期刊中的权威性和核心作用。 

5 讨论和建议 

从论文发表时滞的情况来看，2008年《学报》的平均时 

滞是6．25个月，这意味着一篇论文要想在该刊发表，一般情 

况下需要等半年多，这会严重影响科研成果的及时性、新颖 

性及其学术价值，影响作者的知识产权利益，挫伤投稿者的 

积极性，从而导致《学报》会丧失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发 

表，影响其权威性，也影响期刊的新颖性和信息量。因此，建 

议《学报》尽量缩短评审时间，使合格的论文能在最快的时间 

内发表，对于不合格的论文则应及时退稿。建议《学报》建立 

弹性的发文制度，即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每期载文量，可 

以增加当期的发文量，反之则减少。 

从著者统计分析的情况看，2008年《学报》的论文合著 

率是46．2％，绝大多数是2～3人的合作；共统计出24位高 

产作者 ，其中邱均平发文高达 4篇；发文的主要力量是正副 

教授和硕博研究生；发文的核心地区分别是武汉、北京、南 

京，发文的核心单位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信 

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从作者地区分布的分析发 

现，被《学报》录用率高的论文大多来源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 

区，而经济欠发达、较偏远的中西部地区录用率较低。除其 

它原因外，这些地区可以为科研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技术、 

人才及科研环境，从而吸引大量学者搞科研、出成果，说明资 

金保障对于科研成果的产出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应该 

对中西部地区的科研工作给予更多政策、资金扶持和支持， 

缩小东西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术研究环境 

的差距。 

在统计的过程中发现，2008年《学报》的引文格式不统 

一

。 在第 1--3期中引文格式较乱，如没有标注文献类型、不 

标注引用图书的起始页码等。在今后的工作中，《学报>应加 

强对引文格式的统一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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