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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征对期刊影响力研究

——基于《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知网高被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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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讨作者特征对期刊的影响，以《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知网高被引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

了作者的研究团队及专业方向对于文章被引频次的影响。结果表明，优秀研究团队文章的缺失是导致期刊影

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研究生团队发表文章过多是限制学报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不同专业作者的文章高被

引篇数在 2010 年前后出现了较大变化，这主要受专业的景气度、技术面的宽窄等因素的影响。建议提升优

秀团队约稿力度、针对热点题材主动约稿、持续提升期刊服务质量、向湖南省“三高四新”高质量发展专业

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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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Authorship Characteristics on Journals：Based on 
CNKI Highly Cited Data from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 Jian1，JIANG Limin1，BAO Chunyan2

（1. Department of Academic Periodical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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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an inquiry into the influence of authorship characteristics on journals, taking CNKI highly 
cited data from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study has thu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influence and trend of the author's research team and professional direction on the citation frequency of the 
articl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lack of artiles by excellent research team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cline in the 
influence of journals, while the excessive publication of articles by graduate teams is a limiting factor that restricts 
the further elevation in quality of journals. There have b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number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by 
different professional authors around 2010, mainly influenc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prosperity of the profession and the 
breadth of technical expertise.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the invitation of excellent teams to submit articles, actively 
invite articles for hot topic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journal services, and tilt toward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three highs and four new”major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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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

的方式和手段不断变化。传统的纸质期刊已经不能满

足现代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需求，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出版方式逐渐成为主流。这为期刊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的政策措施，鼓励期刊高质量发展，支持优秀学术

期刊的发展和创新，以提高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

力和竞争力。同时，文化强国战略也为期刊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人们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市场需求和读者需求也在

发生变化。读者对期刊的质量、内容、形式等方面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为期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

向和动力。

许多科研工作者对于影响学术期刊发展的因素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定性或者定量研究，甚至一些学者

还应用学习算法对影响力因素进行了测度 [1-10]。何学

锋等 [1] 通过对期刊评价的评估年限、期刊来源文献

量、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等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

了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动态评估模型。蒋勇青等 [2]

从定性评价、定量评价、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3 个方

面构建了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价方法体系。袁曦临等 [3]

针对网络环境下快速发表论文的特点，对网络发表论

文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网络学术论文

的影响力评价模型构想。丁筠 [4] 探讨了学术期刊影

响力指数与影响因子等传统期刊计量指标的相关性，

并构建了该指标值的预测模型，使用训练好的 BP 神

经网络对 19 种核心期刊的 CI（confidence interval）
值进行预测，结果显示该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文献 [5-7] 分别应用统计学方法，对不同领域学术期

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研究。杨思洛等 [8] 在传统二

维评价模型的基础上，融入全文本分析，通过层次

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将引文和 Altmetrics 对应的次数

类、位置类和情感类全文本指标融合为学术和社会影

响力指标。文献 [9-10] 从评价指标的结构关系出发，

试图构建更为合理的期刊指标评价体系。

从已有期刊影响力研究文献来看，少有研究者从

作者特征对期刊影响力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拟从《湖

南工业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知网高被引数据

入手，探究影响期刊文章影响力的作者因素（作者研

究团队及专业），从而为期刊高质量发展找到方法和

途径。

1 模型构建与样本选取

1.1 期刊影响力模型

期刊文章的影响力影响力一般是指期刊在一定

时期内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某段时间里促进相关

学术研究与应用之发展的能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来衡量，其中较为常见的方式是以影响因子来评价期

刊的影响力。影响因子是期刊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

它反映了该期刊文献的平均被引用次数。

通过梳理数据和查阅其他对于期刊影响力评价

的文章，研究组认为期刊文章的影响力，主要受 3 个

方面因素的影响：发表平台、学术热点、研究团队。

1）发表平台。文章刊发的平台会影响文章被其

他相关作者查询的概率，而且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因

为，高层次的研究机构要求研究者多关注一些核心期

刊和外文期刊，这就导致一些低级别期刊上刊发的文

章失去了被这些作者阅读与引用的机会。

2）学术热点。文章的内容紧跟学术研究热点，

往往是对新技术和新理论的解读和应用，此类文章能

让同类研究者从中找到灵感和启发，并在自己的研究

成果中加以引用。

3）研究团队。研究团队的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

其对文章内容阐释的深度以及正确性。优秀研发团

队，会引发其他研究者的追随；与之相反，一些初涉

研究者（研究生）团队写的文章，因研究内容相对较

为浅显或者写作手法稚嫩，而很难引起其他研究者的

阅读兴趣。本研究设定的文章影响力模型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期刊影响力模型

Fig. 1 Journal impa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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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的影响力是这 3 种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产

物。对于期刊来说，只有适时对这些因素进行补强，

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由于获得数据的限制，课题组将从作者（研究团

队）的特征出发，研究作者团队和其专业特征对于学

报影响力的变化规律和趋势。

1.2 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包括 1994 年以来《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2007 年以前为《株洲工学院学报》）在知网上可

以查询到的刊发文章中的高被引文章，本研究确认引

用次数大于等于 10 次的为高被引论文。原《株洲工

学院学报》没有文理分版，即刊载的论文有部分文科

类论文，由于特殊的原因（2006 年株洲工学院、湖

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三校

合并），2007 年更名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刊

物进行了整合，《株洲工学院学报》以前刊发的某

些类别的文章不再刊发。为了研究的一致性，去除

这些类别的文章，主要包括：教改类论文、包装技

术及包装设计类论文（由友刊《包装学报》刊发）、

体育类、文学或者社会科学类论文（由友刊《湖南

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刊发）。所有数据均由团队

成员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手工收集并校验，最终共

录得数据 353 条。

关于 353 篇入选的高被引论文，从知网查询的

数据包括：高被引文献的引用次数 n、文献所有作者

的发文量 Vpub、文献刊发的年份 Vyear、文献所属专业

类别。

1.3 研究团队分类

本研究中将研究团队分为优秀团队、普通团队和

研究生团队。因本刊刊载的研究生论文相对较多，故

将统计数据中撰文作者为研究生的归为研究生团队。

研究生团队为在校研究生撰写的论文，所发表的论文

中许多是研究生的处女作，影响力相对较低。其余作

者分为优秀团队和普通团队。优秀团队是指团队成果

较为丰硕，且研究成果对其他科研人员有较大吸引力

的团队，即统计过程中发文量较大且论文被引次数较

多的团队，其他归为普通团队。由文章所有作者的发

文量，可以初步鉴别出优秀研究团队、普通团队以及

研究生团队文章。本文以发文数量作为判别研究团队

的依据。

优秀团队文章的判定。如果作者仅一人，则要求

发文量大于等于 30 篇；如果作者人数大于 1 人，则

要求所有作者发文量的最小值大于等于 20；其他情

况为非优秀团队。定义是否为优秀团队文章的判断式

如下：

研究生团队文章的判定。由于《湖南工业大学学

报》关于作者顺序的要求是依据课题组成员对研究的

贡献大小排序，故撰文作者一般为第一作者或者第二

作者，对本刊的发文作者分析发现，研究生或者低研

究发文者的发文量一般少于等于 10。因此，定义是

否为研究生团队文章：

        

式中 Vpub, i 为发文顺序作者 i 的发文量。

普通团队文章的判定。不为优秀团队也不为研究

生团队发表的文章，即为普通团队文章。

2 作者特征对期刊的影响力分析

对于发文作者的团队，研究组通过在章节 1.3 中

鉴别优秀研究团队和研究生团队及普通研究团队，通

过对几种团队发文的引用次数来研究不同团队给学

报带来的影响；并通过研究文章的专业，阐释不同专

业文章的影响力，探讨专业方向对学报的影响。

2.1 学报高被引文章年份分布

图 2 为学报不同年份高被引文献篇数统计结果。

由图 2 可以看出，学报的高被引文章数在 2009
年达到峰值，其后呈波浪式下降。其主要的原因可能

是：1）人事考核、绩效评价和课题申报时，对作者

发文的平台等级认定越来越正规，在高级别刊物发文

获得的考核分数及认定往往更高，这让优秀团队选择

将文章发到更高级别刊物（核心刊物或者国外 EI、
SCI 等），以获得更高的实际效益。而优秀团队将文

章发表在高级别刊物，获得的学术认可和交流往往

图 2 不同年份的学报高被引文章篇数统计结果

Fig.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number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in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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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这导致优秀团队更倾向于将文章发表在高级

别刊物，而舍弃普通期刊。2）由于高质量研究团队

缺乏，高质量来稿减少，普通期刊刊载的文章内容

质量有所下降，研究者从刊物获得灵感和收获减少，

引用刊物文献量下降。以上两点产生了一个恶性循

环，高质量稿件的流失，导致读者或者作者对刊物

的关注度逐渐下降，刊物影响力随之降低，更无法

吸引优秀团队作者的优秀稿件。

2.2 作者团队对期刊的影响

2.2.1 作者团队发文量分析

将查询到的学报刊发文章中的高被引文章按照

发文作者团队进行分类，结果如下：优秀团队文章，

66篇；研究生团队文章，220篇；普通团队文章，67篇。

为进一步分析优秀团队发文在不同年份的分布

与图 2 的关联，对不同年份优秀团队发文进行分析，

图 3 给出了学报统计年间高被引文章中优秀团队的发

文数量。

从图 3 可以看出，2003 年以后，学报刊载优秀

团队的文章数量逐渐减少，这佐证了 2.1 中的论点：

优秀团队为了追求更大的实际利益和学术价值，更倾

向于将团队的文章发表在高级别学术期刊上。这对

于普通刊物是非常无奈的，普通刊物的编辑只能进

行约稿以缓解这一原因带来的影响，并对一些初涉

研究作者的文章努力编辑校对，以期培养新的优秀

作者群，但是实际的引用却还在降低。由于初学者（一

些研究生或者写文章较少的研究者）的文章出现的

问题较多，编辑往往需要付出较多的编辑校对时间。

表 1 为统计年间不同团队发表高被引文章的被引

用平均值。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优秀研究团队

发表文章的平均引用次数较高，为 27.50 次 / 篇，而

研究生团队发表文章的平均引用次数为 18.60 次 / 篇，

普通团队发表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为 20.45 次 / 篇。

可见，优秀研究团队文章带来的篇均引用次数大于其

他团队的，而且由于优秀研究团队所带来的学术影响

力，也会在学术圈子里引发引用。而研究生团队发表

的文章的平均引用次数最低，这是由于研究生刚研

究学术不久，属于“学徒工”，对学术论点的阐释

可能存在一些不到位的地方，甚至存在瑕疵。而且，

一些研究生参加工作后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其文

章影响力就会越来越衰减。

2.1.2 不同引用层次下各研究团队发表文章变化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引用层次下各研究团队发表文章

的分布，选取《湖南工业大学学报》被引排名前 20, 
50, 100, 300 篇的文章，研究不同团队文章在其中所

占的比例，结果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优秀团队发表的文章在引用

次数越高的文章中所占的比例越高，特别是前 20 篇

高被引文章中，有 45% 的为优秀研究团队发表的文

章，这充分说明优秀团队文章对于提高期刊影响力

的重要性。而从研究生团队文章的比例来看，排名前

300 篇的文章比例中，研究生团队发表的文章比例为

63%，从中可以得出，由于缺乏优秀团队的文章，研

图 3 统计年间学报刊载优秀团队文章数量

Fig. 3 Number of excellent team articles in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uring the statistical periods

表 1 学报不同团队文章引用平均值

Table 1 Average citation values of articles from different 
teams in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次 / 篇

优秀团队 研究生团队 普通团队

27.50 18.60 20.45

            c）前 100 篇                              d）前 300 篇

图 4 学报高被引论文不同引用层次下 3 种研究团队

发表文章所占比例

Fig. 4 Publishment proportion of articles by three research 
teams at different citation levels in highly cited papers of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前 20 篇                                   b）前 5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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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团队文章的比例升高，这是束缚学报在学术影

响力上更上一层楼的主要因素。但是，在引用居前

的 20 篇文章中，也有 35% 的文章为研究生团队发表

的，这是一些团队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刊发到学报上，

是热点文章带来的效益。

2.2 作者专业对刊物的影响

因为在湖南工业大学三校合并前，《湖南工业大

学学报》的前身——《株洲工学院学报》刊发的文章

较为散乱，而在合并（合并时间为 2007 年）之后，

主要刊发理工技术类文章，形成了以理工类为主的

专业特色。期刊论文所属专业中，生物和化学类文

章统称为生化类；经济和管理类文章统称为经管类。

刚开始分版时，影响力不大，经过主动约稿、发表大

型学术会议论文等扩大影响，2009 高影响力论文数

量达到峰值。因此，2010年为学报走向正规后的起点，

且 2010 年处于研究年限的中值附近。研究高被引文

章在 2010 年前后不同专业文章的引用情况，可以为

刊物办出特色和优势找到途径。图 5 为学报 2010 年

后高被引文章不同专业篇数，其中 2010 年后高被引

文章总篇数为 149 篇。

从图 5 可以看出，学报高被引论文被引篇数排前

3 名的专业为计算机、自动化和经管，而引用篇数排

名靠后的 3 个专业为数学、生化、城市规划。从中还

可以看出，一些技术更新快、研究技术人数较多的专

业，比如计算机和自动化专业，由于有许多研究者都

在研究相似的技术，因此产生了较多研究者的引用。

但是一些技术面较窄的专业，比如说土木专业，在本

刊载文量也较大，但是因其技术面较窄，导致没有吸

引广泛的研究者关注。

为衡量不同专业文章在 2010 年前后的变化趋势，

计算了 2010 年前后不同专业高被引文章篇数及其变

化率，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知网得到 2010—2021 年学报学科发文量和被

引频次比例图，如图 6 所示。

分析表 2 中的数据可以得出，高被引论文数增加

变化率居前的前 3 个专业分别为材料、计算机、自动

化，而减少变化率居前的3个专业为土木、生化、数学，

此结果与编辑们平时的感受基本趋同。而从专业的发

展周期来看，随着近年房地产等行业的景气度不断下

行，导致土木专业受到影响；而以智能 AI 技术发展

为契机，计算机和自动化专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而从载文量来看，造成生化和数学专业载文较少的原

因，可能是二级学院对于毕业要求的特殊规定。这些

原因，和前面所述的一些原因叠加，造成了现在的局

面。对比图 5 和图 6，可以看到，计算机专业在刊物

的发文比例仅为 5.64%，却是 2010 年以后高被引文

图 5 2010 年以后学报高被引文章的专业分布

Fig. 5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in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ince 2010

表 2 2010 年前后学报各专业高被引文章篇数及变化率

Table 1 Number and change rate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in 
different majors of the Journal before and after 2010

专 业
高被引论文数／篇

变化率 /%
2010 年前 2010 年后

自动化             21             29   38.10

数学             10               5 -50.00

经管             22             24   09.09

生化             17               7 -58.82

土木             30             12 -60.00

计算机             24             37   54.17

材料               9             14   55.56

城市规划               7               9   28.57

机械             10             12   20.00

图 6 2010—2021 年学报学科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比例图

Fig. 6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in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rom 2010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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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数量最多的专业。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与讨论，可知优秀研究团队文章的

缺失是导致期刊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研究生

团队发表文章过多是限制学报向上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同专业作者的文章高被引篇数在 2009 年前后出现

了较大变化，这主要受专业的景气度、技术面的宽窄

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提升优秀研究团队的约稿力度。期刊发展，

内容为王。只有多刊载优秀研究团队的优秀文章，才

能达到提升内容的目的。但是，一个研究团队一年的

科研产出是有限的，对于该团队来讲，将文章发表在

高级别刊物上，可以实现实际利益和学术价值的“双

赢”。因此，只能通过主动约稿并加大约稿力度，才

能留住高质量研究团队的稿件。

2）针对热点题材，主动约稿。作者的自由来稿，

有时只是对一些旧题材的深入研究，这往往不能引起

研究者的兴趣。如果能够针对一些时下研究的热点

题材，主动找特定作者约稿，就能提升读者的兴趣，

增加刊物的影响力。

3）持续提升期刊服务质量。只有做好服务，才

能留下一些好文章。学报在抓好基本的编校工作的同

时，紧抓服务作者主线，推出了“到院部讲如何写论

文课”“网络优先上网”等举措，为服务作者和读者

真抓实干。

4）紧跟湖南“三高四新”高质量发展策略，对

于契合湖南高质量发展的专业文章予以额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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