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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中的高级检索功能，对 4种影响力较大的国内包装专业期刊 2009—
2014年发表论文中的高被引论文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结果表明：创刊年限较早的期刊，其在该领域中的影
响力相对较大；研究综述类论文所含的信息量较多，易被引用；引用文献类型主要为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

且论文发表年限越早，被引用的可能性越大，但论文的质量才是决定其影响力的关键因素；被引论文的高

被引用年多在论文发表后的 2~3 a，且工程技术类研究论文的作者数相对较多，合作度较大；4种期刊的作
者所在地域分布较广，且多为教授和在读研究生；包装专业方向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包装、材料

学、交互设计和印刷技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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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tatistical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f the highly cited papers published in four most influential domestic
packaging professional journals from 2009—2014, with the aid of the advanced search function of CNKI Citation Datab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journals published in earlier years exert a relatively greater influence in relevant fields. Research
review papers, due to its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re more reliable to become the source of citation. The major types of
reference sources are articles published in journals and dissertations, and the earlier the papers are published, the greater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itation will be,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papers being the key factor to determine their influence. Papers
are cited more frequently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2~3 a, and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i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relatively large, with an even greater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Authors of the articles in the 4 journal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most of them professo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Recent researches in packaging professional have been focused on green
packaging, material science, interactive design and prin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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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包装工业的发展自 20世纪 80年代始，虽然
起步晚、底子薄，但发展较快。特别是近年来，中国

包装工业发展迅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

贡献者。中国包装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 11月上旬，我国包装工业总产值已达 1.7万
亿元，位居世界第二，正向包装强国迈进[1]。包装

专业期刊是反映中国包装行业科研成果的园地，对

其进行分析有助于包装行业人员了解本行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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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与难点，从而更好地为包装工业服务。

文章被引频次的多少可反映文章被引用和受重

视程度[ 2 ]，而高被引论文可反映文章所属学科的前

沿和研究热点，因论文的高被引用年份在论文刊发

后的 2~3 a[3]，因此，本文拟对 2009— 2014年包装专
业的 4种国内期刊高被引论文进行统计与分析，以探
讨近年来包装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包装专业期

刊的组稿、包装行业科研人员研究方向的确定和包

装学科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1.1 刊物的确定

国内包装专业期刊较多，但多为行业协会主办，

刊物中的信息内容校多，而学术性期刊相对较少。根

据 2015年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
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4 ]“T B 工程与技术科学基础学
科”类中，含“包装”一词的刊物有：《包装与食品
机械》《包装工程》《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2015年
停刊）《包装学报》《塑料包装》《中国包装》《包装

世界》，各刊基本信息见表 1。根据刊物的影响因子
和作者著录信息情况，确定选取以上期刊中的前 4种
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如下：1）选取的 4种期刊的
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均较大，说明刊物的
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大，学术价值相对较高，已得到

广大包装行业人员的认可与支持；2）确定刊物前对
该类中各刊物刊载的论文进行了初步查询，根据刊

物文献被引排序情况，发现后面几个刊物的被引数

据均相对较低，也就是说这些刊物的影响力较小，且

其刊载文章的作者信息部分缺失，不利分析。

表1 部分国内包装专业期刊的基本信息

Fig.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ome domestic packaging journals

刊 名

包装与食品机械

包装工程

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

包装学报

塑料包装

中国包装

包装世界

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湖南工业大学

中轻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包装联合会

浙江省包装技术协会

创刊时间

1983
1979
2009
2009
1991
1981
1986

刊期

双月刊

半月刊

双月刊

季刊

双月刊

月刊

双月刊

复合影响因子

1.060
0.760
0.673
0.709
0.182
0.152
0.093

综合影响因子

0.950
0.596
0.516
0.515
0.110
0.110
0.039

据查询，《包装与食品机械》（为了方便排版，后

面的表格中将其简记为A）被CA 收录，已有出版文
献量为 3 563篇，总下载次数为349 929次，总被引次
数为 9 267次；《包装工程》（简记为B）为全国中文
核心期刊、CA、CSCD收录源刊，已有出版文献量为
14 652篇，总下载次数为2 278 170次，总被引次数为
65 874次；《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简记为C）为CA、
CSCD收录源刊，已有出版文献量为 1 039篇，总下
载次数为 103 975次，总被引次数为 1613次。《包装
学报》（简记为D）虽未被这些检索机构收录，但获
得“2015年度中国高校技术类优秀期刊”“2015年第
三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站”“2016年度中国
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等荣誉称号，已有出版文献量

为 643篇，总下载次数为 81 305次，总被引次数为
1 795次。
1.2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由表 1可知，4种期刊的创刊时间相差较远，为
使分析数据合理，选取各刊物 2009— 2014年发表的
论文为样本，利用中国知网的检索功能查询其被引

频次，并确定被引频次排名前 30位的论文为该刊高
被引论文，然后进一步查询其具体信息。

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筛选分析

文献，检索时间为 2016年 11月 7日。操作如下：首
先，进入高级检索界面，在输入检索控制条件中选

择“发表时间”为“2009-01-01”到“2014-12-12”，
再在“文献来源”栏中依次输入各刊名，并以“被

引”排序，选取被引频次排名前 30位的文章为该刊
高被引论文。若最小引用频次有多篇论文时，选取

发表年限较近论文，同年发表的论文则选取下载频

次较多的，最终确定入选文章。

确定分析论文后，导出其基本信息，点开被引链

接，查询并记录被引详细情况，包括引用总频次、期

刊引用总频次、刊物自引总频次、学位论文引用总

频次、会议论文引用总频次等。并根据论文中信息

记录第一作者信息，包括单位、职称、学历等，并

将这些信息补充至 excel表中，最后利用 excel表的统
计功能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数据与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的基础数据分析

2.1.1 被引频次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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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2中的数据可知，因《包装工程》为半月
刊，其总文献数远大于其他刊物，因而不仅总被引

频次相对较大，单篇文献的最高被引频次也较大，如

南京林业大学李晓老师 2011年撰写的《码垛机器人
的研究与应用现状、问题及对策》的引用频次高达

86次，为所有研究对象中的最高者。《包装与食品机
械》和《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均为双月刊，二者

的总文献量相差不大，但《包装与食品机械》的总

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均约为《中国印刷与包装

研究》的 2倍。《包装学报》的总文献量最少，但其
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均略高于《中国印刷与

包装研究》。计算各刊物的最高与最低被引频次的差

值，可知《包装工程》的最大，达 55次；《包装学报》
的最小，仅 23次。
可见，由于《包装与食品机械》和《包装工程》

的创刊年限较早，所以其在包装行业中的影响力相

对较大。故创刊年限较晚的《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

和《包装学报》需尽快提升刊物的影响力。

2.1.2 文献类型

本研究中，将各期刊的高被引文献简单划分为

工程技术类研究论文、设计艺术类研究论文、教育

教学类研究论文和研究综述 4类进行文献类型分析，
各刊文献的具体情况见表 3。

由表 3中的数据可看出，由于研究综述类论文所
含信息量较大，多能为科研工作者提供研究方向，故

引用较多，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中，研究综
述所占比例均较大，而各刊其他 3类论文的比例均不
同。《包装与食品机械》由于栏目比较专一，没有开

设教学类栏目，所以高被引论文中没有教育教学类

论文。而《包装工程》为半月刊，上半月刊载工程

技术类研究论文，下半月刊载设计艺术类论文，统

计发现，该刊高被引论文中，工程技术类研究论文

仅 2篇，多为工业设计、交互设计、设计美学等方面
的设计艺术类论文。《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的高被

引论文中，有 5篇为教育教学类论文，但没有设计艺
术类论文。《包装学报》的高被引论文中，每类中均

有部分论文，但研究综述所占比例最大。

2.1.3 引用文献类型

将引用 4 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文献情
况进行统计，所得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看出，4种刊物的期刊论文引用总频次
中，《包装工程》最大，但《包装与食品机械》与其

差距不大，《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与《包装学报》

的数据相差不大。期刊论文引用总频次在总被引频

次中所占的比例均为 60％左右。对于刊物自引情况，
相对而言，《包装工程》的刊物自引比例较大。学位

论文中引用这４种期刊文献的比例相差不大，相对

而言，学位论文中引用《包装与食品机械》文献的

较少。会议论文中引用这些文献的频次均较小，在

总被引频次中所占比例不大，均在 5％以内。
2.1.4 发表年份分布

４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发表年份分布

情况见表 5。

分析表 5中的数据可知，大体而言，高被引论文
多分布在统计年份的前 3 a内，但《包装学报》例外。
这一结果与相关的文献[ 2 ]结论略有不同。虽然论文

表2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
Table 2 Citation frequency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four

packaging journals

刊名

A
B
C
D

被引频次 / 次
总被引

0864
1181
0425
0490

最高

5 9
8 6
3 7
3 4

最低

1 7
3 1
1 0
1 1

平均 / 次

28.8
39.4
14.2
16.3

总文献数 / 篇

0 857
6 162
1 170
0 489

注：总文献数为 2 0 0 9 — 2 0 1 4 年各刊在知网上的文献数。

表3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文献类型
Table 3 Document type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four

packaging journals

刊名

A
B
C
D

工程技术

1 5
2

1 1
6

设计艺术

0
1 6
0
7

教育教学

0
0
5
1

研究综述

1 5
1 2
1 4
1 5

篇

表4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引用文献类型
Table 4 Reference type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four

packaging journals

刊名

A
B
C
D

期刊论文

总

频次

554
657
259
309

占比 /
%

64.1
55.6
60.9
63.1

刊物自引

总

频次

121
264
071
050

占比 /
%

14.0
22.4
16.7
10.2

学位论文

总

频次

293
456
167
204

占比 /
%

33.9
38.6
39.3
41.6

会议论文

总

频次

2 7
1 4
0 7
1 7

占比 /
%

3.1
1.2
1.6
3.5

注：占比为该类型文献频次在总被引频次中的比例。

表5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发表年份分布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 year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four packaging journals

刊名

A
B
C
D

2009
1 1
0 9
0 9
0 2

2010
0 3
0 8
1 3
0 9

2011
0 6
1 0
0 4
1 0

2012
0
1
1
7

2013
0
0
3
1

2014
0
2
0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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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年限越早，被引用的可能性越大，但论文的

质量才是决定其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如孟国忠等[5 ]

2015年撰写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及其在包装设计
中的应用》一文，其被引频次达 14次，超过了本研
究设定的《包装学报》高被引频次最低值，说明该

论文引起了较多包装行业人员的关注。而2013—2014
年发表的论文现还处于高被引用年份内，其后被引

用的机会较多。且由表 5还可看出，《包装工程》《中
国印刷与包装研究》《包装学报》2013— 2014年均有
部分文章进入高被引论文行列，特别是《包装学报》

每年都有高被引论文，说明刊物刊载的学术论文较

有学术价值，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与前瞻性，

吸引了包装行业人员的关注。

2.1.5 被引年份分布

为了考察论文的时效性，对 4种包装行业期刊高
被引论文的被引年份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 6。

结合表 5分析表 6中的数据可知，部分高被引论
文在发表年即被引用，体现了热点论文的时效性。

《包装学报》2009年的被引数据为 0，造成这一结果
的原因是，刊物当年只出版了 1期，且为 10月份出
刊，加上出刊后未能实时上网，导致论文传播的广

度大打折扣。且根据表 6的数据，随着论文发表的年

份越长，被引频次越大。《包装与食品机械》《中国

印刷与包装研究》2 个刊物的高被引论文多分布在
2012年前，其被引分布年逐步增加，在 2014达到高
峰，然后稍减；而《包装工程》的高被引论文虽然

也多分布在2012年前，但其在2015年才达到高峰，但
2015年比 2014年递增的数据不大；《包装学报》的高
被引论文多分布在 2010— 2012年，其被引分布年逐
步增加，在 2015达到被引高峰；与其他文献[6]的高被

引用年在其后 2~3 a的结论相符。
2.2 高被引论文的作者情况分析

2.2.1 作者单位与地域分布

对 4 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作者单位情
况的统计结果表明：《包装与食品机械》30 篇文献
的作者分属 24个单位，其中 15所高等学校，其他
8 个单位为研究院或企业，其中合肥通用机械研究
院发表论文最多，为 4篇。《包装工程》的 30篇文
献中，江南大学的李世国教授撰写了 2篇，共 29位
作者，分属19个高校，其中江南大学发表论文最多，
为 11篇。《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的 30篇文献由 26
位作者撰写，其中陈蕴智教授、刘真教授、万晓霞

教授和王强教授均发表 2篇。26位作者分属 16个单
位，其中高校 15所，另一为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
工程所，其中北京印刷学院发表论文最多，为 7篇。
《包装学报》的 30篇文献为 24位作者撰写，其中戴
宏民教授撰写 5 篇，邱志涛教授和曾广胜副教授分
别撰写 2篇。24位作者分属 12个单位，即 11所高
校和 1 个科研院所。其中湖南工业大学发表论文最
多，达 14篇。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作者地域分布情况
见表 7。

表6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被引年份分布
Table 6 Distribution of citation year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four packaging journals

刊名

A
B
C
D
合计

2009
0 5
0 3
0 3
0 0
1 1

2010
031
039
018
012
100

2011
071
090
048
027
236

2012
157
145
070
065
437

2013
158
193
069
101
521

2014
173
280
088
107
648

2015
173
294
073
123
663

2016
095
140
047
086
368

表7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
Table 7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four packaging journals

刊名

A
B
C
D
合计

北京

0 1
0 3
1 0
0 2
1 6

上海

0
0
1
1
2

天津

0
1
1
1
3

广东

0
2
3
1
6

广西

0
0
0
2
2

黑龙江

3
0
1
0
4

山东

3
0
3
0
6

山西

0
1
0
0
1

湖北

1
1
1
3
6

湖南

0 1
0 1
0 0
1 2
1 4

陕西

2
2
1
0
5

河南

1
2
1
0
4

河北

0
0
0
1
1

浙江

3
1
3
0
7

安徽

9
0
0
0
9

福建

3
0
0
0
3

江苏

0 2
1 2
0 0
0 0
1 4

四川

1
1
0
0
5

重庆

0
2
0
1
3

由表 7 所示结果可知，4 种期刊的作者所在地
域分布均较广。且各刊的作者属地分布中均有相对

集中的地域，说明各刊物有其稳定的作者群。如

《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的属地为北京，而《包装

学报》的地域性表现为湖南。从合计数据可知，北

京市及湖南省、浙江省、安徽省和江苏省的科研工

作者的影响力较大。故各刊物可利用表 7中的信息
确定组稿地域，作者也可根据以上信息选择合适的

投稿刊物。

2.2.2 作者职称与学历分布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 109位作者的职
称与学历情况见表 8。

廖友媛 2009—2014年国内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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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可知，《包装与食品机械》和《包装工程》
中标注的作者职称主要集中为副教授和讲师，而《中

国印刷与包装研究》和《包装学报》中标注的职称

主要集中为教授。这说明前两者的影响力较大，吸

引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关注。而后两者因创刊时间

较短，在行业中的影响力主要通过约请名家撰稿而

吸引行业人员关注。特别是《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

其教授、博士比例均较高，从而吸引了包装专业人

员的广泛关注，创刊后迅速跨入CSCD行列。

2.2.3 合著率与合作度

论文的合著率与合作度是评价科研合作程度最

直观、最重要的量化指标之一，也是研究学科间相

互交叉、渗透，衡量论文研究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因

素。此处合著率为 2位及以上作者合作撰写的论文占
样本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合作度也称平均作者数，是

指来源期刊样本中每篇论文平均拥有的作者数。对

2009— 2014年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作者合
作情况统计的结果见表 9。

由表 9可看出，《包装与食品机械》和《包装学
报》的合著率和合作度相对较高，而《包装工程》和

《中国印刷与包装研究》的合著率和合作度相对较

低。其中，《包装与食品机械》的合著率和合作度最

高，这一结果可能与表 3中文献类型有关，因该刊刊
发的主要为工程技术类研究论文，故参与人员相对

较多，合作度较大，符合工科研究实情。

2.3 高被引论文的专业方向分析

将 4 种期刊高被引文献的主要研究方向进行统
计，由于各刊的栏目设置差别较大，故按照栏目处

理不太合适，故本研究主要参照包装专业的学科体

系[ 7 ]及各刊的栏目设计进行统计与分析，设定的专

业方向如下：材料学、工艺与技术、机械与自动化、

交互设计、工业设计、运输包装、食品包装、印刷

技术、绿色包装、包装法规与标准化、教育教学等，

将样本论文按照以上专业方向进行分类统计，所得

结果见表 10。

表9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作者合作情况
Table 9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four packaging journals

作者数
刊名

A
B
C
D

1
3

1 0
8
5

2
8

1 3
1 1
9

3
9
5
1
8

4
5
1
8
3

5
2
1
1
2

≥ 6
3
0
1
3

合著率 /%

9 0
6 7
7 3
8 3

合作度

3.13
2.00
2.53
2.90

表10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专业方向分布
Table 10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four packaging journals

刊名

A
B
C
D

合 计

材料学

0 4
0 1
0 3
0 5
1 3

工艺与技术

6
0
0
2
8

机械与自动化

0 8
0 1
0 0
0 3
1 2

交互设计

0 0
1 3
0 0
0 4
1 7

工业设计

0 2
1 2
0 0
0 1
1 5

绿色包装

0 7
0 2
0 0
1 1
2 0

食品包装

3
0
2
1
6

印刷技术

0 0
0 0
2 0
0 2
2 2

教育教学

0
1
5
1
7

注：统计样本中未发现运输包装与包装法规与标准化方面的研究论文，故表中删除该列以简化表格。

篇

分析表 10中的数据可知，近年来，包装专业方
向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包装材料学、交互设计、工业

设计、绿色包装和印刷技术方面的研究，而关于运

输包装及包装法规与标准化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其中绿色包装是指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能

重复使用和再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包装，源于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

来》[8]。绿色包装是促进包装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

途径，我国包装学者围绕着绿色包装的视觉设计、结

构形式、材料应用、驱动机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

究[9]，其研究范围较广，暗含了包装的多方面内容，

故相关研究成果较多。此外，对《中国印刷与包装

研究》中的印刷技术研究论文进行细化，发现其主

要包含油墨方面（4篇）、图像处理方面（7篇）和印
刷技术方面（9 篇）的研究论文。

3 结论与建议

1）同等条件下，创刊年限较早的期刊，其在该

表8 4种包装专业期刊高被引论文的作者职称与学历分布
Table 8 Professional title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author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four packaging journals   人

刊名

A
B
C
D
合计

职 称

教授

0 1
0 3
1 4
0 7
2 5

副教授

0 6
0 6
0 0
0 2
1 4

讲师

0 7
1 0
0 5
0 3
2 5

其他

1 6
1 0
0 7
1 2
4 5

学 历

博士

0 5
0 4
1 3
0 2
2 4

硕士

1 0
1 7
1 0
1 3
5 0

未标注

1 5
0 8
0 3
9

3 5

注：副教授中含高级工程师，讲师中含工程师，其他中含

初级职称人员和未标注职称人员；博士中含博导和博士生，

硕士中含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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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的影响力相对较大。而创刊年限较晚的期刊，

需要利用各种渠道宣传刊物，扩大刊物的影响范围，

尽快提升刊物的影响力。

2）由于研究综述类论文所含信息量较多，能为
科研工作者提供参考依据，确定研究方向，故容易

被引用，各期刊可适当约请行业内的名家撰写综述

性论文，以获得更多行业人员的关注。

3）期刊的引用文献类型主要为刊物引用和学位
论文引用，且论文发表的年限越早，被引用的可能

性越大，但论文的质量才是决定其影响力的关键因

素。故刊物组稿时应考虑国家的政策导向，多刊载

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

4）被引论文的高被引用年多在发表后的 2~3 a，
且工程技术类研究论文的参与人员相对较多，合作

度较大，被引年限较长，故编辑部组稿时应优先考

虑这类论文。

5）所选 4种期刊的作者所在地域分布较广，相
对而言，《包装与食品机械》和《包装工程》的作者

分布最广，故刊物组稿时因注意作者的地域分布，从

而扩大刊物的影响范围。

6）作者的职称学历层次表明，为刊物撰稿的低
职称或无职称的在读研究生人员比例相对较大，说

明年轻科研人员的学术氛围比较活跃，编辑部应着

力培养这部分作者，充实刊物的作者群体。

7）近年来，包装专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包装材料学、交互设计、绿色包装和印刷技术等方

面，而关于运输包装及包装法规与标准化方面的研

究相对较少，故期刊可根据现有主要研究方向进行

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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