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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为统计源，对 2009— 2013年《包装学报》零被引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2009— 2013年，学报共刊载论文 370篇，其中，截至数据统计日期，零被引论文共 51篇，零被引率为
13.78%。51篇零被引论文中，英文论文为 1篇，占 1.96%；在主题方面，“包装文化与教育”“艺术与设计”
主题的零被引论文占比较大；与期刊载文平均篇幅相比较，零被引论文的平均篇幅要稍短于同期载文平均

篇幅；讲师及以下、硕士研究生的零被引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分别为 35.29%和 33.33%；合著规模为 2人的
论文，其零被引率超过该合著区间的总载文率；零被引论文的篇均文献数大多低于总载文的篇均文献数。

基于此统计分析，建议学报尽量减少或避免刊登英文文章、与包装关联度不高的“艺术与设计”类文章、

论述空泛而学术价值不高的理论性文章、学术质量不高的职称论文和硕士研究生论文，适当提高刊载论文

的合著规模，增加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刊载篇幅较长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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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Non-Cited Articles in Packaging Journal Between 2009 an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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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full-text database of CNKI, a statistical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f non-cited articles in
Packaging Journal from 2009—2013. A total of 370 articles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from 2009 to 2013, among
which, up to the date of statistics, as many as 51 articles have never been a source of citation, with a zero citation rate of the
journal as high as 13.78%. There is only one English article among all the 51 non-cited ones, accounting for 1.96% of the
total. As for the theme of articles, those related to“packag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art and design” occupy a
relatively larger proportion in zero citation.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length of the journal article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average length of the non-cited articles is slightly smaller than the average length of all the articles. In terms of authors
of the non-cited articles, lecturers with a master

，
s degree or below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35.29% and 33.33%,

respectively. Among them, the zero citation rate of articles of co-authors of two exceeds the total publication rate. The
number of non-cited articles is much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total article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is suggested
that an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minimize or avoid the publication of English articles, articles with such lowly-correlative
themes as “art and design”, highly theoretical articles with vague and general argumentation or with little academic value,
and professional theses or graduate papers of poor quality. Meanwhile it is advisable to expand the scale of published
paper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references and the length of articl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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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学术论文被引是其学术价值得到认可与关注的

一种重要表现方式，也是体现其学术思想交流与传

承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论文的被引频次在一定

程度上反应了该论文的被认可度与被关注度。而对

于期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刊载论文的被引频

次越高以及高被引论文越多，说明其学术影响力越

大[1]。基于此，相关学者对期刊高被引论文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2-3]，而对与其相对应的、同属于引文研究

范畴的零被引或低被引论文则研究较少。而事实上，

学术期刊所刊载的学术论文中，零被引、低被引的

论文也很多。在自然科学学科中，发表 5 a后仍未被
引用过的数学领域文章约占 1/3，化学领域文章约为
10%；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零被引率更高，人类学领
域的论文零被引率甚至高达 90% 以上[4-5]。同时，零

被引论文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一些重大的科学发现

和成果在发表时并没有被当时的学界认可，但在多

年后却被重新发现并受到重视，荷兰著名科学计量

学家A. F. J. Van Raan将这种现象称为“睡美人”[6]。

由此可见，零被引论文虽然在特定的研究时间窗口

内未被引用，但并不表示其将来不被引用；且零被

引论文大多存在一定的下载量，这也表明其学术思

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交流与扩散。另外，研究发

现，论文的零被引率与期刊的影响因子呈负相关关

系[7]。若只研究高被引论文而忽视零被引论文，将不

利于形成期刊与文献的整体性认识。因此，零被引

论文研究对探索文献引用规律、发掘文献潜在价值

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包装学报》（以下简称学报）2009—
2013年发表的至数据收集日未被引用的论文为研究
对象，对这些零被引论文的特征进行统计与分析，以

期为包装行业学者研究选题、期刊编辑组稿与选稿

以及期刊发展与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包装学报》于 2009年 10月创刊，刊期为季刊。
现已出版 29期（2009年仅出版 1期），共刊发学术论
文 587篇，其中，2009— 2013年共刊发论文 370篇。
登录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文献来源”检索窗口输

入“包装学报”，在检索结果页面按“发表年度”分

别检索2009, 2010, 2011, 2012, 2013年的零被引论文，并
导出相关数据。对检索得到的零被引论文数量及篇

幅、刊期分布、下载频次、论文类型及主题、作者

分布、参考文献等进行分析。

本研究中零被引论文的相关数据收集日期为

2016年 11月 4日，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采用Excel 软
件。处理过程中，发文统计仅统计各刊期刊载的学

术论文，即根据期刊具体刊发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

剔除简讯、补白等非学术论文，且作者统计中仅统

计分析第一作者。

2 结果与分析

2.1 零被引论文概况

根据中国知网的相关数据，《包装学报》2009—
2013年所刊载论文至 2016年 11月 4日，共有 51篇论
文没有被引用，相关数据如表 1 所示。

由表 1分析可知，学报 2009— 2013年共发表学
术论文 370篇，共有 51篇论文未被引用，该时间段
内零被引率为13.78%。具体而言，2009年仅出刊1期，
发表论文 25篇，有 5篇论文未被引用，零被引率为
20.00%；2010年总载文量为94篇，零被引论文数为7
篇，零被引率为 7.45%；2011年总载文量为 86篇，有
8篇论文未被引用，零被引率为 9.30%；2012年总载
文数量为 83篇，有 14篇论文未被引用，零被引率为
16.87%；2013年总载文量为 82篇，有 17篇论文未被
引用，零被引率为 20.73%。
由以上分析可知，2009, 2013年的零被引率较高，

这可能是因为 2009年学报出刊后未被中国知网及时
收录，相关数据未上网，导致论文学术思想交流受

阻，被引率降低；而 2013年则主要是由于文献引证
的时效性造成的，其发表时间到数据检索日期尚未

达到被引稳定状态。2010— 2013年，零被引率呈上
升趋势，说明随着发表时间的延长，论文的零被引

率将逐渐降低。由零被引论文分布刊期可知，2009—
2013年的每期刊物均存在零被引论文，说明零被引
论文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也表明，刊物在选稿及

对论文质量把关时应坚持更高的标准，尽量降低刊

表1 零被引论文分布刊期及下载频次

Table 1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and download frequency of
non-cited papers

注：“分布刊期”中所列零被引论文数按 1 ~ 4 期依次排列。

徐海燕 2009— 2013年《包装学报》零被引论文分析

发表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总载文

量 /篇

25
94
86
83
82

零 被 引 论 文

数量 /
篇

   5
   7
   8
1 4
1 7

比例 /
%

20.00
  7.45
  9.30
16.87
20.73

分布刊期

5
2/1/2/2
1/1/2/4
1/4/4/5
3/4/5/5

总下载

频次

 235
 344
  720
1 111
1 245

篇均下

载频次

4 7
4 9
9 0
7 9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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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论文的零被引率。从零被引论文的总下载频次及

篇均下载频次可知，虽然这些论文未被引用，但仍

存在下载量，其学术思想仍可能对后来的研究者

产生启发。在 51 篇零被引论文中，下载频次最高
的为 264次，下载频次超过 100次的有 9篇。这些
下载频次较高的论文，虽未被引用，但其学术价值

从另一个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而对于那些

既未被引用且下载频次较低的论文，建议学报编

辑部予以专门分析，以避免刊发一些学术价值不

高的零被引论文。

2.2 零被引论文文本分析

1）语种分析
51篇零被引论文中，中文论文为 50篇，英文论

文为 1篇，英文论文占 1.96%。2009— 2013年学报共
刊登 2篇英文论文，1篇为国外作者投稿，1篇为国
内作者投稿，国外作者的英文论文未被引用。该论

文论述的主题为目前研究较多的“绿色设计”，但从

标题来看，其阐述的是绿色设计在具体地域的应用，

论述对象相对狭窄，不利于被引用；且中文期刊刊

发英文文献，其被引情况不佳，这与作者的引用习

惯相关，中文期刊发表的英文论文较少受到关注。

2）类型及主题分析
论文的被关注度从根本上讲是由其研究内容及

学术质量决定的。因此，从研究主题及具体内容方

面来对其进行分析可更科学深入地了解零被引论文

的本质特征[8]。51篇零被引论文中，综述型论文为 1
篇，研究型论文为 50篇，综述型论文占 1.96%。一般
情况下，综述型论文被引较多，属高被引论文[9]。但

也有一些综述型论文为在读硕士生撰写，论述深度

和广度不够，学术价值不高，故受到的关注较少。这

篇零被引论文就属于这种情况。

根据论文主题做进一步分析，发现 51篇零被引
论文中，“包装文化与教育”主题论文为15篇，与“包
装”关联度不高的“艺术与设计”主题的论文为 11
篇，特定产品“包装结构设计”主题论文为5篇，“包
装材料与技术”主题论文为12篇，“印刷技术与工艺”
主题论文为 3篇，另外，主题较偏的论文为 5篇。零
被引论文主题分布及篇均下载频次见表 2。

2009— 2013年学报所刊载的论文中，“包装材料
与技术”主题的论文为 150篇，约占总刊载论文的
40%，该主题零被引论文虽有 12篇，占总零被引论
文的 23.5%，但综合考虑其总刊载量，零被引率低于
其占总刊载量的比例。而“包装文化与教育”主题

的零被引论文，含括了艺术理论、包装文化、包装

教育等方向的论文，其占总零被引论文的 29.4%，且

其篇均下载频次较低，这部分论文学术质量相对较

低。“艺术与设计”主题的零被引论文为 11篇，约占
总零被引论文的 21.6%，这11篇零被引论文主题皆与
“包装”关联度不高，综合考察 51篇论文所属栏目分
布，“艺术与设计”主题的零被引论文数量（为21篇）
更大，前述的“包装文化与教育”也有部分论文分

布于“艺术与设计”栏目。一些特定产品的“包装

结构设计”论文，因涉及具体产品，其被引一般不

高。“印刷技术与工艺”主题的零被引论文不多，且

其篇均下载频次较高，这部分论文的学术价值有待

被发现。而对于一些主题较偏且与包装关联度不高

的论文，也不易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3）篇幅分析
2009— 2013年学报 51篇零被引论文的平均篇幅

为4.24页。具体而言，2009年的零被引论文平均篇幅
为3.80页，2010年为3.86页，2011年为4.13页，2012
年为4.21页，2013年为4.59页。零被引论文篇幅统计
见表 3。由表 3可知，与期刊载文平均篇幅相比较，
零被引论文的平均篇幅要稍短于同期载文平均篇幅；

零被引论文一般篇幅不长，大于 6页的零被引论文只
有3篇。同时从表3可看出，2009, 2010年学报载文平
均篇幅不长，2011年平均篇幅增长较快，且 2009—
2013年学报载文平均篇幅呈逐步增长的趋势。

2.3 零被引论文作者分析

1）职称 /学历分析
零被引论文作者的职称 / 学历统计结果见表 4。

表2 零被引论文主题分布及篇均下载频次

Table 2 Topic distribution and average download frequency of
non-cited articles

主题

包装文化与教育

艺术与设计

包装结构设计

包装材料与技术

印刷技术与工艺

主题较偏

1 5
1 1
  5
1 2

   3
   5

篇均下载频次

  53
  81
  79
  74
131
  61

篇数

表3 零被引论文篇幅

      Table 3 Textual lengths of non-cited articles

注：（）内为≥ 6 页零被引论文的具体页码。

发表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期刊载文

平均篇幅 / 页

3.84
4.06
4.44
4.63
4.66

零 被 引 论 文 /篇

篇  幅

3

2
2
2
4
0

4

2
4
3
4

1 0

5

1
1
3
5
5

≥ 6

0
0
0

1(6)
2(6/7)

平均

篇幅 /页

3.80
3.86
4.13
4.21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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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作者如已就职，则统计其职称；作者如未就

职为在读学生，则统计其学历。

由表 4可看出，作者为讲师及以下、硕士生的零
被引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分别为35.29%和33.33%，共
占总零被引论文的 68.62%。讲师及以下职称的作者
或因自身学识不够深入、系统而导致论文研究学术

价值不高，或因职称评定而撰写论文导致研究较为

简单，这部分论文学术价值相对较低，被关注度不

高。根据对 2009— 2013年学报总刊载论文的作者职
称统计数据可知，在 370篇总载文中，作者职称为讲
师及以下的论文为 84篇，约占总刊载论文的22.70%，
而零被引论文作者为讲师及以下论文为 18篇，占总
零被引论文的 35.29%，其比例大大超出其刊载论文
的比例。这也说明这部分论文整体质量不高，被关

注度不高。而在读硕士生由于参与科研时间较短，对

研究领域了解不够深入，其论文相对简单，且大多

是首次发表论文，写作水平不高，这部分论文也较

少受到关注。学报刊载本科生的论文较少，本科生

的论文也因学术质量不高而较少受到关注。

2）作者合著规模分析
论文的合著规模是评价科研合作程度的一个重

要量化指标，也是衡量论文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一个

重要因素[10 ]。科技论文的合著现象较为普遍。对科

技论文合著规模的研究发现，不同合著规模的论文，

其总被引频次整体呈现随作者人数增加而缓慢增加

的趋势，且存在一个最佳合著规模，超过此规模将

会出现负相关[11 ]。合著规模是否对《包装学报》论

文的零被引产生影响，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对学报

2009— 2013年总载文及零被引论文的作者人数进行
了统计，统计结果见表 5。
由表 5分析可知，学报刊载论文作者人数主要为

1~3人，作者人数为 4人及≥ 5人的论文所占比例不
高。而对于零被引论文而言，作者人数为 2人时，所
占比例超过该合著区间的总载文比例，说明作者人

数为 2人的论文被关注度要低于 1人及 3~4人论文的

被关注度；1人及 3~4人的论文所占比例与该作者区
间的总载文比例相差不大；而作者人数≥ 5时，零被
引论文所占比例要大大低于该作者区间的总载文比

例，这说明对于学报而言，作者人数≥ 5的论文的被
关注度较高，零被引率较低。分析认为，可能是由

于作者人数为 1人时，这些论文部分为专家撰稿，学
术价值较高，被关注度相对较高；而作者人数为 2人
的论文，部分为职称论文，学术质量不高，部分为

硕士生所撰写，加上导师的名字，因此合作度不高，

被关注度也不高；而作者人数≥ 5的论文，因其合作
度较高，被关注度也较高，故零被引率相对较低。

2.4 零被引论文参考文献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纳

入科技期刊学术质量评估体系之中。参考文献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研究领域相关知识或技术的

了解深度和广度，甚至可从参考文献的发表或出版

时间来推断论文主题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因此，参

考文献在科技论文中具有重要地位。参考文献的数

量是否对学报的零被引论文产生影响，针对这一问

题，本文统计了期刊总载文及零被引论文的参考文

献数量，统计结果见表 6。

由表 6中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学报总载文的篇
均文献数不高，而零被引论文的篇均文献数除了

2010年之外，均低于总载文的篇均文献数。这表明
参考文献数量较少的论文，相对而言受到的关注较

少。一般而言，参考文献数量越多，表明论文作者

徐海燕 2009— 2013年《包装学报》零被引论文分析

表6 参考文献数量统计结果

 Table 6 A statistical result of the number of references

发表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总载文

文献数

   198
   666
   879
   919
1 007

零被引论文

篇均文献数

  7.92
  7.09
10.22
11.07
12.28

篇均文献数

6.40
8.14
8.63
8.07
9.00

文献数

 32
 57
 69
113
153

表5 作者人数统计结果

          Table  5 A statistical result of authors

表4 零被引论文作者职称 /学历统计结果
Table 4 A statistic result of authors， title and degree

发表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占比 /%

职称 / 篇

教授

2
0
2
0
2

11.77

学历 / 篇

副教授

1
3
2
1
0

13.73

讲师及以下

1
2
2
6
7

35.29

博士生

1
0
0
0
0

1.96

硕士生

0
1
2
7
7

33.33

本科生

0
1
0
0
1

3.92

发表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总计

占比 /%

总载文作者人数 / 篇

1
7
38
15
17
17
94

25.41

零被引论文作者人数 / 篇

2
8
23
28
30
28

117
31.62

3
6
18
21
16
21
82

22.16

4
2
11
10
13
7
43

11.62

≥5
2
4
12
7
9
34

9.19

1
0
4
0
4
5
13

25.49

2
2
1
5
6
6
20

39.22

3
2
2
2
1
4
11

21.57

4
1
0
1
2
2
6

11.76

≥5
0
0
0
1
0
1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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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研究了解得越广泛和深入，其论文受到的关

注度相对较高。

3 减少零被引论文刊发的建议

零被引论文虽然并非毫无价值，但未被引用也

表明其不被学界认可和关注，其论文的学术交流价

值未得到有效体现。因此，不管对于科研论文的作

者，还是刊登论文的期刊而言，都应尽量减少零被

引论文的发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论文的学术

交流与传承功能。

1）尽量减少或避免刊登英文论文。由于作者的
引用习惯，中文期刊上刊登的英文论文被引较少，建

议控制英文论文的刊登数量或不刊登英文论文。

2）建议减少或避免刊登与包装关联度不高的
“艺术与设计”文章，以进一步凸显学报的“包装”

特色；对于“包装文化与教育”主题的文章，应严

格把握质量，避免刊登一些论述空泛而学术价值不

高的理论性文章。

3）对来稿进行严格把关，减少或避免刊登学术
质量不高的职称论文；对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尤其

是综述性论文，应要求其导师对论文进行全面指导

并对质量把关，以提高论文的论述深度与广度，提

高其学术质量。

4）建议作者在撰写论文时，深入了解相关领域
的国内外研究前沿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尽量多查

阅相关文献，增加参考文献的数量；同时，论述尽

量深入透彻，适当增加论文的篇幅。

5）适当提高论文的合著规模。合作研究人员数
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能提高研究结果的水平

和深度，适当提高合著规模对论文被关注度的提升

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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