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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引文分析與書目分析

引文統計與評量指標

引文分析的主要工具

學術引文的結構與分析

學術文獻的自引分析

學術文獻的雙引分析

引文分析法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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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的概念

利用各種數學及統計學的方法和比較、歸納、抽
象、概括等邏輯方法，對學術期刊、論文、著者
等各種對象的引用或被引用現象進行分析，以揭
示其數量等特徵和內在規律的一種文獻計量研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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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的類型

從引文數量上進行研究

主要用於評價期刊論文

從引文間的網狀關係或鏈狀關係進行研究

用於探討學術研究的發展

從引文反映出的主題相關性

用於揭示學術的結構

用於文獻檢索



2

Language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LIS, NTU 5Bibliometrics Lecture 08

引文分析的程序

選取統計對象
根據所要研究的學科的具體情況，選擇該學科中有代表性的權威
的雜誌，確定若干期及若干篇相關論文作為統計的對象

統計引文數據
在選取的論文中，分項統計每篇論文後面的引文數量、出版年
代、語種、類型，論文作者的自引量

統計項目可依據研究的目的和要求自行確定

引文分析
根據研究的目的，從引文指標或其他角度進行分析

作出結論
根據引文分析原理和其他一般原則進行判斷和預測，作出相對應
的分析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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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的機制

學術文獻的引用與被引用，說明了學術知識和資
訊內容的繼承和利用，也標示學術的發展

文獻的相互引用是由學術本身的發展規律和研究
活動規律所決定的

學術文獻作者列出其引用文獻之目的

為了說明引用資料的出處，以強調其可靠性

便於讀者查考與核對

在此基礎上進行更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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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統計

不論採用哪種類型的引文分析，都必須在引文統計的數據
基礎上進行；進行引文統計前需選擇欲統計的對象

國外之引文索引工具
科學引文索引 （SCI）
社會科學引文索引（SSCI）
藝術暨人文引文索引（A&HCI）
期刊引用報告（JCR）

中國大陸之引文索引工具
中國科學引文索引（CSCD）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索引（CSSCI）

台灣之引文索引工具
台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TSSCI）
台灣人文學引文索引（T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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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統計的對象

學科文獻間的引文統計
某篇文獻的被引統計

某期刊的被引統計
某類期刊或論文的被引統計

某學者的專著或論文的被引統計

某研究機構發表專著或論文的被引統計

某出版社之出版物的被引統計

某雜誌社編輯部出版期刊的被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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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評量的指標

期刊載文量
在抽樣時間內，某期刊登載論文的數量

期刊引文量
在抽樣時間內，某期刊登載論文引用的數量

期刊被引量
在抽樣時間內，某期刊登載論文被引用的數量

期刊引文率
在抽樣時間內，期刊引文量除以期刊載文量

期刊被引率
在抽樣時間內，期刊被引量除以期刊載文量

期刊影響係數 (Impact Factor)
時間延遲的期刊被引率

期刊即時指數 (Immediacy Index)
一年期距期刊被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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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係數

IF(tw, year)
tw: 時間期距（time window），若為n
A：前n年某期刊刊載的論文總數

B：該年引用某期刊前n年的論文篇數

C：該年引用某期刊前n年的論文次數

IF：C/A

Per-cited Item Impact Factor
PCI-IF: C/B

Citable-item-cited Impact Factor
CIC-IF: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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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指數

用來測量期刊被利用之速度指標，也是衡量
期刊重要性的一種數據

為期刊某年的被引次數除以當年發表的論文
總數

當年發表論文的總數

論文的引用次數某年度對該刊當年發表
指數＝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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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證係數和被引證係數

對於期刊來說，所謂引證係數（引證率）是指某種期
刊引用另一種期刊的次數在該種期刊引證次數中所佔
的百分比。

被引證係數（被引證率）是指某種期刊被另一種期刊
引用的次數在該種期刊被引用的總數中所佔的百分比

100% 
該種期刊的總引用次數

刊的次數某種期刊引用另一種期
引證係數 ×=

100%
數該種期刊被引用的總次

引用的次數某種期刊被另一種期刊
被引證係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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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引證係數和自被引係數

是引證係數和被引證係數的特例

100%
該種期刊被引用的次數

被本種期刊引用的次數
自被引係數

100%
該種期刊的總引用次數

引用本種期刊的次數
自引證係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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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引文的結構與分析

引文分布的類型

引文量的分布規律

引文的集中與離散規律

引文的主要指標分析
引文年代分析

引文語種分析

引文類型分析

引文國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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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佈的類型

引文量按頻率分佈

依年代分佈

依學科或主題分佈

依文獻類型分佈

依語種分佈

依國別分佈

依作者分佈

依期刊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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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量的分布規律

引文量理論的分佈

將一定量的論文的引文量數據進行分析比較，
發現其變化規律為以平均數為中點，呈常態分
佈

引文篇數分佈

研究論文平均的引文篇數的分佈

依學科類型的分佈，不僅反映了論文作者引用
文獻的廣度，還能說明來源文獻與被引文獻的
學科內容之間關係的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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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的集中與離散規律

引文的集中與離散，是相對於一定的評量
指標而言

加菲爾德引文集中定律

一個學科的非核心期刊在很大程度上是由其他
學科的核心期刊構成的

加菲爾德認為實際上所有學科的核心期刊合在
一起不會超過1000種，或甚至少於50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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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在不同類期刊的集中與分散

依據布萊德福定律，一個學者需要參考和閱讀的
期刊論文有三個來源

1/3來自本學科數量很少的一組期刊（核心期刊）

1/3來自數量較多的另一組期刊，主要由本學科的非核
心期刊構成（相關期刊）

1/3來自數量更多的一組非本學科領域期刊（邊緣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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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量的集中與離散趨勢

對每篇論文所佔有的引文平均數和標準差
的測定，可以反映出某一學科平均引文量
的集中與離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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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的主要指標分析

引文年代分析

引文語種分析

引文類型分析

引文國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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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年代分析

從時間的角度對引文分佈規律進行分析是
引文分析的主要內容之一

反映被引文獻的出版、傳播和利用情形

1965年，普萊斯提出“最大引文年限＂

文獻被引用的巔峰是該文獻發表後的第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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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年代分析(續)

引文隨時間的分佈規律，受許多因素影響

學科性質、文獻類型、文獻語種、文獻服務以
及一些人為的社會因素等

大體來說，理論性論文比應用文獻、科學
文獻比技術文獻引用時間長

專著的引用時間較長；而期刊論文則較易
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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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語種分析

某一語種的學術文獻被引用量越大，則說
明該語種比較重要和常用

分析語種的分佈，對於引進外文文獻、譯
文選題、外語教育等，都具有參考價值

對於不同學科或專業來說，引文語種分佈
是不盡相同的

Language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LIS, NTU 24Bibliometrics Lecture 08

引文類型分析

學術研究中引用的文獻類型極為廣泛，有
期刊、圖書、研究報告、檔案、田野調
查、博碩士論文等

期刊是一重要的文獻來源

會議論文、科技報告等資料，反映的內容
更新，因此部門應加強這類文獻的蒐集和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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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國別分析

對於學科研究的重要，任何一個國家的科
技工作者都不可避免地要引用其他國家的
學術文獻，因此可據以進行引文國別分析

引文國別的分析，可以探究各國互引文獻
的狀況、釐清國際文獻交流的數量和流向

引文國別分析一般採用抽樣分析法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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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國別分析(續)

文獻交流比

數B國引用A國的文獻總

數A國引用B國的文獻總
=α

A國的文獻較多1.0，那麼B國引用如果α

目相等B兩國彼此引用文獻數 ，那麼A, 1.0如果α

文獻較多，那麼A國引用B國的 1.0如果α

<
=
>

Language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LIS, NTU 27Bibliometrics Lecture 08

引文國別分析(續)

根據一個國家科研力量的大小推算該國家引用別國的
參考文獻期望值，利用文獻引用統計數據計算期望值

國具有優勢表示二國互引偏離值，大於是

是被研究國家數目

是被引用國代號，是引用國代號

是期望值

的實際數目是兩國間互引參考文獻

總文獻數
的文獻數)(來自被引用國的文獻數)國(來自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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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互引偏離值

0.94470.76591.11840.93101.31200.75170.64161.2924其他

0.90060.88281.01450.89281.24440.74740.88591.1767東歐

0.97010.79701.54820.91201.50230.76700.61731.2233英

0.94210.78640.96160.99531.23540.82630.67631.2668德

0.95760.77551.29790.94081.42910.80520.62731.2533法

0.94290.77101.05770.97921.30400.85530.61891.2889日

0.72500.96500.75440.74530.99360.65991.52690.9430俄

0.89190.66521.14170.88441.35050.72390.54841.3962美

其他東歐英德法日俄美

資料來源：邱均平，文獻計量學。科學文獻技術出版社，1988，頁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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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自引的類型

同一學科文獻的自引

同一期刊文獻的自引

同一作者文獻的自引

同一機構的文獻自引

同一語種文獻的自引

同一時期文獻的自引

同一地區文獻的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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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文獻的自引分析

自引量的分析

學科自引的分析

期刊自引的分析

著者自引的分析

自引子類的分析

Language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LIS, NTU 31Bibliometrics Lecture 08

文獻自引的概念

在引用文獻的行為中，限於主體本身範圍
內的引用稱之為“自引＂

對於學術文獻的各種內部和外部的特徵，
均有可能發生自引的現象

從自引中可以定量的考察研究的動態和徵
兆，掌握某一研究課題的進展情形，掌握
學科的發展，進而闡明學術社會的一些趨
勢和規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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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學科文獻的自引

某一學科領域的文獻引用本門學科的文獻

同一學科在不同地區、不同時期的自引率可能
不一致，因此在實際統計中，要確定時間區間
和範圍

同一學科文獻自引率定義

%100×=
總次數獻文用某學科引

引用本學科文獻的次數
自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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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期刊的自引

刊載在某一種期刊的論文，引用同一期刊以
前發表的論文

JCR定義期刊自引率為

%100×=
期刊的所有引文總數

該刊自引的引文數量
自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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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作者文獻的自引

某一作者在其著作中，援引他本人所寫的或
和別人合作寫的論文或著作

自引率公式

%100×=
數獻總文用本人論文的引

引用本人的論文數

同一著者文獻的自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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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機構的文獻自引

某機構發表的文獻，引用本機構或人員發表
的文獻（不管是否為同一作者）

自引率公式

%100×=
總數之引用文獻該機構發表

數引用本機構發表的論文

機構自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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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語種文獻的自引

指某一語種的文獻引用該語種文獻的現象

自引率公式

%100×=
總數該語種之引用文獻

語種的文獻數自己引用

某一語種文獻的自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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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文獻的自引

某一時期所發表的論文，被同期出版的論
文引用

這裡指的同一時期通常指的是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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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區文獻的自引

某一地區或某一國家出版的文獻，引用本地
區或本國的文獻

自引率公式

%100×=
文獻總數該地區發表論文之引用

引用同一地區文獻數

的文獻自引率某一地區（國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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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自引的類型

直接自引

間接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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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自引

即作者在一篇論文中，由作者本人所列舉
的參考文獻裡，有作者本人的著作

在指定的時間內，若著者的全部論文所附
的參考文獻數量為A，參考文獻中作者本身
之作的數量為B，則直接自引率W=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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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自引

在作者文章的參考文獻中，有他人的著
作，但該著作（即被引用的文獻之一）卻
援引了作者的論文，這種透過他人建立的
自引即為間接自引

在特定時間內，若某著者的論文被其他人
所引用的次數為C，後又被該作者復引其他
作者的次數為D，則間接自引率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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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引關係圖

A: Set of a researcher’s Papers
B: Set of the researcher’s papers  

which are cited by himself 
D: Set of papers which cite

Set A
C: Set of papers which are 

cited by Set A
E: Intersection of Set C and D

D

C

E
A

B

(Direct) Self-Citing Rate: |B|/(|B|+|C|)
(Direct) Self-Cited Rate: |B|/(|B|+|D|)
Indirect Self-Citing Rate: |E|/|D|
Indirect Self-Cited Rate: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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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自引的分析

評量某學科的相對穩定性

學科自引率大，表示該學科較成熟、穩定、封閉

Ex:圖書館學自引率為78%，資訊科學自引率48%

此數據說明圖書館學科比較封閉；反之資訊科學引

文開放，較具綜合性

分析某學科的相對獨立性

學科的自引率較高，則該學科的相對獨立性大；反之
則相對獨立性小。

分析某學科的吸收能力

學科自引率高，則較少吸收外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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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自引的分析

評量期刊在本學科領域的地位

同一期刊文獻的自引率，可用以分析期刊的報
導方向、用稿標準和選材範圍是否穩定，從而
評量期刊的品質

自引率高可能顯示某期刊所載論文反映的
專業面較窄，且對應期刊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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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引的分析

作者的自引包括個人作者及作者群的自引

機構的作者文獻自引率可用以分析機構團體在
該學科領域中所處的學科地位，且可分析該機
構學者的學術研究水準

作者自引率可分為兩種

本篇論文自引率-指作者某一篇論文的參考文獻
中，引用自己以前發表的文章所佔的比例

作者文獻平均自引率-指該作者在某一段時間內所
發表的各篇論文的“本篇論文自引率”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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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作者自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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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文獻的雙引分析

“書目對”與“同被引”的概念

書目對分析

同被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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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對

1963年M. M. Kessler首次提出「書目對」
（Bibliographic Coupling）的概念

書目對是指來源文獻通過被引文獻建立起
來的耦合關係

具體來說，如果A和B兩篇文獻共同引用了
一篇或多篇相同的文獻，則稱A和B兩文獻
在引用上具有耦合關係，而稱A與B為一
「書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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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對(續)

耦合關係的程度可用「耦合強度」（或稱
耦合頻率）的指標來衡量；耦合強度取決
於A和B共有的參考文獻的數量

「書目對」理論的基本出發點是，凡共同
引用一篇或多篇文獻的兩篇文獻之間必有
相互關係

“耦合”的概念並不僅只侷限於同時引用的兩
篇論文本身之間的關係，並可推廣至相對
於文獻的學科主題、期刊、著者…等特定對
象的耦合關係。

Language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LIS, NTU 50Bibliometrics Lecture 08

同被引

Henry Small和I. V. Marshakova分別在研究文獻
的引證結構和文獻分類時，同時首次提出了「同
被引」 (Co-citation) 的概念

同被引指兩篇（或多篇）文獻同時被別的文獻引
用時，則稱兩篇文獻（被引文獻）為「同被引」

具體來說，即A和B兩篇（或多篇）文獻，不管其
發表的時間如何，只要同時被後來的一篇或多篇
文獻引用，則稱A和B具有「同被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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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對與同被引的異同

書目對反映的是兩篇「來源文獻」之間的關係；
同被引反映的是兩篇「被引文獻」之間的關係

書目對的強度是固定不變的；同被引的強度則隨
時可能發生變化

書目對反映的文獻間的關係是一種靜態的長久的
關係；同被引反映的則是動態的暫時的關係

書目對是回溯性的；同被引則是前瞻性的

對於研究和揭示學術文獻的內在關聯與規律，同
被引比書目對更具優越性，更適應當代資訊科學
研究的對象是不斷變化和發展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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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分析

以被引文獻為耦合媒介，建構眾多來源文獻關
係，進而顯示來源文獻之間的相互關係，在一定
程度上揭示了學術文獻體系的內在規律

書目對可由下列方式進行分析

通過引文相關群分析學科之間的關聯

通過引文網絡分析文獻體系結構和學術結構

為文獻檢索提供新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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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耦合分析

以每種科技期刊為統計單位進行的耦合

具體來說就是n種（ ）科技期刊同時引用
了別的期刊的論文時，則這n種科技期刊之間
的關係為“期刊耦合”

期刊耦合分析主要分以下三種

判斷期刊之間的關係和關聯程度

判斷期刊的專業性質

從期刊耦合關係出發，通過期刊論文的內容分
析，可判斷學科之間的相互關係和關聯程度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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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耦合分析

指以單一作者為基本單元進行耦合

n個（ ）作者在文獻中同時引用了某一個
（或多個）作者發表的文獻時，則稱這n個作者
具有耦合關係

著者耦合分析主要分以下三種

通過著者群體網絡分析學科研究的狀況及發展趨勢

根據相關著者群的組成，建立必要的學術研究者通訊
網路，從而促進訊息傳遞和學術交流

利用著者目錄能找到某專業課題的著者發表的全部有
關文獻，進而提供針對性較強的定題檢索服務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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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耦合分析

指以學科為基本單位進行的耦合

具體來說就是屬於某n（ ）個學科的文獻
共同引用了別的學科的文獻，則稱這n個學科
具有耦合關係

學科耦合分析主要分以下三種

利用學科耦合結構判斷學科之間的關係

從學科耦合關係的變化了解學科發展的狀況和變
化規律

為專科文獻的選擇和蒐集提供定量依據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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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被引分析

主要顯示同被引的參考文獻間的結構關
係，進而反映學科之間的某些關聯

同被引分析有幾個意義

通過文獻的同被引相關群的分析，可進行文獻
學方面的理論研究

通過文獻同被引群體網絡及其變化，可進行學
術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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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同被引分析

指以期刊為基本單位而建立的同被引分析

具體來說就是n種（ ）科技期刊的論文
被別的期刊同時引用時，則稱這n種科技期
刊具有“同被引”關係
期刊同被引可作以下幾種分析

根據期刊的同被引關係及其強度，可以判斷某些
期刊的學科性質

為確定核心期刊提供依據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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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同被引分析

指n（ ）個著者發表的文獻同時被別的文
獻著者所引用時，則稱這n個著者具有同被引
關係

著者同被引主要有以下幾個意義

通過同被引著者群的構成了解同行著者的情況

通過同被引著者群的數量變化推測學科的發展趨勢

為文獻檢索提供新的途徑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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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同被引分析

指以學科為基本單元而建立的同被引關係。

具體來說就是屬於n（ ）各學科的文獻被別

的學科文獻同時引用時，則稱n個學科具有同被
引關係

學科同被引可作以下幾種分析

根據同被引群分析學科的關係和學術體系結構。

根據同被引學科群的數量變化，推測學科的發展趨勢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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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法的應用

引文分析法的應用領域

引文分析法的應用舉例

引文分析法的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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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法的應用領域

測定學科的影響和重要性

通過文獻引用頻率的分析研究可以測定某一學
科的影響和某一國家某些學科的重要性

研究學科結構

學術引文與被引文之間通常有學科內容上的關
係，透過對引文間的網絡關係進行研究，可探
究學科間的結構，分析推測學科間的交叉、滲
透和衍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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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法的應用領域（續）

研究學科資訊分布

透過文獻間的相互引證關係，分析某學科文獻
的參考文獻的來源和學科特性，不僅可探究該
學科與哪一學科有聯繫，還能探究其資訊的來
源和分布特徵

確定核心期刊

此種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從文獻被利用的角度來
評價和選擇期刊，較具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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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法的應用領域（續）

研究學術交流和資訊傳遞規律
利用學術文獻的〝引文鏈〞和〝引文網絡〞研究資
訊流的方向、過程、特點和規律，進而分析學術發
展的歷史和規律

學術水平和人才的評價
透過對學術文獻的被引率和持續時間等指標，可以
對有關國家或學術機構的學術能力和學術水準進行
比較和評估

用於人才的評價上，是因某住者的論文被別人引用
的程度可以是衡量該論文的學術價值和影響的一種
測度，也可從研究成果被利用的角度反應該著者在
本學科領域內的影響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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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獻老化和資訊利用規律

普賴斯曾利用引文分析探討文獻的老化規律

對引文的年代分布曲線進行分析，可以測定各學
科期刊的〝半衰期〞和〝最大引文年限〞，進而
制定文獻的最佳收藏年限等管理方案、對文獻利
用進行定量分析提供依據

一個學科的引文年代分布曲線與其老化曲線極為
相似，這說明了文獻引用分布反映了文獻老化的
規律性，亦即從文獻引用的角度研究文獻老化和
資訊利用規律是一種有效的途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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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作者的需求特點

一般來說，附在論文末尾的參考文獻是作
者所需要和利用的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文獻

因此，從引文的特點，可以反映出作者利
用正式管道獲得資訊的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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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圖書資訊學期刊

84總 計

64：2（89.09）-7：1（92.03）大學圖書館

689：1（89：06）-92：1（92.04）國家圖書館館刊

1218：1（89.09）-20：4（92.06）臺北市立圖書館館訊

127：1（89.09）-9：4（92.06）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

1234期（89.08）-45期（92.05）圖書與資訊學刊

626：2（89.10）-29：1（92.04）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126：5（89.09）-9：2（92.06）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1238：1（89.09）-40：4（92.06）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

665期（89.12）-70期（92.06）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期數研究刊期刊名

Language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LIS, NTU 67Bibliometrics Lecture 08

台灣圖書資訊學期刊
-- 網路資源之引用

52.32%672344總 計

42.39%9239臺北市立圖書館館訊

42.47%7331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44.19%8638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

45.59%6831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48.42%9546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

55.22%6737國家圖書館館刊

60.34%5835大學圖書館

64.04%8957圖書與資訊學刊

68.18%4430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百分比文章總數引用網路資源的文章數期 刊

數據引自中興圖資所研究生林佳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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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分析

大幅成長3.16篇1.90篇網路資源平均引用量

大幅成長17.76%7.36%網路資源引用率

使用的引文減少17.8125.83文章平均引文數量

文章發表量增多218156平均文章樣本數（年）

三年五年半統計時間

分析89下半-92上半84-89年上半

數據引自中興圖資所研究生林佳葦



18

Language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LIS, NTU 69Bibliometrics Lecture 08

引文分析法的侷限性

文獻被引用並不完全等於重要

例如有些具有錯誤管點或結論的論文，常被提出來批
評，則被引次數可能很高

被引次數少的文獻也不能一概認為不重要，因其可能
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如時間、語言、學科等

著者選用引文受到可獲得性的影響

M.E.Soper指出，著者引用的文獻大部分是個人收藏
的文獻，小部分是就近可得的資料

選用參考文獻以方便為以及佔有為前提，同時受到著
者語言能力、文獻本身年齡和流通狀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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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法的侷限性（續）

引文關係上假聯繫的影響

兩篇論文可能基於不同原因引用同一篇文章，一個可
能是引用其方法；另一個可能是引用其結果，那麼這
兩篇文章在內容上的關係可能就是虛假的

目前引文分析中，對於這些引用都是同等看待，不加
區分，這也容易造成假關係

馬太效應的影響

例如某一期刊因為發表名人的文章而為眾人所引用，
以至於引起連鎖反應，結果被引用率很高

馬太效應的心理作用，影響文獻引用的真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