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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文本挖掘平台的功能优化加快有关内容挖

掘的学术论文影响力研究进程，全面梳理基于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测度的研究现状和进展迫在眉

睫。通过梳理国内外利用内容挖掘方法测度学术论文影响力的研究，提出从学术、社会和技术3个维度阐述

学术论文影响力的内涵。在其基础上，以时间为轴线，重点论述“学术论文影响什么、怎么影响，以及影响程

度如何”的相关内容，深入阐述借助内容挖掘技术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测度指标和方法。目前，基于内容挖掘

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测度还需利用以ChatGPT为代表的文本挖掘平台和数智技术进一步挖掘相关语义特征，

深入探究引文背后的影响机制及理论，尝试从学术、社会和技术等维度，词语、句子、篇章等粒度深入文本

内容，综合测度论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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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响力研究

现状与展望*

学术论文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是基础研究

成果和技术创新成果研究的基础。学术论文影响力作

为学术评价至关重要的指标之一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常见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测度方法如文献计量法、社会

网络分析法等利用外部指标测度论文的影响力，基于

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测度方法则深入文本内容

挖掘学术论文的价值和贡献。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

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基于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响

力测度研究，为科学研究良性循环与正向发展提供了技

术保障。从微观上看，基于文本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

响力研究能够揭示高水平论文的内在规律，展现学者的

科研能力和对科研活动的影响程度。从宏观上看，基于

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响力研究能够促进科研工作的

开展，影响科研规划方向，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资助布

局提供决策支持，为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出台合理的

科技政策和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提出从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技术影响力3个维度

界定学术论文影响力的内涵。在深度调研基于内容挖

掘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测度研究的基础上，以时间为轴

线，重点论述相关理论和指标方法、影响内容、影响方

式以及影响程度，分析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

议，以期帮助学者把握研究方向、研判该研究的发展趋

势，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布局提供参考。

1  学术论文影响力的内涵

目前，影响力是学术论文评价的重要内容，学界对

学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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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涵还没有统一界定。大多数学者认为学术论文影

响力是指学术论文对学术科研活动及外部社会环境

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可以分为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

和技术影响力3个维度。①学术影响力。论文的学术影

响力主要是指学术论文在本学科或多学科中对科研工

作者、学术活动等在方法、理论以及应用方面产生的

贡献，影响范围主要为学术界。比如，van Houten等[1]

认为学术影响力作为最广泛的论文影响力指标，一般

是指同行科研工作者对研究者科研成果的评价和重视

程度。②社会影响力。随着社会网络环境的发展，研究

者逐渐将视角扩展到学术以外的社会环境，论文的社

会影响力侧重于论文对文化、政策、健康、社会、大众

思想和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影响范围主要为社会

层面。Godin等[2]构建了一个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文

化、社会、政策、环境、象征/符号与培训等因素的论文

影响力模型。英国的“研究卓越框架”也将政策、服务

与社会纳入论文影响力评估内容。③技术影响力。论文

的技术影响力主要包括学术论文对于经济发展和技术

进步的推动作用，因此其影响范围主要为经济和技术

两方面。20世纪50年代，多位经济学家提出测度学术

成果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3-4]。Moed等[5]提出可

以利用学术影响、社会影响、技术影响、经济影响和文

化影响5个方面界定学术影响力内涵。

根据以上对学术论文影响力内涵的分析，本研究

把基于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测度界定为利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技术，对引文内容甚至全文本内

容如词语、句子、段落、篇章、图表以及公式等进行深

入挖掘，探究学术论文对科学、社会、技术等对象的影

响内容、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测度论文

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技术影响力。

2  基于内容挖掘的论文学术影响力
研究

通过科学计量学指标、社会网络等外部指标虽然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引论文对施引文献产生的影

响，但无法展现被引论文对施引文献的真正影响内容。

随着数智环境和全文本计量时代的到来，包含不同粒

度数据源信息的结构化全文数据日益丰富，更能满足

对细粒度客体和指标语义特征等的更精细化的需求，

基于内容挖掘的论文学术影响力研究成为学术论文影

响力研究的主力军。论文学术影响力的产生过程和内容

如图1所示。基于内容挖掘的论文学术影响力研究在一

定的理论支撑下，除了分析作者、期刊声望、合作关系

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能够挖掘出被引论文对施引

文献在新方法、新理论、新技术、新主题等创新性内容

上的影响，因此论文的创新性测度也是论文学术影响

力测度的重要部分。具体来说，基于内容挖掘的论文学

术影响力研究包括测度理论、测度方法和论文创新性

测度。

图1  论文学术影响力的产生过程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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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度方法

目前基于内容挖掘的论文学术影响力测度方法主

要包括基于规则和人工识别的方法、基于传统机器学

习的方法，以及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

（1）基于规则和人工识别的方法。应用于学术论

文影响力测度的规则方法主要包括词频统计和分布统

计。词频能够体现词语在文本中的重要程度，最为直接

和简单，但仅依靠引用内容中的短语测度论文影响力

的方法存在无法实现定量分析的问题[10]。针对此问题，

可以考虑利用向量空间模型、信息熵、引用功能赋予权

重，以及结合上述方法综合评价论文质量的办法。在指

定抽取规则抽取研究评价句的基础上，从学术评价句

类型和位置角度分析论文影响力的方法虽然能够更全

面地表达文本内容，但存在数据和研究领域范围较小

以及抽取正确率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11]。有研究通

过人工识别的方式试图解决识别结果不准确的问题，

从全文本角度选取被引对象出现频次、当年影响因子

和下载量作为论文学术影响力测度指标，并构建单篇

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测度模型[12]，该研究得出不同领域

论文的差异性较大的结论。随后，谢珍等[13]结合引用情

感、强度、主题相似度、引用位置、引用主体重要性等6
个维度的引用特征组合，区分被引论文对施引文献的影

响，该方法能更细致地剖析论文的被引特征，使论文价

值计算更为精确和全面。

词语、句子、全文本等不同粒度的内容能够表达不

同角度的论文影响力测度理念，同时，引用强度、引用

位置、引用情感以及主题相似度等不同的引用特征也

能够展现论文对施引文献产生的不同影响。规则抽取

方法较为简单和直接，但容易出现识别结果不准确的

问题。人工识别方法虽然准确率较高，但抽取效率还

需要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对论文的内容进行特征分析

时，应注意考虑不同语法、语义甚至语境特征，借助更

多人工智能技术解决文本抽取和分析方面的问题，以更

全面、深入地分析论文学术影响力。

（2）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的方法。与基于规则的方

法相比，传统机器学习作为一种使用计算机构建概率

统计模型的方法，能够充分挖掘、预测和分析论文内容

数据，更能适应基于不同数据集的论文学术影响力测

度，且更加规范。当前研究主要通过关键词挖掘、语言

模型和主题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耿树青等[14]使用SVM算法对引用内容进行

2.1  测度理论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已广泛将生物学、语言学、

计算机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应用到论文学术影

响力研究中。未来，基于全文计量分析的学术论文影响

力研究越来越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来不断丰富自身的

理论和知识架构。

2017—2022年，学者们根据学科理论的自身逻辑

特点将其应用于论文学术影响力测度指标或模型构

建。有些研究基于理论与论文影响力分析逻辑的相似

性，直接移植理论公式来进行学术论文影响力测度，

比如：徐浩[6]应用意义建构理论和知识谱系理论，分别

从行为角色角度和知识扩散角度分析学术论文中知识

的跨学科流动情况，以此测度论文学术影响力；梁国

强等[7]借用创新扩散理论，从知识扩散和流动角度将学

科多样性作为论文影响力宽度的测度指标，并直接应

用于论文影响力分析。以上理论大多来源于信息情报、

新闻等学科，其概念和指标具有通用性，在分析学科之

间的知识流动和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后续可以考

虑将生物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理论合理应用到论文学

术影响力分析中。

另外，有些学者在所借鉴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指标、

公式等的创新，以此测度论文的学术贡献和价值。牌艳

欣等[8]基于生态系统和学术交流系统的相似性，将学

术论文影响力分为原生影响力和次生影响力，根据生

态位理论中的生态位宽度公式构建基于论文内容创新

性、线上关注度、线下关注度3个维度的学术论文生态

位宽度测度模型。楼雯等[9]提出，安娜·卡列尼娜原理的

系统性思想与从全面、多样的角度测度学术论文影响力

的逻辑相通，基于此从内容价值、学术价值、应用价值

和社会价值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测度学术论文影响

力。认知计算理论能够利用计算机模拟人脑，处理和识

别非结构化数据，并进行信息无偏见评价，或将成为未

来学术论文影响力测度的新角度。

以上研究分别从数据处理、论文价值挖掘、论文贡

献测度以及评价全面性等角度，将不同学科的理论体

系应用在论文学术影响力评价中，进一步提高了对学

术论文语义层面的关注度，丰富了学术论文影响力评

价体系。不过，当前应用其他学科理论测度论文学术影

响力的研究还比较少，需要引入更多成熟的理论方法，

取各学科之精华并借鉴其研究特长和研究路径，不断

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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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分类，并提出一种基于“被引次数-引用情感”指

标的引用情感测度方法，为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测度提

供了新思路。该方法虽然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优势，但

同时也存在引用内容抽取困难、缺少提供引用内容的

语料库以及自动情感分类困难等问题。其次，语言模型

中的Word2Vec模型也可进行文本挖掘和知识发现。可

通过Word2Vec模型对文献进行建模、表征，并基于词

向量技术从文献中挖掘潜在知识，从而发现论文中具

有潜在价值的新观点、新技术[15]。再次，基于朴素贝叶

斯方法[16]的稳定性和算法简单的优势，构建研究问题、

理论、方法和结论4个知识元本体的理论与方法分类模

型，并将其作为论文影响力测度的4个维度。该方法虽

然具有一定可行性，但需要进一步调整相关算法和抽

取规则。姜霖等[17]通过情感引用中的语义单元进行情感

量化，用情感值来衡量单篇文献的学术影响力。最后，

论文主题是学术论文内容高度凝练的结果，是体现论

文学术影响力的重要特征之一。主题模型解决了文本内

容分类问题，能够挖掘文本深层次信息，在应用到论文

影响力研究中时能有效弥补标题、摘要和关键词的不

足，更能代表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通过有监督的主题

建模方法发现主题并对创新指数排序，能有效测度论

文的学术影响力[18]。

传统机器学习算法种类多样，能够较为有效地应

用于论文影响力测度。可以尝试引入更多的传统机器学

习方法，例如基于Node2Vec模型分析学术论文群落影

响力测度的规范化指标等。

（3）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近几年，随着深度学习

和神经网络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深度学习方法作为

一种无监督特征学习和特征层次结构学习方法，在文

本抽取和识别效果方面具有优越性，部分学者引入相

关的算法进行论文学术影响力测度研究。①采用规则

匹配和BERT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抽取能够表征论文价

值的学术创新贡献句。这种方法虽然能够有效抽取出

贡献句，但还存在抽取结果不准确的问题[19]。②BIOB-
ERT模型。相较于BERT模型，该模型对正负样本的识

别能力更高，鲁棒性更高，因此通过利用此模型对引用

语句进行词频统计并结合人工筛选获取表征突破性评

价的常用词，能够有效识别突破性文献，但其作为生

物医学领域的特异性模型也存在其他领域不适用的问

题[20]。③利用ALBERT方法从全文本中抽取意义完整

的贡献句，通过贡献词语揭示论文贡献，从而实现语义

化、智能化的学术论文影响力和创新力测度[21]。该方法

主要通过抽取贡献词和贡献句分析学术论文的贡献，

展现学术论文的价值。上述研究大多采用深度学习中

的某种方法或方法组合，通过抽取和分析论文文本中

的贡献短语或贡献句，探索论文影响力的测度方法或

模型，并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基于内容挖掘的论文学术影响力测度方法不但能

够反映论文之间的引用关系，还能够准确揭示学术论

文被引用了哪些内容、为什么被引用、如何影响施引论

文以及影响程度。因此，随着文本挖掘技术、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后续应进一步探究学

术论文影响了什么、怎么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的问

题。在影响内容方面，揭示被引论文对施引论文理论、

方法、结论等的作用；在影响程度方面，施引论文的发

文机构、学科分布、基金支持等能够体现被引论文对施

引论文的具体影响力；在影响方式方面，一次引用、三

角引用以及多代引用关系展现了被引论文对多篇论文的

影响路径。

2.3  创新性测度

学术论文提出的新方法、新理论、新技术得到施引

论文的引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论文对施引论

文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因此，学术论文创新性是论

文学术影响力的一个表现特征。目前，学者们主要从学

术论文的主题和创新贡献句角度来探究学术论文创新

性的测度方法和指标。

学术论文的主题是其内容的高度凝练，通过测度

主题的新颖性来判断学术论文的创新性的方法具有天

然的优势，基于此，学者们从主题分析入手构建学术论

文创新性的测度指标和方法。许丹等[22]基于对学术论

文主题的分析，构建文档主题新颖度指标，通过自然

语言方法，对于词语出现的频率和趋势规律进行统计

运算，分析出该篇论文在整个论文集内所体现的新颖

程度。Mairesse等[23]基于时间的角度，认为学术论文

中包含创新性知识片段，提出利用该创新性知识片段

出现的年份测度学术论文的创新性。逯万辉等[24]基于

Doc2Vec算法和隐马尔可夫链构建主题新颖度测度模

型以测度学术论文的创新性。杨京等[25]对论文的研究

主题和前沿主题进行相似度对比计算，提出了一种基于

研究主题对比的学术论文创新性测度方法，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有效、迅速、准确地从论文内容各角度对学

术论文的创新性进行测度。此外，结合时间维度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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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构建的创新指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论文的创

新性和影响力[26]。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将研究目光扩展到主

题以外的句子层面，从学术论文的摘要甚至全文本内容

角度探究学术论文创新性的测度方法和指标。章成志

等[11]通过选取标志词、指定抽取规则抽取创新研究评

价句的方法，将创新研究的内容分为观点发现、概念理

论、模型方法、派别领域、系统软件以及实践应用6类。

周海晨等[19]提出基于标注创新贡献短语的学术创新贡

献识别方法，制定相关细粒度的抽取规则，并成功运用

到大规模数据集中。基于神经网络探测学术论文内容

的创新性的方法表现较为突出[27]，但目前还未在论文学

术影响力测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另外，Chen等[28]提出

基于N-grams模型从论文摘要中自动提取创新点的方法

来探测学术论文的创新思想，该方法能够通过适当组合

标识符提高对创新点的自动提取性能。通过Word2Vec
模型挖掘学术论文中的潜在知识，能够有效发现论文中

的具有潜在价值的新观点、新技术[15]。罗卓然等[21]利用

ALBERT方法从全文本中抽取意义完整的贡献句，通过

贡献词语揭示论文贡献，实现语义化、智能化的论文学

术影响力和创新性测度。

3  基于内容挖掘的论文社会影响力
研究

近年来，随着开放科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社交网

络的广泛应用，学术成果的受众群体更加广泛。社会各

界不但想了解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体现的学术价值，而且

也关注学术论文的成果是否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文

化繁荣以及优化经济环境等产生积极的作用并带来社

会效益。普通公众对科学研究活动的参与度和关注度

提升，推动科研管理部门将学术论文影响力的测度视

角从学术影响力层面拓宽到社会影响力层面，学术论文

成果的社会影响逐渐成为吸纳公众资金和研究支持的

重要因素。社交媒体类数据源和工具是基于内容挖掘

的论文社会影响力测度的研究基础，因此充分挖掘和

拓展方便、可用的数据来源和工具，成为现有研究需要

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社交媒体计量时代的到来使得

学术论文与非传统学术环境中的社会活动和大众思想

等产生了联系，并通过公众的思想变化和行为改变等

对社会环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内容和

方式成为基于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社会影响力测度的

重要内容。因此，从数据源或工具、影响内容、影响方

式等角度对论文的社会影响力研究进行梳理。

3.1  数据源和工具

Altmetrics在2010年由美国学者Priem等[29]提出，

是利用社交媒体指标测度学术论文社会影响力的信息

计量学分支。Altmetrics作为一种基于社交网络、新闻

媒体和在线文档管理软件的综合文档使用跟踪和评

估方法，可以量化论文的社会传播和使用情况。目前，

国内外用于论文社会影响力分析的Altmetrics数据源

主要包括原始数据源和数据整合分析工具两类。常用

的原始数据源包括社交媒体、新闻媒体、在线学术网

络、学术社区等网站和文献管理、百科等平台。数据整

合分析工具则主要包括Altmetric.com、PLoSALM、

PlumX、Kudos和Impact Story等。学者们利用这些数

据源或工具收集网络文本数据加以分析，大多从主流媒

体、研究学者以及普通公众的角度，通过挖掘用户对被

引论文的报道、分享、引用和讨论等行为，反映社会各

界对学术论文的认可和关注程度。例如，学术论文通过

新闻媒体的报道而影响社会大众思想和观念，通过政

策性文件提及将其理论或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以及

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引发社会公众对成

果的关注等。总的来说，学术论文基于网络媒体平台，

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领域。

首先，虽然许多研究人员通过构建Altmetr ics指
标，取得了良好的测度效果，但大多数研究对指标的选

取和定义还比较简单和粗放。其次，Altmetrics指标大

多涉及提及、分享等方面，复合性指标在实践中的应用

不足，未来研究还需深入语义层面深度分析学术论文

的社会影响力。最后，除Altmetrics指标外，当前研究中

用于学术论文社会影响力测度的其他维度指标还比较

少，如文本内容中的情感类、观点类指标，这可能成为

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3.2  影响内容和方式

论文的社会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学术界以外的社会

环境中，影响范围涉及社会、文化、健康、思想以及政策

等多个方面。多个国家针对论文的社会影响力开展了相

关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英国、澳大利亚、美

国以及荷兰等。这些国家的相关研究着重考虑论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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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政策、安全等领域产生的影响作用。 
除了通过制定评估框架的方式体现论文影响力的

影响范围以外，近年来，案例研究成为国外机构评估学

术论文成果社会价值的有效方法，评估策略通常包括

分析影响的途径和领域、特定学科影响两个方面。在分

析影响途径和领域方面，通过主题分析能够探究学术

论文的影响途径、受益人以及对不同学科领域的影响

作用。总的来说，一般将论文的社会影响力传播途径分

为研究吸收、研究使用和研究影响力3类[30]，在此基础

上有学者提出将其分为传播、获取和使用3类[31]，而赵

蓉英等[32]提出将其划分成更详细的使用型、捕获型、提

及型、社交媒介型和引文型。影响领域涉及政策、教育

等多个领域。在特定学科论文的社会影响研究方面，学

者们主要通过案例文本内容分析和主题建模等方法对

护理学[33]、健康科学[34]以及人文科学[35]等学科进行影

响内容或领域分析。虽然案例研究的结果不具有普遍

性，但能深度揭示学术论文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案例研

究能够更好地厘清社会影响力的产生过程和路径。国

外的一些案例研究已经采用文本内容挖掘技术，但对

影响的具体性质的关注仍然不足。国内部分学者开始

尝试进行案例研究，但还面临不同学科指标通用性以

及长期适用性不足等挑战。未来应进一步尝试提高研

究结果的代表性，保持与时俱进状态，并考虑对指标赋

予权重，增强可操作性。

对于影响内容而言，社会影响力展现了被引论文对

大众思想、政策、健康以及社会文化等的影响作用；对

于影响程度而言，社交媒体软件中公众的下载、转发和

分享的频次，以及评论观点和情感等指标可以展现论

文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广度和强度；对于影响方式而言，

从公众接触和参与到意识变化，再到行为改变，展现了

论文影响由浅入深的3个层次。

4  基于内容挖掘的论文技术影响力
研究

当前，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越来越多专利直接引用科学论文从而催生出更多的技

术成果，更有许多科学家在发表学术论文的同时将科

研成果申请为专利。专利作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引

用学术论文。通过分析学术论文向专利的知识流动情

况如专利的主题分布，学术论文所影响的专利价值实

现情况如经济价值、法律状态以及新技术产生情况等，

能够充分反映学术论文对专利的影响内容和程度。

对专利引用论文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能够表示

科学与技术在内容上的联系，从而识别出学术论文在

语义层面的隐性知识，得到论文对专利真正具有影响

力的文本内容。由于专利文本的特殊性，论文对专利的

影响程度需要用特定的方法指标来度量。1994年，Na-
rin[36]提出将文献计量学方法应用于论文对专利的影响

研究领域，Meyer[37]进一步对该方法进行研究。目前，

学者们通过利用模型、引用特征、主题分析以及内容相

似度等对论文的技术影响力进行分析。

（1）基于模型的分析。即在一定的理论支撑下，利

用相关模型分析论文的技术影响力。例如，裴云龙等[38]

基于专利对科学文献的引用和重组搜索理论，构建了

基于学术论文成果直接和间接影响专利有效性的概念

模型，研究了中外科学文献对中国高新产业技术创新质

量的影响。卞雅莉[39]则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通过引入

专利引用论文的质量来探索纳米领域科学对技术的影

响作用。由于模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基于模型探讨

论文对专利和技术的影响作用的方法具有优越性，后

续可引入因果模型等相关理论模型进一步探讨学术论

文技术影响力的产生路径和技术发展的因果关联。

（2）基于引用特征的分析。多位学者从引用动机、

引用主体、引用目的、引用功能等方面对专利引用进行

了分析。专利的引用功能和动机通常可解释技术的传承

性、其他技术的缺陷，以及验证引用的真实性。Huang
等[40]为了确保专利的创新性，提出在一定前提条件下

可把专利引用文献抽象为知识流动的形式。Li等[41]从不

同引用主体的引用动机角度来区别引用的真实性，以确

定被引论文对施引专利的正负向影响。赵阳等[42]提出利

用引证动机反映专利引用论文的真实原因，通过分析引

用是否真实、是否正确以及两者内容是否相关的客观信

息来确定被引论文对施引专利的影响。在学术论文影

响力测度的实际应用中，通过引用特征能够有效考察施

引作者的引用动机和目的，能够更为精准地评估学术论

文对施引专利所产生的影响力。

（3）基于主题的分析。主题映射能够反映科学与

技术间的演化关系，预测有潜力转化为商业应用的论

文研究重点主题。张金柱等[43]将专利科学引文的关键

词和学科分类作为专利引用科学知识的表征进行特定

技术领域内的突破性创新识别，在基因工程领域验证

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有学者进一步通过识别被引论文

的科学知识主题遴选突破性创新，在多个学科交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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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获得了良好的实验结果，但科学知识抽取和匹配准

确率需要进一步提升[44]。丁文晴等[45]利用Python语言，

通过LDA主题模型进行文本挖掘，识别科技演化模式

并与市场主体对接，结果证明该方法具备稳健性。学术

论文的主题是学术论文内容的高度凝练，通过对学术

论文和施引专利的主题分析，能够展现学术论文对施引

专利产生的影响内容是什么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

的，从而分析学术论文对专利研究方向、技术进步和经

济发展等的影响作用。

（4）基于内容相似度的分析。通过摘要等文本内

容的相似度计算，对比被引论文和施引文献的内容关

联度，从而明确论文对专利的影响路径和技术演进脉

络。胡一鸣[46]通过挖掘专利科学引文内容层面的深层

信息，将专利科学引文的内容挖掘结果与专利的内容挖

掘结果进行对比，最终实现内容层面的科学-技术关联

关系分析。张雪等[47]从科技关联度、主题、循环周期等

角度分析专利对论文的引用情况，研究结果为提高领

域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有效建议。冯立

杰等[48]利用引文网络和语义分析方法识别技术演化路

径，并将被引论文和施引专利通过语义相似性计算连

接到技术演化路径的末端，揭示了论文对技术演进趋

势的影响。基于内容相似度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学术论

文和施引专利间的知识流动情况和技术演进情况等角

度进行分析，能够更为深入地探讨论文对技术的影响

路径。

以上研究大多采用主题和引用内容方法，通过探

索论文与专利的作用关系和路径，有效识别出论文对

科技创新的影响。但从文本内容层面分析论文对专利

影响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相似度计算和主题分

析两个方面，相对来说更加注重专利的现时效益。但由

专利转化的技术应用成果的效益也能够反映学术论文

的影响力，经济效益等也是测度学术论文对技术创新

影响程度的有效指标。后续考虑从论文的现时影响和

后续影响两个方面综合测度其技术影响力。

5  基于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多维综合
影响力研究

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对象，学术论文具有学术、社

会和技术等多维影响力，除单一维度的测度研究以外，

有学者融合学术和社会两个维度对论文影响力进行了

综合测度。

部分研究单纯将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指标进

行融合。例如，彭秋茹等[49]利用引文指标与Altmetrics
指标，对报纸论文影响力进行多维测度。Hou等[50]运

用层次分析法将学术影响力指标与社会影响力指标结

合，计算学术论文综合影响力，比较高影响力论文与高

被引论文的特征，并进一步探究论文特征对社交媒体

指标的影响。张靖雯等[51]以引文扩散为视角，试图从论

文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两个方面综合探究不同引

文扩散模式下论文的影响力情况，为学术论文影响力

测度研究构建多维度指标、提升学术影响力提供了借

鉴参考。此外，也有多位学者加入其他指标共同构建测

度模型。例如，许鑫等[52]从潜在影响力、学术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3个维度构建多指标融合体系，对数据论文

影响力进行综合测度。杨思洛等[53]在传统二维测度模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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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均平

等[54]从科学交流视角出发，从原生影响力、Web 1.0影
响力和Web 2.0影响力3个方面分析学术论文影响力的

形成机理，其构建的测度模型具备创新性与可行性。

基于文本内容的论文影响力多指标综合测度研

究主要融合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其应用的学术

论文影响力测度指标大多为引用特征中的语法特征指

标，相关研究甚至从全文本的角度对学术和社会影响

作用进行深入剖析。然而，学术论文不仅对学术界和社

会环境产生影响，还会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等方面

产生影响。因此，上述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

展测度视角，但融合方法较为单一，且与技术影响力的

融合程度不高。后续可考虑融入技术影响力，从全文本

角度测度3个维度的综合影响力。

6  基于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响力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综上可知，学术界在基于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

响力测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随着

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基于内容挖掘的学术论文影响

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1）内容贡献的语义化特征需要进一步挖掘，以

深入揭示学术论文影响了什么。第一，全文计量研究还

处于从关注语法特征到关注语义特征的过渡阶段。目

前研究主要聚焦文中提及频次、引用位置等语法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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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引用情感、行为动机等语义层面的分析相对较少。第

二，语法特征与语义特征分析大多相互独立，比如，引

用强度只能展现文献重要性，无法揭示每次引用时作

者的目的和动机，导致相关研究忽视了学术论文内在

的语义逻辑，无法充分挖掘论文所影响的新理论、新方

法、新思想，从而无法构建完整的评价体系。因此，应

进一步挖掘论文影响力指标的语义和语用特征。一方

面，重视语义和语用特征的应用，发挥数智赋能效用，

充分利用以ChatGPT为代表的文本挖掘平台的相关功

能和服务，挖掘引用情感、引用动机以及引用功能等语

义特征，改良传统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提取引用位

置等语法特征和引用动机、情感等语义特征的共性，充

分结合两者进行分析，识别学术论文对施引文献的真

正影响内容。

（2）引用背后的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探讨，理论

支撑需要进一步拓展。首先，图书情报领域理论基础不

够牢固，主要体现在概念类型不统一和测度理论较少

等问题上。其次，利用其他学科理论进行论文影响力测

度的研究有局限性，主要关注语言学、社会学及生物学

等领域的理论。最后，只注重研究结果的展示，忽略了

具体影响过程和途径。目前的论文影响力测度研究只

通过分析数据来解释论文之间的关系、反映数据的相

关规律，无法体现论文引用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深

入探究引文背后的影响机制及理论成为当前工作的重

点。第一，立足于新时代的科学成果评价，加快形成对

论文影响力概念类型的共识。第二，鉴于已有研究达到

了良好效果，应进一步挖掘应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

比如：物理领域的路程计算公式，经济学领域的马太效

应等相关理论，语言学领域的因果推论、论证挖掘等相

关理论。尤其是通过因果推论，能够发现学术文本中学

科间的知识流动和因果关联关系，揭示科学知识的演

化路径，探索背后的影响机制和演化规律，理解引用行

为的内在机理，进而分析学术论文为什么被引用、如何

被引用等问题。

（3）测度影响程度的指标和融入技术影响力的

综合影响力指标需要进一步丰富。一方面，现有研究多

关注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对于社会影响力和技术影响

力的关注度还不够，这将导致学术论文影响力研究通

常固定在学术界，很难扩展到社会层面和成果转化层

面。另一方面，在利用多维度论文影响力构建测度模

型时，由于专利文本的特殊性，研究者多基于学术影

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二维影响力构建测度指标，技术影

响力的参与度较低，且技术影响力方面的影响程度测

度指标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此，应尝试从论文学术影

响力、社会影响力、技术影响力等多个维度，词语、句

子、篇章等多种粒度综合测度论文影响力，提升有效

测度能力。首先，借助生成式模型等先进的计算机技

术和国内外数据库与挖掘平台的相关功能，识别和分

析词语、句子、篇章等多种粒度内容。其次，在学术影

响力方面，综合考虑发文特征如机构、作者、时间、学

科分布以及基金支持等，分析具体的论文学术影响力；

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从情感类、次数类、观点类、主题

类等学术论文内容质量和学术价值指标方面深层次探

讨社会影响力的真正内涵；在技术影响力方面，基于分

支主题、专利经济价值、专利类型等，识别论文对专利

的实质影响力，并尝试多种方法对其赋予权重。最后，

基于3个维度从全文本分析的角度构建语法特征、语

义特征甚至语用特征相结合的论文影响力综合测度模

型，使学术论文影响力的测度指标更综合和全面、体

系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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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Papers Based on Content Mining

XIN XiaoMeng   BAI RuJiang   KONG Ling   WANG XiaoYue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P. R.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ChatGPT, the functional optimization of the text 
mining platform has accelerated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academic paper impact based on content mining, and it is urgent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of academic paper impact measurement based on content mining. By comb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papers 
based on content mining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pape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academic,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what academic papers affect, how it affects, and how much it 
influences” based on the time axis, and expounds the indicators and methods of measuring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papers based on content mining. At present, 
the impact measurement of academic papers based on content mining needs to use the text mining platform represented by ChatGPT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evant semantic features, deeply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theory behind citations, and try to comprehensively 
measure the influence of paper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academic,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and the granularity of words, sentences, and articles.

Keywords: Academic Paper; Content Mining; Academic Influence; Social Influence; Technological Influence

（责任编辑：王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