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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使用数据计量的CASHL文献资源保障研究∗

□熊泽泉　彭霞　杨莉

　　摘要　文献资源的价值不仅可以通过学者的引用行为反映,也可以通过读者的下载、阅读、
分享等文献使用行为反映.本研究选择 WebofScience数据库中“经济学与商学”学科中的高使

用量论文进行科学计量分析,描述了高使用量文献的一般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华东师范大

学图书馆及CASHL对全球高使用量论文的保障率.研究发现,“经济学与商学”学科的高使用

量论文一般为最新发表的论文以及发表在影响因子较高期刊上的论文,且使用量与被引量存在

显著正相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对“经济学与商学”学科中的全球高使用量论文保障率仅为８３．
９％,但CASHL对“经济学与商学”学科中的全球高使用量论文保障率达到９９．１％,极大地弥补

了一校一馆文献保障率的不足.基于使用数据计量研究文献保障率有望成为基于引文分析研究

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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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资源是图书馆的立身之本,文献资源建设是图

书馆的核心工作之一.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
电子文献数量激增,使文献信息资源结构发生了重

要变化[１].由于电子文献具有可复制、易传递、易携

带等优点,深受读者欢迎,并且对于图书馆物理空间

的缓解也大有裨益,因此如何高效地进行电子文献

资源建设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中之重,亦成为

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现有关于文献资源保障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引文

分析[２－６],但是,基于引文分析的文献资源保障研究

存在两方面的问题:(１)文献发表和引用的滞后性造

成文献资源保障服务的滞后,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引文分析中获得的文献保障情

况难以准确反映学者在进行研究时的实际资源保障

情况和现实需求;(２)并不是所有的文献需求都能通

过引文进行反映,一些文献在课程教学、大众教育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其用户可能并不发表论

文,因而这些用户对文献的使用需求也无法通过引

文数量进行反映.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科学计量学领域逐

渐兴起的文献使用数据有望成为引文分析的有效补

充.文献使用数据是指文献被用户下载、阅读、分
享、保存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被记录的量化数据.
利用文献使用数据来研究文献资源保障情况,可以

有效地解决基于引文分析研究中的问题.首先,文
献使用行为发生在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当中,特别是

文献下载行为一般发生在科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可
实时反映研究者对文献的使用和需求情况;其次,文
献使用数据并不关注使用者是否发表论文,而只关

注文献是否被使用.本研究认为,文献被使用即发

挥了其价值,被使用次数越多,说明其受关注程度越

高,而高使用量的论文在文献资源建设中同样应该

优先保障.但是,国内外尚未见利用文献使用数据

来研究文献资源保障的报道.
此外,现有关于文献保障率的研究多以一校一

馆为研究对象,针对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

心(CASHL)、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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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国高校文献服务保障体系的相关研究则鲜见报

道,仅有唐惠燕等运用引文分析法研究了 CASHL
对农业类高校外文资源的保障程度[７],以及宋姬芳

等运用引文和用户调查法研究了CASHL对经济学

与商学资源的保障程度[８].CASHL作为我国两个

规模较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之一[９],为我国

的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对其

建设成效的评价仍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本研究从

使用数据计量的角度,对 CASHL在提高高校图书

馆资源保障率方面的作用进行分析,以期为文献资

源保障体系的评价工作提供有益补充.

２　研究综述

文献资源保障率是指用户对文献需求的满足程

度[１０－１１],对于文献资源保障率的研究源于文献资源

调查的评估方法.１９８８年,肖自力等归纳了三种文

献资源调查的评估方法,即书目核对、引文分析和用

户评议[１２],这三种方法经常被用于纸质资源保障情

况的综合评价[１３－１６].其中,书目核对是利用各种图

书目录来核对图书馆是否藏有某些书,借此衡量馆

藏率[１７],反映的其实是文献(图书)覆盖率[１０]或拥有

率[１８],这在互联网发展以前,是众多图书馆对馆藏

资源建设评价的主要方法[１５,１９];而用户评议方法虽

然直接反映用户对文献的需求,但是主观性较强,个
体差异较大,不宜单独采用;引文分析法是对某一学

科或领域的文献被引用情况进行分析,以此来评价

文献被利用的情况,由于这一方法相对简单客观,同
时该方法主要反映用户对于学术型文献的满足程

度,因此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保障建设中被广泛采

用,特别是馆藏资源逐渐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后,引文

分析法逐渐成为评价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保障

率的主要方法.中山大学[５]、哈尔滨工程大学[２,５]、
东北师范大学[２０]、中国政法大学[２１]、复旦大学[６]等

国内知名学府都曾采用该方法对本校的文献资源保

障情况进行分析.
引文分析法用于文献资源保障率分析,从本质

上来说,也是从文献使用的角度反映用户对文献的

需求,认为用户在参考文献中引用了某文献,即反映

了用户对该文献(曾经)的需求.然而,用户对文献

的使用行为不仅限于引用行为,也包括用户对文献

的浏览、下载、阅读、分享、保存等行为.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用户的这些文献使用行为能够被系统实时

记录,对于使用数据的挖掘为科学计量研究者提供

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如研究论文的使用模式[２２－２４],
运用使用数据探索科研趋势[２２－２４],探索使用数据与

引文数据的相关性从而为传统的引文评价提供补

充等[２５－２７].
然而,在使用数据计量发展的最初阶段,相关研

究发展并不迅速,原因之一主要是缺乏具有国际普

适性并相对权威的统一平台[２８],只能依靠不同的出

版商提供的使用数据.直到２０１５年９月,Webof
Science(以下简称 WoS)数据库平台在当月更新中,
推出 了 名 为 “UsageCount”的 文 献 级 使 用 量 数

据[２９],研究者们有了较为权威而统一的使用数据来

源,从而对该使用量数据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王

贤文等通过对５本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期刊论文的

WoS使用量数据分析,发现研究者们更倾向于使用

最新的文献,但是高被引论文在发表很长一段时间

后仍有可能被引用[２９];梁国强等利用 WoS使用量

数据分析再生医学领域前沿,发现对于同一领域,使
用量数据较引文数据能较早地发现研究前沿,并且

基于使用量数据所获得的领域前沿多为近两年的研

究,表现出更好的即时性和动态性[３０];赵星等发现

受基金资助的论文 WoS被使用次数更多,使用量数

据具有明显的学科差异[３１];马库索娃(Markusova
V)等比较了被引量和长期使用量、短期使用量的相

关性,发现在论文层面,引用指标和使用指标之间存

在显著的肯德尔等级相关性,并且长期使用量与被

引量的相关性更强,但是在期刊层面上这种相关性

则非常低[３２];梁国强等通过利用罗杰斯创新扩散理

论对 WoS中的“高使用低引用”以及“低使用高引

用”论文进行分析,构建了学术论文的扩散—采纳模

型[３３].由上可见,随着统一平台的出现,对于使用

数据计量的研究也从简单地分析使用量指标与传统

引文指标的相关性逐渐扩展到前沿探索、知识扩散

等领域,但是目前尚未见基于使用数据计量来评估

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率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将在此

方面进行初步探索.

３　数据收集与分析

３．１　数据收集

宋姬芳等曾在２０１８年利用引文分析法研究了

CASHL的文献资源保障率[８],为了与该研究结果

进行比较,本文参考该研究的样本选取方式,以 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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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类作为分类标准,选取 ESI“经济学与商学”
(Economics&Business)学科领域中５８８种期刊在

WoS数据库中近１０年的发文为数据来源,数据获

取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共获取到３２７９１２条论

文全记录作为原始数据集.

WoS数据库平台的 UsageCount记录了用户

使用某一文献的次数,其使用行为包括全文链接点

击或者各种格式文件的保存[２９],按记录时间分为近

期使用量 U１和长期使用量 U２两个指标,其中 U１
记录的是近 １８０ 天内的使用量,U２ 记录的是自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起至今的使用量[３０].分别将原始

数据集依据近期使用量 U１和长期使用量 U２进行

排序,选择前１％的论文(分别为３２８０条)作为全球

高使用量论文数据集,记为 V１和 V２,并分别对 V１
和 V２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然后对 V１和

V２进行合并去重,获得全球高使用量论文期刊列

表,将该列表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全文期刊目

录”及“CASHL全文期刊目录”进行比对以测度文

献资源保障率.

３．２　描述性统计

表１为高使用量论文数据集 V１、V２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图１为近期使用量 U１、长期使用量 U２
的绝对数值分布.长期使用量 U２的各项检验参数

均远大于近期使用量 U１,两者的绝对数值分布均表

现为严重的非中心对称的偏态分布,即在高使用量

论文数据集 V１、V２中,８０％高使用量论文的近期使

用量 U１和长期使用量 U２主要集中在１９－３９和

１４９－２７４之间.经K－S检验,结果表明,V１和V２
样本的被引量(TC１、TC２)、使用量(U１、U２)的绝

对数值分布均不符合正态分布.
表１　高使用量论文数据集描述性统计

指标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K－SZ值 K－SP值

V１数据集
U１ １９ ２７ ９０２ ３３．１８ ２４．２１ ０．２８ ＜０．００１

TC１ ０ ７ ３２７７ ７４．０１ １７４．６５ ０．３４ ＜０．００１

V２数据集
U２ １４９ １９６ ４４４７ ２３５．４７ １４６．２５ ０．２８ ＜０．００１

TC２ ０ １０４ ３２７７ １５１．３４ １７２．０８ ０．１９ ＜０．００１

图１　使用量频次分布

　　图２为高使用量论文 V１和 V２发表年份分布

及其占年度论文发表总量的比例.基于近期使用量

U１获取的高使用量论文 V１多为最新发表的论文,
其中近３年(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发文量达到２２７２篇,
占总体的６９２７％.而基于长期使用量U２获得的高

使用量论文V２多为较早发表的论文,近３年(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年)发文量仅１３４篇,占总体的４０８％.U２代

表的是 WoS数据库平台上论文的长期使用量,早期

发表论文的长期使用量 U２会随着时间累积增长,
呈现和引文曲线类似的趋势.而具有较高近期使用

量 U１的论文则明显反映出“经济学与商学”学科领

域的学者在 WoS数据库平台中更偏好使用最新发

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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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高使用量论文V１、V２发表年份分布及占年度发文总量的比例

(a:近期使用量 U１　　b:长期使用量 U２)

　　高使用量论文 V１、V２共分布在２８４种和２６５
种期刊.表２中分别列出了 V１和 V２中高使用量

论 文 数 量 排 行 前 五 位 的 期 刊,其 中 四 种 期 刊

(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AcademyofManＧ
agementJournal,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

JournalofManagement)在两个数据集中均位列

前五.期刊 ManagementScience 针对近期使用量

U１上具有较多高使用量论文,而期刊Organization
Science则是针对长期使用量 U２具有较多高使用量

论文.这表明前四种期刊是“经济学与商学”学科领

域近１０年来无论是近期使用量还是长期使用量上

均表现较高的经典期刊,而 ManagementScience则

是近几年新晋热门期刊,使用量持续增长,相对地,
期刊OrganizationScience 在 WoS平台的使用量

则逐渐减少,甚至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均未有论文列

入高使 用 量 论 文 数 据 集 V２ 中.其 原 因 可 能 有

两点:
(１)期刊载文量的影响.ManagementScience

近１０年载文量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由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０
篇增 长 至 ２０２０ 年 的 ３０１ 篇,而 Organization
Science的载文量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由２０１１年

的１０４篇减少到２０２０年的７０篇,载文量的减少可

能导致对于该期刊论文的使用量减少.
(２)期 刊 影 响 因 子 的 影 响.Management

Science的影响因子近１０年同样表现出较为明显的

上升趋势,２０１１年的影响因子仅为１．７３３,而２０１９
年上升至３．９３１(见图３).OrganizationScience则

由２０１１年历史最高影响因子４．３３８,逐渐跌至到

２０１９年２．７８２(见图４).
表２　高使用量论文排行前五位的期刊及其

占期刊发文总量的比例/排序

高使用量论文V１—近期使用量U１

期刊名
高使用

量论文

占期刊发文总

量比例/排序

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 １４３ ３．１０％/５１

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 １４０ １７．４８％/２

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 １３１ １０．９５％/６

ManagementScience １２０ ５．４８％/２４

JournalofManagement １１１ １２．３１％/３

高使用量论文V２—长期使用量U２

期刊名
高使用

量论文

占期刊发文总

量比例/排序

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 ２７５ ３４．３３％/１

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 ２０７ １７．３１％/５

JournalofManagement １９９ ２２．０６％/３

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 １２４ ２．６９％/５６

OrganizationScience ９７ １１．２８％/１０

期刊影响因子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研人员的

使用量,如谢娟等指出JCR分区 Q１论文的平均使

用次数约为 Q４论文的５倍[３４],本研究也侧面反映

了研究人员偏向使用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论文.但

是期刊载文量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用户对文献的使用

量尚未见报道,作者将在后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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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ManagementScience期刊影响因子变化趋势

图４　OrganizationScience期刊影响因子变化趋势

３．３　相关性分析

前文通过 K－S检验可知使用量和被引量均不

符合正态分布,因此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 相

关检验.图５是从论文角度的高使用量论文的使用

量与被引量的散点图,长期使用量 U２与被引量 TC

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R值)要略高于近期使

用量 U１,分别为０４０７、０１４２,显著性系数均 P＜
００１.图６是从高使用量论文发表的期刊角度的使

用量与被引量散点图,长期使用量 U２与被引量 TC
之间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同样高于近期使用量

U１,分别为０８１６、０６９７,显著性系数均 P＜００１.
从上述结果可知,相比于近期使用量 U１而言,长期

使用量 U２与被引量 TC之间存在更强的相关性.
这一相关性的差异也暗示,被引量能够一定程度上

反映读者的长期使用倾向,但是在反映读者近期使

用倾向上则略显不足.

３．４　全球高使用量论文的保障率分析

(１)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对“经济学与商学”高
使用量论文期刊的保障情况

本文考察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对高使用量论

文集 V１和 V２所在期刊集合的保障情况.“经济学

与商学”学科领域的高使用论文集 V１、V２所在期刊

不含重复项共计３２９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可保

障２７６种,资源保障率为８３．９％.在可保障的２７６
种期刊中,含１１种 OA 刊.缺藏的５３种期刊详细

信息见表３,其中属于 Q１、Q２、Q３和 Q４分区期刊

分别有１３、１７、１５和８种.

图５　论文角度的近期使用量U１、长期使用量U２与被引量TC散点图

图６　期刊角度的近期使用量U１、长期使用量U２与被引量TC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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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缺藏高使用论文期刊(５３种)

期刊名称 ISSN
影响
因子

分区

近期高
使用量
论文数

－U１

长期高
使用量
论文数

－U２

AcademyofManagementAnnals １９４１－６５２０ １１．７５ Q１ ４９ ５０

EngineeringConstructionandArchitecturalManagement ０９６９－９９８８ ２．１６ Q２ ４２ １

ManagementDecision ００２５－１７４７ ２．７２３ Q２ ３１ １４

AccountingReview ０００１－４８２６ ３．９９３ Q１ ２８ １７

EuropeanJournalofInnovationManagement １４６０－１０６０ ２．６１３ Q２ ２８ ２

JournalofServiceManagement １７５７－５８１８ ４．６６２ Q１ ２５ １４

InternationalJournalofOperations& ProductionManagement ０１４４－３５７７ ４．６１９ Q１ １８ １２

SupplyChainManagement－anInternationalJournal １３５９－８５４６ ４．７２５ Q１ １６ １８

InternationalJournalofLogisticsManagement ０９５７－４０９３ ３．３２５ Q２ １４ １

JournalofIntellectualCapital １４６９－１９３０ ４．８０５ Q１ １３ ０

InternationalJournalofPhysicalDistribution&LogisticsManagement ０９６０－００３５ ４．７４４ Q１ １２ １２

ChinaAgriculturalEconomicReview １７５６－１３７X １．７７５ Q２ １２ ０

BusinessProcessManagementJournal １４６３－７１５４ ２．１２１ Q３ １１ ２

EuropeanJournalofMarketing ０３０９－０５６６ ２．１３５ Q３ ９ ４

AsiaPacificJournalofMarketingandLogistics １３５５－５８５５ ２．５１１ Q２ ９ １

ChineseManagementStudies １７５０－６１４X １．０３６ Q４ ９ ０

JournalofProductandBrandManagement １０６１－０４２１ １．８３２ Q３ ９ １

InternationalJournalofEntrepreneurialBehavior& Research １３５５－２５５４ ３．５２９ Q２ １０ ０

Leadership&OrganizationDevelopmentJournal ０１４３－７７３９ １．９７７ Q３ ８ １

InternationalMarketingReview ０２６５－１３３５ ２．９０７ Q２ ７ ２

JournalofBusiness&IndustrialMarketing ０８８５－８６２４ ２．４９７ Q３ ６ ２

JournalofServicesMarketing ０８８７－６０４５ ３．１９５ Q２ ６ ０

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 ０９６９－２２９０ ２．３１２ Q１ ６ ２

InternationalJournalofTechnologyManagement ０２６７－５７３０ １．３４８ Q３ ６ ６

InternationalJournalofConflictManagement １０４４－４０６８ １．８０６ Q２ ６ ０

InternationalJournalofManpower ０１４３－７７２０ ０．９５３ Q３ ５ ２

MisQuarterlyExecutive １５４０－１９６０ ４．０８８ Q１ ５ ４

JournalofOrganizationalChangeManagement ０９５３－４８１４ ０．９６７ Q４ ４ １

MarketingIntelligence& Planning ０２６３－４５０３ ２．１６４ Q３ ４ １

InternationalJournalofManagingProjectsinBusiness １７５３－８３７８ １．９８９ Q３ ４ ０

AccountingAuditing& AccountabilityJournal ０９５１－３５７４ ３．４９７ Q１ ３ ０

MitSloanManagementReview １５３２－９１９４ ２．７０６ Q２ ３ ２９

JahrbucherFurNationalokonomieUndStatistik ００２１－４０２７ ０．６５８ Q４ ３ ０

JournalofLaborEconomics ０７３４－３０６X ３．３５６ Q１ ３ １

JournalofServiceTheoryandPractice ２０５５－６２２５ ３．５１２ Q２ ３ ０

Review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Policy １７５０－６８１６ ６．４８７ Q１ ３ ２５

EmployeeRelations ０１４２－５４５５ １．６４１ Q３ ２ ０

JournalofAdvertisingResearch ００２１－８４９９ ２．１６９ Q２ ２ ５

PostＧcommunistEconomies １４６３－１３７７ ０．８７５ Q３ ２ ０

AcademiaＧrevistaLatinoamericanaDeAdministracion １０１２－８２５５ ０．７３９ Q４ ２ ０

JournalofKoreaTrade １２２９－８２８X ０．６２８ Q４ ２ ０

Pharmacoeconomics １１７０－７６９０ ３．５６３ Q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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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ISSN
影响
因子

分区

近期高
使用量
论文数

－U１

长期高
使用量
论文数

－U２

JournalofMedicalEconomics １３６９－６９９８ １．９５８ Q２ １ ０

TransformationsinBusiness& Economics １６４８－４４６０ １．６２１ Q２ １ １

JournalofPortfolioManagement ００９５－４９１８ ０．７０９ Q４ １ ０

InternationalJournalofBankMarketing ０２６５－２３２３ ２．８ Q２ １ ０

ReviewofKeynesianEconomics ２０４９－５３２３ ０．６８９ Q４ １ １

BalticJournalofManagement １７４６－５２６５ ０．９５８ Q３ １ １

JournalofLaw & Economics ００２２－２１８６ １．７１９ Q３ １ １

JournalofForestEconomics １１０４－６８９９ ０．９５８ Q３ １ ０

JournalofElectronicCommerceResearch １５２６－６１３３ １．８７５ Q３ １ １

EntrepreneurshipResearchJournal ２１９４－６１７５ １．６４３ Q４ １ ２

AmericanJournalofHealthEconomics ２３３２－３４９３ １．９０２ Q２ ０ ４

注:影响因子和分区数据均来源于２０２０年６月ClarivateAnalytics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

(２)CASHL对“经济学与商学”高使用量论文

期刊的保障情况

“经济学与商学”学科领域３２９种高使用量论文

期刊,CASHL 已保障 ３２６ 种,保障率 达 ９９．１％.

２０１８年宋姬芳等建议优先补藏２４种 ESI经济学与

商学期刊[８],其中１９种为本研究中的高使用论文期

刊,目前皆已被 CASHL收录.说明 CASHL对高

使用论文期刊的保障率相较于２０１８年已有较大

提高.

CASHL仅缺藏“经济学与商学”学科领域的３
种高使用量论文期刊,分别为ReviewofKeynesian
Economics,Korean Economic Review,American
JournalofHealthEconomics(见表４).其中 KoＧ
rean Economic Review 属 于 OA 期 刊,但 在

CASHL馆藏目录中并未揭示.２种期刊在近期高

使用量论文集 V１中有２篇论文,３种期刊在长期高

使用量论文集 V２中有７篇论文.
表４　CASHL缺藏的３种“经济学与商学”

高使用量论文期刊

期刊名称 ISSN
OA
期刊

影响

因子
分区

ReviewofKeynesianEconomics ２０４９－５３２３ 否 ０．６８９ Q４

KoreanEconomicReview ０２５４－３７３７ 是 ０．１７４ Q４

AmericanJournalofHealth

Economics
２３３２－３４９３ 否 １．９０２ Q２

注:影响因子和分区数据均来源于２０２０年６月ClarivateAnＧ

alytics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

４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 WoS数据库中高使用量论文集 V１、V２
发表年份分布及占年度发文总量的比例进行分析,
发现近期使用量 U１高的论文多为最新发表的论

文,而长期使用量 U２高的论文,多为７－８年前的

论文,这种年代分布的不一致提示 U１和 U２可能反

映了文献使用者不同的使用倾向.其中,U１表示最

近１８０天的使用量,反映的是对文献短期、即时的使

用情况.已有研究证明,多数研究者为了追踪研究

前沿,倾向于使用最新发表的文献[２９－３０],从而使得

最新发表的论文出现较高的近期使用量 U１.U２代

表的是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至今的使用量,反映的是对

文献长期、累积的使用情况,研究者为了获得更具说

服力的文献来支撑自己的研究,倾向于使用具有较

高被引量的文献[３２],而被引量的累积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从而使得具有较高长期使用量 U２的论文多

为发表时间较长的论文.
通过进一步比较 U１、U２与被引量的相关性,发

现无论是从论文层面还是期刊层面,U２与被引量的

相关性均高于 U１与被引量的相关性.马库索娃

(MarkusovaV)对俄罗斯出版的 WoS期刊论文的

使用量分析,也发现除数学学科外,两个使用量指标

与被引量指标具有显著相关性,且 U２与被引量的

相关性显著高于 U１与被引量的相关性.作者认为

数学学科论文使用量与被引量的相关性较低可能是

因为俄罗斯学者特有的文献引用和使用行为[３２],但
作者并未对 U１、U２与被引量相关性的差异进行解

释.本研究认为,这种相关性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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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１和 U２的统计意义的差异所致,U２与被引量一

样是一个累积性指标,指标值只会保持不变或者增

加,而 U１则是即时性指标,指标值会随时间上下浮

动;另一方面,长期使用量 U２在反映用户文献使用

行为上与被引量具有更高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可

能来源于使用动机与引用动机在论文发表一段时间

后更加契合.熊泽泉等在对论文下载量与被引量动

态相关性的研究中,也发现分年下载量与分年被引

量的相关性逐渐增强,并提出了下载量与被引量随

着时间的增长在表征论文的使用和有用程度上逐渐

达到统一,下载动机与引用动机的契合度增强的观

点[３５].笔者将在另一研究中对使用动机展开深入

讨论.
虽然对于文献引用动机的相关研究认为引用动

机多种多样[３６－３８],但是除了存在少数“被迫引用”
“假引”外,引用行为基本发生在使用者真正阅读、理
解了该文[３７],即“使用并有用”的基础上.长期使用

量 U２与被引量的相关性较高,说明 U２较 U１在反

映论文“有用”的方面更为有效.而近期使用量 U１
则更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期刊或平台推送策

略等原因使得最新文献的信息更易获取、检索结果

默认按发表时间排序使得最新发表的文献更易被发

现、以及使用者对最新研究更感兴趣等,这些因素存

在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导致 U１与被引量的

偏离更大,但 U１在反映文献使用的即时性方面具

有更多 优 势,因 而 能 够 更 好 地 探 测 当 前 研 究 前

沿[３３].因此,U１和 U２在反映文献被使用情况时,
代表了不同的使用动机与使用倾向,如果利用使用

数据来进行文献资源保障分析,建议利用两种使用

量指标进行综合考量以便相互补充.
此外,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３２９种“经

济学与商学”高使用量论文所在期刊中,华东师范大

学图书馆可保障２７６种,保障率为８３．９％,缺藏的

５３种期刊在４个JCR分区中均有分布,说明高使用

量的论文并不一定分布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一些

低影响因子期刊上刊载的论文同样受到读者的关注

并产生使用量,这一点与低影响因子期刊上刊载的

论文同样有可能成为高被引论文类似[３９－４０],也从另

一个角度说明了“以刊评文”的局限性.
而CASHL对“经济学与商学”高使用量论文所

在期刊的保障率达到９９．１％,仅３种期刊未保障,极
大地弥补了一校一馆文献保障率的不足.但是,研

究中也发现部分高使用量的 OA期刊在高校图书馆

及“CASHL全文期刊目录”中并未揭示,这不利于

读者对 OA期刊的使用,建议在全文期刊目录中将

高质量的 OA 期刊加入其中,以使 OA 期刊被更广

泛地使用.

５　结语

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立馆之本,是图书馆工作

的重中之重.但是对于一校一馆,受经费所限,在资

源采购时往往只能侧重本校重点学科,对部分弱势

学科的资源覆盖率可能相对较低,因此需要从用户

需求的角度提高资源保障率.基于使用数据计量为

文献资源保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工作实

践中亦可作为引文分析的有益补充.此外,CASHL
等高校图书馆联盟通过成员高校“优势学科重点部

署,联盟全局统筹规划”的保障方式,促进了学科资

源的共建共享,为成员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有

力支撑,是高校在有限经费条件下实现学术资源保

障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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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GuaranteeofCASHLLiteratureResourcesBasedonUsageMetrics

XiongZequan　PengXia　YangLi

Abstract:Thevalueofliteratureresourcescanbereflectednotonlybythecitingbehaviorofscholars,
butalsobyotherusingbehaviorofreaders,suchasdownloading,readingandsharing．Inthisstudy,the
highＧusagepapersinthedisciplineof“economicsandbusiness”inWebofSciencewereselectedforscienceＧ
tometricanalysis．ThegeneralcharacteristicsofhighＧusagepapersweredescribed,followedbytheanalysis
ofguaranteerateof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andCASHL (ChinaAcademicSocialSciencesandHuＧ
manitiesLibrary)forhighＧusagepapers．ItisfoundthatthehighＧusagepapersaregenerallythelatestpubＧ
lishedorwithhighjournalimpactfactors,andthereis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usage
countsandthecitation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guaranteerateforthehighＧusagepapersinthe
disciplineof“economicsandbusiness”isonly８３．９％,butCASHLsguaranteerateinthisdiscipline
reaches９９．１％,whichgreatlymakesupforthelackofguaranteerateinasingleuniversity．Usagemetrics
isexpectedtobeausefulsupplementtothestudyofliteratureguaranteeratebasedoncitation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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