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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就2005年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之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資料庫，所收錄53種圖
書資訊學期刊之引用數據特性，加以分析介紹，進而就期刊同時

法自我引用、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與各引用數據之相關性，分別

進行統計檢測，並就二種自我引用率驗證其異同。

關鍵詞： 圖書資訊學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歷時法自我引用，
期刊自我引用

前　　言

期刊論文為學術傳播最久遠且最普遍的管道，且是學術評鑑的重要指標。

此外，期刊亦是學術圖書館最重要的館藏資料之一，佔圖書館大部分的採購經

費。引用文獻分析長久以來是圖書館評估期刊品質的一種方法。美國科學資訊

研究院（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 ISI）製作了一系列引文索引資料
庫，包括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與藝術與人文學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其所製作之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簡
稱 JCR）的各項期刊引用數據，亦因其易於採用作為評比研究競爭力和期刊重
要性之依據，而受到極大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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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學術期刊及論文的大量增加，研究人員投稿論文常以上述三種引文索

引資料庫做為評估期刊的依據。期刊若能為其收錄不但具有權威性，更代表著

作在其研究領域內受到相當的重視。台灣之研究機構在進行個人研究成果評估

及核定研究計畫，以及各大學及學術單位考核教師與研究人員升等及聘任時，

亦多以發表文獻之期刊是否為SCI、SSCI、AHCI所收錄，或該期刊在 JCR中引
用數據指標，做為判定期刊優劣的參考。然而，採用引用數據指標來進行期刊

評鑑，必須先掌握引用文獻索引指標的意義與應用，以免誤用而造成不當之後

果。

引用文獻的意義，除了代表著對前人研究的認定，尚有對前人的研究存

有質疑，但兩者皆表示其研究主題有進一步探究的價值。從文獻來源來看，被

引用的參考文獻不外乎兩種：一種是作者以外其他人所發表的，另一種則是作

者自己以前所發表的，我們把這種作者引用自己以前發表的文獻的文獻引用現

象，稱為自我引用，這也是最早、最基本的自我引用概念（註1）。自我引用的

種類繁多，舉凡作者、機構、國家、期刊、學科等均有自我引用的現象。一

般而言，最常見的自我引用研究為作者自我引用，至於期刊自我引用亦有增多

的趨勢（註2）。

分析期刊自我引用的情況，可以評鑑期刊在該學科領域的地位，同一期刊

的文獻自我引用率，可以用來分析期刊的編輯方向、選稿標準和選材範圍是否

穩定，進而評價期刊的質與量。若期刊的自我引用率高，表示該期刊的選稿具

有連貫性，前後文銜接較好，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風格和獨到的特點，成為指

導某專業或課題的權威刊物，並在該學科領域佔領先或領導地位。此外，自我

引用率較高可能代表著某期刊所刊載的文章專業領域較為狹窄，能互相交流的

期刊較少（註3）。

根據Lawani的分析，自我引用率的計算可分為同時法（synchronous）自我
引用，與歷時法（diachronous）自我引用二種。就作者而言，所謂同時法自我
引用是指某篇文獻中，作者在其所附的參考書目中，引用了自己先前作品的篇

數與全部參考文獻總數的比值；歷時法自我引用則是一篇文獻自發表之後歷年

來被引用的總數中，作者自己引用自己文獻的次數所佔的比率（註4）。另一方

面，ISI定義期刊自我引用率（self-citing rate）是指計算一篇期刊文獻在其所附
的參考文獻中，來自同一期刊的數量與全部參考文獻總數的比值；期刊自我被

引用率（self-cited rate）則是指一篇期刊文獻出版之後，歷年來被引用總數中，
引用文獻和參考文獻來自同一個期刊數量所佔的比率。依照Lawani和 ISI的定
義，以期刊而言可推論，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為期刊自我引用率，期刊歷時

法自我引用率為期刊自我被引用率（註5）。

有關學科期刊之引用數據特性以及自我引用的影響研究，相當少見。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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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自我引用與其他期刊引用數據的關係，則未見有研究探討。此外，二種期

刊自我引用現象是否會影響期刊自我引用的評鑑亦值得探討。基於上述研究動

機，本研究以圖書資訊學類期刊為例，一則探討圖書資訊學期刊之基本特性、

引用數據與自我引用之特性。再且，觀察期刊之自我引用率與其他引用數據的

關係，進而檢驗二種自我引用是否有差異。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國Thomson Scientific公司製作的2005年SSCI JCR

資料庫的引用數據，透過統計方法之檢測，分析圖書資訊學期刊其自我引用現

象及其與其他引用數據之關聯性，以了解自我引用在評鑑期刊品質中所扮演之

角色。期刊引用數據包括期刊刊載文章篇數、被引用次數、影響因素、即時引

用指數、引用半衰期、被引用半衰期、同時法自我引用率、歷時法自我引用

率等。有關各引用數據之定義詳見研究方法一節。本研究結果將有助於研究人

員、學者專家對於其研究領域發展的特色及引用數據的利用能有一定的認識。

此外亦可協助圖書館擬定學科領域期刊的館藏發展與管理政策。 

二、文獻探討

面臨經費大幅縮減以及期刊價格持續上漲的窘境，圖書館如何實施期刊的

訂購與刪除是一項重要且困難的任務，因此期刊館藏的評鑑益形重要。評鑑的方

法眾多，其中期刊引用數據不失為一個具體的參考。近年來有許多使用JCR引用
數據的實例，再配合館內原有的使用研究，以決定出適合於館內收藏的期刊。

Kreider為探究由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所產生的館內期刊引用
數據與 JCR提供的全球引用數據是否具有高度相關性，其選擇自然科學和社
會科學領域共20個主題範圍期刊進行引用數據之分析，利用皮爾遜相關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統計方法比較館內期刊引用數據與 JCR提供的全
球引用數據之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兩者具有高度相關性，並建議以研究型為主

的大學可以採用 JCR全球引用數據來進行期刊館藏的評估（註6）。

Nisonger於1994年探究「影響因素」對於政治學期刊在1990年 JCR排名的
影響，並同時採用原始平均數、加權平均數，及影響因素做為判定期刊排名的

依據。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雖然三者評定排名方式彼此相關性極高，但是各自

期刊的排名並不一致，館藏發展的決定可能受此影響。此外，研究中並證實以

JCR影響因素做為評鑑期刊及排名的依據是必要和方便的工具之一（註7）。

自我引用較為普遍存在於科學文獻，研究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科學作者

都有自我引用現象。自我引用同時又是一種特殊的科學文獻引用形式，它所包

含的特殊規律性對於顯示作者、機構、期刊和學科等科學主體之間的內在關係

十分有用（註8）。因此，自我引用已成為引用文獻分析的重要內涵，並且日益

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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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sseau提及自我引用是引用文獻分析研究的一種現象，依研究對象不
同，可分為作者自我引用（author self-citations）、期刊自我引用（journal self-
citations）、語文自我引用（language self-citations）、學科自我引用（discipline self-
citation）、和網頁自我引用（web page self-citation、self-links或with a pun: self-
sitations）（註9）。以期刊而言，文獻所附參考書目中的期刊與刊載的期刊相同，

即可視為期刊的自我引用（註10）。

自我引用是一種常見且普遍的現象，特別是在撰寫研究文獻，其最基本

的功能為提供連結作者先前的相關作品，並藉此避免前後作品重覆獲得同一資

訊，除此之外，自我引用文獻通常具有詳述、修改或改正先前作品結果的功用

（註11）。然而，自我引用也是引用文獻分析研究中最讓人詬病之處，作者藉由

大量自我引用，膨脹其被引用次數並誇大其貢獻（註12）。一般而言，自我引用

率較高的期刊有專門化或獨特的傾向，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較高的，顯示出期刊

能見度的不足；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較高的期刊的研究範圍是較孤立的，因此，

對於領導性的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是相對較低的，而次要的期刊則較高

（註13）。

Thomson Scientific公司利用2002年版的SCIE所收錄的5,876種期刊進行自
我引用分析，以了解期刊具有高自我引用的情形為何，其說明 JCR的被引用期
刊表顯示了每種期刊的自我引用頻率有多少。一個高自我引用率是平常且有根

據的，其可表示該期刊在其領域是一本重要的期刊，也出版了大量的文章。

另外，ISI亦分析出高的自我引用率可歸納為幾個因素，包括：基於出版的立
場；期刊具有新穎性或特別的議題；期刊較少收錄其他來源期刊的文章；受到

引用習慣的社會性因素影響，例如：研究者引用他們所熟知的、受歡迎的或編

輯推薦的期刊（註14）。Tiew、Abdullah和Kaur以書目計量學方法研究1996年至
2000年的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期刊，總共分析了
76篇文獻和1,712篇參考文獻，其中期刊自我引用率達27.6%（21/76），比較低
的比率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此本期刊的出版年齡在該領域屬於年輕的（註15）。

蔡明月以同時法自我引用和歷時法自我被引用，研究半導體期刊文獻，選

出 INSPEC資料庫和 JCR共有的87種期刊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這87種
期刊中期刊自我引用率為10%的約佔60%；期刊自我被引用率為10%至15%的
約佔52.8%。創刊較久的期刊，其通常建立了較好的制度和知名度，擁有較高
的同時法自我引用率。相對於同時法自我引用率的資料，期刊歷時法自我被引

用率與出版年的關係不大，但是卻反映出多種期刊的獨特性。而期刊出版的間

隔時期較短，可能會擁有較高的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歷時法自我被引用率。此

外，期刊高的自我引用率傾向於有高的生產力和高的被引用次數（註16）。

鄭麗敏於1994年探討臺灣地區七種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期刊文獻的特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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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學術性，同時探討著者及期刊自我引用的情況。研究年限為1974年至1993
年，蒐集到1,079篇期刊文獻，並從中得到13,266篇參考文獻。研究結果發現：
西元1974至1983年的期刊論文，屬期刊自我引用的只有13.31%（35篇），西元
1984至1993年則增加到17.52%（143篇），以20年來看，計1,079篇文獻自我引
用的有178篇佔16.5%（註17）。白崇遠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第三版所列11
種圖書館學核心期刊為研究對象，自1994年至2003年6月共十年為統計時間，
分析被引用次數、自我引用率、影響因素和即時引用指數的文獻引用指標，研

究結果發現：1.總文獻量為13,490篇，總被引用量為38,642篇，每篇平均被引
用2.86次；2.平均期刊自我引用率為7.19%；3.期刊間的相互引用相當頻繁，表
示圖書館學核心期刊存在非常密切的交流（註18）。

Pouris為確認南非17種期刊的影響力和能見度，利用2002年版的 JCR來進
行評估，其中一個指標是自我引用率。Pouris分析後發現自我被引用率明顯的
低於自我引用率。該研究引用Garfield的說法，以多數的例子呈現，說明了領
導性的期刊自我被用率相對於自我引用率是較小的，以顯示出南非這些期刊是

屬於具有特殊性的領導期刊。整體而言，南非這17種期刊有近90%收錄於 JCR
之中，其影響因素及自我引用率等數據之引用情形，顯示出這些期刊有不錯的

表現（註19）。

Nisonger觀察1994年的圖書資訊學和遺傳學期刊自我引用的影響力，並
利用皮爾森相關係數檢測期刊原始排名，以及扣除自我引用次數的期刊重新排

名，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研究結果顯示兩者具有高度相關性。此外，以影響

因素前五名的期刊做原始和重新排名比較，兩種期刊前五名排名順序不變，故

可推定排名前面的期刊並未受自我引用的次數影響（註20）。Fassoulaki、Para-
skeva、Papilas、Karabinis調查1995年和1996年六種麻醉醫學期刊的自我引用率
和自我被引用率，該研究發現六種期刊的自我引用率介於4%至57%；自我被引
用率介於17%至35%。同一學科的自我引用率相差極大，此研究主要探討六種
期刊自我引用率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聯，並利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檢驗母體平均數 t分佈（t distribution）、斯皮爾曼等級的相關性（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三種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得知期刊自我引用率的
高低會影響期刊的影響因素，兩者是有關聯的（註21）。

蔡明月採用書目計量學的方法，進行台灣地區生命科學生產力與影響力之

國際指標研究，其中生產力即發表文獻（產出文獻）數量，影響力則為文獻被

引用情況。期刊影響力是指期刊被引用次數、影響因數、即時引用指數、引

用半衰期與被引用半衰期。期刊被引用數據來源為Web版的SCI資料庫，以及
2000年與2001年Web版的 JCR資料庫。並利用SPSS統計軟體，以皮爾遜相關
係數（Pearson）檢驗期刊被引用次數與自我引用率、自我被引用率之間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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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結果顯示：1.期刊被引用次數與自我引用率和自我被引用率之Pearson 
相關係數為負相關，表示兩者並無顯著相關性，意指期刊被引用的次數多寡與

其自我引用的情況之間並無關聯。2.在檢測期刊自我引用與自我被引用間之顯
著性，發現期刊自我引用率與期刊自我被引用率之Pearson相關係數為0.719，
顯著性為0.000，意指期刊自我引用率與期刊自我被引用率間達顯著水準且具高
度相關性（註22）。

参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圖書資訊學期刊引用數據特性及其與自我引用之關係。期

刊引用數據檢索自Thomson Scientific公司所製作之SSCI的 JCR資料庫。藉由採
用 JCR所提供的刊載文章篇數、被引用次數、影響因素、即時引用指數、引用
半衰期、被引用半衰期等六項引用數據，並計算同時法自我引用率及歷時法自

我引用率，綜合上述八種引用數據做為研究對象。

評鑑核心期刊的方式有很多種，例如：引用文獻分析法、索引摘要法、百

分比法、期刊使用調查法、達爾文期刊篩選模式、專家諮詢法、參考現有核心

期刊目錄或標準期刊清單等（註23）。JCR是唯一提供期刊引用數據以評估期刊
之工具，且其本身具有無感式、定量化及客觀化的特質（註24），是本研究欲達

成公正性與客觀性最主要採用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之圖書資訊學期刊出版資訊及期刊引用數據主要取自於2005年SSCI 
之 JCR資料庫，並配合2005年全球期刊指南（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資
料庫，進行期刊出版資訊之比對及補充。再將數據匯入Excel與SPSS for Win-
dows統計軟體加以整理、檢測與分析。分析內容涵蓋了期刊及引用數據之基
本特性，並利用皮爾遜積差相關係數檢測自我引用率與其他引用數據之相關程

度，再以費雪爾（Fisher）Z轉換檢測圖書資訊學自我引用率與其他引用數據相
關程度是否有差異，最後採用獨立樣本 t檢定統計法來檢測圖書資訊學期刊二
種自我引用率的平均數差異之顯著性。

本研究各項引用數據之定義，來自於 JCR資料庫的說明，茲分述如下。
1. 刊載文章篇數（Articles）
JCR的「刊載文章篇數」是指期刊於某特定年所出版的文章數量，文章的性

質是原始研究（research articles）、評論文章（review articles）、簡訊（note）等，
至於編輯專欄、信函、消息報導以及會議摘要則不計算在內，因為這些類型的

文章不常被引用（註25）。

2. 被引用次數（Total cites）
被引用次數是計算某期刊在 JCR資料庫於某一特定年被引用的總次數 

（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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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響因素（Impact factor）
影響因素是指某期刊在前二年出版的文獻於某一特定年份被引用的平均

數，其計算方法為：第一年與第二年出版的文章在第三年被引用的總數，除以

第一年與第二年出版文章總數。原則上影響因素值越大，表示該期刊影響力越

大。影響因素是常用來評估期刊價值的指標之一（註27）。

4. 即時引用指數（Immediacy index）
即時引用指數是指期刊多快被其他期刊引用，即某期刊於當年所出版的文

獻在當年度被引用的平均數。即時引用指數乃期刊「即時」影響力之指標，可評

估一期刊平均每篇文章多「快」被引用，以作為查詢那一種期刊最近出版較熱門

文章根據。即時引用指數是計算當年度期刊之影響力，而影響因素可觀察較長

時間的持續影響力 （註28）。

5. 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
引用半衰期是指從最近一年算起，一期刊引用次數達到全部引用次數的

50%所需之時間（註29）。

6. 被引用半衰期（Cited half-life）
期刊被引用半衰期所指為：從最近一年算起，該期刊被引用次數達到全部

被引用次數的50%時所需之時間。期刊被引用半衰期有下面二項規定：1.期刊
被引用次數必須超過100次以上才會列入計算，否則以空白表示；2.當10年內
被引用次數未達全部被引用次數一半時，其半衰期以＞10.0表示（註30）。

7. 期刊自我引用（Journal self-citation）
引用文獻和參考文獻出自於同一期刊，即為期刊自我引用（註31）。期刊自

我引用率分為同時法自我引用率和歷時法自我引用率二種（註32）。

8.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Synchronous self-citing rate）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是指計算一篇期刊文獻在其所附的參考文獻中，來

自同一期刊的數量與全部參考文獻總數的比值（註33）。

9. 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Diachronous self-cited rate）
歷時法自我引用率是指一篇期刊文獻出版之後，歷年來被引用總數中，引

用文獻和參考文獻來自同一個期刊數量所佔的比率（註34）。

至於本研究期刊自我引用率之計算說明如下：

1. 同時法自我引用率
查詢各期刊在 JCR資料庫引用期刊表（Citing journal）的引用情形，將自我

引用的總數除以引用各期刊的總數，再化為百分比，即可計算出該期刊的同時

法自我引用率。以2004年的Scientometrics為例，其計算方法如下：
表1顯示Scientometrics期刊自我引用次數為366，引用各期刊總數為2,199，

將366除以2,199後，再化為百分比，得到16.64%（366/2199＝0.16643），此即
為Scientometrics在2004年的同時法自我引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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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cientometrics引用期刊表

資料來源：2006年 SSCI JCR資料庫

2. 歷時法自我引用率
查詢各期刊在 JCR資料庫被引用期刊表（Cited journal）的引用情形，將自

我引用的總數除以被各期刊引用的總數，再化為百分比，即可計算出該期刊的

歷時法自我引用率。再以2004年的Scientometrics為例，其計算方法如下：
表2顯示Scientometrics期刊自我引用次數為366，而被各期刊引用總數為

860，將366除以860後，再化為百分比，得到42.56%（366/860＝0.4256），此
即為Scientometrics在2004年的歷時法自我引用率。

表2　Scientometrics被引用期刊表

資料來源：2006年 SSCI JCR資料庫

四、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建立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期刊歷時法自我引

用率與其他六項數據關係之檢定假設如下：

如表3所示，例如：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X1）與刊載文章篇數（Y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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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數為 r11；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X2）與被引用次數（Y2）的相關係數則

為 r22。

表3　研究假設相關係數表

期刊各項數據

自我引用率

刊載文
章篇數
（Y1）

被引用
次數
（Y2）

影響
因素
（Y3）

即時引
用指數
（Y4）

引用半
衰期
（Y5）

被引用
半衰期
（Y6）

歷時法自
我引用率
（Y7）

期刊同時法
自我引用率（X1）

r11 r12 r13 r14 R15 r16 r17

期刊歷時法
自我引用率（X2）

r21 r22 r23 r24 R25 r26

假設1：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刊載文章篇數的關係。

 H0：r11＝0不相關。
 H1：r11≠0相關。
假設2：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被引用次數的關係。

 H0：r12＝0不相關。
 H1：r12≠0相關。
假設3：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影響因素的關係。

 H0：r13＝0不相關。
 H1：r13≠0相關。
假設4：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即時引用指數的關係。

 H0：r14＝0不相關。
 H1：r14≠0相關。
假設5：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引用半衰期的關係。

 H0：r15＝0不相關。
 H1：r15≠0相關。
假設6：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被引用半衰期的關係。

 H0：r16＝0不相關。
 H1：r16≠0相關。
假設7：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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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0：r17＝0不相關。
 H1：r17≠0相關。
假設8：
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刊載文章篇數的關係。

 H0：r21＝0不相關。
 H1：r21≠0相關。
假設9：
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與被引用次數的關係。

 H0：r22＝0不相關。
 H1：r22≠0相關。
假設10：
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影響因素的關係。

 H0：r23＝0不相關。
 H1：r23≠0相關。
假設11：
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即時引用指數的關係。

 H0：r24＝0不相關。
 H1：r24≠0相關。
假設12：
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引用半衰期的關係。

 H0：r25＝0不相關。
 H1：r25≠0相關。
假設13：
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與被引用半衰期的關係。

 H0：r26＝0不相關。
 H1：r26≠0相關。
假設14：
 H0： 圖書資訊學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其他達到相關顯著的引用數

據之相關係數沒有差異。

 H1： 圖書資訊學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其他達到相關顯著的引用數
據之相關係數有差異。

假設15：
 H0： 圖書資訊學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其他達到相關顯著的引用數

據之相關係數沒有差異。

 H1： 圖書資訊學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其他達到相關顯著的引用數
據之相關係數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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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16：
 H0：圖書資訊學期刊二種自我引用數據之平均數沒有差異。

 H1：圖書資訊學期刊二種自我引用數據之平均數有差異。

五、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自我
引用率與期刊基本特性之分析

本研究針對SSCI JCR所收錄圖書資訊學53種期刊，分析其出刊次數、刊
載文章篇數、被引用次數、影響因素、即時引用指數、引用半衰期、被引用

半衰期、同時法自我引用率、歷時法自我引用率等各項數據之研究結果，論述

如下。由於SSCI JCR資料庫圖書資訊學門的命名為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i-
brary Science，以下內容均來自SSCI JCR數據，故採用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取
代圖書資訊學之學科名稱。

㈠期刊年出刊次數

期刊的出刊頻率代表期刊當年的出刊次數，亦可稱為刊期或期數，例如：

年刊、半年刊、季刊、雙月刊、月刊、週刊等。出刊頻率的高低可以反映出

期刊出版的時效性。

表4顯示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年出刊次數，以季刊（年出刊4次）為最
多，佔所有期刊的52.83%（28種），其次為雙月刊（年出刊6次）佔20.75%（11
種），其餘形式的年出刊次數皆只有1種或2種期刊，分別佔1.89%和3.77%。其
中年出刊次數最多達22次的為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出版的Library Journal 
（1876），出刊至今已131年。

表4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年出刊次數

年出刊次數 22 14 12 11 10 8 6 5 4 3 2 1 總計

期刊種數 1 1 1 1 1 2 11 2 28 1 2 2 53
% 1.89 1.89 1.89 1.89 1.89 3.77 20.75 3.77 52.83 1.89 3.77 3.77 100

㈡期刊刊載文章篇數

期刊的刊載文章篇數是指期刊於某特定年所出版的文章數量，文章篇數越

多，表示該期刊生產量較高，但其可能受到期刊出刊次數或其他因素的影響。

表5為期刊刊載文章篇數分佈表。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刊載文章篇數，以分佈在20至29篇為主，共有

17種期刊佔32.08%，無數據的期刊共有4種佔7.55%。刊載文章篇數最多的期
刊為The Scientist, Inc.於1986出版的The Scientist年出刊254篇，該刊為月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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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The Scientist乃一科學性質期刊，包含廣泛和綜合學問期刊，並非專屬於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領域，但如對照SSCI收錄範圍說明：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
乃為涵蓋廣泛主題資源的學科，故收錄此期刊為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範圍，則

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刊載文章篇數達100篇以上的期刊共有3種，分別為：John Wiley & 
Sons, Inc.出版的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
nology（1938）年出刊124篇、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出版的Library Journal

年出刊121篇、Akademiai Kiado Rt.出版Scientometrics年出刊112篇。
至於無數據者共有4種期刊，分別為：Information Today, Inc.出版的Ameri-

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 

（1964），該期刊為年刊形式的會議論文集，可能因為出刊時間較不穩定，而無
數據；以及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出版的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1976）、McFarland & Company, Inc.出版的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 （1992）和Mita Society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出版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63），這些期刊可能因為延誤出版或未能即時被 JCR
所收錄的因素影響，導致無數據提供。

表5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刊載文章篇數

刊載
篇數

≧
200

100~
199

90~
99

80~
89

70~
79

60~
69

50~
59

40~
49

30~
39

20~
29

10~
19

1~
9
無
數據

總計

期刊
種數

1 3 0 1 0 5 2 3 9 17 7 1 4 53

% 1.89 5.66 0.00 1.89 0.00 9.43 3.77 5.66 16.98 32.08 13.21 1.89 7.55 100

㈢期刊被引用次數

期刊的被引用次數，為該期刊被其他期刊引用的總次數。藉由分析被引用

次數可獲知該期刊在其領域被引用的情況，以了解該期刊在其領域的重要性。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被引用次數，如表6所示，主要集中在100至499
次，佔全部期刊的47.17%（25種）。被引用次數達1,000次以上的共有7種期刊
佔13.21%。

被引用次數最高的期刊，為 John Wiley & Sons, Inc.於1938年開始出版的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年出刊
124篇，被引用次數達2,552次。其次為MIS Research Center出版的MIS Quar-
terly （1977），年僅出刊28篇，但被引用次數亦高達2,395次，以及Hanley & 
Belfus, Inc.出版的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1994），
年出刊69篇，被引用次數亦有2,040次。其他被引用次數達1,000次至1,406次
的尚有下列4種期刊，分別為：Scientometrics（1978）、Information &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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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1968）、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1984）、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1963）。

表6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被引用次數

被引用次數 1,000~4,999 500~999 100~499 50~99 1~49 總計
期刊種數 7 3 25 11 7 53
% 13.21 5.66 47.17 20.75 13.21 100

㈣期刊影響因素

影響因素是指某期刊在前二年出版的文獻於某一特定年份被引用的平均

數。原則上影響因素值越大，表示該期刊影響力越大。

表7為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影響因素的分佈情形。主要集中於0.001至
0.999，佔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全部期刊的69.81%（37種），其次分佈於1.000至
1.999，僅有10種期刊佔18.87%。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影響因素最高者，是由MIS Research Center出版的
MIS Quarterly（1977），影響因素值為4.978，該刊亦同時為管理學學科所收錄。
其次為Hanley & Belfus, Inc.出版的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1994），影響因素值為4.339，該刊亦同時為電腦科學學科所收錄。
由此可知，上述影響因素前兩名的期刊，嚴格而言，並不完全屬於資訊科學與

圖書館學學科。影響因素大於2以上的期刊尚有 Information Today, Inc.出版的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66）、INFORMS出版的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1990），影響因素分別為2.652和2.054。

表7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影響因素

影響因素 4.000~4.999 2.000~2.999 1.000~1.999 0.001~0.999 0 總計

期刊種數 2 2 10 37 2 53
% 3.77 3.77 18.87 69.81 3.77 100

㈤期刊即時引用指數

即時引用指數是指某期刊於當年所出版的文獻在當年度被引用的平均數。

其中無數據者，是因為可能期刊延誤出刊，未能即時被 JCR收錄，所以並沒有
當年度即時引用指數的數據。

如表8所示，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的即時引用指數，主要分佈於0.001
至0.099，共有17種期刊佔32.08%。其次分佈於0.100至0.1990，以及0.200至
0.299，佔13.21%（7種）。至於數據為0者，則有8種期刊佔15.09%。

即時引用指數達0.5以上的有5種期刊，分別為：Hanley & Belfus, Inc.出
版的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1994）、MI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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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Center出版的MIS Quarterly（1977）、Information Today, Inc.出版的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66）、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td.出版的 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1971）、Taylor & Francis Inc出版的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996）。上述期刊的即時引用指數，介於0.550
至0.710之間，年出刊次數分佈在1至8次之間。

值得注意是即時引用指數排名前三名的兩種期刊：MIS Quarterly（1977）、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1994），其影響因素和被
引用次數，也是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中排名前三名的。而另一個為年刊性

質的期刊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66），雖然年刊
載14篇文章，被引用次數亦不如上述兩種期刊，但其即時引用指數和影響因素
仍穩居前三名，顯示 review性質的期刊在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領域中，具有做
為後續研究的參考價值，因此，成為當年度的熱門期刊亦是可以想見的。

表8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即時引用指數

即時引用
指數

≧
0.500

0.400~
0.499

0.300~
0.399

0.200~
0.299

0.100~
0.199

0.001~
0.099 0 無數據 總計

期刊種數 5 1 4 7 7 17 8 4 53
% 9.43 1.89 7.55 13.21 13.21 32.08 15.09 7.55 100

㈥期刊引用半衰期

引用半衰期是指從最近一年算起，一期刊引用次數達到全部引用次數的

50%所需之時間。藉由此數據的計算，可得知該期刊所引用的參考文獻平均年
齡，進而得知該期刊引用的文獻是否具有時效性。至於無數據者，可能因為延

誤出刊未能即時被 JCR收錄，因而無法計算其引用文獻的引用半衰期。此外，
JCR的說明中，引用參考文獻總數未達100次，亦無引用半衰期。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的引用半衰期，如表9所示，其分佈年限相當廣
泛，從1年以下至10年以上的參考文獻都有期刊引用，其中主要集中於5年至5.9
年之間，共有15種期刊佔28.30%。

引用參考文獻最新穎的期刊，是由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出版的Library 
Journal（1876），其引用半衰期為0.6年，同時也是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領域
中，年出刊次數最頻繁的期刊為22次。其次分別為The Scientist（1986）、Inter-
lending & Document Supply（1971），兩者的引用半衰期為1.8年和1.9年。引用
半衰期大於10年以上的兩種期刊為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s（1954）、Restaura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Library and Archival Material（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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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引用半衰期

引用
半衰期

≧
10

9.0~
9.9

8.0~
8.9

7.0~
7.9

6.0~
6.9

5.0~
5.9

4.0~
4.9

3.0~
3.9

2.0~
2.9

1.0~
1.9

0.0~
0.9
無
數據

總計

期刊
種數

2 4 4 10 6 15 3 2 1 2 1 3 53

% 3.77 7.55 7.55 18.87 11.32 28.30 5.66 3.77 1.89 3.77 1.89 5.66 100

㈦期刊被引用半衰期

期刊被引用半衰期所指為：從最近一年算起，該期刊被引用次數達到全部

被引用次數的50%時所需之時間。藉由被引用半衰期的計算，可獲得期刊被引
用平均年齡，被引用壽命越短，亦即老化速度越快，藉此做為判斷期刊是否老

化的參考。至於無數據者，可能因為延誤出刊未能即時被 JCR收錄，因而無法
計算其被引用半衰期。此外，JCR的說明中，被引用總數未達100次，亦無被
引用半衰期。

如表10所示，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的被引用半衰期，以5年至7.9年
為主要分佈範圍佔41.51%，其中以6年至6.9年的16.98%為最多數，而大於10
年以上，僅有3種期刊佔5.66%。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老化最快的期刊是由The Scientist, Inc.出版The Scien-
tist（1986）為2.2年，如前所述，The Scientist乃一科學性質，包含廣泛和綜合
學科性質的期刊，並非專屬於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領域，收錄橫跨於SSCI與
SCI資料庫中。其次為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出版的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1911）為2.7年。老化最慢的三種期刊分別為：MIS Quar-
terly（1977）、Program: Electron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1966）、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1954）。

表10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被引用半衰期

被引用
半衰期

≧10 9.0~
9.9

7.0~
7.9

6.0~
6.9

5.0~
5.9

4.0~
4.9

3.0~
3.9

2.0~
2.9 無數據 總計

期刊種數 3 2 6 9 7 3 3 2 18 53
% 5.66 3.77 11.32 16.98 13.21 5.66 5.66 3.77 33.96 100

㈧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

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是指計算一篇期刊文獻在其所附的參考文獻中，來

自同一期刊的數量與全部參考文獻總數的比值。分析同時法自我引用率，可窺

知期刊引用文獻來源的情形，例如：同時法自我引用率高，可能代表該期刊在

其學科領域具有自己的學術風格與獨到的特點。至於同時法自我引用率，出現

無數據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該期刊於2005年並未引用自己的期刊文獻，導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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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計算其同時法自我引用情況。或因延誤出刊，未能即時被 JCR收錄而造成無
數據的情況。

如表11所示，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的比例，多分
佈在 1%至 9.99%之間，共有 40種期刊，佔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全部期刊的
75.47%。

同時法自我引用率最高的期刊，是由 Information Today, Inc.出版的ECon-
tent（1978），該刊引用其他期刊總數僅有6次，且全都為自我引用，因此同時
法自我引用率的值高達100%。其次為Akademiai Kiado Rt.出版的Scientometrics

（1978），同時法自我引用率的值為17.40%。同時法引用率最低的三種期刊，
分別為：日本出版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1963）、Library Journal

（1876），以及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1964），同時法自我引用率值介於0.37%至0.64%之間。

表11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

同時法自我
引用率% 100 10~

19.99
1~

9.99
0.1~
0.99 無數據 總計

期刊種數 1 5 40 5 2 53
% 1.89 9.43 75.47 9.43 3.77 100

㈨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

歷時法自我引用率是指一篇期刊文獻出版之後，歷年來被引用總數中，引

用文獻和參考文獻來自同一個期刊數量所佔的比率。歷時法自我引用率偏高，

可能代表該期刊領域較為狹窄，能與其互相交流的期刊較少，因而出現該期刊

被引用的情況，皆是來自於同一期刊的相似研究引用，而造成歷時法自我引用

率偏高。至於無數據部分，可能因該期刊歷年並未引用自己的期刊文獻，導致

無法計算其歷時法自我引用情況，或未即時被 JCR收錄的因素造成。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多分佈在10%至19.99%之

間，共有22種期刊，佔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全部期刊的41.51%，詳見表12。
歷時法自我引用率最高的期刊，是由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td.出版的

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1971），為高即時引用指數期刊，亦在資訊科
學與圖書館學學科排名引用文獻新穎程度第三名，引用半衰期為1.9年，但歷
時法自我引用率的值高達79.71%，顯示歷年來被引用次數多為自我引用居多。
其次為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w Libraries出版的Law Library Journal （1908），
由該刊名可得知主要為探討法律專門圖書館相關議題，期刊主題內容較為專

精，可與其交流的期刊較少，導致其歷時法自我引用率高達72.88%。歷年來引
用自己期刊比例最少三種的期刊，分別為：Library Trends（1952）、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1990）、The Library Quarterly（1931），歷時法自我引用率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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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至5.53%之間。

表12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

歷時法自我
引用率%

70~
79.99

40~
49.99

30~
39.99

20~
29.99

10~
19.99

1~
9.99

無
數據

總計

期刊種數 2 1 6 8 22 12 2 53
% 3.77 1.89 11.32 15.09 41.51 22.64 3.77 100

 六、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自我
 引用率與其他引用數據相關性分析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共有53種期刊被收錄在 JCR資料庫中，表13為資訊
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引用數據之觀察值個數分佈，其中刊載文章篇數、即時引

用指數遺漏值皆為5個，引用半衰期遺漏值為3個、被引用半衰期遺漏值為19
個之外，其餘數據遺漏值皆為2個。

表13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引用數據觀察個數表

引用
數據

刊載
篇數

被引用
次數

影響
因素

即時引用
指數

引用
半衰期

被引用
半衰期

同時法自
我引用率

歷時法自
我引用率

個數 48 51 51 48 50 34 51 51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自我引用率與其他數據之相關分析與顯著檢定結

果，如表14所示。由表14得知，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各組數據皆未達到
顯著水準，亦即推翻自我引用與其他引用數據相關之對立假設，接受自我引用

與其他引用數據不相關之虛無假設。換言之，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以及期刊

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與各引用數據之間皆不相關，二種自我引用皆不影響其他引

用現象，二種引用亦不被其他引用數據影響。再且，期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

期刊歷時法自我引用率亦不相關，換言之，期刊自我引用與期刊自我被引用亦

不相關，顯示二種自我引用彼此互相不影響。由於各組數據之間的相關性皆未

達顯著水準，故無須進行相關性差異之費雪爾檢定（Fisher test），亦即前述第四
節研究假設14與研究假設15取消。

 表14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自我引用率
  與其他數據之Pearson相關檢定摘要表

同時法自我引用率 歷時法自我引用率

刊載文章篇數 Pearson相關 r .110 .018 
p .457＞ .05 .902＞ .05
個數 48 48 

被引用次數 Pearson相關 .050 –.155 
p .727＞ .05 .278＞ .05
個數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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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素 Pearson相關 –.001 –.175 
p .994＞ .05 .218＞ .05
個數 51 51 

即時引用指數 Pearson相關 .045 .092 
p .763＞ .05 .536＞ .05
個數 48 48 

引用半衰期 Pearson相關 .179 –.194 
p .214＞ .05 .178＞ .05
個數 50 50 

被引用半衰期 Pearson相關 .131 –.149 
p .461＞ .05 .400＞ .05
個數 34 34 

歷時法自我引
用率

Pearson相關 .148 
p .299＞ .05
個數 51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同時法與歷時法自我引用率之平均值，經由 t檢
定（雙尾）顯示達顯著差異，顯著性達0.00。同時法平均自我引用率為0.065，
歷時法平均自我引用率為0.194，平均差異為0.129。其統計分析詳如表15與表
16。

 表15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同時法
  與歷時法自我引用率觀察值

同時法自我引用率 歷時法自我引用率

總數 53 53
觀察值個數 51 51
平均數 0.065 0.194
標準差 0.140 0.150

 表16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同時法
  與歷時法自我引用率平均值 t 檢定

同時法自我引用率

歷時法自我引用率

t 值 –4.500***
p 0.000

平均差異 –0.129
*** p＜ .001

七、結論與討論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可見，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年出刊次數，以季刊

為最多。年刊載文章篇數，以20至29篇為主；被引用次數，主要集中在100
至 499次，佔全部期刊的 47.17%。期刊影響因素主要集中於 0.001至 0.999佔
69.81%。引用半衰期主要集中於5年至5.9年之間。被引用半衰期以5年至7.9年
為主要分佈範圍。同時法自我引用率多分佈在1%至9.99%之間。歷時法自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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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多分佈在10%至19.99%之間。
整體而言，表現較特殊的期刊為MIS Quarterly，其為被引用次數、影響因

素、即時引用指數最高的期刊之一，且是老化最慢的期刊，然而其主題卻是

以管理為主。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
ogy、Scientometrics均屬於刊載文章篇數與被引用次數表現不錯的期刊。Library 
Journal每年亦出版大量文章且其引用多為最新穎的參考文獻。其他較特別的期
刊尚有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擁有高被引用次
數與高影響因素，該期刊主題偏重醫學資訊學。同時法自我引用率最高的期刊

是EContent，高達100%。其次為Scientometrics（1978），同時法自我引用率的值
為17.40%。歷時法自我引用率最高的期刊是 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
其次為Law Library Journal。歷年來引用自己期刊比例最少三種的期刊分別為：
Library Trends、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The Library Quarterly。

在無細分同時法自我引用或歷時法自我引用的情況下，文獻上記載許多研

究顯示期刊自我引用率和刊載文章篇數、被引用次數、影響因素，皆為正相

關，說明了刊載文章篇數越多，或被引用次數越多，或影響因素越高的期刊，

引用自己期刊的機率越高。至於期刊自我引用與即時引用指數、引用半衰期、

被引用半衰期的關係，以及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歷時法自我引用率，在前人的

研究則相當罕見。本研究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二種自我引用與期刊各項

引用數據均不相關，同時法自我引用率與歷時法自我引用率亦不相關，無法顯

示出引用發表在期刊自己本身的文章越多者的期刊，則該期刊被自己引用的機

會越高。

最後，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期刊同時法平均自我引用率為0.065，歷時法平
均自我引用率為0.194，二者平均差異為–0.129。同時法與歷時法自我引用率之
平均值，經由 t 檢定顯示達顯著差異（α＝0.05），亦即期刊自我被引用率高於期
刊自我引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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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期
刊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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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收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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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庫

各
引
用
數
據
為
「
空
白
值
」
的
情
形
如
下
：

1.
刊
載
篇
數
與
即
時
引
用
指
數
：
該
刊
可
能
因
刊
期
不
規
律
或
延
誤
出
刊
，
以
致
未
能
即
時
被

20
05
年

JC
R
收
錄
。

2.
影
響
因
素
：
該
刊
因
更
改
刊
名
或
非

JC
R
前
兩
年
收
錄
期
刊
，
故
無
法
計
算
。

3.
即
時
引
用
指
數
：
表
示
該
刊
於

20
05
年
無
文
章
被
引
用
。

4.
引
用
半
衰
期
：
該
刊
引
用
其
他
期
刊
論
文
未
達

10
0次
。

5.
被
引
用
半
衰
期
：
該
刊
被
引
用
次
數
未
達

10
0次
。

6.
自
我
引
用
率
：
該
刊
無
法
自

JC
R
引
用
與
被
引
用
的
期
刊
統
計
表
取
得
自
我
引
用
之
數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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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earching th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of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databa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
ence on citation data for 53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journal citation data that were explored include cited times, impact factor, 
immediacy index, citing half-life, cited half-life, self-citing rate (synchronous 
self-citation) and self cited rate (diachronous self-citation).  Moreover,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each citation data and two self-citation rates, and the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two self-citation rates are examined by statistical tests.

Key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self-citation; Diachron-
ous study; Synchronous study

SUMMARY
By searching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databa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on citation data for 53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ibrary science.  The 
journal citation data that were explored include cited times, impact factor, immediacy index, 
citing half-life, cited half-life, self-citing rate (synchronous self-citation) and self-cited rate 
(diachronous self-citation).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citation data and two 
self-citation rates, and the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two self-citation rates are examined by 
statistical tests.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at as a management oriented journal, MIS Quar-
terly is one of special journals possessing the highest citation times, impact factor, immediacy 
index and cited half-life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ibrary sci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cientometrics are the two 
most productive (with most published paper) and most cited journals.  Another productive 
journal is Library Journal, it also cites recent references most.  Econtent is the highest self-

* To whom all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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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ng journal with 100% synchronous self-citation rate.  Scientometrics comes next with a 
rate of 17.4%.  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 is the journal with the highest self-cited rate, 
followed by Law Library Journal.  On the other hand, Library Trend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and The Library Quarterly are the three journals with the lowest self-cited rate.  On 
the basis of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for jour-
nal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ibrary science,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citing and 
self-cited rates;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of these two kinds of self-citation and 
other citation data, either.  Consequently, a journal including more articles with high self-cita-
tion does not suggest that this particular journal will be more possibly self-cited.  The average 
self-citing rate is 0.065, while it is 0.194 for the self-cited rate.  The t-test confirms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self-citation rates and the mean difference is –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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