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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了以网络链接分析为主题的论文，从载文量、著者、 

关键词、地区分布以及引文等角度对检索到的论文进行定量分析，探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链接分 

析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总结其研究热点并预测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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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Papers about Web Lin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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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got some papers about web link analysis from Web of Science data base，then did some quanti— 

tative an alysis of these papers from the aspects of paper quantity，key words，district distributing and cit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conditions of web link analysi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orecasts the trend of web lin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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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网络链接分析方法，就是运用网络数据 

库、数学分析软件等工具，利用数学 (主要是统计 

学和拓扑学)和情报学方法，对网络链接 自身属 

性、链接对象、链接网络等各种对象进行分析，以 

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并用以解决各方面 

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l】。对网络链接分析 的研究最 

初来自于传统的引文分析法，可以说，网络链接分 

析的产生以及发展都无不与传统的引文分析法密切 

相关。 

引文分析是上个世纪 20年代出现的，1927年 

P．L．K．Cross等人进行了文献史上第一次引文分析， 

他们统计了化学专业的某些期刊论文的参考文献并 

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化学教育方面的核心期刊。而 

所谓引文分析 (Citation Analysis)，就是利用各种数 

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 

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 

的引用与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 

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 

网络是基于链接 的基本结构 ，网页之间的链接 

相应地看作文献之间的引用，这个崭新的思路一下 

子引领超链分析、链接分析成为了学术界以及工业 

界的研究热点，自Almind T℃于 1997年提出网络信 

息计量学 (Webometrics)概念后，网络信息计量作 

为一门新兴学科异军突起，而网络链接作为评判网 

络资源的一个有效标准，被国内外学者重视并进行 

探索性的研究；与此同时，在工业界，Google，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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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搜索引擎纷纷申请专利，开始利用链接分析的 

方法提高搜索效果。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链接 

分析有哪些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呢，为了探索这个 

问题，本文从载文量、著者、关键词、地区以及引文等 

角度分析了 Web of Science中网络链接分析相关论 

文，希望能够对网络链接分析的研究有所帮助。 

1 论文数量分析 

论文在检索时段上选取 1999年到2007年 lO月 

4日间的一段数据，选择美国 I公司的权威数据 

库 Web of Science作为数据来源，因为它可用于查 

找最新的研究成果 (文摘和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经过反复试验和比较，选用较理想的检索式 TS= 

(web link)OR TS= “link analysis”进行文献检索， 

设定 Document Types为 “Article”，设定 Subject Cate— 

gories为 包 含 “computer science” 及 “information 

science&library science”，共检索出554篇相关论文， 

去除其中不相关的 83篇论文，最后得出 471篇相 

关论文。由于检索出来的 554篇论文不都是相关 

的，为了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并没有运用该数据库 

自带分析工具，而是人工对这 471篇论文的年载文 

量、著者、关键词、论文被引情况等进行统计，分 

析网络链接分析的研究现状。 

某领域的文献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门 

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程度。表 l反映了 l999— 

2007年 Web of Science中关于网络链接分析论文的 

年发文量。 

表 1 1999—2007网络链接分析论文的年发文量 

从表 1中可以看出，l999—2001年论文量基 

本维持稳定状态，这段时间是网络链接分析开始的 

时期，处于事物生命周期的初期；2001—2004年是 

论文量快速增长的时期，处于生命周期的发展期； 

2004—2006年论文量有少许波动，但基本处于平稳 

中略有上升的状态，这基本符合事物产生发展的生 

命曲线。20世纪 9o年代互联网迅速发展，网络上 

的信息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不计其数的网络链接 

将这个网络世界联系在一起，将这些信息关联在一 

起，这就促使了网络链接分析的诞生。可以说网络 

链接分析是随着互联网的诞生而诞生的，表中的数 

据即反映了网络链接分析的诞生以及发展的这个生 

命曲线。 

2 论文著者分析 

在检索到的471篇论文中，作者共有 1008位 

(包括合作者)，其发文情况见表 2。 

表 2 作者发文情况 

从作者人数与所著论文数之间的关系来看， 

471篇论文的 1008位作者中，发表 1篇论文的作者 

有859位，发表 2篇论文的作者有 94位，发表 3 

篇论文的作者有 3O位。发表 1篇论文的作者数量 

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 85％，这与洛特卡定律所描 

述的发表 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发表 1篇论文的 

作者数量的 l／n2以及发表 1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 

占作者总数的 6o％并不吻合，表明网络链接分析 

的研究尚未成熟，写一篇论文的作者群体过大，在 

未来的发展中发表多篇文章的作者将会增加。 

由表2可知，Web ofScience中关于网络链接分 

析的论文作者中 85％的作者只发表了一篇文章， 

9．3％的作者发表了 2篇文章，发表 3篇的作者有 

3．O％，发文多于 3篇的作者比例逐渐降低，发表 

论文最多的作者发文量达 3O篇，说明存在这样一 

些核心作者。同时我们看出，研究网络链接分析的 

专家发表的论文还是有限的，这与网络链接分析的 

发展还没有走向成熟有关。这里列举了发文数量在 

6篇以上的 (包括 6篇)的作者情况，见表 3。 

赫希认为 h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 

学术成就。一个人的 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 h篇论文 

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h次。一个人的h指数越高，则 

表明他的论文影响力越大【31。由表 3知 Wilkinson， 

D及 Ma，WY研究主题有多个，并非仅是本领域的 

专家，因此 h指数特别的高‘31。以网络链接分析为 

主要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主要有Thelwall，M；V．ugh。 

an，L；Harries，G；Lempel，R；Kitsuregawa，M等。这些 

核心作者研究的主题大部分是信息科学与图书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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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可见网络链接分析与 

这几个领域密切相关。网络链接分析是在计算机科 

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在信息科学与图书馆科 

学已经是--f-j比较成熟的学科，而网络链接分析只 

是刚刚起步，但是有这样一个成熟的基础，加上已 

经很成熟的引文分析等方法的借鉴以及互联网技术 

学，信息系统领域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计算机科 的发展，网络链接分析一定会加速发展。 

表 3 1999—2OO7年网络链接分析论文核心作者统计表 

3 论文关键词分析 

通过对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网络 

链接分析研究的方向和热点，从而对该领域的研究 

有一个比较准确、全面的把握。 

3．1 根据论文所属的学科领域分类 

纵观 Web of Science中收录的关于网络链接分 

析的471篇论文，可以发现关于网络链接分析的研 

究论文按学科性质分类比重最大的前四个领域是： 

计算机科学，理论与方法；计算机科学，信息系 

统；信息科学与图书馆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 

能。其中，计算机科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论文有 

188篇，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方面的论文有 178 

篇，信息科学与图书馆科学方面的论文有 84篇，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方面的论文有 56篇。以上 

数据体现了网络链接分析研究的核心的领域。 

3．2 从论文的关键词看研究热点 

通过对检索出相关论文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 

析，可以了解网络链接分析研究的方向和热点，这 

里列举了出现频数最多的一些关键词，见表4。 

在检索到的相关论文47l篇中含有关键词702 

个，其中出现频数最多的依次是互联网、链接分 

析、信息检索、语义网、搜索引擎、网页挖掘、 

PageRank算法、网页搜索、本体、实验法、网页图 

像、语义链接及链接结构。可以看出，这些年对于 

网络链接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方面，涵 

盖了网络链接分析的算法、方法、应用等几个方 

面【4】。“互联网”出现的频次最高，为47次，因为 

网络链接分析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 “信息检索” 

出现 23次，可见研究网络链接分析在信息检索中 

的应用是非常多的，是重点也是热点。另外，“语 

义网”出现 14次，“搜索引擎”出现 12次，“网页 

挖掘”出现 lO次，“本体”出现6次，这些都是对 

网络链接分析深入分析的领域和热点，有很大的潜 

力和广阔的前景。 “PageRank”出现 7次， “实验 

法”出现6次，这些是关于网络链接分析算法和方 

法的研究，PageRank自从被提出后在搜索引擎和其 

他网络链接分析应用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相对 

于对网络链接分析应用的研究，目前对于网络链接 

分析的方法研究还远远不够，还有很长的路需要 

走，今后的研究方向需要更多得关注到对更有效的 

算法和更广泛的可行的方法的研究上来。 

表 4 1999—2007年网络链接分析论文关键词统计表 

4 论文地区分析 

1999—2007年关于网络链接分析研究的471篇 

论文共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覆盖面比较广，各 

个国家和地区的论文量具体情况统计见表 5，由于 

数量比较多，这里只列出论文较多的 l2个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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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表 5 1999—21)07年网络链接分析各国家和地区论文量统计表 

从表 5可以看出，美国的研究论文量达 ll9 

篇，占世界总数的 25．8％，表明美国在网络链接 

分析研究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互联网最早在 

美国发展起来，Google最早利用网络链接分析提高 

搜索效果。紧随其后的是英格兰地区，网络链接分 

析发文最多的两位作者 Thelwall，M，Vaughan，L 

分别是英格兰的 Wolverh~npton UrIiv和 UIliv Westem 

Ontario两所著名的高校的教授。处于第三位的是中 

国，研究的论文量占到了世界的 9．5％。日本和加 

拿大分列第四和第五，德国紧随其后。另外，以色 

列、韩国、中国台湾、希腊 、澳大利亚、法 国也取 

得了相当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比较小的国 

家如以色列、韩国等在网络链接分析的研究中也有 

一 定的进展，这充分说明网络链接分析这一研究方 

向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了发展，引起了各国科研工作 

的关注。此外，从表5还可以看出，网络链接分析 

的研究形成了北美、西欧、东亚等几个主要的核心 

区域，并在这几个区域不断向外扩散，由此可以看 

到网络链接分析的广阔前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链接分析在因特 

网普及率较高的欧美国家发展较快，无论是在算法 

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方面都具有相对优势。中国由于 

人口基数大，虽然因特网普及率不高，但因特网的 

使用人口较多，在网络链接分析领域也已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是与美国，英格兰还存在较大的差 

距，尤其在算法，方法的研究上，但随着互联网的 

普及和各国学术的交流，一定会缩小差距，取得很 

大的发展的。 

5 引文分析 

文献被引用次数是衡量该文献学术水平和科研 

价值的重要尺度之一，对文献进行被引分析可以让 

我们了解该学科领域的经典文献和成果。同时也可 

以通过对每年被引数的统计来预测该学科的发展趋 

势【51。表 6是对 1999—2007年关于网络链接分析 

的论文被引数的统计。表 7是对 1999—2007年关 

于网络链接分析论文被引次数最多的前 lO篇的统 

表6 1999—2OO7年关于网络链洼分析论文被引数统计表 

1 Authoritative 8ource8in a hyperlinked eHviIIxIlnellt Kleinb~ JM 

2 Miningtheweb’8link 8Ⅱuc雠  O*akrah~ S。Dora BE，KlⅡ眦 rSR，et ， 

3 Extracting m8c∞唧 ic information from Web links Thelwall M 

4 Bibliometrics and beyond：Somethou#t9∞ web—based citation analysis CiDnin B 

5 Trawtln8theWebfor~aerging c，妇 一canmunhies KamarR，~ vo／I P，Raj雒 an s，et a1． 

6 Scholarly use 0ftheWeb：What 8 the keyinducers 0flinkstojournalWeb V日u m L，Thel~dlM 

sites 

7 Conceptualizing documentation∞ the Web：An evaluation 0fdiffe r heuris— Thdwall M 

tic—basedmodelsfor countinglinks between universityWeb sites 

8 Web impactfactc~ for Australasi蛐 mfiversitie~ Smith A。Thelwall M 

9 Web—based analyses 0f e—joumal impact：Approaches，problems，and is- n~elt"SP，Ford CE 

gll∞  

10 Resders，autI舯 ，and page 8b'uctm~：A discu~im 0f four questions arisin8 Haas SW ，Crane ES 

n a content analysis 0fWeb pages 

3Q5 1999 

68 l鲫9 

66 20o1 

63 20ol 

48 J999 

43 200B 

42 

42 

36 

28 

2002 

200口 

2000 

2(】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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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统计被引次数最多的前 1O篇论：近中， 

1999年关于网络链接分析的论文篇被引次数最多 

的论文的作者是 Kleinberg JIM；2000年是 Hatter SP， 

Ford CE；2001年是 Thelwall M；2002年是 Thelwall 

M；2003年是 Vaughan L，qhdwall M。之所以要做 

这样的统计，是因为 1999年网络链接分析刚刚起 

步。研究的作者及发表的论文都非常少，随后几年 

的作者几乎会参考前几年的大部分论文，所以单单 

看被引次数多少决定学者的权威性会造成不准确和 

不可比性，而将被引次数与年代相结合则比较客 

观。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Ihelwall M在 5年中 

有 3年的被引次数最多，堪称网络链接分析研究领 

域的经典学者。 

通过表6可以看出。2000—2004年关于网络链 

接分析论文被引数几乎呈比例增长，2004到 2006 

年有较小幅度的增长。网络链接分析从 2O世纪 9o 

年代末到现在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期，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网络链接分析将一步步走向成熟【6】6。 

6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从几个不同角度进行分 

析，主要研究了网络链接分析的进展，提出了网络 

链接分析的研究热点，并预测了其未来发展的趋势。 

网络链接分析近年来发展迅速，随着互联网的新发 

展 ，会越来越彰显网络链接分析的必要性 ，同时 ，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能为网络链接分析提供新的 

思路和方法，网络链接分析的应用领域也会越来越 

广泛，其潜力非常大。由于种种原因，本文在研究 

角度上还不够细致，比如可以分国家和地区进行关 

键词统计，以此来分析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热点 

等，因此，本课题在今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希望 

本文对网络链接分析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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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广东佛tll禅城区政府语音网站的就是一个地区 

级的面向残疾人的特殊网站【81，该网站在改版的过 

程中，设立丁国内首个为视障人士服务的政府语音 

网站 ，它附设于禅城 区政府网，只需点击禅城区政 

府网最上端显示的 “语音”栏就可进入语音网站， 
一 切操作都可以根据语音提示进行操作，使用者只 

需要控制键盘上的数字键就可以选取收听内容。 

就目前的状况，政府可以采取分阶段实施政府 

网站的信息无障碍整改与建立专门针对特殊需要人 

群的特殊网站同步进行的方式，来逐步推进政府网 

站信息无障碍获取，以便最终实现政府网站的全面 

无障碍获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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