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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非常赞同哲学家康德的这样一句话:“一门科学,只有当

它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同理,以科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

科学学,如果只停留在定性探讨阶段,也难以获得长足的进步。科学计量学就是对

科学自身进行定量研究的学科。
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可以广义地定义为,用定量的方法处理学术性和实

用性信息的产生、流向、传播和利用的研究领域。20 世纪 60 年代初 D .普赖斯等人

倡导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科学自身的问题,E . 加菲尔德创建 SCI 大型数据

库,为科学计量学奠基。以科学计量学命名的专业期刊 Scientometr ics自 1978 年

创刊,至今已有 28 年历史。40 多年来,科学计量学的发展稳健而迅速,并逐步增

加研究对象,拓展研究领域,与信息科学交叉,形成了姊妹学科———信息计量学。
现在,这两个学科有自己共同的国际学术组织,名称是 Int ernational Society fo r
Scientomet rics and Inf o rmet rics,缩写为 IS SI。 ISSI 大会两年一次,2005 年第十届

IS SI 大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九届 ISSI 大会是 2003 年在北京召开的。
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是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学科,这使得它

具有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它又是涉猎广泛的学科,是开放的学科,因而可从

相关学科汲取营养,较强的应用性和广泛的社会需求使它获得了来自科学界和社

会的支持。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已被应用于各种

与信息相关的活动。例如,专业数据库和其他知识管理系统建设、科学技术指标和

信息源的选择、科技管理与科技评价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该研

究领域的学者还将科学计量学方法用于网络上科学信息的计量与分析,于是,网络

计量学应运而生。由于科学计量指标中包含论文、引文等文献指标,因此,科学计

量学、信息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有着与生俱来的密切联系。由科学计量学、信息计

量学、文献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学科组成的学科群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
本书是继十年前《科学计量学:指标· 模型· 应用》(梁立明 .1995 .北京:科学

出版社)一书之后一本新的科学计量学研究成果汇总。我们选择了近年来一些有

代表性的理论研究内容和应用案例分析,希望与大家共同品评科学计量学研究的

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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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情报学家对科学的关注与解读

1 1  谁在对科学自身进行研究

20 世纪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学在自身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催生

和助长了一系列关注和解读科学的学科:科学技术史考证史实,梳理科学发展的脉

络;科学社会学审视科学建制的结构与运行机制,描述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哲

学则界定科学,反思科学,诠释科学发展的逻辑……与这些学科并行发展的还有一

门学科———情报科学。情报科学一方面为科学研究提供切实有效的信息服务,另
一方面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观察、展现科学活动与科研成果。

社会信息化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技信息是社会信息的重要

组成部分。20 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导致科技文献的急剧增

加,科技文献的激增使得科技人员不可能浏览和消化全部相关文献,有时,甚至无

法感知这些文献的存在。而科学技术的综合化以及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又迫使科

技人员必须关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这就产生了整理、分析、评价、综合和科学化管

理原始文献的需求,情报科学也就应运而生了(包昌火  1991)。情报科学可译为

inf ormetics 或 in fo rmation science,后者与信息科学的英文名称完全一致,但是情

报科学与信息科学的中文含义是有区别的。信息科学范围更广,一些以信息处理

为主要任务的硬科学,例如计算机科学也包括在内,而情报科学则与图书馆学有较

多的交叉。本章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情报科学家,尽管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多年前

就更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尽管作为我们研究样本的国外著名科学家工作的

领域被认为是 in fo rmation science(Persson O  2001),我们还是根据他们从事的

实际研究工作,根据公众的一般理解,将他们称为情报学家,以便对他们的身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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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准确的界定。
我们这项研究所关心的是,情报科学家将他们关注科学的目光投向哪些方面?

情报科学家如何去审视、品评和理解科学?本章尝试寻找答案。探索工作分为两

部分,一是情报学家关注科学的视角,二是情报学家解读科学的方法。期望我们的

探索对情报科学的建设,对研究与发展管理,对相关软科学学科的选题和研究方法

有些许启示。

1 2  56 位情报学家与 2869 篇(部)情报科学论著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国外 56 位著名情报学家和他们发表的 2869 篇(部)情报科

学论著。
2000 年 11 月比利时著名信息计量学家 Rousseau R 通过 email 发来一条重要

信息:瑞典情报学家 Persson 采用 mapping,一种可视化的映射方法展示出 1986～
1996 年期间世界情报科学(原文用的是 in fo rmation science)研究领域最具影响的

57 位科学家的共引关系,这条信息引起我们的重视。Persson(2001)的论文已正式

发表在 2001 年的 Scientomet r ics 上。
Per sson 的数据取自美国费城科学情报研究所 (ISI)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光盘版 1986～ 1996”。他从 11 种图书馆与情报科学期刊中检索出 7001 篇

论文。这 11 种期刊是:
A nnual Review o f In f o 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 lect ronic L ib rar y
I n f o rmation P rocessin g & Management
I n f o rmation T echnolog y and L ibr ar ies
Journal o f D ocumentation
Journal o f I n f o 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 f the Amer ican Socie t y o f I n f ormation Science(现名为 Journal o f

the A mer ican Socie ty o f I n f ormation Science and T echnolog y)
Lib rar y & I n f 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L ib rar y Resources & Technica l S er v ices
P rogram-A utomated Library and In f o rmation S 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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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 tomet r ics
Per sson 对这 7001 篇论文文末的参考文献进行分析,计量所有文献作者的被

引情况,并以被引 30 篇次以上为标准,遴选出 57 位最有影响的情报学家。Pers-
son 用 mapping 图描绘出这些情报学家的影响力和共引关系,对他们所处的情报

科学子领域也作了定位。这些子领域包括文献计量学和数学模型方法、科学评价、
信息检索等。

Per sson 对全作者引文分析和第一作者引文分析结果进行了比较,目的是研究

最有影响的情报学家的被引特征。但对于我们来说,更看重的是他用全作者引文

分析方法遴选出来的 57 位情报学家,这一人群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研究样本。因

为,既然是最有影响的情报学家,发表的论著受到同行的广泛关注和引用,其研究

锁定的对象和运用的方法应是最具代表性的,对他们论著的分析应能较好地反映

出情报学家对科学的关注与解读。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通过核查我们发现,由于 Persson 的疏忽,57 人中的

Nilan MS 与 Nilan M 其实系同一人。这样,我们的研究样本缩小为 56 位情报学

家,他们分布在 8 个国家。美国集中了 36 位,英国 7 位,荷兰 4 位,匈牙利 3 位,加
拿大和比利时都是两位,德国和保加利亚各一位。

56 位情报学家并非都是自始至终从事情报科学研究。不少人获得的是硬科

学的学位:物理学博士、化学博士、数学博士等。 Van Raan A F J,Bookst ein A,
Kantor P 和 Swanson D R 都是物理学博士,Schubert A 是化学博士,Marchionini
G 则是数学博士。Rousseau R 很早就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并从事数学研究,后来

才转向情报学研究,获得图书情报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情报学家。还有人是两栖科

学家,几十年来同时在两个领域从事研究工作。最典型的就是匈牙利的 Braun T
教授,在他的 255 篇论文中,有 103 篇是纯粹的化学论文,发表在化学期刊上,152
篇是情报科学论文,主要是文献计量学论文。

确定选用这些情报学家为研究样本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因为 Persson 文章

中并没有我们需要的详细资料。要想获得 56 位情报学家的相关信息,首选的办法

是根据图 1 1 提供的姓名,运用互联网访问他们的个人网页。有些科学家的网页

资料丰富,各种信息一览无余,包括他们的论著目录。对找不到网页,或网页信息

不全的情报学家,我们尝试用各种方法直接和他们取得了联系。这其中,有 21 位

情报学家回信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理解并给予热情支持,他们有的提供个人主页网

址,有的通过 email 或邮局寄来文字材料。例如,Scientometr ics杂志的主编 Braun
教授就寄来了他发表的全部论文,共计 255 篇,使我们深受感动。比利时的 Rous-
seau 教授是 2001 年国际科学计量学最高奖项普赖斯奖的获得者,也是 56 位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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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之一,他对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给予很大的帮助。他从数据库 LISA(Library
and Inf ormation Science Abst racts)中检索到大量相关数据,无偿送给了我们。

图 1 1  情报科学全作者引文关系 mapping 图

上图来源:Persson O 2001 Scien t ome tr ics 50:343,图中圆圈的大小与被引频次成正比。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工作,我们搜集到 56 位情报学家较翔实的资料,从中整理

出他们发表的 3519 篇(部)论著。剔除因 56 人内部合作发表而重复统计的 381 篇

(部)外,余下的 3138 篇(部)论著的题目被建成数据库。这其中包括 3088 篇论文

和研究报告,50 部专著。论著发表的时间跨度为 45 年,从 1957 到 2001 年。
3138 篇(部)论著中含非英语文献 152 篇(部)。由于我们所用的词频分析软

件无法对英文文献和非英文文献同时进行分析,只能暂且将这 152 篇(部)文献割

爱,留待今后咨询懂各国语言的专家后再派用场。辨识余下的 2986 篇论著的题目

和发表的期刊,我们又可以将 56 位情报学家的论著划分为两大类。可以辨识的硬

科学研究论著共计 117 篇(部),其中包含 Braun 的 103 篇化学论文。可以划归为

情报学研究成果的文献共计 2869 篇(部),时间跨度为 36 年。这样,当我们考察情

报学家对科学的关注和解读时,我们分析的仅仅是这 56 位科学家 1966 年至 2001
年的情报科学成果,硬科学论著未包括在内。不过,对于我们这项工作来说,2869
条目的原始数据,36 年的时间跨度,已经是一个较理想的样本集了。这 286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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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论著的年度分布为:1966～ 1970 ─23;1971～ 1975 ─70;1976 ～ 1980 ─178;
1981～ 1985─358;1986～ 1990─672;1991～ 1995─744;1996～ 2000─668;2001─
53,另有未标注发表年份的文献 103 篇(部)。仅仅是在做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时,
这 103 篇(部)没有参与权。

1 3  WordSmith Tools 软件的词频分析功能

WordSmith T ools 软件在本项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该软件的

Wordlis t 和 Concord to ol 功能。
我们用 Wordlis t 对 2869 篇(部)论著的题目做了词频分析,得到两种词表。一

种词表是将 2869 条目包含的所有单词按首字母排序,并标注每个单词出现的频

次。这种词表将同词根的词排在一起,有利于词汇的归类,比如 citation 与 cita-
tion s,而且,可以方便地检索到某一已知单词的词频。另一种词表是将 2869 条目

包含的所有单词按出现的频次排序。在这种词表中,哪些词被高频使用,哪些词很

少出现,是一目了然的。在我们的词频表中,共出现 3634 个单词,总频次为

27 488。出现频次最高的 10 组实词依次是:inf o rmation 660 次,library(-ies)351
次,ret rieval(-s,-ing,-ed)345 次,science(-s)302 次,research 290 次,system (-s)
277 次,use(-d,-s,using)209 次,sea rch (-es,-ing)207 次,user (-s)179 次,cit ation
(citations,citing,cited)177 次。这 10 组高频实词的频次之和占总频次的十分之

一还要多,由此可粗略看出情报学家兴趣之所在。
Concord t ool 主要用于词组研究,特别是词与词的搭配研究。选定一个中心

词,例如,citation,我们很容易确定 citation 与其他词的匹配关系,得到包含 cita-
tion 的所有词组。以下是 10 个频次最高的词组:citation impact(19),co-cit ation
(18),citation index(16),citation analysis(15),citation process (7),citation rates
(5),theory of citation(5),cita tion pat terns(4),co-citation cluste r(4),cit ation re-
t rieval(3)。这样,通过对词和词组频次分布的研究,就可以凸显出情报学家具体

关注的对象,展示出他们研究这些对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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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情报学家关注科学的视角

情报科学是一个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的学科,因为情报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文献,而文献所反映的信息几乎是无界的。情报学家不仅关注这些信息的存在特

征,还关心其生产和传递过程,情报学家对科学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实

现的。
情报学家究竟关注科学的哪些方面呢?我们对 2869 篇(部)论著的题目作词

频分析,从中离析出每篇(部)论著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或关注点,可分为以

下几大类。

1 4 1  对学科的关注

我们将某门学科的学科名称和其对应的形容词视为同类词汇,例如,chemist ry
和 chemical。词频分析显示,涉及学科的词汇共有 51 类,490 频次。这 51 个学科

中,与情报科学相关的学科或情报科学子学科共计 7 个,149 频次:info rma tion sci-
ence(57),scient ometrics (29),library and in fo rmation science(20),bibliomet rics
(17),in fo rmet rics(13),in fo rmatics(9),library science(4)。表 1 1 是情报学家研

究所涉及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以及工程技术门类。
表 1 1  学科名称的词频分布

 学科名称 频次    学科名称 频次

 chemis try 87  heal th science 4
 in f orma ti on science 57  libra ry science 4
 medicine 40  semantics 3
 scien t o metr ics 29  arts 2
 physics 26  archit ecture 1
 social science 26  astronomy 1
 hu manit ies 21  biochemica l engineering 1
 lib ra ry and in f o rma ti on science 20  biochemistry 1
 bib liome trics 17  bo tany 1
 in f orme tr ics 13  chemical eng inee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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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名称 频次   学科名称 频次

 comput er science 12  cyberne tics 1
 economics 12  dem ography 1
 ps ychol og y 12  epidemiol og y 1
 heal th science 9  ethnom usicol og y 1
 in f orma tics 9  ge ochemical 1
 mathemat ics 8  ge ophysics 1
 bio techno lo gy 8  ge opoli tics 1
 behavi o ra l sciences 7  musicol og y 1
 biol og y 6  oceano graphy 1
 biomedicine 6  pa thol og y 1
 lin guis tics 6  phi losophy 1
 sociol og y 6  physical science 1
 agricu ltu re 5  radiol og y 1
 engineering 5  spect roscopy 1
 natu ral science 5  sta tis tics 1
 econome tr ics 4

从表 1 1 中看出,最受情报学家青睐的学科是化学,学科名称出现 87 频次;
其次是医学,40 频次。这与 56 位情报学家中某些人的原初专业背景显然是有关

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受关注最多的学科是经济学(含数量经济学),共计 16
频次。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受到的关注要远远少于自然科学。具体

的工程技术门类受到的关注最少,仅仅 15 频次。
可以解剖一个学科,例如化学,看看情报学家具体关注这个学科的哪些方面。

Concord to ol 展现出,以 chemist ry 为中心词,与之匹配频次最高的词是 analytical。
词组 analy tical chemist ry,即分析化学出现了 21 次。具体分析 21 篇分析化学论

文,又可以看出,分析化学领域受到关注的主要是论文产出、研究绩效、引文模式与

影响,以及国际合作情况等。采用上述方法,我们发现,情报学家对社会科学的兴

趣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科研产出、绩效评价与期刊影响等。运用我们

的数据库,借助 Concord t ool,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类似剖析。
题目中出现两个或更多学科名称的论文共计 50 篇。此外,multidisciplina ry,

inte rdiscip linary 和 cross-disciplinary 共计出现 12 次。看来,情报学家不仅重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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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的研究,还重视学科间的比较、交叉与融合。不同学科获取信息方式、引文

习惯及合作模式的异同等方面也受到情报学家的关注。
图 1 2 和图 1 3 分别给出 2869 篇(部)论著题目中化学、情报(信息)科学和

医学学科名称绝对词频和相对词频分布的时间序列。从图 1 2 中可以清楚地看

出,对化学的研究在 1986～ 1990 年间达到了高峰。在此之前对化学的兴趣是逐渐

递增的,而此后这种兴趣明显地在衰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情报科学的关注总体

呈递增趋势。而医学在 1986～ 1995 年的 10 年间备受关注。

图 1 2  学科名称绝对词频分布的时间序列

图 1 3  学科名称相对词频分布的时间序列

应该注意的是,年度总论文数量的多少对绝对词频时间序列分析是有影响的。
由于 56 位情报学家各年度发表论文的总数不同,图 1 2 中的时间序列只能反映

相关研究的绝对频次,还必须引入相对词频的概念,即各学科论文数占全部研究学

科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图 1 3 的折线与图 1 2 的变化趋势不同,例如,情报科学

的相对词频一路下跌。应当注意,由于这些情报学家 20 世纪 60～ 70 年代发表的

论文很少,因而,相对词频波动很大。只有将图 1 2 和图 1 3 结合起来,才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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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反映出情报学家对各学科研究兴趣的增减和转移。
我们还可以就化学、情报科学和医学做更深入的分析,从每篇论著题目中获取

更详细的信息。这种分析方法可推广用于所有学科。

1 4 2  对区域和国家的关注

词频分析涉及区域和国家的单词和词组共计 20 个,171 频次。表 1 2 为明细

的频次分布。
表 1 2  区域和国家名称的词频分布

   区域和国家 频次    区域和国家 频次

   T he Net herlands 38     China 3
   Eu rope 34     M exico 3
   Eng land 31     Fin land 2
   U SA 22     India 2
   Hung ary 7     Japan 2
   Canada 5     Ru ssia 2
   Germany 5     Belg ium 1
   Lat in A merica 4     K orea 1
   Nor th A merica 4     Spain 1
   A ust rali a 3     S weden 1

尽管 56 位情报学家中美国人占了 2 / 3,但受关注最多的区域却是欧洲。Eu-
rope(-an)出现的频次高达 34,North America 仅出现 4 次。欧洲的荷兰和英国分

别被提及 38 次和 31 次,而美国出现的频次为 22。我们发现,涉及欧洲和欧洲国家

的论文共计 133 篇,其中 116 篇的作者是欧洲情报学家。这表明,有关欧洲和欧洲

国家的研究主要是欧洲情报学家完成的。或者说,欧洲情报学家更关注本国和本

地区的科学发展。更有趣的是,研究荷兰和加拿大的论著的作者全部是本国的情

报学家,而研究匈牙利的 7 篇论著中,也有 6 篇是本国情报学家完成的。
荷兰在被关注的国家中所占频次最高,共计 38 次。荷兰的情报学家对研究本

国的学科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Concord to ol 展现出与 T he Netherlands 共现

的学科名称是 social and behavio ral sciences(3),biotechnology(3),academic biol-
ogy(2),academic chemist ry(2),agricu lture(2)等,共计 22 次。此外,情报学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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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荷兰的科学合作,从国际合作到国内部门间的合作均在他们的视野中。
情报学家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达国家总计

被提及 122 次,发展中国家仅涉及中国、印度和墨西哥,共 8 次。欧洲和北美出现

38 次,亚洲和非洲一次未出现。但 developing count ries 和 less developed coun-
t ries 被提及 14 次,记录了情报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关注。count ries,multina-
tional 和 multilateral 共计出现 20 次,看来,情报学家对跨国问题和跨国比较研究

还是重视的。
有关中国的研究论文有 3 篇,1997 年 1 篇,2001 年 2 篇。其中 1 篇是由阿姆

斯特丹大学的 Leydesdor ff(2001)与我国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合作完成的,研究中

国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1 4 3  对机构的关注

情报学家关注各个层次的机构,大到政府,小到课题组。government 出现 24
次,与其搭配最多的词汇是 unive rsity 和 indust ry。其中,词组 universit y-industry-
government relations 出现 19 次。由此可见,大学、企业、政府的关系是一个研究

热点。group(s)出现 12 次,频次最高的词组是 research group(s)。被研究最多的

机构是大学。unive rsity(-ies),college(s),school(s),institu te(s)以及 depar tment
(s)和 facult y(-ies)共计出现 114 次,其中,仅 unive rsity(-ies)一词就出现 89 次。
单独表示研究机构的 in stitute(s)反而出现不多,仅 6 次。包含 university,且频次

最高的词组有 universit y-industry-gover nment rela tions (19),universit y library
(7),universit y resea rch(5),unive rsity research policy(4),universit y courses(4),
universities and the global know ledge economy(4),univer sit y research perf orm-
ance(3),unive rsity students (3)。情报学家主要关注在社会大系统中,大学与企

业、政府的关系,大学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大学的科技政策和

科研绩效。对一些大学作案例分析,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共计发生 23 频次:
Universit y of Sheffield(7),Syracuse Universit y(5),U niversity of Califo rnia(3),
Universit y of Lancaster(2),the Ohio S tate Universit y(2),University of Amster-
dam(1),Univer sit y o f Liverpool(1),Universit y of Ghent (1),Indiana Univer sity
(1)。univer sit y 绝对词频的年度分布为:1966～ 1970 (2);1971～ 1975(2);1976～
1980(2);1981～ 1985(10);1986～ 1990(16);1991～ 1995(14);1996～ 2000(39),毫
无疑问,对大学的关注是与时俱进的,在 20 世纪的最后 5 年,这种关注达到了

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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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4  对人群的关注

情报学家不仅关注各种机构,而且关注与信息生产、管理和传递相关的各种人

群:论文作者、学者、科学家、研究者、图书馆的用户、图书管理员、导师、研究生等。
情报学家最关心的人群是图书文献的用户,user (s)出现多达 172 次。但总的看

来,作者、学者、研究者、科学家等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群也备受关注,总频次已超过

140,这一事实纠正了对情报学家的一种偏见。早期,人们往往将情报学家与图书

馆联系在一起,认为图书馆的用户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情报学家还将笔墨

用于对同行的勾勒,Price,Griffith,Zipf 等著名情报学家都出现在他们的笔下。
从时间方面看,1986 至 1995 年间,情报学家曾热衷于对图书馆用户的研究,

10 年中研究 user 的论文共计 121 篇。1996 年以后这种热情锐减,5 年中 user(s)
只出现 25 次。对于情报科学选题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相对而言,尽
管对 au thor 的研究的总频次不算很高,仅有 31 次,但近 20 年来一直稳步上升。

1 4 5  对信息载体的关注

信息载体的形式很多,期刊、图书、光盘、互联网等等。有关信息载体词频分析

的结果反映出,信息载体的使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反映出在情报学家那里坚

持传统与追逐时尚的统一。
表示期刊的词 journal(s)出现 105 次,periodical(s)出现 4 次,共计 109 次。其

中,1976～ 1980 年 6 次,1981～ 1985 年 11 次,1986～ 1990 年 28 次,1991～ 1995 年

27 次,1996～ 2000 年 31 次。含有 journal,出现频次最多的词组是 journal impact
(fact or s),core journal,journal cita tion,journal literature。频次最高的词组是

journal impact fact or s,出现了 12 次。尽管光盘、网络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但是,
情报学家对期刊的研究热情不减,对期刊研究矢志不渝,因为期刊的生命力迄今是

旺盛的。
直到 1987 年情报学家的笔下才第一次出现 CD-ROM 这一新的术语,但仅仅

持续了 9 年。1987～ 1995 各年度 CD-ROM 出现频度依次为 4、7、6、8、3、1、1、4、1。
1995 年之后 CD-ROM 竟然在他们的笔下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 in ternet 和
ww w。1994 年始,至 2001 年,in ternet 和 ww w 的词频分别为 14 和 6。1994 ～
2001 各年度二者的总词频分别为 5、4、3、1、3、0、2、2。看来,尽管光盘和互联网等

新的信息载体轮番登场亮相,但谁也取代不了期刊在情报学家心目中的位置,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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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这样。

1 4 6  对科学活动的关注

狭义的科学活动主要包括科学研究、合作、交流等方面,表征科学活动的词汇

出现频次最多的当然是“研究”。 research 和 study 各出现 290 次和 169 次,inves-
tigate,explore 各出现 20 次和 14 次。含有 resea rch,频次最高的词组是 research
per fo rmance,basic resea rch,universit y resea rch,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等,仅
research per fo rmance 就出现了 33 次。

科学研究离不开合作与交流,表征合作的词汇主要有 collabora tion 和 cooper-
ation。含这两个词,频次最高的词组是 scien tific collaboration(6),scien tific coop-
eration(6)和 in 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5)等。可用于表征交流的词汇主要有

communication 和 exchange,communication 的词意很多,除交流外还表示通讯等。
但毫无异议的是,词组 schola rly communication 和 scien tific communication 表示

的是学术和科学交流,它们分别出现了 11 次和 6 次,exchange 出现 5 次。
对 collaboration,cooperation 和 co-authorship 的总频次做时间序列分析,图

1 4显示出 35 年来情报学家关于科学合作研究由冷到热再变冷的过程。对该选

题的兴趣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增长,90 年代前期达到顶峰,其后迅速衰减。

图 1 4  表征合作词汇的绝对词频的时间序列

1 4 7  对政策与管理的关注

政策与管理是科学活动的保障,表 1 3 给出了 2869 篇(部)论著中政策与管

理类词汇的词频及其分布。这些词汇包括政策、管理、评价、监控、控制、计量等,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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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541 频次。显然,政策与管理问题是情报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
表 1 3  政策与管理类词汇的词频分布

政策与管理类词汇 频次

evaluat ion(110),e valua ti on s(3),e valua ting (27),e valua ti ve(4) 144
perf o r mance(s) 86
measure(12),measu rement(22),measuring (23),measu res(23) 80
assessment(28),assessment s(6),assessing(13),assess(4) 51
manag ement,mana ging 38
ef fect iveness 25
policy (po licies) 25
strat eg y(st ra te gies) 25
cont rol(-led) 21
judgement(s),judgment(s) 12
estima te,est imat ing,est imat ion 11
monit o r(-in g,-ed) 11
ef ficiency 6
t actics 5
administ ra ti on 1

表 1 3 中频次最高的词是评价,表示评价的词主要有 evaluation 类和 assess-
ment 类,两类共计 195 频次。作为评价的对象,perfo rmance 一词出现频度很高,
图 1 5 展现出评价与绩效两类词词频随时间同步增长的趋势。显然,近二十年来

情报学家一直热衷于选择科技评价类的研究课题。
与政策相关的词主要是 policy,共出现 25 次。频次最高的词组是 science poli-

图 1 5  绩效与评价绝对词频的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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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8),universit y resea rch policy(4)等。
management 和 administ ra tion 的含义都是管理,共计出现 39 次。频次最高的

词组是 in fo rmation management,library management,reco rds management,dat a
management,database management 等,仅词组 in fo rmation management 就出现了

15 频次。
monito r 一词的主要含义是监控与跟踪,出现了 11 次。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包

含 monito r 的词组 paten t-based monit or system 和 monito ring scientific develop-
ment,相关论文均出自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CWT S)掌门人 van Raan 之手

(Noyons E C M et al 1998,Engelsman E C et al . 1993),该中心是国际上极具影

响与代表性的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机构。联想到 2000 年在莱顿大学召开的第六

届国际科学技术指标大会的中心议题“科学技术发展的评价与监控”,不难察觉到,
研究科学技术监控已成为科技政策与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动向。

1 5  情报学家解读科学的方法

研究对象选定之后,分析得是否透彻,能否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就取决于

研究方法了。本节将对研究样本的论著题目进行词频分析,尝试从不同层面展示

情报学家解读科学的方法。
在 56 位情报学家的 2869 篇(部)情报科学论著的题目中,method(s)一词出现

了 88 次,approach(es)出现了 83 次,methodology(methodological)出现了 25 次。
显然,情报学家对研究方法给予了必要的关注。

情报学家解读科学的方法很多,宏观层次的方法、微观层次的方法、指标分析

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大抵可归为以

下几类。

1 5 1  综述与评论方法

综述与评论是从整体上考察和把握科学发展状况的方法。和综述与评论相关

且出现频次较高的英文词汇有 review,flash,overview,survey,per spective,com-
ment 等,表 1 4 列出相关词频,相同词根的词视为同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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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综述与评论方法词频分布

 综述与评论类词汇 频次  综述与评论类词汇 频次

   revie w (s) 58    s urvey (s) 26
   flas h 32    per spect ive(s) 24
   ov ervi ew (s) 28    co mment(s) 11

1 5 2  案例分析与比较方法

案例分析属于微观层次的方法,是情报学家解读科学的有效方法。尽管大多

数情报科学论著都涉及案例分析,甚至理论性很强的论著也会择例一二,用以支持

或证伪某种理论,但是,真正在标题中标明是案例分析的论著并不是很多。单词

case 在题目中总共出现 36 次,example(s)出现了 11 次。相对而言,常以案例分析

为基础的比较方法应用得却比较广泛。2869 个题目中,comparison(comparisons,
compared,comparative)总共出现了 72 次,包含 comparison (comparative)的词组

有 in ternational comparison,cross-national comparison,cross-situational compari-
son,comparative study,comparative assessment,comparative evaluation,compara-
tive analysis 等。

1 5 3  指标与内容分析法

情报学家选择各种不同指标表征科技成果和科学活动的特征。在 2869 个题

目中,indicato r(s)一词共计出现了 83 次。常用的指标可分为三大类:科学投入指

标、科学产出指标和科学影响指标。
投入—产出关系是经济学领域永恒的研究主题,在研究科学活动时,投入—产

出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投入指标相关的词有 fu nding (funded),assis-
tance,sponsored,investments,financing,它们的总频次为 25。

论著和专利是科学研究产出的主要形式。表示科学论著的主要词汇有 publi-
cation(s),paper(s),disser tations,theses,essay,ar ticle(s),manuscripts 和 mono-
graphic,共计出现 136 次,其中,仅 publication(s)就出现了 83 次。我们用 Concord
t ool 分析与之搭配的词汇,挑选出频次较高的词组,分别是 publication ou tput
(18),publication activit y (6),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4),publication patte rns
(4),scien tific publication(4),co-publica tion activit y(3)和 publication types(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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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论著指标高频出现形成极大反差的是表征专利的词汇 paten t(s)仅仅出现

了 5 次。paten t(s)出现次数少的主观原因,是情报学家青睐论著。客观原因可能

有两点:第一,国际上没有与 SCI 类似的人们普遍接受且便于检索的专利数据库;
第二,定量专利分析的文章习惯上主要在技术政策领域的期刊上发表,例如,Re-
search Policy 等。如果情报学家写专利分析的文章,往往不投情报学期刊。

在产出指标中还包含另一类非常重要的指标,即表征科学产出能力的指标。
productivity 一词共计出现了 15 次,与其共现的词组主要有 publication productiv-
it y,scien tific productivity,research productivity 和 jour nal productivit y 等。

与对产出的研究相比,情报学家对投入的研究相对来说少了许多。这一现象

不难理解,因为情报学家的研究素材更多地来源于出版物,而不是基金会。
引文是表征科学成果影响的最重要的指标。情报学家通过引文分析考察科技

信息的来源与流向,进而分析已有科技成果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cit ation
(citations,citing,cited)一词共计出现了 172 次。包含 citation 且频次较高的词组

有 cit ation impact(19),co-citation(18),citation analysis(15),citation index(15),
citation process(7),citation ra tes(5),theory of citation(5),citation pat terns(4),
co-citation cluster(4)和 citation retrieval(3)等。

56 位情报学家中的两位曾合作研究了共引现象(White H D et al 1998)。他

们选取情报科学领域的 12 种重要期刊,以 1972～ 1995 年间被引频次居前 120 位

的作者为样本,进行作者共引分析。样本之大,令人叹服。
除研究论著和专利的影响之外,情报学家还采用期刊影响因子这一指标表征

期刊影响的大小。词组 impact facto r(s)共计出现了 10 次,其中 5 次指的是期刊影

响因子。
图 1 6 是表征投入、产出及影响的主要指标词频分布的时间序列。需要说明

的是:publication,etc 包含了 publication(s),paper (s),disser tations,theses,es-
say,ar ticle(s),manuscrip ts,monographic;而 fund,etc 包含了 funding,funded,
assis tance,sponsored,investments,financing。有趣的是,表征产出和影响的两个

指标 publication,etc 和 citation 的分布曲线极其相似。
和指标分析法相比,内容分析法更具体,它是获取文献中情报内容的一种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包昌火 1991)。对文章题目的分析、摘要的分析和正文的分

析都是进行内容分析的有效途径。2869 篇(部)论著题目中,con ten t analysis 出现

了 4 次。内容分析主要通过对词汇和短语的辨识、分类、比较、计量进行,本章亦属

于内容分析。关键词分析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在 2869 个论文题目中,w ord
(s)一词出现了 34 次,keyw ord(s)出现了 7 次。共现与共词分析也是常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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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  表征投入、产出及影响指标的词频的时间序列

分析法,co-occurrence 一词出现了 5 次,co-word(s)出现了 7 次。

1 5 4  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

采用纯定性方法进行研究的论著很少公开申明自己仅仅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因此,在 2869 篇(部)论著的题目中,qualit ative 一词只出现了 12 次。包含 qualita-
tive 的词组主要有 qualitative analysis,qualitative approach,qualitative compari-
son,qualita tive tests,qualitative theory,quantitative / qualitative methodolo gy,
qualitative methods 等。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表征某项研究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的词汇却总是十分“张
扬”地出现在论著题目中。2869 个题目中表征定量研究方法且出现频次较高的单

词及相关词组列入表 1 5。
表 1 5  定量方法词频分布及词组搭配

定量方法类词汇 频次 频次较高的词组

bibli ometr ic(s) 134
bib liome tr ic study (16);bib liome tric ind ica t o rs (15); bib lio metr ic
anal ysis(14);bib liome tric met hods(11);bibli omet ric prof ile(8);
bib liome tr ic assessment(5);bib liome tric car t og raphy (5)

scien t ome tric(s) 81
scien t ometr ic indica to r s (11); scien t ome tric indica t o rs dat af iles
(8);scien t omet ric wei gh t(5);scien t ometr ic dat af iles(4);scien t o-
metr ic me thod s(4);scien t ometr ic dist ribu tion s(3)

st a tist ical ( st a tist ica lly,
st a tist ics) 35 st at istical ana lysis(3);st a tist ica l ranking (2);s ta tist ical t est(2)
in fo r met ric(s) 34 in f o r me tr ic distr ibut ions(6);in f o rme tr ic aspects(3)
quant it a tiv e (quanti ta ti ve-
l y,quant it a tio n,quant it y) 20 quanti t at ive anal ysis(3); quant it at iv e approach (2); quantit a tiv e

aspec 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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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方法(bibliomet rics)、科学计量学方法(scien tomet rics)和信息计量

学方法(in fo rmet rics)有个性更有共性。共性是三种方法遵循同样的研究路线,即
确定计量指标—采集相关数据—建构计量模型—解释计量结果。但文献计量学更

侧重于论文、引文的文献特征;科学计量学则从科学投入、产出和影响及其相互关

系,以及科学活动的角度审视科学;信息概念含义的广泛性则使信息计量学成为包

容性更强的方法。实际上,三种方法之间不存在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科学

计量学杂志的主编 Braun(1989)教授认为: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在方法论上

是非常相似的,有时甚至是完全同一的。但是,人们可以按照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

究目的来区分它们,近年来对三个术语的使用有三分天下的趋势。图 1 7 展示出

三种方法或三个术语使用频次变化的时间序列。Bibliomet rics 的使用频次在历经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十年迅速上升之后,近年来急剧下降,而 scien to-
met rics 和 inf ormet rics 的使用频次却稳步上升。

图 1 7  bibliomet ric(s),scient ometric(s)和 info rmet ric(s)的绝对词频的时间序列

当然,谈到定量方法不能不提到数据和数据库,数据和数据库是定量方法的基

础。在我们的统计中,data 出现了 54 次,database 的词频高达 84。与 database 搭

配形成的词组有 SCI database,SSCI database,CD-ROM database 等,还有 online
database,test database,document dat abase 等。与 dat a 相关的词组有 cit ation
data,SCI cit ation data,cit ation age dat a,libra ry circu lation data 等。

1 5 5  模型方法与经典定律

模型方法的含义非常广泛。分布和模式是模型,公式法则也可以视为模型,经
典定律是模型,数学结构更是模型。有些模型还可以用图形直观描绘。从表 1 6
中可以看到各种出现频次较高且与模型相关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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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与模型方法相关的词汇的词频分布

 模型 频次  模型 频次

 model(s),modeling,modeled 148  crit er io n,cri te r ia 10
 mapping(s),map(s) 53  graph 8
 clu ste r(s),clu st er ing ,clu ste red 46  r ule(s) 8
 dist ribu ti on(s) 40  curve(s) 7
 la w(s) 40  f o rm ula t io n,f o rm ula 6
 alg or ith m(s) 35  theorem 6
 pat t er n(s) 34  char ts,chart ing 4
 principl e(s) 16  f ract al 4

显然,模型方法在情报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model (models,model-
ing,modeled)一词出现频次高达 148 次。Concord tool 展示出了包含 model 且出

现频次较高的词组依次为 probabilis tic model (10),st ochastic model (7),ret riev-
al model (7),language model (5),mental model (4),circulation model (4),
mathematical model (2)等。可以看出,情报学家不仅运用概率模型、随机模型和

数学模型去研究和分析科技情报,还用模型方法研究信息检索和图书流通问题。
mapping 和 clu ste r 是两类常用的模型方法,常用来展示学科领域的分布、科

学合作的网络以及科学家之间的引文关系。cluster 一词本义是聚类,既指传统多

元分析方法中的聚类方法,也指 mapping 图中元素的团聚现象。表 1 6 显示,这
两个词出现频次都很高,因而,这两种方法是情报学家喜爱的方法。56 位情报学

家之一的 van Raan 是著名的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CW TS)的掌门人,
他与同事 Noyons 曾运用文献计量学的 mapping 技术,发展了研究科学领域自组

织结构的方法论,并把这一方法论应用于神经网络的研究(Noyons E C M et al
1998)。

mapping 和 cluste r 模型的可视化程度很高,因此,这两种方法也是重要的表

现方法。在情报学领域,可视化方法已成了大潮流,它可能改变人们的学习习惯和

模式,从靠听觉记诵为主,转为视觉接受为主,意义极其深远。
f ractal 也作为情报学研究方法出现在我们的词频表中,出现频次不高,共计 4

次。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上曾出现分形理论的研究热潮,90 年代初期分形理论已

被用于情报科学研究。在 1991 年和 2000 年,van Raan 发表了两篇运用分形方法

的情报科学论文。1997 年,Egghe 的一篇应用分形方法的论文分别发表在论文集

和期刊上。这些关于信息系统和科学系统的分形研究为情报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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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Raan A F J 2000,Egghe L 1997,Raan A F J 1991)。2000 年的一篇文献中,
van Raan(2000)甚至用分形理论的研究结论置疑了库恩的科学发展的范式模型

(库恩 1980)。
经典文献计量学定律或经典概率分布是描述论文、引文、参考文献等科技信息

量化特征的成熟模型。表 1 7 列出情报学家采用的各种经典定律,尽管频次不

高,但涉及面较广。我们注意到,用 Lotka 定律来拟合科技指标的分布依然是情报

学家最关注的问题。2001 年 56 位情报学家之一的比利时情报学家 Rousseau 和

德国科学计量学家 Kretschmer 以大量统计数据说明,当单篇论文的作者数高于某

一临界值,Lotka 定律会遭到破坏(Kretschmer H et al 2001)。
表 1 7  经典模型的词频分布

经典模型 频次    经典模型 频次

L o tka la w 17 M ar kov model 2
Brad f o rd l aw (Bradfo rd curv e,Bradf ord dis-
t ribu ti on) 11 Pear son-T ype dis tr ibu t ion 2
P rice la w (P rice dist ribu ti on,P rice t heory) 5 Zip f-Mandelbro t la w 2
Gini index 3 A mdahl la w 1
L eim kuhler curv e (Leim kuhle r la w) 3 Ba yesian m odel 1
Po isson model 3 Pielou l aw 1
Zip f la w 3 Sa lt on’s Cosine Form ul a 1
L orenz curv e 2

实际上,图 1 1 展示的 56 位情报学家的 mapping 图中(Persson O  2001),
左下角和正下方的两组科学家都是擅长并热衷于将数学模型方法应用于情报科学

研究的人,可称为情报科学领域的数理学派。
在对 56 位情报学家的 2869 篇(部)论著题目进行词频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展

示了情报学家关注科学的独特视角和解读科学的惯用方法。审视全部研究过程和

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第一,情报学家不仅研究文献,研究完成形态的知识,而且从文献的生产、交流

和影响的角度研究科学活动,研究科学的社会建制,这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独特

视角。
第二,情报学家选用科技论文、引文、专利文献、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以大量

数据为基础,借助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对科学进行量化研究,往往能够揭示定性方

法无法发现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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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两点结论之后,我们思考更多的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我们的研究中,对于词汇的分类存在一定的主观随意性,没有明确的

取舍标准。例如,在选取作为指标的词汇时,共现 (co-occurrence)和共词 (co-
w ord)能否作为两类指标?

第二,情报学家关注科学的方法与情报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很难划界。有时不

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
第三,我们的工作是不完善的。例如,在本研究第一部分,我们忽略了情报学

家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关注。以下是与信息技术相关,且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汇:hy-
per tex t (68),int erface (60),access (47),electronic (44),web (40)和 media
(32)等。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远未完善,尚需努力。

第四,词频分析方法自身有一定局限性。作为 56 位著名情报学家之一的

Leydesdorff 曾以生物化学领域的单词共现为例说明,单词会因与其他词汇的关系

不同,在句子中的位置不同,而变化其含义(Leydesdorff L 1997)。这种局限性也

使我们在研究中时时有如履薄冰的感觉:这个词表征的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

法?那个词参与构成的几个词组能否划归为同一类型?
因此,在本章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自己对本项研究的定性是:看似工笔,实为

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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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世界著名科技创新与科技政策研究机构

科研选题的科学计量学分析

科学技术与创新在今天已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导与基础,对人

类的未来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开展了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

及对于创新的研究,以认识科技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寻找到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加

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我们从因特网上下载了国外三个著名科学技术与创新

及相关政策研究机构近年来出版的论文及著作目录,运用词频分析方法考察了这

些目录。这项工作及其结果构成了本章的内容。
分析结果显示了这些机构研究工作的几个特点:①研究对象有一个宽广的时

间跨度,既有对未来的预测,又有对过去的回顾以及对科技史的研究;②研究对象

的学科和产业领域也相当广泛,其中生命科学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是重点关注的

领域;③研究既覆盖了广阔的地域,又把重点放在本国;④研究采用了经验和理论

的多种方法,经验方法包括个案研究和文献分析;⑤研究者还思考了关系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禁止、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等。
本章所做的工作,是对国际著名科技创新与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活动进

行扫描,了解其思路和方法,定位世界范围内该领域的前沿,这对于拓展我国科技

创新与科技政策研究者的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水平有一

定启发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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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三个国际著名科技创新与科技政策研究机构

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而科学技术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活动,也
早已成为人类认识的对象。很早以前,就有思想家研究过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伟
大的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全面考察了科技与社

会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条件下,“生产过程成了科

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既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

的文明或生产方法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

接的生产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恩格

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了科学哲学、科技史和科学分类,并对科技对社会的影

响,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思想对科学的影响,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了讨

论。这些思想为后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提供了指导。
1939 年,英国固体物理学家贝尔纳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是什么?

科学能干什么?》。在这本书中,贝尔纳(1939)评价和分析了科学的社会功能,探讨

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论述了科学结构的理论模式、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

问题。这部著作表明,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学者也开始了这门学科的研究。到 1983 年,夏禹龙等

人编著的《科学学基础》出版了。在该书中,作者们把这门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研

究的学科译为“科学学”(science o f science),向读者们介绍了这门学科产生的历史

条件、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夏禹龙等  1983)。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对科

技的性质、作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包括对科研管理方面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

结。
经济学家们也早就开始注意到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著名经济学

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 1911 年出版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

与“创新”放在一起讨论。他所说的“创新”并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科学上的新发现

或技术上的新发明,而是指新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去所引起的生产要素与生产

条件的重新组合,它包括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的原材料和新的企业组织形

式。按照他的创新理论,经济发展来自于经济生活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变动,这种变

动是由于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创新”这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所引起

的,经济增长通过经济的周期来实现,经济周期又是以“创新”为动力而循环的。创

新是将新的科技注入经济过程所引发的经济变动,因而整个经济的增长归根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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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约瑟夫·熊彼特 1911)。他的理论深入分析了科技进入经

济并引发经济增长的机理,开创了对创新的研究。
时至今日,对于创新的研究已经发展为对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英国

Sussex 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cience and Technolo gy Policy Research,Univer sity
o f S ussex,SPR U)的研究者 Chris t opher Freeman(1987)在研究战后日本之所以会

取得巨大成功时,分析了日本的制度、政府政策、文化教育等因素对于创新的影响,
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研究本身早已从“小科学”过渡到“大科学”,科学技术既

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知识积累的速度突飞猛进,新的学科领域层出不穷。科学

技术在当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引发或加剧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今时

代,如何对科学研究进行管理,以促进各种科研资源都能得到充分利用,提高科研

工作的绩效,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通过改革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为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创造制度上的有利

条件,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步伐;而如何协调科技发展与自然、社会的

矛盾,则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另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科技政策已经成为

公共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科技政策研究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举足

轻重的领域,它能对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学术上的支持以及

实践上的指导。当然,国家创新系统研究和科技政策研究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政府

的科技、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个要素。
梁立明教授曾对荷兰 Leiden 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Centre fo 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 tudies,University of Leiden,后面简称 CWT S)和印度的国家科

学、技术与发展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 te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Develop-
ment S tudies,后面简称 NIS TADS)做过学术访问,对这两个研究机构有较深入的

了解。她还利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向英国 Sussex 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 olicy Research,Universit y of Sussex,后面简称 SPRU)
的负责人 Ben Mar tin 教授了解了该机构的详细情况,并得到了有关该机构的详实

的文字材料。上述学术背景是我们决定选择这三个国际著名机构为研究样本的主

要原因。这三个机构中既有发达国家的,又有发展中国家的,既有大学的研究机

构,又有政府的研究机构,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下面就是对这三家机构的简单

介绍。
SPR U 是英国 Sussex 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机构(Science and Technolo gy Policy

Research,Universit y o f S ussex)的简称。该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创新与科技

政策研究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主要研究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以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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