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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计量学是一 n实证性积应用性裉强的新兴学科。自奉世 纪 6O年代产生以来 ．发展非常迅速 它对于 

我们 定量地、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科学的增长(或进步J规律和科学与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意识形态的相互影 

响程 度；对于我们发现科学交流。系统 的机制．制定 R＆』)政策吼l厦宏观上把握科学研究的方向等产生 了异乎 

寻常的影响 它的产生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极大地改变了^们在某些钡域习惯于定性插述的研 

究方式 。嚣们知道 第二故世界太战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科学文献呈指数增长．几年就翻一番 ，形 

成了所谓。知识爆炸”瑰象。此时，对于科学文献、科学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计量研究就成了急 

待解决酊问题 美国学者 D·普耧斯 (D．Pr e。1992--19ga)独具慧眼，率先对谴 一问题进行 了研究。60年代以 

来的十 几年中．他先后 出版 了《小科学、犬科学》(1963)、《科 拳论 文的 网络》(1965)、《无形学 院中的台作 》 

(1966)、《螂量科学的尺度》(I969)、《硬科学、l戟科学和伪科学的 『证度量》c1970)和《文献计量与积累优势理 

论 ~(1976)等著作 更为重要 的是，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科学计量学研究在前苏联、匈牙和、英国、法国乃至 

世界范围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 。为{Scientometrics 杂志的刨立做了直接的准备。为了进一步促 

进科学计量学研 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性 专门学科．1978年 由匈牙利的 M ·T·贝克 (M ·T·Beck) 前荪联 

的 G·M ·多布罗夫(G·M ·Dobrov)、美国村 E·伽菲尔德 (E·Garfield)和 D ·普赖斯荨^在匈牙利剖立 

T{Scientometries$杂志 。该杂志的剖立，标志着科学计量学的成熟与独立，使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屹立于学 

科 之林 它韵副标题“关于科 学擎和科学政策 lt量的国际杂志”明确规定了它的性质和范围。1983年又增加了 

科学交流方 面的内喾，使该杂志的范围进一步拓宽 。四位主要剖立^(也是主编)在 1979年{Sclentometrics》 

第一卷第一期的创刊词中宣槔，诙杂卷的 目的是促进国际科学计量学(理论与应用)的发展，促进科学学、科学 

政策和科学交流l的数学化与定理化，为工业部门、经济部门、政策制定与管理部．1等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和制 

定政策的计量模型及评怙指标与 方法。_】] 

《Sc entometri s 为双月刊，规定每年至少出版 480页，从剖 刊郅 1991年共出版 22卷，容纳量几乎逐年增 

加 。栏目设有研究论文、短评、文献汇编 书评、专业新 闻等，内容相当丰富，该 杂志是目前唯～ 份世界性科 

学计量学刊物 ，水平之高是可想而知的 刨刊时编委有 47名，遍＆ l7十国家．到 l99i年增加到 60名．堀布 30 

多个 国家。作者 由 1979年的 41名增加到 1991年的 137名，遍厦 41个国家(地区)，足见蕴杂志发展之快．波 

及 面 之广 、影 响之 大 奉文 对它 进行 支献计 量研 究 ，无 疑具有 一定 的意 卫 

二 、,,Scientometries》研 究论文内容计量分析 

笔者将研究论文内容分为科学计量理论 、科兰增长计量(吉科学与社告相互影响计量、学科及专题研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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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科学管理丑政策计量 、科研成果评价(含科学奖励计量与评价 、科研成果的引证分析)、科研台作计量(古 

国际间、组织坷及十人 坷合作)、科研资金配置、科研 交流计量(古科学专业转移、职业流动、科研机构皮组织计 

量 )、科学能力评估 (含团体且个人产出率计量)、科学文献计量(含科学杂志)和其他(科学计 量学情况报 告 

等)。按 上述 分类 统计结 果 见如 下袁 l： 

寰 l 《sclent0n】etⅢ  j研究论 文 内窖分 类蕴计 表 

科 学 科 学 科学 科研 N-研 ． 科 研 科 研 科学 科学 其 小 

计量 增长 要襄 成果 台作 资金 交流 能力 文献 
理论 计量 计量 评估 计量 配置 计量 评估 计量 他 计 

1979 1 2 —  6 5 l 6 1 1 —  23 

1980 4 lO l 5 1 — 4 4 3 1 33 

l98l 4 5 l 7 4 —  5 3 2 —  31 

L982 3 2 1 5 4 1 4 3 l 一  24 

1 983 —— 2 —— 12 —— —— 3 3 2 —— 22 

1984 3 l3 1 4 l 2 2 3 2 2 33 

1985 10 l 5 一  l5 2 3 3 4 3 55 

l986 4 9 2 8 2 l 4 4 2 1 37 

1987 6 l6 4 15 l l 5 4 4 2 58 

l988 2 8 7 l0 i l 7 3 4 5 48 

l989 2 5 2 8 l ～  3 2 3 —  26 

1 990 11 13 4 I2 1 1 8 3 5 3 61 

1991 8 13 4 25 5 3 8 3 6 3 78 

台 计 58 113 27 132 28 11 62 39 39 20 529 

百分 数 l1 21 5 2； 5
， 3 0．1 12 7．3 7 3 4 1OO 

从表 1数据可请楚看 出，研究 论文 内容各分类 占优势的jj瓯序为科研成果评估 (132篇)、科学增长计量 

(1l3篇)、科学交流计量(62篇) 科学计量理论 (58篇 、科学能 力评估和科学文l献计量 (39篇)、科研台作计量 

(28篇)、科学管理 与政策计 量( 篇)、其他 (2O篇)、科研资金配置(儿 篇)。相应 的百分 数为 2 、21 、 

12 、̈  、7 3 、5 3 、5“、4 和 2．1“ 很显然，科学成果评估和科学增长计量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重 

点。引证分析方j砉在科研成果评估中起重要作用，是科学计量学的最重要分 析方法之一，引证数是衡量一项 

成果 的重要指标 。科学增长计量中科学与社会相互影响的计量 占很大比重，表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尤为突 出。 

关于科学 的社会建制、科学活动的机嘲、经济系统 的计量指标‘雯工业企业产业结构计量也 占一定的比倒。科 

学交流计量和科学计量理论研究持续不衰，也不失为潜在的研究重点 科学交流计量中，科学专业兴趣转移、 

人员流动的计量占一定 比例 科学计量理论中以建立计量的数学模型和计量指标的论文居多。从表 】中还可 

看出．科学计量理论与应l用部分郧运用理论进行计量部分的比约为 1 t’9，说明科掌计量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 

相站台并注重应用的宴证学科。其籴类相对来说 比重不太、但并不是不重要 ，应 是夸后加强的研究领域 ，特别 

是科研资金配置更应引起足够重视，因为科学资金分配台理与否 ，是决定科学技术发展平衡与否的关键。科 

学管理及政策计量研究近年来得到加强。 

三、{{ScientoInetrics》栏 目计量分析 
’ 

(Sc[ealometrics》栏 目设有研究论文、文献}[编、书评、短评、专业新闻和读者来信等。下面主要对前四个 

栏 目进行计量分析，统计结果见表 2。从表 2中可以看出，~~Scientometrics》的文章数量在逐年上升，从 l 979年 

的 23篇增加到 1991年的 83篇 ，平均每年增加 5篇 实际上，文章数是按指数律增长的，根据袁 2中的统计数 

据 ，求出文章总数和研究论文数的指数式分别为 ： 

W ．一 21 02e。⋯  ” (1) 

W 1— 14 l8 Ⅲ  。’” ’ (2) 

w 为 文章 总 数 ，W 一为 其 中 的研 究 论 文 数 ，T 为 年代 。由于 w r> w r，据 此可 求 得 当 T一 1996时 ，~(Sciento 

metrics≥将达到虽大刊载量(或容纳量7156篇。我们知道 ．每一种期刊的刊载量 鲁是有限的，总尝响一千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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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entometrics》栏目统计表 

研究论文 文献汇编 书 评 短 评 小 计 

1979 23 ～  一  一  23 

J980 · 33 ～  一 —— 33 

198] 31 ～  一  一  3l 

l982 24 2 —— —— 26 

1983 22 3 11 — 36 

1984 33 2 7 —  4Z 

1985 55 1 4 1 61 

1 986 37 1 9 —— 47 

]987 58 2 6 —  66 

1988 48 3 8 2 61 

1989 26 2 7 —  35 

1990 61 2 5 —— 68 

1991 78 4 —  2 83 

台 计 529 22 57 5 612 

百分 比 
(％) 86 3．7 9．4 0．9 100 

状态 ，而且“任何按指数形式出现的增长都必然在某～点上达到平衡状态 ，否则我{『]就会走到谬误的一端 ” 

从窖纳量上看，上述四类文章占整个杂志的 99 ，是该杂志的最主要部分 从文章数量上看，四类文章 中 

研究论文 占86 ．是文章中的最核心部分，表明~Sciemometrics》以刊登研究论文为主．而且呈上升趋势。文献 

汇编 占 3．7 ，基本保持稳定 书评占 9 4 ，且呈下降倾向。短评仅 占0．9％。 

四、(~Scientometr]cs文章作者厦国别分布分析 

文章作者包括第一、二、三等作者。考虑到作者发表论文的速度，多少及影响大小等 因素 ．同一作者进行 

了重复统计 ．结果见衷 3。 

表 3 ~Sciemometrlcs》文章作者救量统计表 

年 代 1979 l皓 O 1981 ]982 1988 i984 198 1 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 

柞 者 ， 42 I 42 45 52 52 89 71 95 196 54 102 137 
数量 

表 3中可以看出，作者人数儿 1979年的 42人增加 到 ]991年的 137人，平均每年增加 8人，按此速度增长 

的话，到 ]995年将达到 177人砍 按实际的指数律增长估计 ，其指数式为 ： 

_= 34．33e。‘。 “ (3) 

w-为作者敷 ，T为年代 根据 (1)和 (2)式得出的 1996年{(Scientometrics》将选到最大刊载量的结皓 ，到 

1996年．作者数将达到 201人次 

作者国别分布见表 4。表 4中仅刊出(41个 国家(地区)中)作者数在 2L 上的国家。 

表 4 (Sc~entometr[cs》作者国剥分布表 

国 美 匈 荷 德 英 前 日j 挂 加 日 台 
牙 苏 垒 

别 国 利 国 国 联 度 国 大 盘 计 

作 者 975 99 75 71 55 48 47 45 39 23 777 

人数 

占总怍者 
百分数 29．6 10．65 8．07 7．64 j．29 5．16 5．06 4．84 4．1 9 2 47 83．63 

表 4中这 10个国家作者数占所有 41个国家作者的 83．63 ，说明这 lO个国家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主要 国 

家 ，其中尤 以美国为最 ，占到 29．6 。第一作者的国别分布与上略有不同．其作者国别分布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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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sdem0metr c8 第一作 者国 钢{}布表 

国 美 匈 德 荷 前 英 印 加 法 日 
牙 苏 室 口 

别 国 利 国 兰 联 国 度 大 国 盘 计 

作者 
人数 1 96 55 47 4l 38 37 28 26 20 1 3 503 

占 作 者 32
． 02 8．98 7 68 6．70 6 21 6．04 4 58 4．23 3．59 2．21 82 17 百 分 数 

将表 4和表 9比较 ，发现除个别国家先后次序发生变化外，其余变化不太 ，说明这 L0个国家 ，特别 是美国 

是世界 科 学计 量学 活动 的 中心 。 

五 、《scientometrics》编委人数及国别分布的分析 

{Scientometrics》的编委包括主编、剐主编 ，常务编委和特邀编委 而编委多少与文章和作者多少有何关 

系呢?我们知道，一份有国际影响的杂志的编委一般都是对一门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做 出卓越贡献的人物，他 

们不仅在自己的国家t甚至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如主编志一的普赖斯 ，1984年科学计量学界 以他的名 

字设立的科学计量学奖——普帧斯奖就充分证明他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 编委不仅是文章的怍者，而且重要 

的是有带头作用。他们的多少-一般是与文章作者多少成正比的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 ，现任主编布朗(T． 

Braunj单独和台作发表的文章在 Scientometrk-s》中占甸牙利的 44 ，影响}li带动了周围一批人 ，他奉人也获 

得 1986年普赖斯奖 我国学者赵红洲单独与旨作的文章占我国的 8o ，作为编委其影响可想而知 因此．编 

委即是文章的作者 ，叉是学科带头人，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他们的统计分析就 是必不可 少的了。 

由于编委人数每年甚至每卷有增有减 ，不便统计 ，为此，笔者采用一年中某一期缩委虽多的原则进行统 

计 ，结 果见 如下表 6 

表 6 《＆ientometrics 缩 委人次 数统计 表 

由表 6的数据可知·编委人次数在 48--64之间波动 ，但总趋势是上升的，这与 文章数和作者数所呈现的趋势 

一 致 

编委遍布 26个国家 (地区) 一个国家(地区)编委人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科学计量学 

研究的水平和发展程度 编委的国别分布见如下表 7(表 7中仅列出位于前 1O名的国家) 

表 7 {Scientometrics)编委国别分布统计表 

国 美 匈 英 前 德 印 罗 渡 荷 澳 
牙 苏 马 大 合 

尼 些 利 别 国 利 国 联 国 度 
二  — —  亚 计 亚 

编 委人 222 11 6 63 59 45 31 29 23 22 1 9 629 

次 数 
占总作 者 29

． 72 15．53 8 47 7 89 6．02 4 15 3．88 3．07 2 94 2．54 84 26 百分 敬 

由表 7可知，这 10个国家的编委人次数占所有国家的 84．26 ．其中美国就 占 29．72 是编委人 扶数最 

多的国家，仅从过一点来讲 ．美国也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中心 

六、((Scientometrics》文章、作者及国别和编委及国别的比较分析： 

将表 5、表 4、和表 7加以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文章数(即第一作者数J，作者数和编委数三方面均 

处于第一位 ，且比倒远高于其他国家 如果将文章数(即成果数)、作者数和编委数作为三个计量指标．叉将我 

国学者赵红洲划分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25“标准0 作为 断科学计量学活动中心的标准，美国在这三个指标 

上均 超 过 25 ，无 疑是 世界 科学计 量学 括动 的 中心 。然 而 ．1988年后 美国 的文章数 和 作者数 呈 下降趋 势 ，出 现 

中心转罄迹象 。1 989年印度的文章郓作者百分数分别是 28．57 和 25 92 ，匈牙利和德国也高于美国。1g9O 

年德国的文章和作者比例 占到 39．70 和 43 ，荷兰和匈牙利也都高于美国。1 991年法国的文章和作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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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比重分别为 20 48 和 24 82 +也高于美国．科学计量学出现 了 群雄逐鹿”的新局面。而美 国在 1989 

1991年间编委人次数并最有下降+说明端委人数多少并不是决定科学计量学发展的唯一因素．犏委人数同文 

章 ＆作 者数 的正 比关 系 会 因编 委个 人 的成就 投 影响 太小 不 同或 这一 学科 所处 的发 展 环境 不 同 出现波 动 。如 

罗马尼亚、澳太利亚 和波兰的编委A 次数虽处于前十位 ，文章和作者比重井未进^前十名；加拿大、法国和 日 

本的文章及作者数进人前十位，而编委人敬数却在十名之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编委人数多的国家一般总 

比编委人数少的国家在文章和作者数量上 占优势。 

为 了慎重起见，笔者将文章、作者和绵委数按 世界地区进行统计 ，将结果与布荫主编对世界各国科学家要 

求重印~Scientometrics》的几百封来信的统计结果(见表 8)相对照 ，发现相当哟台 。这恰好从读者的角度印证 

了上述 分析 结论 。 

表 8 {$cientomettics》文章、作者、编委和要求重印读者比倒比较表 

世 界 文章 所 作 者所 编 委所 要 求 重 印的科学 家 
地 区 占比例 占比例 占比例 所占比例 

欧洲 50．65 53．49 54．75 59．03 

北 美 洲 87．09 34．66 31．72 22．44 

南美 洲 0 98 0．86 0．8O 8．66 

亚 洲 8．92 9．26 9．50 3 15 

非 洲 0．32 0．22 O．13 1．57 

其他 2．12 1．50 3．08 5．15 

从表 8可以看出，欧洲和北美别 是世界科学计量学研究活动的最主要地区。欧洲成为最主要地 区之一 ，主 

要是匈牙和、英国、德国、前苏联 荷兰和法国的贡献+这些国家是科学计量学研究异常活跃的国家，特别是 

中的匈牙利．仅次于美国处于第二位 。北美洲成为最主要的地区之一．主要是美国的贡献．它是科学计量学唯 

一 的活动中 fi, 加拿大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南美洲虽然文章．作者及编委人数比重不太．但要求重印该杂志的 

科学家 比倒还不小 ．可见南美洲．特别是其中 的巴西和委内瑞拉的科学计量学研究正在*起 。亚洲 的印度和 

日本比轻活跃．二者在文章、作者和编委人数上均处于世界前十位。中国在亚洲名列第三+相信在赵红洲教授 

的带动和影响下 ，一定会脐身于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前刊 。相 比之下 ．非洲比较落后，但南非的科学计量学研究 

也正在兴起。其他地区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个国家也不甘落后．正在竭力追赶 ．要求重印该杂志 

的科学家 比例太于亚洲 ，特别是懊太和亚，编委人数处于世界前十名 ，相 信不久会在文章和作者数上有 所上 

升 。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选样的结论 ：世界科学计量学正以一十中心、两十主要地 区和多十活跃国家为特 

征迅速发展．太有遍及世界之势 ，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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