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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科领域知识扩散之引文网络探析∗

赵　 星　 谭　 旻　 余小萍　 闫现洋　 叶　 鹰

摘　 要　 以 CNKI 收录的 2001—2010 年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 8,805,762 条引文记录为基础数据,构建 82 个文科领

域的引文网络,用于定量刻画我国文科领域的知识扩散,并将其结果可视化。 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学、教育学、政治

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的部分领域是重要的知识源;在知识扩散的核心—边缘结构中,2 / 3 的核心节点来源于经济管

理学科;图书情报学是 15 个核心文科领域之一,在 21 世纪初展现出良好的学术活力。 图 3。 表 2。 参考文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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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8, 805, 762 citations from CNKI database during 2001 to 2010, a citation network is con-
structed and divided into 82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characterizing the knowledge diffusion of those
fields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s, education,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scientific knowl-
edge while two thirds of core nodes come from the fields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finance. In addition, li-
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becomes one of the 15 core fields, and shows good academic vitality in early 21st centu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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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创新产生的知识常由文献记载并传

承,科学知识在文献之间的扩散在一定程度上

可用文献之间的相互引用来表征[1 - 3] 。 引文分

析方法的创立和演进,使得文献计量学可以反

映科学的发展。 将文献按不同属性汇集,能构

成分别属于学者、期刊、机构、国家和研究领域

等不同层次的文献集合。 对各文献集合进行引

文分析,可呈现不同层次主体的影响力和知识

扩散状况。 其中,研究领域既包含相关学科知

识的聚集,又体现对各领域知识的学科划分,故
成为近年颇受关注的引文分析对象[4 - 5] 。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以下简称文科)经历改

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发展,门类已相对齐全;包括

引文分析在内的文献计量方法也成为文科进行

评价和分析的重要选择之一[6 - 8] 。 然而,传统

的引文分析方法(如总被引次数、平均被引次数

和近年广为流行的 h 指数[9 - 10] 等)局限于表层

属性统计,对于描述引证关系的关系数据复杂

多样的深层结构不能很好地测度。
近十余年来,由物理学主导的复杂网络和

社会学主导的社会网络共同推进形成的网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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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取得重要突破[11 - 13] 。 网络分析方法从

系统论角度[14]提供了能更明晰地描述现实世界

中关系数据和复杂结构的精巧工具。 采用网络

分析方法对具体网络进行定量研究,有望更深

刻地描述和解释网络表征对象的现状与性质。
Price[15]最早以网络形式描述论文的相互引

证,形成了引文网络的雏形,构成了最典型的信

息网络形式之一[16 - 17] 。 随着近年来复杂网络

和社会网络研究的深入,网络分析软件的开发

和计算机运算能力的提高,引文网络分析的重

要价值引起普遍关注[18 - 22] 。 引文网络不仅可

从网络分析的角度测评被引对象的学术影响

力[23 - 26] ,还可由网络结构映射出知识扩散状

况。 Marion 等指出,网络分析方法与引文网络

的结合有望更全面地揭示科学结构和科学知识

的扩散[27] 。 Calero-Medina 和 Noyons 认为通过

可视化表示科学论文引文网络,可表征知识的

创造和传递过程[28] 。 以引文网络探析信息在学

术期刊间的扩散模式和结构已成为常见的研究

模式[29 - 32] 。 将研究领域作为节点,研究领域之

间的文献引证作为联系,可建立研究领域的引

文网络[33 - 34] ,并以此为基础,探索研究领域之

间以引证关系所映射的知识扩散状况和结构。
本文结合引文网络、网络分析和可视化方

法,以 2001—2010 年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通过

引文网络结构探析我国文科领域中的知识扩散

现状。 在介绍原始数据的收集、处理中所使用

的分析方法之后,从网络中重要知识源节点、结
构视图及核心节点子网等方面,对数据结果进

行分析与讨论。

2　 数据与方法

2. 1　 数据

本文以 CNKI 引文数据库中 82 个文科领域

于 2001—2010 年十年间产生的 8,805,762 条引

文记录为基础,构建我国文科领域的引文网络。
CNKI 数据库涵盖范围和引文数据较全面,

包含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论文及引文,已成

为中文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基础数据源之

一[35 - 37] 。 CNKI 的论文根据研究主题的相似性

按专题进行归类,更接近研究领域的概念。 因

此本文的讨论部分未使用“学科”一词,而是采

用范畴更宽泛的“领域”概念。 我们在专题统计

项中,限定 2001—2010 年进行检索统计,采集全

部 168 个自然和人文社会领域的 30,613,872 条

引文记录。 从中抽取出全部 82 个文科领域及相

互引证联系(含 8,805,762 条引文记录),构成

82 × 82 引文矩阵,由此矩阵转化为文科领域引

文网络。

2. 2　 专用方法

本文引文网络研究,使用有向 h 度和核

心—边缘模型两种专用方法探索节点特性和网

络整体特性。
由于研究领域引文网络中的联系带有明确

的强度特征(引用次数),并且强度特征具有重

要的测度意义,因此节点测度使用权重网络的 h
度(h-degree)方法[38] 。 h 度方法认为,权重网络

中的重要节点,应同时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与
较多的节点存在联系;第二,与其他节点的联系

应具有一定的强度。 该方法还具有平衡联系数

量和联系强度、符合网络中幂律特性和易于计

算等特点,具有较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h 度

提出后,很快在学界引起反响,普赖斯奖得主

Schubert 随即在此框架下发展出合作能力指数

(Partnership ability index)用于测度合作网络中

的节点[39] ,而另一位普赖斯奖得主 Rousseau 则

指出合作能力指数可视为 h 度的一种特例[40] 。
引文网络不仅是权重网络,同时也是有向

网络,即联系存在方向(被引和施引)的差别。
对引文网络的节点而言,当节点是联系中的“被
指向”端时(即节点被引),此关系为该节点的入

联系。 当节点是关系中的“指出”端时(即节点

施引),此关系为节点的出联系。 在这样带权且

有向的引文网络中, 可使用 h 度的补充方

法———有向 h 度(Directed h-degree) [41] 。 有向 h
度作为节点测度,分为入 h 度和出 h 度。 相关定

义为:
入 h 度:节点 n 的入 h 度 hI(n)指此节点与

其他至多 hI(n)个节点保持了大于或等于 hI(n)
的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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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h 度:节点 n 的出 h 度 hO(n)指此节点与

至多其他 hO ( n) 个节点保持了大于或等于 hO

(n)的出联系。
引文网络中,入 h 度和出 h 度可分别测度某

一节点扩散和吸收其他节点知识的广度与强

度。 研究领域在引文网络中具有较高的入 h
度,说明此节点以较高的强度向其他领域扩散

了知识,即可被视为重要的知识源领域。 节点

数量为 N 的网络中,将入 h 度和出 h 度根据节

点规模进行标准化(除以 N - 1)可得到入 h 中

心度和出 h 中心度。
网络整体的分析采用核心—边 缘 模 型

(Core / Periphery model) [42]探索整体网结构。 现

实的网络,特别是网络中的联系带有社会性的

社会网络,普遍都具有核心—边缘结构[32,43 - 44] 。
核心与边缘的二分法说明网络中存在着高影响

力的重要节点 (群) 和相对边缘的次要节点

(群),这与复杂网络中广泛存在的幂律度分

布[11,14,45]具有一致性。 这一方法根据节点的重

要性和亲疏程度,把网络中的节点分为核心节

点和边缘节点,从而达到简化复杂网络和聚焦

于网络关键结构的目的。 在研究领域引文网络

中使用核心—边缘模型,有望探测出整个网络

中的核心领域群。
本文所用的分析软件包括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 6. 301[46]和文献信息可视化软件 VOS-
viewer 1. 3. 2[47] 。

3　 结果与讨论

根据前述的数据和方法,可构建出我国文

科领域的引文网络,并计算出节点 h 度数值。
该网络中的节点平均入 h 度为 43. 098,平均出 h
度为 43. 073。 如表 1 所示,“社会学及统计学”
的入 h 度等于 72,说明此领域在 2001—2010 年

刊发的论文被其余 82 个文科领域中的 72 个引

用了不少于 72 次,知识扩散能力显著。 表 1 也

显示,具有最高入 h 度的节点大部分来自于经

济、教育、政治和管理等领域。 通过引征关系所

揭示的知识扩散现状揭示,这些领域为过去十

年我国人文社会研究提供了相对更多的参考

信息。

表 1　 我国人文社会研究中入 h 度前 20 的领域(根据入 h 度降序排列)

序号 研究领域 入 h 度 出 h 度 入 h 中心度 出 h 中心度

1 社会学及统计学 72 67 0. 889 0. 827

2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71 64 0. 877 0. 790

3 高等教育 70 72 0. 864 0. 889

4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65 63 0. 802 0. 778

5 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 65 65 0. 802 0. 802

6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63 67 0. 778 0. 827

7 经济体制改革 63 60 0. 778 0. 741

8 文化 62 63 0. 765 0. 778

9 企业经济 61 63 0. 753 0. 778

10 农业经济 59 64 0. 728 0. 790

11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 59 52 0. 728 0. 642

12 哲学 59 42 0. 728 0.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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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研究领域 入 h 度 出 h 度 入 h 中心度 出 h 中心度

13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57 66 0. 704 0. 815

14 旅游 57 64 0. 704 0. 790

15 新闻与传媒 55 60 0. 679 0. 741

16 政治学 55 41 0. 679 0. 506

17 贸易经济 54 57 0. 667 0. 704

18 金融 54 56 0. 667 0. 691

19 工业经济 51 56 0. 630 0. 691

20 中国语言文字 52 51 0. 642 0. 630

图 1　 我国文科领域的入 h 度与出 h 度比较

　 　 与入 h 度表征研究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信

息的广度和强度相对应,出 h 度可表示研究领

域从其余领域吸收信息的广度和强度。 82 个研

究领域中,出 h 度最高的是“高等教育”(出 h 度

= 72)和“体育”(出 h 度 = 68)。 将出 h 度与入

h 度进行比较可揭示研究领域在接收知识和吸

收与创造知识及扩散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见图

1)。 由图 1 可见,我国文科领域的入 h 度与出 h
度之间具有拟合优度并不高的经验线性关系,
较多领域的入 h 度和出 h 度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相比于吸收知识的广度和强度,“中国政治与国

际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等向

其他领域扩散的知识更多。 而相比于扩散知识

的广度和强度,“体育”、“法理、法史”和“戏剧

电影与电视艺术” 则更多地从其他领域吸收

知识。

图 1 还揭示,我国文科领域的 h 度分布并不

具有之前研究中出现的幂律特点。 对学者共引

网络的数据分析[38] 显示,共引网络中的学者 h
度符合近似幂律分布。 但我国文科领域的 h 度

取值趋于集中。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显示,
无论是入 h 度还是出 h 度,都满足近似的正态分

布(入 h 度正态性检验:双尾 Asymp. Sig． =
0． 730 > 0． 05; 出 h 度正态性检验:双尾 Asymp.
Sig． = 0. 503 > 0. 05)。 这一分布说明,我国大部

分文科领域的知识扩散活跃程度处于相似的量

级。 另外也表明 h 度在不同类型的网络中,可
能显示各自的特点。 两类网络的节点 h 度出现

不同分布的部分原因是“马太效应”或“优先粘

贴”等导致“富者愈富”的机制对学者的网络作

用明显[11,45] ,但未必对研究领域产生基础性影

响,研究领域的演化和知识扩散主要依据领域

特点和历史传承,具有相对稳定性。
网络分析的突出优点之一是可根据相互

联系的疏密程度差异对节点在系统中的实际

关系结构进行定量抽取。 借助可视化[48 - 49] 的

科学地图[50] ,能较直观地揭示出隐性的结构信

息。 图 2 是对文科领域引文网络的科学地图

展现。
由图 2 可见,“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

展”是网络的重要中心,并引领经济学相关领域

成为网络中的活跃领域。 该图也显示我国文科

领域的知识扩散过程中存在群组分块的特征。
总体上,居中区块以经济学为主亦涵盖法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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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右部区块主要是金融投资领域。 左部区块

包括其他主要文科领域,其中教育学和政治学

领域相对凸显,而图书情报学亦具有显示度。

图 2　 引证关系映射的我国文科主要领域结果视图∗

∗图中领域名文字由小到大表示该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知识或信息扩散的频繁程度由低到高。 各领域的

具体分布位置表示领域间的联系相对亲疏程度,位置越近,相互引证更多,相互知识扩散越密切。 为避免领域名

的相互遮盖,图中只显示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主要领域。

　 　 研究领域的整体引文网络中,可运用核

心—边缘方法析出核心节点群体,组合构成网

络中知识扩散的核心子网(见图 3)。

图 3　 文科领域引文网络中的核心区∗

∗节点是由核心—边缘分析方法析出的 15 个核心节点,并由此构成整体网络中的核心子网。 由于联系数

量繁多且紧密,为避免相互遮盖,仅展示强度(即引用次数)达到 5000 次的联系。

　 　 图 3 中 的 领 域 数 量 仅 为 领 域 总 数 的

18． 3% ,但相互间引用次数约占整体网络中引

用次数的一半(4,391,190 条,占 49. 9% ),可
见,核心研究领域之间的知识扩散频繁且关系

密切。 图 3 也显示经济管理与金融投资在核心

节点中占据了 2 / 3 的比例,是我国 21 世纪前十

年人文社会研究中较受关注的活跃领域。 此

外,教育学的三个领域也形成小型核心领域群。

而图书情报学连同研究对象也与广义信息相关

的新闻与传媒领域构成第三个核心领域群,其
中,图书情报学不仅是网络核心节点,还同经济

管理与金融投资和教育学两个核心领域中的中

心节点保持了较强(超过 5000 次的引用和被

引)的知识扩散联系。 此结果说明图书情报学

已在文科领域之间的知识扩散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成为较活跃的研究领域。 与图书情报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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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知识扩散最为密切的领域见表 2。 由表 2 可

见,一些传统的相关领域,如新闻、出版和档案

等涉及广义信息中不同处理环节的领域也与图

书情报学之间交流密切。 此外,教育学成为网

络中与图书情报学知识扩散最为频繁的领域之

一,2001—2010 年间图书情报学研究引用最多

的领域和引用图书情报学研究最多的领域皆为

高等教育。

表 2　 与图书情报学相互知识扩散最为密切的文科领域∗

图书情报学扩散到其他领域 其他领域扩散到图书情报学

领域名 引用次数∗∗ 领域名 施引次数∗∗∗

高等教育 8,507 高等教育 10,808

新闻与传媒 5,411 新闻与传媒 8,365

出版 4,877 出版 5,731

民商法 3,572 企业经济 5,132

企业经济 2,485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3,666

档案及博物馆 1,959 民商法 3,634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1,759 科学研究管理 2,435

科学研究管理 1,587 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 1,593

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 1,186 行政法及地方法制 1,385

行政法及地方法制 1,155 档案及博物馆 1,348

　 　 ∗ 不含图书情报学自身;∗∗“引用次数”指相关领域引用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次数;∗∗∗“施引次数”指图

书情报学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施引次数。

4　 小结与展望

本文以 2001—2010 年我国 82 个文科领域

的引证关系为基础数据,探析了相关引文网络

的结构及其映射的知识扩散状况。 结果显示,
有关经济、教育、政治和管理学等的研究领域在

系统中处于引用源地位,具有基础性;“宏观经

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 15 个领域构成引文网

络的核心节点。 其中,经济管理和金融投资的

相关领域占主要部分,构成重要的热点研究领

域集。 而图书情报学亦成为我国文科领域中的

核心节点,在 21 世纪初展现出良好的学术活力。
本文仅是以引文网络和网络分析方法探索

研究领域知识扩散的基础性工作,原始数据也

受制于数据库的固定分类。 学科或领域的划分

一直是计量学研究中的难点,研究者的分类常

难得到公认和实际应用,而数据库的划分又主

要是为检索而非理论研究服务。 另外,科学知

识在文献和研究领域之间的扩散存在复杂的情

境和多种形式,引文及引文网络分析虽可能是

目前最佳研究方法之一,但也并非尽善尽美,更
深刻的研究方法仍有待于语义技术的突破。 总

体而言,引文网络方法在微观层次(如单篇论文

或学者个人)的运用应加倍小心谨慎,而用于大

样本的宏观层次(如机构、国家和研究领域)时,
其数据随机性带来的系统误差可望相对减少,
本文仅提供一种研究视角。 由多个学科共同发

展出的网络分析方法虽已有一定成果的积累,
但仍处于研究起步阶段,以图书情报学研究对

象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网络已被物理学界总结为

四种主要复杂网络类型之一[16 - 17] ,有望构成本

学科在新世纪寻求突破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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