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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推文视角的非正式科学交流语言分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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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科学交流的载体，科学交流的语言分布反映了全球科技话语权的格局，本文基于科学推文视角揭

示了非正式科学交流中的语言分布，并与基于科技文献的正式科学交流语言分布做了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①科

学推文语言集中分布在英语 （ ９１％）、日语 （ ２ ４％） 和西班牙语 （ １ ７％），而科技文献语言集中分布在英语

（９４ ２％）、中文（４ ３％）和土耳其语（０ ４％）；②科学推文和科技文献的语言分布均存在学科差异，体现出不同语

言作者对特定学科关注度的不同；③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世界各国即使母语不是英语，均以英语科学推文占主

导地位，母语科学推文屈居第二；④英语、德语、日语、法语等语种的科技文献获得科学推文最多，而科技文献量和

质量名列前茅的中文和土耳其语文献获得的科学推文很少。 结果表明，英语俨然已经成为非正式科学交流中的

通用语，提高中文在科学交流中的国际影响力任重道远。 图 ３。 表 ３。 参考文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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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ｗｅｅ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ｓ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ｆｉｇｓ． ３ ｔａｂｓ． １５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ｗｅｅｔ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０　 引言

语言既是文化和生活的象征符号，也是科

技论文的载体［１］ ，在科学交流中扮演了非常关

键的角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某一种或若干

种语言成为全球科学交流中频繁和普遍使用的

媒介 语 言， 称 之 为 科 学 的 通 用 语 （ Ｌｉｎ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 科学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几度发生迁

移，全球科学的通用语同样经历着变迁，从拉丁

文到德语，再到英语［２］ ，日语也一度成为重要的

中介语言，世界各国重要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

日语，再交流到中国或传递到其他国家［３］ 。 毋

庸置疑，科技语言的地位客观上反映了其母国

的综合国力，对了解世界科技格局有重要启示。
当今时代，正式科学交流的通用语无疑是

英语。 对科技论文语言的研究尤其具有说服

力，期刊是正式科学交流的标准输出渠道，随着

全球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兴起，学者被迫在

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而通常所用语言正是英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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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４］ 。 超过 ８５％的 Ｗｏ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索引期

刊是英语期刊，２０１５ 年 Ｓｃｏｐｕｓ 索引的科技文献

中 ９２％是用英语撰写。 守门人的角色诸如编委

会和审稿人，通常由英语为母语的人担任［５］ ，没
有英文参考文献的稿件被拒稿的概率大大增

加［６］ 。 世界各国学者为了提高学术可见度和学

术影响力，更是为了迎合本国的科研考评制度，
竞相在英文期刊上发表高质量论文；非英语母

语的国家为了提高本国期刊的竞争力，也竞相

开办英文版期刊， 以此争取早日被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顶级数据库收录。 英语同时也是国际

组织和顶级会议的主导性语言［７］ 。 英语的垄断

地位形成于多种原因［８］ ，包括历史环境、信息获

取和经济发展等。 英语作为垄断语言的优缺点

已经有过较成熟的研究，举例来说，垄断地位的

英语可能作为交流科学的通用语言，促进不同

母语科学家的科学交流［９］ ，但是对非盎格鲁语

系的学者会造成偏见，贬低其他语言的地位［１０］ ，

不同维度的证据指出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带来

的问题，亦称为 ＥＩＬ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问题。

与正式科学交流相比，非正式科学交流中

学者拥有更多的自主性。 对于掌握两种或多种

语言的学者而言，他们有独立的裁量权决定在

何种场合使用何种语言。 迄今为止，我们还缺

乏有效的手段去衡量非正式科学交流中的语言

分布情况。 推特上的科学交流是典型的非正式

学术交流，在推特上作者可以用母语发推，也可

以用外语发推。 Ｒｏｗｌａｎｄｓ 等人［１１］ 于 ２０１１ 年的

测算结果表明，约 １０％的研究人员将推特用于

专业研究用途，Ａｄｉｅ 等人［１２］ 则发现围绕学术成

果发生的社交媒体活动每个月以 ５％到 １０％的

速度增长。 科学推文是指包含学术成果痕迹的

推文，这种痕迹可以是 ＤＯＩ（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ｅｒ）或链接，也可以是其他任意可被追踪的形

式。 科学推文的示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科学推文示例图

科学推文是学术成果在推特上被传播和讨

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典型的非正式科学交

流，为我们分析非正式交流情况提供了契机。
科学推文形式的科学交流非常普遍，据笔者统

计，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ｍ 数据集（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中 ３９０ 余万个学术成果具有科学推文，
涉及不同的用户 ２６３ 余万名，科学推文总量达

２ ０６９万条。 与此同时，推特被世界范围内 ７５ 个

国家①广泛使用，并且是这些国家的主流微博服

务，为作者提供多语言版本，作者可自主选择，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窗口去窥视非正式科学

交流中语言分布的现状。

通常情况下，作者会选择用本国母语来发

推文，但是也存在其他情形，所以可以分成四种

情形：①作者以母语在母国发推；②作者以非母

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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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在母国发推；③作者以母语在非母国发推；
④作者以非母语在非母国发推。 在上述四种情

形中，第一种情形是最正常不过的情形，第三种

和第四种情形都可能仅出于朋友圈受众考虑而

为，第二情形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种情形最

能说明语言在非正式科学交流中的地位，那么

问题就变得很有趣，非英语母语的学者是否会

选择在推特上的非正式科学交流中使用外语

呢？ 推特这种典型的非正式学术交流环境中，
是否也存在“统治性”的语言。

本文通过研究科学推文的语言分布，来检

验非正式学术交流中是否存在通用语现象。 科

学推文与科学出版物的一大区别是，科学推文

作者不限于学者，其推文语言偏好反映了他们

的交流模式。 如果作者选择用非母语的语言来

发推，例如德国人用英语发推，他们可能是试图

获得面向全球范围更广的受众群。 使用不止一

种语言发推的作者通常是活跃的知识传递者。
传播的及时性是考虑选择什么语言发推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 我们集中比较英语母语国家和非

英语母语国家的情形，便于与正式科学交流中

英语的垄断情形做对比。 所以，本文主要回答

以下研究问题。
（１）科学推文总体的语言分布是怎样的。

具体来说，目前是否存在主导性的语言，在全球

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各大语言表现如何，这种分

布与科技文献的相比有什么特点。
（２）科学推文分学科的语言分布是怎样的。

科学推文的语言分布是否存在学科差异，与科

技文献相比具有什么特点。
（３）不同国家的科学推文语言分布是怎样

的。 不同国家有着自己固有的文化背景和施行

的科技政策，反映在科学推文的语言分布上，会
体现出怎样的分布特点。

（４）不同语种科技文献的科学推文语言分

布是怎样的。 不同语种科技文献的科学推文语

言分布，反映了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中各语

言作为科技语言的强弱关系。

１　 数据获取与处理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笔者首先从 Ｓｃｏｐｕｓ
数据库采集不同语种科技文献的元数据，然后

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ｍ 数据集中采集这些科技文献的

科学推文数据。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ｍ 的数据集更新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根据之前的研究结论［１３］ ，绝大多

数科学推文发生在科技论文正式发表后 ３６０ 天

内，所以选取 Ｓｃｏｐｕｓ 中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出版的科技

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以收集到相对及时并且完

整的科学推文数据。
经检索，Ｓｃｏｐｕｓ 数据库中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发表

的各类科技文献一共 １８３ ６９９ 篇，但是 Ｓｃｏｐｕｓ 数

据库对可下载的题录数据数量做了限制，符合

检索条件的检索结果中，完整的题录和引文数

据仅允许下载两千条（其中含有语种等本研究

所需字段），单纯的引文数据仅允许下载两万条

（其中不包含语种等字段），所以笔者制定以下

分解检索下载策略：①依据 Ｓｃｏｐｕｓ 中的时间分

学科进行检索，示例检索式是 “ ＰＵＢＤＡＴＥＴＸ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ＡＲＥＡ（ＡＧＲＩ）”；②若某

学科科技文献数量仍然大于两千条，继续按语言

划分，示例检索式是“ＰＵＢＤＡＴＥＴＸＴ（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ＡＲＥＡ（ＡＧＲＩ）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ＮＧ⁃
ＬＩＳＨ）”；③若按学科和语言划分后，科技文献数

量仍然超出两千条，则继续按国家划分，检索式

是“ ＢＤＡＴＥＴＸ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ＦＦＩＬ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ＡＲＥＡ（ ＡＧＲＩ）”。 数据下

载时间是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获得 Ｓｃｏｐｕｓ 数据集后，根据每条记录的

ＤＯＩ 和标题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从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ｍ 数

据集中检索这些科技文献获得的科学推文，共
收集到 ４５１ ９８２ 条科学推文及其元数据，具有科

学推文的科技文献比例为 ５％。
本研究所需核心数据项，例如科技文献语

种、科学推文作者所在国、科技文献所属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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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获取，尚未获取的是科学推文的语种。 笔

者经过比较，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 包 ｌａｎｇｄｅｔｅｃｔ １．０．７ 来识

别科学推文语言，该程序包后台采用谷歌公司

的语言识别 ＡＰＩ，识别准确率为 ９９ １％①。 实际

测试表明，由于科学推文中存在链接，正文内容

有时偏少，导致识别准确率发生些许下降，但不

影响整体结果。 科技文献中，存在少量双语（通
常为英语和母语）科技文献，均计作母语文献。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科学推文与科技文献总体语言分布比较

分析

　 　 从表 １ 看到，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Ｓｃｏｐｕｓ 收录的论

文中，以英语为主，约占 ９４ ２％。 中文论文居第

二，但是仅占到约 ４ ３％。 土耳其语论文居第

三，仅占约 ０ ４％。 这充分说明了英语在正式科

学交流中的垄断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和

土耳其语文献的比重，已经超越了西班牙语和德

语。 从篇均被引角度来看，中文论文的质量也高

于其他语种的文献，说明我国的科技论文不论是

数量还是质量均取得了显著进步。 但是，还没有

哪一种语言能挑战英语的地位。 英语文献的总

量和篇均被引量分别是中文文献的 ２４ 倍和 ７ 倍。
从表 １ 还可以看到，这些科技文献的科学

推文中，英语推文占 ９１ ３％，可见英语已成为科

学推文的主体语言。 与科技文献语言分布不同

的是，日语科学推文量居第二位，约占 ２ ４％。 西

表 １　 科学推文与科技文献总体语言分布比较

排名 科学推文语言 推文比例（％） 科技文献语言 论文比例（％） 篇均被引（次）
１ 英语 ９１ ３０ 英语 ９４ １６ ３ １１
２ 日语 ２ ３５ 中文 ４ ２５ ０ ４７
３ 西班牙语 １ ６６ 土耳其语 ０ ３９ ０ １７
４ 法语 １ ４１ 西班牙语 ０ ２２ ０ ２９
５ 阿拉伯语 ０ ６１ 德语 ０ ２０ ０ ４
６ 罗马尼亚语 ０ ４４ 法语 ０ ２０ ０ ２６
７ 荷兰语 ０ ３４ 葡萄牙语 ０ １４ ０ ２
８ 加泰罗尼亚语 ０ ３２ 日语 ０ １３ ０ １９
９ 意大利语 ０ ２８ 韩语 ０ １１ ０ ４
１０ 葡萄牙语 ０ ２３ 意大利语 ０ ０５ ０ １４
１１ 德语 ０ １９ 克罗地亚语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１２ 印尼语 ０ １１ 俄语 ０ ０３ ０ ４７
１３ 挪威语 ０ １１ 荷兰语 ０ ０２ ０ １２
１４ 瑞典语 ０ ０８ 匈牙利语 ０ ０２ ０ １８
１５ 俄语 ０ ０７ 捷克语 ０ ０１ ０ ５１
１６ 丹麦语 ０ ０６ 波斯尼亚语 ０ ０１ ０ １４
１７ 韩语 ０ ０６ 加泰罗尼亚语 ０ ０１ ０
１８ 土耳其语 ０ ０６ 斯洛文尼亚语 ０ ０１ ０ ４１
１９ 南非荷兰语 ０ ０５ 波斯语 ０ ０１ ０ ０７
２０ 波兰语 ０ ０４ 南非荷兰语 ０ ０１ ０ ７
２１ 爱沙尼亚语 ０ ０４ 波兰语 ０ ００ ０ １３
２２ 芬兰语 ０ ０３ 希伯来语 ０ ００ ０ １４
２３ 索马里语 ０ ０２ 斯洛伐克语 ０ ００ １
２４ 威尔士语 ０ ０２ 乌克兰语 ０ ００ ０
２５ 斯洛文尼亚语 ０ ０１ 阿拉伯语 ０ ００ ０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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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语推文量也较高，约占 １ ７％。 此外，法语

和阿拉伯语在科学推文中也有较高的显示度。
相较之下，阿拉伯语在科学推文中的可见度要

显著高于在科技文献中的表现。

２．２　 科学推文与科技文献分学科语言分布比较

分析

　 　 由于英语在各个学科都占到最大比例

（９０％左右），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其他语种的分

布，将英语刨去，绘制分布图，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

示，科学推文和科技文献的语言分布都存在显著

的学科差异。 图 ２ 中看到，中文论文在大部分学

科都占了较大比例，例如农学与生物科学（ＡＲ⁃
ＧＩ）、化学工程 （ ＣＨＮＧ）、化学 （ ＣＨＥＭ）、数学

（ＭＡＴＨ）、医学（ＭＥＤＩ）等，但是也有例外，例如

在兽医学（ＶＥＴＥ），没有中文文献，德语文献最

多。 在保健科学（ＨＥＡＬ），也是德语文献最多。
在牙医学（ＤＥＮＴ），则是法语文献最多。 土耳其

语文献集中在综合性科学 （ ＣＯＭＰ ）、 工程学

（ＥＮＧＩ）和神经科学（ＮＥＵＲ）中。 科技文献语言

分布的学科差异体现了各语种在相应学科研究

中实力的强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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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各学科科技文献语言分布图（英语除外）

　 　 图 ３ 展示了各个学科的科学推文语言分

布，部分语言在特定学科产生了较多的科学推

文，例如地球与行星科学（ＥＡＲＴ）的罗马尼亚语

科学 推 文 较 多， 经 济 学 （ ＥＣＯＮ ）、 艺 术 学

（ＡＲＴＳ）、社会学（ＳＯＣＩ）等法语科学推文最多，
物理学（ＰＨＳＹ）、农学与生物科学（ＡＲＧＩ）、免疫

学（ ＩＭＭＵ ） 等 日 语 科 学 推 文 最 多， 牙 医 学

（ＤＥＮＴ）、保健科学（ ＨＥＡＬ） 和护理学（ ＮＵＲＳ）

西班牙语科学推文最多。 科学推文语言分布的

学科差异反映了各语种对相应学科关注度的高

低程度。

２．３　 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科学推文语言分布

表 ２ 展示了世界各大区域主要国家的科学

推文语言分布。 从表 ２ 可以看到，除了沙特阿拉

伯以外，各国均以英语科学推文比例最高（占 ５０％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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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学科科学推文语言分布图（英语除外）

以上），母语科学推文屈居第二，例如西班牙科

学推文的第二语言是西班牙语，法国科学推文

的第二语言是法语。 德语曾经在世界科技交流

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即使在德国本国，英语推

文量竟高达 ９５％，德语科学推文自身只占到约

２％。 还有南美诸国以及北欧诸国均是如此。
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英文推文比例均高达

９０％以上，例如北美和大洋洲的国家。 非英语母

语的国家中，有少数国家的母语科学推文比例

与英语科学推文比例相近，例如日本的英语科

学推文占约 ５３％，而日语科学推文占约 ４４％。
不论哪个国家，占主导性的前三种语言的科学

推文均占到所有推文的 ９５％以上。
这些结果表明：①英语已成为非正式科学

交流中的通用语。 即使没有外界的显性压力，
为了扩大交流圈子和提高影响力，各国作者在

推特上传播和讨论科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也会

选择使用英语作为媒介。 ②英语科学推文的高

比例，客观上反映了科学研究全球化带来的影

响。 大科学时代，各国学者展开的科研合作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不同国家的科学

家在交流时，学习和使用范围最广的英语成了

主流选择，因此不管英语母语国家还是非英语

母语国家的国际交流，各国学者都在使用英语

进行沟通和讨论，科学推文也可视作这种讨论

的延伸。 ③科学推文的语言分布，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各国科学文化上的差异。 沙特阿拉伯

是 Ｇ２０ 集团唯一的阿拉伯国家，也是相对保守

的伊斯兰教国家，在科学交流中倾向于使用阿

拉伯语，所以成为唯一一个英语科学推文不占

主导地位的国家。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科技极为发达，拥有发达的科技翻译产业，科技

工作者即使不懂英语，也能及时阅读到最新的

科技成果，这种科技自信和便利的科技文献交

流体系，使得日语科学推文与英文科学推文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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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世界主要国家科学推文语言分布

国家 区域 第一语言 比例（％） 第二语言 比例（％） 第三语言 比例（％）
其他语言

比例（％）

西班牙 西欧 英语 ７５ ２ 西班牙语 ２０ ４ 加泰罗尼亚语 １ ６ ２ ９

法国 西欧 英语 ７８ ９ 法语 １７ ７ 葡萄牙语 ２ ４ １ １

德国 西欧 英语 ９５ ３ 德语 ２ ２ 意大利语 ０ ８ １ ８

荷兰 西欧 英语 ８５ ３ 荷兰语 １３ ２ 法语 ０ ４ １ １

俄国 西欧 英语 ８５ ６ 俄语 ８ ７ 德语 １ ５ ４ ２

日本 东亚 英语 ５２ ９ 日语 ４３ ６ 韩语 ０ ７ ２ ８

韩国 东亚 英语 ９１ １ 韩语 ３ ７ 日语 ３ ５ １ ７

泰国 东亚 英语 ９５ １ 泰语 ２ ９ 罗马尼亚语 １ ４ ０ ６

墨西哥 南美 英语 ９０ ２ 西班牙语 ７ ２ 法语 １ １ １ ５

巴西 南美 英语 ８８ ３ 葡萄牙语 ６ ９ 加泰罗尼亚语 １ ３ ３ ４

瑞典 北欧 英语 ８９ ８ 瑞典语 ６ ２ 法语 １ ６ ２ ５

芬兰 北欧 英语 ９４ ０ 芬兰语 ４ ０ 索马里语 ０ ４ １ ７

挪威 北欧 英语 ８６ ６ 挪威语 ９ ６ 意大利语 １ ４ ２ ５

南非 非洲 英语 ９８ ５ 罗马尼亚语 ０ ３ 波兰语 ０ ２ １ ０

肯尼亚 非洲 英语 ９７ ６ 索马里语 １ ０ 法语 ０ ７ ０ ７

埃及 非洲 英语 ８８ ９ 阿拉伯语 ７ ４ 法语 ２ ５ １ ２

沙特阿拉伯 西亚 阿拉伯语 ６８ １ 英语 ３０ ７ 索马里语 ０ ５ ０ ７

阿联酋 西亚 英语 ８８ ６ 阿拉伯语 ７ ６ 加泰罗尼亚语 ３ ０ ０ ８

希腊 东欧 英语 ９３ １ 希腊语 ５ ２ 法语 ０ ８ １ ０

土耳其 东欧 英语 ８０ ７ 土耳其语 １７ １ 挪威语 ０ ９ １ ３

波兰 东欧 英语 ９１ ８ 波兰语 ４ ９ 法语 １ ６ １ ６

２．４　 不同语种科技文献的科学推文语言分布

表 ３ 展示了不同语种科技文献的科学推文

语言分布情况，本数据集中 Ｓｃｏｐｕｓ 共收录了 ２５
种语言的文献，但是仅有英语、德语、日语、法

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六种语种文献有科学推

文，这些语种在 Ｓｃｏｐｕｓ 中被收录的数量都在前

八位，体现了推特这类社交媒体与文献题录数

据库对这些语种科技文献关注度的一致性。 但

是我们知道，中文文献和土耳其语文献是仅次

于英语文献被 Ｓｃｏｐｕｓ 收录最多的文献，可是却

没有获得一条科学推文。 说明尽管从引文角度

来说，这两个语种的文献论文质量都较高，但是

其在社交媒体上被关注的程度较低。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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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语种科技文献科学推文的语言分布

文献语种
第一推文语种

比例（％）
第二推文语种

比例（％）
第三推文语种

比例（％）
第四推文语种

比例（％）

英语文献
英语

（９３ ２）
西班牙语
（１ ６）

日语
（１ ２）

法语
（１ ２）

德语文献
英语

（９３ ６）
罗马尼亚语

（３ ７）
印尼语
（１ ８）

德语
（０ ９）

日语文献
日语

（９０ ９）
英语
（９ １）

法语文献
英语

（４９ ４）
法语

（４６ ３）
葡萄牙语
（４ ２）

葡萄牙语文献
英语

（９４ ０）
罗马尼亚语

（３ ８）
印尼语
（１ ９）

葡萄牙语
（０ ３）

西班牙语文献
英语

（９３ ０）
罗马尼亚语

（３ ７）
印尼语
（１ ９）

西班牙语
（１ ４）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主要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１）从科学推文总体数量分布来看，英语在

非正式科学交流中的比例最高。 科学推文语言

分布 集 中 在 英 语 （ 约 占 ９１％）、 日 语 （ 约 占

２ ４％）和西班牙语（约占 １ ７％）。 相较之下，科
技文献语言分布集中在英语（约占 ９４ ２％）、中
文（约占 ４ ３％）和土耳其语（约占 ０ ４％），并且

这种集中趋势与过去［１４］ 相比还在加强。
（２）从学科层次科学推文语言分布来看，非

正式科学交流中的语言分布存在学科差异。 例

如法语作者关注商业、管理与会计学较多，罗马

尼亚语作者关注材料科学较多，这种学科差异

体现了不同语言作者对特定学科的关注程度不

同。 相较之下，学科层次科技文献语言分布反

映了个别国家在特定学科的优势地位，例如德

国在兽医学和保健科学很强，法国在牙医学方

面表现很好。
（３）从国家层次科学推文语言分布来看，英

语无疑成为非正式科学交流的通用语。 世界各

国不论母语是不是英语，均以英语科学推文居

主导地位，母语科学推文通常屈居第二，沙特阿

拉伯例外。 不论哪个国家，科学推文主导性的

前三种语言均几乎占到所有推文的 ９５％以上。
各国科学推文语言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

科技文化差异，例如日本的日语科学推文与英

语科学推文比例相当。
（４）从不同语种科技文献语种层次科学推

文的语言分布来看，科学推文集中在英语、德

语、日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六个语种

科技文献上，科技文献比例较高的中文和土耳其

文没有获得任何科学推文，说明这两种语言科技

文献在非正式科学交流语境下受关注度不高。

３．２　 讨论与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推文的语言分布与推

文的语言分布是不同的。 根据 Ｍｏｃａｎｕ 等人［１５］

的大规模研究，推文中使用最多的语言依次是

英语、西班牙语、印尼语、马来语和日语，而本研

究指出科学推文中使用最多的语言依次是英

语、日语、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 不仅如

此，Ｍｏｃａｎｕ 等人［１５］ 的研究也测定了各国推文语

言分布情况，结果均以母语为主，与该国各语言

使用者数量分布保持一致。 对比之下，各个国

家的科学推文语言分布与该国的推文语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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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不同的。 这些差异说明，科学推文的语言

分布确实反映了作者在科学交流中的语言偏

好，而与语言使用人数没有直接关系，从而切实

揭示了非正式科学交流中的语言分布特征。
中文文献和土耳其文献在 Ｓｃｏｐｕｓ 中收录的

比例较高，却没有获得任何相应的科学推文。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和土耳其均对推特的

使用做了限制，使得本国作者很难发表科学推

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他国家作者对中文和

土耳其语科技文献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语
言障碍的影响可能是重要原因。

综上看来，英语不仅是正式科学交流中的

通用语，占据垄断地位，而且在非正式科学交流

中，也已经成了通用语。 英语科学推文在世界

各国的主导地位，客观反映了大科学时代科研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当各国科学家走出国门参

与国际合作交流的时候，英语这个业已被众多

国家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语言成了不二之选。
所以，不管是中国学者到了日本，还是德国学者

到了瑞典，不论是学术会议还是颁奖典礼，英语

都成为沟通和连接不同母语者的工具。 体现在

科学推文上，非英语母语国家作者选择使用英

语去推广研究成果，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

经完全使用英语去发推。 英语的这种媒介作用

毋庸置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其他语言产生

的消极作用也很明显，使得原本在正式科学交

流中已经突显的弊端更加严重，非英语母语国

家的学者为了学习和使用英语付出了巨大成

本，却在国际会议、国际研讨等重要方面很难进

入核心角色。 但是也有例外，沙特阿拉伯和日

本刚好是两个典型，不管是因为文化保守，还是

科技自信和制度保障，这两个国家作者坚持用

母语来发科学推文。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是数据来源可能本身存

在不足，虽然 Ｓｃｏｐｕｓ 宣称大约 ２１％的文献是非

英语文献，包涵 ４０ 余种本地语言①，但是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的收录情况来看，非英语文献仅占 ６％，
且只有 ２５ 种语言的文献。 与此同时，本文从科

学推文视角出发，并不意味着科学推文代表了

所有科学家的非正式科学交流，推特上的非正

式科学交流形式也不只科学推文一种，例如，推
文内容与科学相关，却不涉及学术成果的讨

论，是另一种形式的科学交流，只不过尚难以

捕捉。 中国对推特平台的使用做了限制，所以

中国不在国家层次科学推文语言分布的分析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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