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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18 9 6一 9 19 5)文献计量研究

魏屹东 邢润川

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社会学研 究》杂志 18 9 6一 19 9 5年间的论文内容

及学科分布
、

载文量
、

论文引文系统
、

杂志产生的影响以及论文作者群等方面情况进

行了计量分析
,

从而揭示出该杂志 10 年发展的脉胳
,

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

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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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社会学研 究》 (双月刊 ) (以下简称 (研究》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大型学

术性理论杂志
。

它是在内部发行刊物 (社会学通讯》和 《社会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于 1 9 8 6 年

1 月 2 0 日创办的
。

19 9 6 年迎来了它的 10 周年纪念
。

其内容十分广泛
,

涉及社会学理论与方

法
、

社会调查
、

社会学史
、

国外社会学
、

社会心理学
、

产业社会学
、

文化社会学
、

经济社会学
、

军事

社会学
、

教育社会学
、

伦理社会学
、

宗教社会学
、

城市社会学
、

农村社会学
、

民族社会学
、

发展社

会学
、

家庭社会学
、

犯罪社会学
、

人口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领域
,

还涉及社会行为研究
,

人际关

系研究
,

青少年和老年研究
,

住宅
、

环境
、

公害
、

交通等各种社会问题研究及社会保障
、

社会改革

与社会变迁
、

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问题的研究
。

此外
,

国内外社会学学术动态
、

社 会学教学

与研究
、

机构介绍等也是其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

10 年来
,

<研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贯彻
“

双百
”

方针
,

古为今用
,

洋为中用
,

批判地吸收中国历史上的和国外的社会学研究优秀成

果
,

从社会实际出发
,

探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

研究社会结构
、

社会变迁与社会实际问

题
,

为我国的社会改革
、

社会转型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翔实的调查实证分析报告
,

为我党

和政府制定方针
、

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及大量的社会信息
。

《研究》自创刊以来
,

在广大

作者
、

读者
、

编者的共同努力下
,

逐步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社会沃土上扎下了根
,

并走向了世界
,

成为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园地
。

它刊登的论文基本代表了我国社会学研究的水平

和方向
,

是我国社会学走向成熟的体现
。

同时
,

(研究》还一贯提倡从科学调查中国社会入手
,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

为党和政府的科学

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注重从学科建设的整体出发
,

在加强应用研究的同时重视理论研究
,

促进

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
,

不断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和质量
。

此外
,

(研究)还十分重视社会学研究

新生力量的扶植与培养
。

作为对 (研究》创刊 10 周年的庆贺
,

我们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

对 《研究》 19 8 6一 1 9 9 5 年间

共 60 期的论文内容及学科分布
、

论文引文系统
、

作者群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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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希冀能对 《研究》今后全面提高质量与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
。

二
、

论文的学科分布
、

内容计量及载文量分析

1
.

论文的学科分布与内容计量分析

《研究》 1 9 8 6 年 1 月 20 日创刊后一直为双月刊
,

10 年共发表论文 988 篇
,

平均每年近 100

篇
。

每期 12 6 页
,

约 2 0 万字
。

每年第 6 期对一年所发表的论文作了学科或专题分类
,

但由于

社会学的发展表现出高度分化又综合的特点
,

反映在学术论文中就是课题内容的相互渗透与

交叉以及各分支学科研究方向的交叉重叠
,

加之社会学新分支的增加和学术界对许多新兴分

支学科在研究对象
、

研究范围等方面并无明确的界定
,

这就给论文按学科或专题分类带来了困

难
。

笔者在参考 (研究》分类的基础上
,

对论文的内容进行了部分重新组合与整合
。

(见表 1)

表 1 《研究》论文按学科或专题分类统计

钱造督
19 8 6 1 9 8 7 1 9 8 8 ` 9` ’ 合 计

19 90 19 9 1 1 99 2 19 93 1 9 9 4 1 9 9 5

分 类

,1内j,111

24
内J
进.1

74
`l人曰.1

社会改革与发展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社会史与社会学史

文化教育与社会心理

社会生活方式

家庭与婚姻

社会保障

社会群体

社区
、

城乡发展

国外社会学

社会问题

1 l

1 5

1 1 1 9

1 2 1 5

1 7 1 6 15
、

9

11
.

7

l 6

1O

1 2

18

1 2

1 0

l 0

16

5
.

6

13
.

9

10
.

6

瓢一157116
55137441057288121

6515

7Q
é

t41271513 109116659169712n51 l

10

1 2

1 2

l 0

l 0

1 0

1 4 1 2
.

2

一、口̀U

6137

Qù了n

合 计 } 100 92 1 1 8 88 9 5 104 9 1 94 1 1 0 96

表 1 中粗略的分类表明
,

(研究》所刊登的学术论文中
,

社会改革与发展方面的论文 比例最

高
,

占到 1 5
.

9% ;社会文化
、

教育与社会心理方面的论文次之
,

占 13
.

9% ;社区与城乡发展和社

会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论文分别占 12
.

2% 和 1 1
.

7%
,

这应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

家庭与

婚姻方面的论文占到 10
.

6%
,

也不失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

其他儿类相对来说比例较低
,

但也

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

以发展趋势看社会改革与发展
、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

社会文化教育与社

会心理
、

社会保障
、

家庭与婚姻和社会问题这几个方面的论文呈上升态势
,

这与我国处于社会

转型期密不可分
,

表明 (研究》的论文的确反映了我国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
。

社区
、

城乡发展和

国外社会学方面的论文基本呈平稳发展态势
,

说明 《研究》在这两方面给予 了普遍关注
。

特别

是介绍国外社会学的文章在我国社会学发展初期比例较高
,

说明 《研究》在我国社会学学科建

设初期非常重视介绍和吸收外国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

以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学
。

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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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论文近几年大大减少
,

应引起 (研究》编者的注意
。

社会史与社会学史近几年的论文占

不小的比例
。

2
.

载文 童的统计与分析

载文量指刊物刊载文献信息量的总和
。

(研究》 10 年间除刊载的学术论文外
,

设立的
“

综

合
” 、 “

机构介绍
” 、 “

学术动态
” 、 “

编者与读者
” 、 “

文摘
” 、 “

信息与资料
”

和
“

书讯与书评
”

等栏目也是

重要的信息源
,

包涵了大量的社会学信息
。

(研究》10 年间除论文外共报导信息 348 次 (篇 ) (见表

2)
。

这些栏目对于介绍国内外社会学学术动态
,

引进新观点与新方法
,

进行学术交流
,

扩展视野

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研究》10 年载文 13 36 篇 (次 )
,

其 中论文占 73
.

9%
,

其它栏 目的信

息量占 2 6
.

1%
。

从容纳量来看
,

论文页数占到杂志总页数的 95 %
,

其他栏目的信息量占 5%
,

说

明论文是其最主要部分
。

但这 5% 的其他栏目却容纳了可观的信息
,

是社会学发展不可或缺的

资料文献
。

在其他栏目的信息量中
,

学术动态所占比例最高为 43
.

3%
,

机构介绍次之占 26
.

1%
。

“

综合
”

栏目的文章多是社会学专家对社会与社会学发展的看法
、

观点等
,

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

占到 18
.

9%
。

还应指出的是
, “

信息与资料
” 、 “

文摘
”
和

“

编者与读者
”

栏目也不可

忽略
,

它们在引进国外社会学新观点
、

新方法和介绍新人物及研究成果方面
,

对国内同行的研究

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

这些栏目的文献有不少篇被中国人 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编的《社会

学》 (以下简称 岛 )专辑全文收录
,

这本身就证明了材料的可靠性与价值性
。

表 2 《研究》其他栏目信息 t 统计

淤淤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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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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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文文 摘摘 一 一 一 一 1 2 一 一 一 一 1 000 2222 6
.

333

信信息与资料料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 3 2 333 l 000 2
.

888

合合 计计 3 6 36 3 8 3 1 53 30 35 2 4 2 4 4 111 34 888 1 0000

三
、

引文系统的计量分析

引证分析是计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

它包括对期刊
、

论文
、

作者等分析对象的引证和被引

证两种规律的研究
。

下面我们对《研究 )引文系统作引证分析
。

我们知道
,

引证数高低是衡量

某一刊物或著作质量高低与影响大小的重要指标
,

通过分析可弄清该刊物的质量高低和影响

大小
,

为刊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 `

《研究》杂志学术论文引文系统包括当页脚注 (页下注 )和文后列参考文献两类
。

脚注与学

术论文有直接联系
,

如提供背景知识
、

研究进展
、

理论依据
、

评价或论证材料及说明等
,

这类引

文占绝大多数 ;文后列的参考文献与学术论文的研究内容一部分有直接的联系
,

另一部分与论

文内容的关系不甚密切
。

总之
,

《研究》学术论文的引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学研究中学者



与学者间
、

论著与论著间
、

期刊与期刊间
、

学科与学科间的联 系
,

从文献引证角度揭示出社会学

学科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

引文的评价分析也为学术论文的评估提供了一种依据
。

《研究》 1 9 8 6一 1 9 9 5 年间共发表学 术论文 9 88 篇
,

其 中有引文的 91 2 篇
,

占总论 文数的

92 %
,

有 8% 的论文既无脚注也无参考文献
,

作为学术杂志的 <研究》
,

应注意避免这类现象
。

因为学术论文不同于一般文章
,

有无引文会直接影响论文的严肃性与学术性
·

论文引文系统

的分析包括主题相关分析
、

文献偶合研究等许多内容
。

我们的研究只限于对引文的语种
、

文献

老化规律
、

自引率及影响系数四个方面
。

表 3 中列出了《研究 》杂志论文引文系统三项指标按

年度变化的情况
。

表 3 <研究》论文多项指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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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1 译文文献中的经典著作为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宁
、

斯大林及韦伯的著作
;

2
.

不老于 5年的文献是从论文发表的前一年倒推计算的
,

如 1 9 8 6 年发表的论 文
,

其不老于 5年的文献是指该文

出版 日期在 19 8 1一 19 8 5 年 5 年间的文献
,

这是因为一则考虑到论文从投稿到发表有一定的滞后性
; 二则是为

了反映作者对社会学前沿研究的跟踪程度和对学术动态的注意程度
;

3
.

普赖斯指数是文献计量学中用于描述文献老化规律的指标
,

它等于 不老于 5 年的文献量与引文总量之比
。

普

赖斯指数越大
,

文献半衰期越短
,

文献老化的速度也就越快
;

4
.

自引文献包括期刊自引和作者自引
。

期刊自引是指引用 (研究》上发表的论文
,

作者自引包括作者在 (研究 )上

发表的论文和其他出版物上发表的论著
。

自引现象反映出研究人员研究工作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以及该刊物

论文的价值性
。

在《研究》论文引文系统的语种分类中
,

中文文献
、

译文文献
、

原文文献之比为 1 : 0
.

4 : 0
.

2

(以最高数中文文献 4 7 0 8 篇为基数 1 计算 )
。

这种比例表明
,

中文文献在社会学研究中起着主

要的作用
,

它大于译文文献和原文文献之和
,

目前仍看不出有下降之势
。

译文文献的数量也较

高
,

在社会学研究中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

中文和译文文献的这种高 比例从一个侧面说

明社会学研究人员在利用外文原文文献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

应加强与提高自身的外语水

平
,

充分利用和 吸收外国社会学研究的成果
,

做到
“

洋为中用
” 。

在外文原文文献中
,

英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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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高达 97 %
,

而其他语种仅占 3%
。

日文文献相对较高
,

是法文文献 的 4
.

5 倍
,

俄文文献

的 13
.

5 倍
。

(研究》与其他学科的杂志如《自然辩证法研究》和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相比
,

英文

文献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

但 日文和俄文文献则相对较低
。

就 日文文献来讲
,

据中国科技情报所

1 9 8 9 年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 》年度报告的抽祥统计
,

我国所有自然科学学科中
,

每篇论

文平均引用日文文献低于 1
,

各学科平均每篇仅引用日文文献 0
.

13 篇 (次 )
。

社会科学缺乏这

方面的数据
,

但从《研究》988 篇论文共引用 日文文献 27 篇 (次 )
,

平均每篇引用 0
.

03 篇来看
,

社会科学诸学科平均每篇论文引用 日文文献肯定低于 1
,

而且低于 自然科学的 日文引文数
。

(研究》英文文献的引证数尽管比其他语种高的多
,

但平均每篇论文也仅是 1
.

07 篇 (次 )
,

低于

自然科学的相应指标 3
.

03 篇 (次 )
。
① 法文和俄文的引证数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诸

学科的杂志中均很低
。

从时间上看
,

(研究》引用原文各语种文献量的年度变化无规律可循
,

这与不同年度各类论

文的多少不同和作者所处地区的不同有关
,

如果国外社会学方面的论文较多
,

则外文文献量上

升
。

美
、

英
、

加拿大
、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作者多
,

则英文文献量上升 ; 日本的作者多
,

则 日文文

献多
。

当然
,

由于外文原文文献量的总量不大
,

任何一些偶然的因素如几篇论文的某种语种引

文丰富
,

都会引起语种比例的变化
。

表 3 中的普赖斯指数变化不大
,

基本保持在 0
.

24 一 0
.

34 之间
,

平均为 0
.

30
,

比之于 自然

科学的普赖斯指数 0
.

50 低
,

②
,

但比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稍大些
,

说明 (研究》的文献老化

速度是较快的
,

文献的增长量也较大
、

较快
。

期刊自引率是评估杂志质量的又一项指标
。

自引率高
,

表 明研究人员的研究有继承性
,

该

刊物用稿有连续性
,

且在某一专题研究方面不断深人
,

也表明了该期刊刊登论文的取 向所在
。

当然
,

期刊自引率也受到诸如同类期刊多少
、

论文类目分散
、

发文量少
、

作者心理障碍等因素的

制约
,

如同类期刊多
,

自引率相对会低些
,

相反则会高些
。

(研究》的期刊自引率较低
,

仅占总引

证数的 20 % ( 10 年间只引用了 175 次 )
。

这主要是同类期刊多
,

相应的论文刊登在这些杂志上

和社会学分支学科多
、

方向杂的缘故
。

作者自引是引文中的正常现象
,

反映了作者本人研究的连续性
。

同时读者也可通过作者

的文献自引了解作者的研究动向和脉胳
,

并给读者查阅文献带来方便
。

《研究》的作者自引率

为 1%
,

这一比率低于 自然科学诸杂志的比例
。

而且根据 (文献计量学》一书提供的资料
,

在 目

前的期刊论著的引文中
,

作者平均自引率为 10 % 左右
。
③ 由此看来

,

《研究》的自引率的确很

低
,

应予以重视
,

并提醒论文作者注意自引文献以便让读者更多了解自己的研究动向
。

此外
,

我们还运用年平均引文率这一指标对 《研究》的引文进行 了评估
。

所谓年平均引文

率是指某一期刊的年引证数与年论文数之 比
,

它也是评估期刊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

《研究》

的年平均引文率变化见表 4
。

表 4 (研究》19 86 一 1 995 年的平均引文率变化情况

年 份 1
’

,乡56 19 5: 1 9 58 19 59 19 90 1 99 1 1 99: 199 3 f9 9;
1 9 95

} 平均值

引文率 1 3
.

8 5
.

4 5
.

6 8
.

9 8
.

1 9
.

5 8
.

3 1 0
.

2 1 2
.

1 9
.

1 1 8
.

1

①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

( 19 84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 (年度研究报告 )》
。

② 梁立明
:

(关于 <自然辩证法研究 )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自然辩证法研究 )l 99 2 年第 8 期
。

③ 邱均平
: 《文献计量学》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19 88 年版
。



表 4 的数据表明
,

(研究)的年平均引文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

1 994 年高达 12
.

1 篇
。

10 年的

平均值为 8
.

1 篇
,

明显高于国内其他学科期刊的平均引文率
,

如我国科技期刊 19 8 8 年的平均

引文率为 5
.

38 篇 ; 1 989 年为 5
.

44 篇 ; 1990 年为 5
.

57 篇
。

① 但低于国际上科技期刊和社科期

刊的平均引文率
,

如美国的《科学引文索引》 ( S C )I 上 3 000 多种杂志每篇论文的平均引文率为

20 篇
。 ②当然

,

国情不同
,

研究风格相异等原因使国内外在平均引文率上有一定差距
,

我们应在

今后的研究中尽量缩小这一差距
,

提高论文的引证率
。 `

《研究》较高的平均引文率
,

一方面表明

它的作者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

具有应有的学术道德
。

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写作论文的严谨

性与规范性
。

引证率愈高
,

论文涉及的材料就愈多
,

范围就愈广
,

深度愈深
,

质量自然也就高

了
。

引文的规范化也是评估学术期刊质量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标准
。

《研究》在这方面做的是

比扩好的
,

特别是近几年来注意引文的规范化
,

注重脚注与参考文献并举
,

从一个侧面体现了

该杂志的特色
。

尽管如此 (研究》也还有少数论文既无脚注也无参考文献
。

这一问题应引起

作者与编者的足够重视
,

以保持 (研究》高质量学术期刊应有的水准
。

四
、

几种同类期刊被 c ;
全文转载和题录的统计与分析

我们利用 19 8 6一 1 9 9 5 年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 的 <社会学》 ( c ; )专辑
,

统计了

《研究 )
、

《社会》和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三种被 C 4 全文转载和题录最多的杂志进行 比较
,

从而

反映出《研究》产生影响的大小
。

统计结果见表 5
。

表 s c ;

复制 《研究》等三种期刊情况统计
二二

夏
二

万奢轼轼
19 8666 19 8777 1 98 888 19 8999 1 9 9 000 1 9 9 111 1 9 9 222 199 333 19 9444 1 9 9 555 合 计计

ZZZZZ TTT Z TTT Z TTT Z TTT Z 丁丁 Z TTT Z TTT Z TTT Z TTT Z TTT ZZZ TTT

(((研究》》 444 2 lll 777 7 555 lll 7 22222 4 111 lll 7 333 555 5 777 222 5丹丹 888 6 444 2 000 5 777 l 999 7444 6777 5 7 888

《《社会》》 666 3444 222 2 555 555 533333 5 33333 4 555 444 5000 lll 5 333 lll 777 222 2222 222 2 000 2333 3 6222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111 2 77777 3 22222 4 444 111 4 555 lll 1666 111 555 444 888 222 777 1 000 1 8 444

说明
:

表中 Z 表示全文转载
,

T 表示题录
。

下同
。

期刊论文被 C 4 所全文转载 (或复制 )和题录的次数多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同类期刊所

刊登论文质量的高低
,

从而也可反映出该杂志的影响大小
。

也就是说
,

这可作为同类期刊的社

会反响程度的度量指标
。

很显然
,

某一期刊的论文被 C ;
全文转载和题录的数量越多

,

至少从

一定程度上说明该杂志的质量高
,

社会对其反响大
。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
,

(研究》被 c ;
全文转

载和题录的次数大大超过其他两刊
。

在发展趋势上
,

《研究》微观上反响与影响呈跳跃性展开
,

但宏观的总趋势则呈上升态势
,

说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
,

质量在逐步提高
,

反响亦 日益增

大
。

为进一步准确地探明 《研究》的社会反响及影响程度的大小
,

我们按照美国费城科技情报

所出版的《期刊引文报告) 中计算期刊影响系数的方法来求《研究》的影响系数
。

影响系数的求

法是
:

某期刊某年的影响系数等于该年所有期刊引证该杂志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次数
,

然后除以

①② 梁立明
:

(关于 <自然辩证法研究 )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自然辩证法研究 ) 1 9 92 年第 8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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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间该杂志已发表的论文总数
。

由于 目前国内尚不具有引文数据库
,

这就使得我们很难

从引证角度定量地评估《研究》的质量及影响度
,

因而不得不另辟新径
,

即从 C ;
的全文转载和

题录的数据来计算《研究》的影响系数
。

我们十分清楚这种做法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

但仍可

从中窥出一斑
。

当然
,

仅靠 C ; 上的全文转载和题录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社会对 (研究》的

反响程度
,

但至少可供人们从时间方面 了解该杂志的影响或社会对它的反响变化情况
。

表 6

中列 出了 (研究》 19 8 8一 19 93 年的影响系数
。

表 6 (研究》1 9 88 一 1 995 年的影响系数

年年 份份 1 98 888 19 8999 1 99000 19 9 111 199 222 1 99 333 19 9444 19 9 555

ZZZZZ TTT Z TTT Z 丁丁 Z TTT Z 丁丁 Z TTT Z TTT Z 丁丁

影影响系数数 0
,

0 666 0
.

555 0
.

0444 0
.

777 0
.

0 111 0
.

555 0
.

0 111 0
.

666 0
.

0 333 0
.

777 0
.

0444 0
.

666 0
.

0555 0
.

666 0
.

111 0
.

666

合合 计计 0
.

5666 0
.

7444 0
.

5 111 0
.

6 111 0
.

7 333 0
.

6444 0
.

6 555 0
.

7 000

`

从表 6 中可粗略看出
,

C ;
对 (研究》的全文转载从 1 9 8 8 年到 19 90 年呈下降趋势

,

1 9 9 1 年

后又呈上升趋势
,

到 1 9 9 5 年达到 0
.

1
,

说明 《研碗 》的影 响逐年增大
。

题录 的变化不大
,

在

0
.

5一 0
.

7 之间波动
。

二者之和在 0
.

51 一 0
.

74 之间波动
,

变化也不大
。

反 响系数 (或影响系

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在社会上的反响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
,

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了

依据
。

五
、

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统计与分析

我们将 (研究) 19 86 一 1 9 9 5 年 10 年间刊登的
、

地区明确的 961 篇论文按地 区分类
,

合作论

文取第一作者所处地区计
,

以避免出现小数
。

表 7一 1 给出了中国大陆作者的地区分布次序
,

表 7一 2 给出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论文的篇数及排名
,

篇数相同的地区按汉语拼音顺序

排列
。

表 7一 1 《研究》论文的地域分布统计

地地 区区 北 湖 上 江 广 天 浙 山 四 粤 湖 辽 河 安 陕 福 吉 贵 甘 河 江 奥 海 山 云 广广
一一一

_ .
_ _ 卜

_

、 _
. _ .

_
.

龙 ~
_

~
.

,

~

_
_ ~ 二

,
` .

一
_ _

_ 象 一_

_ _ ___
泵泵泵 北 海 办 东 律 往 乐 川 江 帝 了 北 傲 四 建 林 州 肃 南 四 古 南 四 阐 四四

论论文篇数数 4 33 7 1 6 5 6 0 4 0 37 3 2 31 22 19 14 14 1 2 9 8 7 7 7 7 6 5 5 3 3 3 222

位位 次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 1 1 3 1 4 15 1 6 1 6 16 1 6 20 2 1 2 1 23 23 2 3 2 444

表 7一 2 《研究》论文的地域分布统计

地地 区区 美 国国 日 本本 香
·

港港 德 国国 俄罗斯斯 加拿大大 英 国国

论论文篇数数 1222 1222 1000 111 111 111 lll

位位 次次 111 111 333 444 444 444 444

北京作者撰写的论文多达 4 33 篇
,

占已明作者所属地区论文篇数 961 篇的 45 %
,

为第二

位湖北的 6 倍
。

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区的论文数远高于它之外地区论文数这一现象
,

据笔者所

掌握的信息资料可知
,

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

如北京地区编辑的 ( 自然辩证法研究》和 (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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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通讯》
,

山西编辑的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均如此
。

看来这 已成为一条规律
。

’

从表 7一 1 中可清楚看出
,

除北京外
,

湖北
、

上海
、

江苏
、

广东
、

天津和山东是社会学研究的

活跃地区 ; 四川
、

黑龙江
、

湖南
、

辽宁和河北也较活跃
,

其他地区相对来说落后些
,

特别是新疆
、

宁夏
、

西藏和青海等省区 10 年间在 (研究》上竟无一篇论文发表
,

说 明这四个地 区的社会学研

究几乎处于一种封闭
、

半封闭状态或维持在低水平
,

应引起社会学界的注意
。

同时
,

我们也注

意到
,

《研究》在国外有一定影响
,

与国外社会学界有一些的学术交流
,

美国
、

日本等 7 个国家或

地区在 (研究》上发表了
、

38 篇论文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研究》论文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整个国内社会学研究力量空间分布的状况
,

面对这种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
,

我们

应注意加强该学科的学科建设
,

注重低产出区研究力量的培养
。

六
、

论文合著及课题组情况统计与分析

合著即联名发表论文的现象
。

我们知道
,

在研究中合作精神是应大力提倡的
,

研究者应具

有合作精神
,

特别是在大科学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
。

据笔者了解
,

在 自然科学领域
,

论文合著

率不断增长
,

合著人数也不断增加
,

三人
、

四人
、

五人合著 已是普遍现象
,

这是 由科学研究课题

的复杂性
、

规模大和综合性的特点决定的
。

但在社会科学领域
,

这种合著现象要少得多
。

这是

因为一则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
,

仍习惯于独立研究
,

独立发表论文 ;二则社会科学无需大

型的科学仪器和大型实险室
,

一般利用资料就可完成课题
。

但社会学由于其学科的特殊性
,

广

泛应用调查方法
,

合著论文率明显高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
,

这从《研究》论文合著情况的统计可

得到说明 (见表 8 )
。

表 8 《研究》论文合著情况统计

卜卜黔黔
1 2 3 4 5 课题组组 小 计计

1119 8666 82 13 4 一 一 lll 1 0 000

1119 8777 7 1 13 4 2 1 333 9 222

1119 8888 9 8 9 4 一 2 555 1 1 888

111 9 8999 7 1 1 1 2 一 一 444 8 888

111 9 9000 86 5 3 一 一 111 9555

1119 9 111 83 1 5 2 一 一 444 1 0444

111 9 9222 78 1 1 一 一 一 222 9 111

111 9 9333 7 3 18 2 一 一 111 9444

111 9 9444 95 8 1 一 一 444 1 1 000

111 9 9 555 7 6 1 0 3 1 一 666 9666

合合 计计 8 13 1 13 2 5 3 3 3 111 98 888

(研究》10 年间共发表合著论文 4 75 篇
,

占总论文 988 篇的 17
.

7%
。

在合著的论文中
,

二

人合著的论文占总论文的 1 1
.

4 %
,

占合著论文的 64
.

6%
,

说明二人合著率最高
,

这是一种普遍

现象
,

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情况 ;三人合著论文占总合著论文的 14
.

3%
,

课题组占合著论文的

17
.

7%
,

而四人
、

五人合著率则很低
。

与自然科学各学科相比
,

(研究》的合著率是较低的
,

这是

由社会科学的研究风格与学科特点决定的
,

是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共性
。

与其他社会科学其他

8



学科相比
,

《研究》具有较高的合著率
,

这恐怕是由于社会学研究通常需大量运用社会调查方法

之故
,

这一方法工作量大且复杂
,

由一人完成不易
,

需多人合作进行
。

正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

特殊性
,

决定了其有较高的合著率
,

课题组的论文量较高便是有力的证明
,

这也是社会学的一

大特点
。

据我们了解
,

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和交叉学科如自然辩证法学科领域以课题组属名的

论文相当少①
。

在统计中我们注意到
,

合作者绝大多数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人员
,

即同行间的合作
,

而与

跨学科或相关学科人员的合作则很少
,

即不同学科间的合作极少见
。

这是一个值得引起社会

学研究人员注意的问题
。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断渗透与交叉
、

边缘学科不断兴起的今天
,

社会学研究也应注意与自然科学诸学科特别是与自身联系密切的相邻学科的联盟与合作
,

打

破学科壁垒
,

加强本学科与别的学科的渗透与交叉
,

拓宽研究视野及范围
,

开拓新的研究方 向
。

我们知道
,

本世纪中叶以来
,

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的大量运用
,

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交汇之

势
,

其向社会科学的广泛渗透
,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
。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
,

更应注

重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方法的结合
。

然而
,

按研究方法划分
,

《研究》论文多为定性研究
,

半定量

研究也多是调查报告
,

极少有运用数学方法的定量研究
。

在半定量研究中
,

也多是运用统计和

图表的较简单方法
,

很少运用数学方法来探索社会诸现象的规律性
。

当然
,

由于社会学学科不

易定量化的特点
,

使其运用数学方法显得十分困难
。

然而数学方法的运用无疑会使社会学研

究更为精确化
,

得出的结论和规律更有说服力
。

因此
,

社会学应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从别的学

科中汲取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
,

注重数学方法
、

计算机方法等在社会学研 究中的移植和运用
,

使社会学早 日实现数学化和定量化
。

七
、

作者群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10 年间
,

在 (研究》上发表论文的作者共有 12 8 3 人次
,

其中大陆和香港 1 2 4 7 人次
,

国外 36

人次
。

对论文作者群情况作统计分析
,

可以从作者年龄
,

地区分布
,

职业
、

职称构成等方面反映

出我国社会学研究的概况
。

1
.

论文作者的年龄构成及分析

(研究》1 986 一 1 9 9 0 年间的论文没有作者年龄的信息
。

我们只能对 1 9 91 一 1 9 9 5 年中有作

者年龄信息的 464 人作年龄统计
。

具体做法是
:
按梁立明在《关于 <自然辩证法研究 >的文献计

量学研究》一文中对论文作者的划分方法将论文作者的学术年龄划分为 12 个年龄段
,

并以论

文发表当年的作者年龄为其实际年龄
。

统计结果见表 9
。

表 9 的数据表明
,

《研究》作者的年龄跨度很大
,

最年轻的 21 岁
,

最年长的 80 多岁
,

4 64 人次

的平均年龄为 41 岁
。

作者年龄的高峰值在 35 一39 岁
,

该年龄段占总人数的 21
.

3%
,

30 一34 岁

年龄段占到 18
.

3%
,

次之
。

两个年龄段之和即 30 一39 岁的比例为 39
.

6% ; 40 一49 岁年龄段的峰

值也较高
,

占总人次的 14
.

6% ; 25 一29 岁年龄段的 比例也不低
,

占到 12
.

5%
。

很显然
,

社会学研

究的中坚力量主要是 25 一49 岁的青年作者
。

这一年龄段占到总人次的 78
.

3%
。

这一事实表明
,

社会学研究后继有人
,

发展大有希望
。

我们知道
,

研究工作是一种需要旺盛精力和创造力的劳

动
,

中青年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

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青年比例高
,

他们对社会学研究具有继往开来

① 梁立明
: 《关于 (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自然辩证法研究 ) 19 92 年第 8期
。



的作用
。

6 0岁以上的作者仅占总人次的 6
.

4%
,

尽管这一比例不高
,

但这些作者仍活跃于社会学

领域
,

且多是社会学研究的前辈或德高望重的权威
。

他们对该领域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支持

和导向作用
,

其作用不可低估
。

(研究》作者群年龄构成的正态分布也说明
,

其作者的年龄梯度结

构是十分合理的
,

而这种比例合理的年龄梯度构成会促使《研究》杂志和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协

调发展
。

表 9 (研究》作者的年龄构成 ( 1 99 1一 1 9 9 5 )

决决决
2 000 2 555 3 000 3555 4 000 4 555 5000 5 555 6000 6555 7 000 75

---

合 计计

1111111 !!! }}} }}} }}} }}} }}} 111 111 }}} }}} 以以以
22222444 2 999 3444 3999 4 444 4 999 5 444 5 999 6444 6 999 7 444 上上上

111 9 9 111 333 l 444 l 444 l 666 l 222 555 555 444 444 lll 222 111 7 888

111 9 9 222 111 1 333 1000 l 888 999 1000 666 666 222 lll lll 111 7999

111 9 9333 222 l 222 l 999 3444 l 555 1 lll 555 555 222 333 lll 333 1 0999

111 9 9 444 222 999 2222 1555 1888 1 666 1 222 777 lll lllllll 1 0777

111 9 9 555 333 1000 2 000 1 666 l 444 1 222 999 555 555 lllllll 9 111

ZZZ 、、 人次次 1 000 5888 8555 9 999 6888 5444 3 777 2777 1 444 777 444 555 4 6 444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ttt

占百分比比 2
.

222 1 2
.

555 1 8 333 2 1
、

333 1 4
.

666 1 1 666 8
.

000 5 888 3
.

000 1
.

555 0 999 1
.

000 1 0000

iii--rrrrr 1 4
.

777 39
.

666 2 6
.

222 1 3 888 4
、

555 1
.

999 10 000

此外
,

自然科学家最佳研究年龄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
,

20 世纪后其创造的最佳年龄高

峰在 3 7一40 岁之间
。

① 社会科学家的最佳年龄可能要稍大一些
。

(研究》作者的平均年龄为

41 岁
,

而且在高峰值 25 一49 岁之间
,

应该是一支年青有为的研究队伍
。

由此可见
,

我国社会

学研究正处于旺盛期
,

拥有一支年富力强
、

大有作为的研究队伍
,

一定会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

大的贡献
。

2
.

作者的地域分布统计与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
,

《研究》是一份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杂志
,

其作者地域分布相当广泛
。

国内除西藏
、

青海
、

宁夏
、

新疆及台湾外
,

其他省市
、

自治区及香港地区均有该杂志的作者
。

国

外有美国
、

日本
、

德国
、

俄罗斯
、

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学者的论文在 《研究》上发表
。

我们统计分析

了《研究 ) 1 9 8 6一 1 9 9 5 年间国内外 已明确地 区的 12 8 3 人次作者的地区分布
,

其中北京作者高

达 592 人次
,

占总人次的 47 %
,

无疑是《研究》作者的高产区
。

其余各地区作者人次的排序
。

与表 7 论文地域分布基本相似
。

3
.

作者的职业
、

职称及学位构成的统计与分析

《研究)作者的职业构成较为简单
。

省
、

市级社会学研究所的作者占到 55 %
,

大专院校的

教师占到 35 %
,

其中包括社会学专业
、

哲学专业
、

法学专业和历史专业的一些教师
。

其余作者

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

解放军
、

研究生以及专业期刊的工作人员等
。

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
,

社

会学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在社会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他们与高等院校社会学以及相邻

学科的教师一起构成了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主力军
。

从表 10 中可清楚看到
,

(研究 )作者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占到 47
.

7%
,

这一 比例略高于我国

科技期刊作者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
,

据中国科技情报所 ( 1990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 )

报告提供的数据
,

我国中文期刊作者具有高级职称的约占45
.

1%
,

尽管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① 赵红州
:

(科学能力学引论 )
,

科学出版社 19 84 年版
,

第 2 4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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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研究》作者的职称与学位构成统计 ( 19 91 一 19 95)

试试羚羚 裴 纂 黑 巍 蕙
其 ,, 小 计计

111 99 111 1 7 1 8 8 7 6 999 6555

111 99222 3 4 2 8
,

6 4 4 999 8555

111 99 333 4 7 39 6 5 4 1000 1 1 111

11199 444 5 7 2 3 4 10 8 888 1 1000

111 99 555 5 8 2 2 5 6 7 888 10 666

合合 计计 2 13 1 30 2 9 3 2 2 9 4 444 4 7 777

占占百分比比

{
4 4

·

7 2 ,
·

3 6
·

` 6
·

, 6
·

` ,
·

`̀ 10 000

具有显著的差异
,

但在这方面相当接近的事实表 明
:

无论是科技期刊还是社会科学期刊
,

都具

有共同特征
,

即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是各学科研究的中坚力量
,

他们提供的论文最多
。

同时
,

我们也应注意到
,

(研究) 中具有中级职称的比例也不低
,

占到 27
.

3%
,

说明社会学研究的后继

力量雄厚
。

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作者和在读博士生
、

硕士生占到 1’2
.

8 %
。

其中在读博士生

和硕士生占相当比例
,

他们在学习期间已发表论著
,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研究》在培养社会学

研究力量方面做得很好
,

值得其他刊物效仿
。

主要参考文献
:

1
.

梁立明
:

《关于 <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 92 年第 8 期 ;

2
.

邱均平
:

《文献计量学》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 98 8 年版 ;

3
.

T
·

布朗
:

《科学计量指标》
,

科学出版社 1 989 年版 ;

4
.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
:

( 1 9 90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 (年度研究报告 ) )
;

5
.

赵红洲
:

《科学能力学引论》
,

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责任编辑
: 张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