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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结构地图2012》是继《科学结构地图2009》之后，第二次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绘制科
学结构地图并开展相关研究，旨在揭示科学结构、监测科学发展趋势。
《科学结构地图2012》通过ESI高被引论文的同被引聚类分析揭示了科学研究结构，通过“科学结构地
图2009”与“科学结构地图2012”的时序比较分析了研究领域的变迁和学科的发展，运用复杂网络分
析法辅助识别了重点研究领域，通过计量方法度量了研究领域的学科交叉性，并通过学科多样性和网
络凝聚性揭示了知识整合的广度和强度。
基于科学结构地图，从论文份额、国际合著率等角度描绘了中国及代表性国家的研究活跃程度、国际
合作情况等。
 
《科学结构地图2012》有助于读者了解科学发展的整体态势和中国在世界前沿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
可供科技决策者、各级科技管理人员、科技研究人员、高等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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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各国在“地球科学”、“粒子物理与宇宙学”、“生命科学’’中的国际合著率
普遍较高。
由于生命科学论文量占总量的近一半，图中显示各国国际合著率较高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与生命科学相
关的研究大类中。
 中国整体国际合著率比较低。
100％合著和零合著的研究领域的比例比较高，分别为37.8％和12.2％，说明中国的国际合著在各个研
究领域不均衡。
“流感的治疗、预防、传播动力学，以及复杂网络和复杂系统的结构、同步、控制、稳定性研究，，
（ID125）研究领域是发表核心论文最多的研究领域，其数量超过美国；国际合著率基本与美国相同
，且合著论文中第一作者的比例（59.8％）远高于美国（36.5％）。
 美国各研究领域的国际合著率最低；美国整体国际合作比较均衡，没有国际合著率为100％的研究领
域，国际合著率为。
的也很少。
美国在与生命科学相关的大类中。
均有较高的发文量和合著论文中第一作者的比例且较低的国际合著率，美国在这些领域拥有绝对的主
导地位。
 英国、德国不同区间值的国际合著率分布情况比较一致。
法国、日本拥有核心论文的研究领域所占的比例相当，不同区间值的国际合著率分布情况比较一致。
 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国际合著率为100％的研究领域所占比例均相对较大。
韩国在“纳米科技”及“合成与应用化学”两个大类的国际合著率相对较低，但拥有较高的合著论文
第一作者比例，说明韩国在这两个大类的国际合作研究中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
巴西的整体水平强于俄罗斯、印度。
南非89.7％的研究领域的国际合著率都为100％，且合著论文中第一作者比例较低、核心论文数最少，
说明南非对国际合作研究的依赖程度最高。
 四、机构合著网络分析 本章节通过机构合著网络进行机构合作分析。
针对7个研究大类和专家推荐的9个研究领域，分别绘制发文量前20位的研究机构（简称TOP20机构）
的合著网络图。
如果显示TOP20机构与发文量前200位研究机构（简称TOP200机构）之间全部的合著关系，图形关系
会复杂难辨。
因此，在绘图时设定了合著关系阈值，裁剪了一些弱的合著关系和孤立节点。
阈值取值原则以图形可辨为标准，不同研究大类或研究领域设定不同的合著强度阈值，阈值以下的某
些机构未能呈现在机构合著网络图中。
 （一）按研究大类分析机构合著 1.粒子物理与宇宙学 图6—23为“粒子物理与宇宙学”大类的机构合
著网络图（合著强度阈值为0.20）。
该大类在所有大类中合著性最强，合作关系呈现明显的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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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结构地图(2012)》进一步分析了研究领域的学科交叉性和新颖性，分析了中国和10个代表性科
技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活跃程度，分析了这些国家的国际合作情况。
《科学结构地图(2012)》提供了一个客观和系统的分析方法，为科学家和决策者提供一种新视角来观
察科学发展态势和科学研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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