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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外国语大学2009年博士文库系列·被引内容分析：探究领域知识结构的新方法尝试》是北
京外国语大学2009年博士文库系列之一。
本书共九章节，内容包括科学知识的双重属性、共引分析与共词分析、本研究的理据和思路、研究问
题与语料收集、研究工具等。
本书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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