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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一位优秀科学计量学家采用的研究方法之分类编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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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方法是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系统的、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图书情报学

一直重视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创新。本文对科学计量学家莱兹多夫教授发表的 231 篇学术论文中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进行

了分类编码分析。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了解本学科研究方法应用的主题场景、类型及趋势。最后讨论了莱兹多夫教授的研究方

法应用经验所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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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metho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it’s also a symbol of maturity for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o have systematic and effec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The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has been emphasized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231 scholarly journal 

literatures authored by Loet Leydesdorff based on coding frameworks. The findings can be us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areas, types, and trends of research methods in LIS. Finally, we discuss the inspiration of Loet Leydesdorff’s experience in research 

metho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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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方法是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系统的、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

一。与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图书情报学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创新。在过去的数十

年间，对于图书情报学的方法研究一直是本领域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一些学者对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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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期刊
[1-3]

、学位论文
[4，5]

、教学课程
[6，7]

 的内容进行了调研分析，揭示了本学科研究和教学中涉及的研究

方法的类别、使用情况及发展趋势。也有学者关注了某一具体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如矩阵思

考法
[8]
、民族志方法

[9]
、人类学方法

 [10]
等，或分析了某一具体主题的研究方法，如信息行为

[11]
、信息服务

[12]
等。近些年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者特别关注了混合方法研究

[13-15]
，以及多学科融合对本学科研究方

法的影响
[16]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研究方法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已

有研究将目光聚焦于本学科应用的研究方法时，却大多忽视了专家学者在研究方法中的作用，而他们才是

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创造者和践行者。因此，具体分析本领域高水平专家学者在研究方法

应用上的规律性特征，将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更具启示性作用，同时也可以为图书情报学的研

究方法课程改革和研究生学术规范培养提供参考。 

 荷兰学者路特·莱兹多夫（Loet Leydesdorff）是世界著名的图书情报学家、科学计量学家和社会学家，

2010 年受聘为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研究学院教授。他曾于 2003 年获得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最高奖项

——普赖斯奖，2014 和 2015 年连续两年被汤森路透评选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高被引科学家。1948 年莱兹多

夫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65 年进入阿姆斯特丹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学习，分别于 1969 年和 1973 年获得化学

学士和生物化学硕士学位。求学期间，莱兹多夫开始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于 1972-1973 年间兼任了

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系助教，硕士毕业后他成为乌特勒支大学科学与社会系助理教授。1977 年莱兹多夫获

得哲学硕士学位，之后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科学技术动力学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雇员与技术创新政策间

的关系，1984 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研究中，莱兹多夫发现在“末端群体”的雇员及其单位

中并未观察到由科学知识引导的发展，这引起他对“如何测度科学发展带来的影响”问题的关注，也使其

开始步入科学计量学领域。信息计量学家罗纳德・鲁索（Ronald Rousseau）认为莱兹多夫的重要学术贡献

在于：一是将熵的概念作为科学计量学演算的基础，其代表作是《科学计量学的挑战》；二是对技术和经济

背景下自组织现象的研究，其代表作是《演化经济学与混沌理论：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和《大学与全球知

识经济：大学—产业界—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
[17]

。 

莱兹多夫本人一直专注研究方法问题，因此，用他的论文作为方法学研究的剖析样本，具有典型意义。

本文以莱兹多夫教授截至 2015 年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拟采用内容分析、描述统计和时序分

析三种方法，对论文中应用的研究方法进行调研，旨在揭示论文中研究方法的层次与类型、时间分布特征，

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而讨论莱兹多夫教授在研究方法应用上所带来的启示。 

2 相关研究综述 

 学科自我剖析是促进图书情报学教学与科研不断发展的重要手段。Bernhard 曾对图书情报学方法研究

的早期文献进行了梳理，列举了本学科最重要的 13 种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

理论研究法、文献计量法、调查法、运筹学/系统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德尔菲研究法、信息

系统阐述法
[18]

。Järvelin 和Vakkari则认为早期相关研究中缺少对研究方法的区分和定义，提出从研究类型、

研究策略、数据收集方法和分析类型四个方面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
[19]

。其中，研究类型可以

看作是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具体包括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系统构建等。每种类型的研究通常

会涉及一个或多个研究策略，如实证研究下归纳了文献计量法等 12 个研究策略。同时，Järvelin 和 Vakkari

对实证研究又划分了数据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两个子类。 

许多国外学者沿用了 Järvelin 和 Vakkari 提出的研究方法的分类体系，如 Kumpulainen 对 1975 年刊登

在 30 种图书情报学期刊上的 632 篇文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应用实证研究法的文献占比接近 51%，其

中历史研究法和问卷、访谈调查法是最为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
[20]

。Hider 和 Pymm 认为一篇研究论文会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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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了多个研究策略和方法，因此将 Järvelin 和 Vakkari 的研究方法分类体系中增设了综合研究策略一项，并

在分析类型中补充了定性与定量混合方法。同时，Hider 和 Pymm 对 20 种图书情报学期刊 2005 年刊载文

章所应用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调查法仍是本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研究方法，而实

验法的应用次数有明显增加
[21]

。Tuomaala 等的研究同样证实了 Hider 和 Pymm 的结论，即在调研的图书情

报学期刊论文中，实证研究论文占有较大的比例。通过比较 1965、1985 和 2005 年发表的论文，作者还发

现实证研究在本学科领域一直保持着增长态势，调查法是最为重要的实证研究方法，此外，1985 年以后评

价法和实验法的应用增长较快，而曾经常用的概念研究和系统阐述/构建策略呈下降趋势
[2]
。 

国内图书情报学界对本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情况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王芳等学者提出基于情报学的

跨学科特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通用规则、计算机信息技术方法的比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习惯、研究

方法在文献中的分布差异五个方面的考虑，对我国情报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同时，通过对 1999-2008

年间《情报学报》刊载的 1174 篇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一般理论研究在近年迅速下降，

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方法是采用最多的方法
[22]

。张力等学者则从研究方法类型、资料收集方法和具体分析

方法三个方面对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编码，并明确了每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含义。基于研究方法的

分类编码，对比了图书情报学的 10 种外文期刊和 3 种中文期刊于 2001-2010 间刊载的论文，研究发现国内

研究以定性为主，尤其是非实证研究的论文比率高出国外近 20 倍；国外的资料收集方法更具多样性，多

用定量的、归纳的、实证的研究方法
[23]

。 

 上述研究为本文确定研究方法的分类标准提供了诸多参考。鉴于实证研究论文在本学科领域所占比例

较大，本文在调研过程中将对该类型论文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分类编码和内容标注。同时，考虑到图书情报

学的多学科交叉特征
[24-25]

，在考察具体研究策略和方法时，将重点关注实证研究中借用的其他学科方法。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采集与全文获取 

 本文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 SCIE 和 SSCI 中，以 Leydesdorff L 为检索词进行作者字段检索，时

间窗为 1960-2015，文献类型为 Article，语种类型为 English，共检索到学术期刊论文 231 篇。随后在本单

位购买的文献数据库中下载论文全文，累计获取 187 篇。其余 41 篇论文通过莱兹多夫教授在个人网站和

科研社交网站 ResearchGate 上的学术成果分享获得全文，3 篇发表年份较早的论文全文则借助本单位图书

馆的文献传递服务获取。 

3.2 分类与编码 

 构建分类体系是内容分析方法实施的关键步骤，也是本研究的一个主要难点。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成果，

结合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作者分别构建了面向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两种分类模式。 

 研究主题分类用于描述文章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核心问题，可以与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关联分析，

进而为了解莱兹多夫教授的研究方法应用情景提供线索。部分学者在分析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主题分布时构

建了多种主题分类模式
[2，26-27]

，但已有主题分类多是面向整个学科领域，其分类的粒度较粗，并缺乏一定

的时效性，并不适用于本文对个体学者研究主题的类别划分。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
[28]

的基础上，构建了初

始研究主题分类表，并在内容标注过程中不断反馈和完善，形成了最终的研究主题分类表（Research Topic，

编码 T 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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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论文的研究主题分类 

代码 主题类目 主题说明 

T1 科研合作 包括国家间、机构间或学者间的科研合作研究 

T2 评价研究 包括国家、期刊、机构、学科或领域的科研评价研究 

T3 知识图谱 包括科学地图、以及主题、期刊、作者、机构、专利等的可视化研究 

T4 引文研究 包括引用理论、引用分析、引用指标、引用评价、引文影响等研究 

T5 跨学科研究 包括跨学科程度的测量、跨学科研究影响力的评价等研究 

T6 三螺旋研究 包括对知识经济背景下产学研关系、三螺旋系统的相关研究 

T7 自组织研究  包括对社会系统、自组织现象、信息交流等的相关研究 

T8 科技动态研究 包括定量测度科技创新发展，描述国家、机构或领域科技状况的相关研究 

T9 其他 不适于归纳为上述类目的文章 

研究方法分类用于描述文章所采用的研究策略或方法。总体来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划为方法论、

研究策略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
[29]

。方法论指的是研究应该如何进行下去的一系列理论与学说，而方法通常

是指研究者获得资料和分析资料时使用的程序、工具或技术
[30]

。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理论学派主张的方

法论存在差异，如实证主义方法论主要依赖于试验设计等定量研究，解释主义方法论主要依赖于人类学等

定性研究。由于现实中研究问题呈现多面、多层次的复杂性，学者提出通过混合方法研究来提高结论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即将定性与定量方法进行结合，同时以“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为区分原则
[31]

。 

通过对以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类规则的梳理，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19，21-23]

，本文拟从三个层次

来划分文章的研究方法类别，见图 1。第一个层次是从方法论路径角度，设置了研究总体类型（Type of 

Investigation），编码 I 类，包括：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是建立在客观材料和数据基础上的研

究，其重点是研究现象本身“是什么”的问题，旨在揭示客观现象的内在构成因素和因素间的普遍联系，

归纳概括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
[23]

。非实证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系统程序设计等。 

第二个层次是实证研究策略（Empirical Research Strategy），包括两个角度：一是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角度，设置了定性/定量研究（Qualitative/Quantative Study），编码 Q 类，包括：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混

合方法研究。定性研究多用于尚未开拓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且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并无具体的

实施步骤；定量研究主要应用于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旨在进一步推进研究领域相关主题的深度与广

度，并具有极强的客观性
[32-33]

。混合方法研究包括单纯意义上的多方法研究（同时包含定性和定量两种方

法）和方法论融合层面的混合方法研究
[34]

。二是从研究方法的学科属性角度，设置了学科方法（Disciplinary 

Method），编码 D 类，包括：借用方法、专用方法和通用方法。借用方法是指图书情报学借用了其他学科

的专门研究方法，包括：借用其他学科的名词、术语和概念等，借用相关学科的观点、技术或公式、原理、

模型，以及运用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
[35]

。专用方法是指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计量法、引

文分析法等。通用方法是指多个学科领域经常使用的普适性方法，如逻辑方法、统计学方法、数学模型方

法等。 

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方法，主要分为实证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Data Collection Method，编码 C 类）

和数据分析方法（Data Analysis Method，编码 A 类）。这部分的编码参考了文献 22 和 23 的类目设计，本

文主要是对二手数据、社会网络分析、统计学分析等常用方法的类目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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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论文的研究方法分类 

3.3 内容标注与信度检验 

编码过程由两名具有图书情报学专业背景的编码员独立完成。首先，随机抽取 20 篇论文，依据本文的

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分类体系对论文内容进行人工标注。在标注过程中，对论文中描述主题和方法的具体

文字进行颜色标记，方便编码员后期的交互检验。对于标注不一致的部分，编目员通过讨论达成一致，并

完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分类体系。随后，编码员按照统一分类编码规则标注其余 211 篇论文。标注结束

后，利用 Krippendorff alpha 信度分析方法检验标注结果的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 alpha 系数为 0.864。根据

Krippendorff 的信度检验标准
[36]

，alpha>0.8 表明一致性结果良好，因此本文的内容标注结果具有较好的可

信度。最后，编码员通过再次讨论最终形成一致性的内容标注结果。 

4结果分析 

4.1 研究主题的概况描述 

 1981-2015 年间，莱兹多夫教授的 231 篇学术论文发表在 49 种期刊上。其中图书情报学期刊有 10 种，

累计发文 158 篇，占 68.4%。从研究主题分布来看（见图 2），莱兹多夫教授在引文研究和科技动态研究领

域发表了相对较多的学术论文，其中引文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

科技动态（Science and Technology Dynamics）一直是莱兹多夫教授研究的核心研究主题，早期的相关研究

多是论证科学计量学方法在量化测度科技发展动态上的适用性，后期则主要是应用科学计量学方法来描述

国家、机构等不同层面主体的科技发展状况。 

自组织研究主题的论文主要涉及莱兹多夫教授对社会系统中自组织现象的相关研究，他尝试通过社会

学理论思考、数学模型构建及计算机技术辅助来解释和模拟信息社会系统的发展变化，这一研究主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贯穿至今。本世纪初，莱兹多夫教授正是在自组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三螺

旋”理论模型，之后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始不断深入和发展，三螺旋研究也逐步成为图书情报学领域的一

个重要研究主题。 

此外，在学术生涯的早期，莱兹多夫教授对评价研究和知识图谱有所关注，随着相关技术和方法的发

展，2005 年起这两个研究主题的相关论文数量明显开始增多。同时，“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也使其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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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投向科研合作和跨学科研究这两个研究主题，并且近年来科研合作主题的研究论文呈明显增加趋势。 

图 2 论文研究主题的时序变化 

4.2 研究方法的层次与类型 

对 231 篇论文的内容统计分析发现，莱兹多夫教授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82.3%）要远多于非实证研

究论文（17.7%）。但是，单纯的实证研究论文占 43.3%，而理论（或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论文占 39.0%。

可见，莱兹多夫教授具有很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能力，除了非实证研究中理论或方法研究论文（14.7%）

外，他发表的许多实证研究论文也都是以理论思辨或方法论证为导向的。此外，莱兹多夫教授还很擅长计

算机编程技术，发表了一些程序开发设计方面（3.0%）的非实证研究论文。 

如表 2 所示，定量方法是其实证研究论文中常用的研究策略。同时，也有一定比例的论文利用了混合

方法策略，即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对实证研究进行交叉分析验证或多视角的整合分析。然而，定性方

法在其实证研究论文中应用较少。 

表 2 实证研究论文的研究策略（N=190篇） 

类型 研究策略 占比（%） 

定性/定量研究（Q 类） 

定性研究 1.6 

定量研究 75.3 

混合方法研究 23.2 

学科方法（D 类） 

借用方法 70.5 

专用方法 88.9 

通用方法 98.9 

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莱兹多夫教授实证研究论文中较为常用的研究策略，这些方法主要借用

自社会学、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见表 3），涉及了多个学科的经典学术概念、特有技术模型以

及思维模式。借用方法的应用与莱兹多夫教授的多学科教育背景存在必然关系，其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人文学科各自的思想体系都不陌生，可以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审视，借力多学科的方法优势来解决研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64848.html


Journal of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7, 36(5): 443-451 

问题。由表 3 可见，他借用的方法之多和汲取营养的学科之广，在当代图书情报学家中罕有其匹。 

表 3 实证研究论文中的借用方法（N=134篇） 

来源学科 借用方法 占比（%） 来源学科 借用方法 占比（%） 

社会学 

社会网络分析 61.9 

生物学 

细胞自动机 2.2 

文化传播模型 0.7 生物演化模型 0.7 

自由态度访谈 0.7 预期系统模型 0.7 

经济学 

路径依赖模型 3.0 
物理学 

熵 28.4 

基尼系数 2.2 冲量算法逻辑 2.2 

“三位一体”模式 0.7 地图学 谷歌地图 8.2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分析 0.7 生态学 多样性概念 5.2 

国际贸易概念 0.7 分类学 概念群 1.5 

创新网络空间演化 0.7 光谱学 谱系概念 1.5 

 二手数据是莱兹多夫教授在实证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数据收集方法（见表 4）。具体来看，73.2%的实证

研究论文应用了索引型数据（如 SCI、SSCI），应用特种文献数据（如专利、官方统计数据）的有 17.4%，

全文性数据有 3.4%，其他二手数据（如其他学者研究中使用过的数据）有 7.4%。另外，有 14.2%的实证研

究论文采用了两种或以上的数据收集方法。 

表 4 实证研究论文中的数据收集方法（N=190篇） 

数据收集方法（C 类） 占比（%） 

问卷 2.1 

访谈 3.7 

观察 1.1 

互联网 4.2 

模拟仿真 1.1 

二手数据 92.6 

其他 1.6 

 统计分析和文献计量是图书情报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同样在莱兹多夫教授的实证研究论文中也得到

广泛应用（见表 5）。从具体方法类型上看，在统计分析中，统计描述（72.1%）、多元统计（32.1%）、相关

分析（16.8%）应用居多，而假设检验（10.0%）、方差分析（7.4%）、回归模型（3.7%）应用较少。在社会

网络分析中，网络布局（35.3%）、网络节点重要度（14.7%）的应用要多于网络社团结构（10.5%）和网络

基础指标（6.3%）。而文献计量方法中的引文分析（44.7%）和共现分析（22.1%）在其实证研究中应用较

为常见。另外，莱兹多夫教授对数学模型方法较为了解，并且擅长使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曾开发了多个科

学计量分析工具，有 11.6%的实证研究论文中采用了自编程序。相对而言，采用访谈法、案例分析、历史

分析、内容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论文所占比例较低。 

表 5 实证研究论文中的数据分析方法（N=190篇） 

数据分析方法（A 类） 总类占比（%） 

访谈法 3.7 

案例分析 7.4 

历史分析 6.3 

内容分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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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 22.1 

计算机信息技术 64.7 

社会网络 44.7 

统计分析 92.6 

文献计量* 88.9 

其他方法 1.1 

*将文献计量法、专利计量法和科学计量法统一归并至本类。 

4.3 研究方法的时序分布特征 

 依据莱兹多夫教授的学术简历，按照 1981-1999 年（讲师）、2000-2009 年（副教授）、2010-2015 年（教

授）三个阶段对其论文中研究方法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表 6 显示，从研究类型上看，实证研究论文呈现

增长趋势，但与此同时，莱兹多夫教授的理论思考和方法探索也从未停歇。在研究策略上，定量研究方法

的应用长期保持增长，而混合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在逐年减少。专用方法和通用方法一直是实证研究中的

高频应用方法，但 2000 年起莱兹多夫教授借助其他学科方法完成的实证研究论文开始增多。 

表 6 论文中研究类型和研究策略的时序变化（N=231篇） 

类型 研究类型/策略 
1981-1999 

（n=43 篇） 

2000-2009 

（n=81 篇） 

2010-2015 

（n=107 篇） 

研究总体类型（I 类） 
实证研究 69.8% 82.7% 86.9% 

非实证研究 30.2% 17.3% 13.1% 

实证研究策略 

定性/定量研究（Q 类） 

定性研究 2.3% 2.5% 0.0% 

定量研究 32.6% 64.2% 72.0% 

混合方法研究 34.9% 16.0% 15.0% 

实证研究策略 

学科方法（D 类） 

借用方法 27.9% 64.2% 65.4% 

专用方法 51.2% 71.6% 83.2% 

通用方法 69.8% 80.2% 86.9%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受社会学博士阶段的科研训练影响，除二手数据外，问卷、访谈也是莱兹多夫教

授的主要数据收集方法，但在步入科学计量学领域后，二手数据几乎成为其实证研究中的唯一数据收集方

法，传统的定性资料收集方法则很少使用（见表 7）。 

表 7 实证研究论文中数据收集方法的时序变化（N=190篇） 

数据收集方法（C 类） 1981-1999（n=30 篇） 2000-2009（n=67 篇） 2010-2015（n=93 篇） 

问卷 10.0% 0.0% 1.1% 

访谈 23.3% 0.0% 0.0% 

观察 3.3% 1.5% 0.0% 

互联网 0.0% 9.0% 2.2% 

模拟仿真 3.3% 1.5% 0.0% 

二手数据 83.3% 91.0% 96.8% 

其他 0.0% 3.0% 1.1% 

 表 8 显示，在数据分析方法上，访谈法、案例分析、内容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2000 年以后，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图书情报学学科的整体发展，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其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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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上升趋势。同期，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更多技术和方法被陆续移植到图书情报学，采用该方法的论文呈

增长态势，并占有较高的比例。而利用数学模型方法的论文比例有所下降。此外，应用统计分析和文献计

量的实证研究论文一直占据最大的比重。从具体方法类型上看，近年来方差分析、假设检验和回归模型的

应用快速增长。 

表 8 实证研究论文中数据分析方法的时序变化（N=190篇） 

数据分析方法（A 类） 1981-1999（n=30 篇） 2000-2009（n=67 篇） 2010-2015（n=93 篇） 

访谈法 23.3% 0.0% 0.0% 

案例分析 23.3% 7.5% 2.2% 

历史分析 6.7% 9.0% 4.3% 

内容分析 3.3% 1.5% 0.0% 

数学模型 30.0% 22.4% 19.4% 

计算机信息技术 26.7% 65.7% 76.3% 

社会网络 3.3% 53.7% 51.6% 

统计分析 90.0% 89.6% 95.7% 

文献计量* 63.3% 86.6% 95.7% 

其他方法 3.3% 0.0%% 1.1% 

4.4 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的关联关系 

 从莱兹多夫教授应用研究方法的主题场景观察，引文研究是其最早关注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主题。1986

年，莱兹多夫在 Scientometrics 期刊上发表了“The Development of Frames of References”一文，提出利用

期间引用关系来探究科技政策影响。在 43 篇引文研究论文中，理论（或方法）与实证综合研究论文占 52.5%，

而单纯实证研究论文占 39.5%，理论或方法研究论文占 7.0%。可见，莱兹多夫教授在引文理论和方法研究

上做出了很多贡献。在研究策略上，定量方法（29 篇）和混合方法（10 篇）是其引文研究的两个主要策

略。在混合方法研究中，他通过专家访谈来确定引文分析对象。受学科背景影响，生物化学期刊常被作为

引文研究案例。在借用方法上，他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来呈现引用环境，移植物理学的冲量算法逻辑提出综

合影响指标 I3，引介谱系概念提出引文年代光谱法（RPYS）用于学科史学价值研究。 

 科技动态研究是莱兹多夫教授应用科学计量学方法的一个重要主题场景，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起，他

创新性地借助信息熵理论模型，将多变量分析与时序分析相结合来探究科学技术的动态发展。在 42 篇科

技动态研究论文中，单纯实证研究论文占 52.4%，理论（或方法）与实证综合研究论文占 38.1%，理论或

方法研究论文占 9.5%。可见，莱兹多夫教授在本领域更多以实证研究为主。在研究策略和方法上，定量研

究占有较大的比重（74.2%），同时，66.7%的科技动态研究论文借用了其他学科方法，主要是将科学计量

学方法与生物学、经济学的相关模型结合描述科技创新过程，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或地图技术进行可视化

呈现。 

自组织研究集中体现了莱兹多夫教授扎实的社会学理论功底，在 29 篇自组织研究论文中，理论研究

论文占 55.2%，其中德国当代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对其影响较深。在实证研究上，他尝试从数学、

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的视角，利用量化模型方法来模拟信息社会进程的复杂特征。理论生物学的细胞自

动机、数学生物学的预期系统模型、信息科学的信息熵常出现于其自组织研究中。 

 在自组织研究的基础上，莱兹多夫与美国社会学家埃茨科威兹提出了三螺旋理论模型，用于描述知识

经济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要素。在 28 篇三螺旋研究论文中，单纯实证研究论文（35.7%）、综合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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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32.1%）、理论或方法研究论文（25.0%）各类型论文比例相对均衡。在借用方法上，信息熵作为理论方

法基础被广泛地应用于三螺旋研究中。同时，索引型数据、专利数据、官方统计数据是该领域研究中主要

的数据来源。此外，莱兹多夫教授将区域经济学的“三位一体”与信息理论视角相结合，拓展了三螺旋研

究的应用范围。 

 莱兹多夫教授在评价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了国家科研实力和大学排名，26 篇评价研究论文均为实证研

究，并且统计方法应用占据核心位置。除对评价指标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外，近年来相关分析、方差分析、

假设检验、回归模型方法应用开始增多。此外，中间中心度等网络节点重要度指标也被引入到评价研究领

域。 

知识图谱研究表现了莱兹多夫教授强大的计算机技术能力，22 篇知识图谱研究论文均采用了定量研究

策略，76.9%的知识图谱研究论文应用了计算机信息技术，其中 40.9%的论文采用其自编程序完成。莱兹多

夫教授在知识图谱领域的重要贡献：一是基于期刊引用数据，利用因子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科

学层叠地图；二是开拓空间科学计量学，将科学计量分析结果通过地图图谱进行可视化展示。 

 科研合作和跨学科研究是莱兹多夫教授近年来关注的实证研究主题。其中，共现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

是 13 篇科研合作研究论文的方法基础。莱兹多夫教授重点研究了国家、机构或作者层面的科研合作情况，

通过网络节点重要度表现科研主体在合作网络中的作用，利用网络社团结构识别合作网络中的核心群体，

并通过网络布局算法可视化展现科研合作网络结构。在 9 篇跨学科研究论文中，莱兹多夫教授通过引文分

析来探究学科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跨学科性测度研究中借用了生态学的多样性概念和经济学的基尼系

数原理。 

5 讨论 

 在国际上，科学计量学是图书情报学（LIS）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很多学者在对图书情报学学科的自

我剖析中将《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杂志的刊载论文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
[2]
。科学计量学家莱兹多

夫教授是学界最为高产的作者之一，他在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方面的相关成果丰硕，特别是其利用定量方法

开展科学研究的经验尤为丰富。因此，选择以莱兹多夫教授作为案例研究图书情报学学科的方法应用更具

启示作用。 

本文对莱兹多夫教授发表的 231 篇学术期刊论文进行了详细的内容统计分析，研究发现，莱兹多夫教

授具有生物化学、哲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的多学科教育背景，经历了规范的学术素养训练，长期多角

度、多学科地思考和研究关于科学计量学的理论问题，并不断从事相关的实证研究以验证其理论建构。在

多个学科的长期浸淫积淀，再加上他的定量分析能力，使其可以跨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从更广

阔的学术视野审视科技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问题。 

在科研合作方面，莱兹多夫教授与来自 26 个国家的 131 名学者存在合著关系，通过对部分合著学者

的履历分析发现，这些学者多具有数学、社会学、经济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背景，可以推测，积极寻

求跨学科合作是莱兹多夫教授在方法借鉴方面纵横捭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在学科建设

过程中，应该依据知识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来优化学科组织结构，化“学科隔阂”为“跨学科协作”，从

而突破单一学科知识的藩篱，凸显学术网络资源的聚集效应。 

再者，在多学科融合的大趋势下，学科边界、研究模式、学科体系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这要求图书

情报学必须加强方法论研究的创造与创新，丰富和充实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日趋复杂的现实问题。莱兹

多夫教授在研究中借力多学科方法的实践说明，研究人员应积极关注相邻、相关学科领域中理论和方法的

进展，适时合理地移植其他学科的先进适用方法，不断创新图书情报学的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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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莱兹多夫教授的研究方法应用经验还表明，研究人员应当根据研究目的、数据来源以及所掌握

的技术来选择具体的研究策略，并且熟知这种研究策略背后的方法论含义、优势和局限性，这样才能获得

可靠的、有效的研究结论。同时，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者应重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有意识地将规范研究

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不断夯实本学科的知识基础，提升学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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