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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多层级词表的编制及在文献计量评价

与科研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文章总结了当前海量二次文献中机构名称多样性现状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介绍了机构多层级词表

编制方法，以及机构多层级词表在文献计量评价与机构科研绩效管理中的应用效果。通过应用效果可以看

出：机构多层级词表的应用，解决了海量数据中机构名称归一化问题，从而提高了文献检索的查全率、查准

率，保证了文献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同时，通过多层级词表的应用，可以解决一个机构对其多层级下属机构的

科研绩效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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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进

行学科评价及机构的科研能力评

价过程中，机构名称对于机构特征

统计指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统计

单位[1]。如果需要采用文献计量的

方法了解一个机构科研能力的历史

变化趋势，其文献计量的数据时间

跨度可以达到十年、二十年。在这

个时间范围内，由于同一机构可能

会经历重组或更名等种种原因，造

成了同一机构存在合并名称、曾用

名、简称、相似名称等多种表述方

式的情况 [2]，给统计工作造成一定

困难。虽然目前采用“包含”检索

已可以解决主要问题，但由于不能

同时保证检索结果的查全率和查准

率，所以检索统计结果将严重影响

评价结论。

在文献主题检索中，为保证检

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通常会在

文献处理时先根据《汉语主题词

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等工

具词表进行文献分类标引和主题标

引，同时在检索系统后台挂接相应的

词表工具；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中

的附录一为“组织机构”词表，但词

表中收录的机构名称有限 [3]，而且

没有机构款目名称之间的“用代关

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机构

名称及其机构名称变迁关系的词表

国家还没有统一规范，因此需要在

文献计量统计工作开展的同时建立

一套机构多层级词表，以确保评价

数据归属的准确性。

为此，万方数据公司开创性地

提出了“机构多层级词表”模型，并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通过对海量二

次文献的机构名称数据的统计分析，

并以机构自身官方公布的下属机构设

置为事实依据，建立了《中国机构多

层级词表》，包括《中国本科院校多

层级词表》、《中国大型集团公司多

层级词表》、《中国主要科研机构多

层级词表》，希望通过多层级词表，

高效解决机构名称归一化问题。

1 机构多层级词表的编
制

1.1 机构名称的数据准
备

机构名称的数据来源于《万方

软件公司期刊信息库》。我们将期

刊信息库中的作者机构名称整理，

并按机构名称“完全一致”的方式

归并，整理后得到552,826个机构名

称，这些机构名称涉及17,036,075篇
论文。样例见表1。

1.2 机构名称的多样性分

析

在上述55万个机构名称中，我

* 本文系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云计算一期”重大专项课题“以科技文献为主的搜索引擎研制”子课题（编号：2011AA01A206）成果之一。

57



http: // www.dlf.net.cn

2013年第6期（总第109期）

大数据、云服务与情报学纵览专刊

表1 期刊机构名称论文数量统计

34,828

8,425

4,468

4,377

3,477

3,352

2,910

2,888

2,762

2,747

……

17,036,075篇论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

总计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

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

552,826（55万）个机构名称

发表论文数量序号 期刊机构名称

们以中国本科院校、中国大型集团

公司、中国主要科研院所共4,309家
机构为重点，对各类机构名称的多

样性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机构名称

多样性主要呈现以下几种规律：

（1）合并名称

从1992年开始教育部进行高

校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

国内数百所高校走向合并。截止到

2009年底，教育部已成功将304所
高校合并组成125所新规模的综合

性大学[2]。例如：1998年，“浙江大

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

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

的“浙江大学”。

（2）曾用名

上述1,70 0万篇期刊论文，发

表时间跨度为1983-2012年。为此，

需要了解一个机构的名称变化，以

便更加精确地检索。例如：2004年
“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

媒大学”。

（3）简称

很多机构都有其常用的简称，

例如“北大医院”就是“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的简称。

（4）机构独立名称

大学作为学科领域科研的主

力机构，每所大学都有其自身特

色的院系设置，同时下设各类分

校、附属研究所、附属公司产业，

其附属研究所或者公司的名称是可

以脱离上级机构而独立存在的。例

如：“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就

是“北京大学”的附属研究所，其

对外名称既可以是“北京大学中

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也可以是

“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5）相似机构名称（非规范名

称）

由于期刊论文中的作者单位

均为作者个人提供，因此作者个人

标注习惯不同会造成机构名称多

样性，尤其是数字编号命名的机

构名称尤为突出。例如：“704所”

是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但也有用

大写汉字标识：如“七零四所”，或

“七〇四所”。

1.3 机构名称的多层级关

系确定

上述同一机构的各类名称，都

存在着一定的层级关系。但确定这

些层级关系不能依靠简单的推理，

而是需要基于客观事实。因此上述

4,309家机构其各种机构名称之间

的层级关系的确定有两种途径：一

是依靠万方数据公司建设的《中国

企业公司产品数据库》、《中国高

等院校数据库》、《中国科研机构

数据库》。上述数据库已建设近20
年，积累了大量的机构名称的历史

沿革，因此机构的曾用名、简称、合

并名称与现在正在使用的机构名

称就能产生映射关系；二是查询了

解上述机构自身官网公布的院系设

置、附属研究机构、附属医院等机

构设置信息，通过分析了解最新机

构及下属机构的独立名称，确定各

名称之间的层级关系。

1.4 机构多层级词表结构

机构多层级词表的结构设计

主要是采用叙词表编制模型中的

“用”、“代”、“属”、“分”、“族”

的思想体系[4]：把现有本科高校、

研究院所、集团公司的机构名称作

为“一级机构”，也就是“族”的概

念；然后依据各机构的官方网站

上的信息，对各机构及其下属分支

机构进行层级分析，通过建立“属

分”关系来表达机构与下属机构的

层级关系；将文献中的机构名称作

为“机构款目名称”，该机构在网

站上正式公布的名称作为本机构的

“机构规范名称”，相当于“用”的

概念；与该机构相关的“曾用名”、

“合并名称”、“简称”、“相似名

称”，这四类名称都映射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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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相当于“代”的概念；

通过建立“用”、“代”关系，将各

类非规范的机构名称映射到“机构

规范名称”。

通过这种词表模型，将本科

高校相关的直属院系、附属研究院

所、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附属

医院以及下属独立单位、研究院所

及其下属分支机构、集团公司及其

下属分公司等机构名称，进行了分

层处理，机构的层级将依据本机

构的实际情况设置，最多可以扩

展到五级。同时，也将同一机构的

多种表达方式与“机构规范名称”

建立了“用代关系”，解决了机构归

一化问题。

1.5 机构多层级词表样例

机构多层级词表款目机构样例

如下：

1.6 机构多层级词表编制

平台

机构规范平台是元数据机构

规范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

也是机构词表质量的后台保障。机

构规范平台主要是针对机构词表的

编辑加工人员而设计的，所以比较

注重操作的方便性，一些简单的数

据处理，在机构规范平台上即可实

现，将技术人员从繁杂的数据处理

中解放出来。机构规范平台不仅具

有对机构词表进行导入、导出、查

重、查错等功能，同时也可直接对

机构词表进行编辑、修改，以保证

对机构词表进行持续的补充完善。

2 机构多层级词表在文
献计量中的应用

2 01 2年万方数据 -南京大学

“创新力评估”联合实验室推出了

《2012年中国高校科技创新力排行

榜》，其中“五大核心刊发表论文”

是87个评价指标之一。该指标的数

据范围是：2001-2011年由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国

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五大期刊评价单位确定的核心刊并

集，共3,112种（其中不包含49种文

学类期刊），构成9,961,947篇中文

核心期刊评价数据集。在这个数据

集里，检索需要评价的高校期刊论文

数量，在检索的过程中，需要依据《中

国高校机构多层级词表》，检索目标

高校的各类名称，这样就能保证目

标高校期刊论文数量的查全率。

以“上海交通大学”[5]为例：

通过构建“上海交通大学”多

层级机构词表，可以将“上海交通

大学”及其简称（“上海交大”）、

上海交通大学的合并名称（“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上海农学院”、

“上海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

院”）以及确定为上海交通大学的

下属机构，但期刊作者单位并没有

标注“上海交通大学”字样的独立

名称，如“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期

刊论文全部检索出来，形成“上海

交通大学”五大核心刊数据集（见

表2）。
在上述表中，“上海交通大学”

的数据集为116,555篇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为规范名

称，通过包含检索作者单位字段

“上海交通大学”，可以得到91,657
篇论文，占“上海交通大学”数据集

的78.64%；

“上海交大”为“上海交通

大学”的简称，包含检索“上海交

大”，检索结果有204篇，占上述数

据集的0.18%；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2005
年7月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成

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因此

我们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上

海交通大学”的合并名称，因此在

2001-2011年核心刊论文数据集中，

标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期刊

论文需要归入“上海交通大学”。

在上表中，“上海海洋水下工程科

学研究院”是在2001年3月正式并

入“上海交通大学”，但在2003年
仍然有一篇论文仅标注“上海海洋

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上海农

学院”在1999年9月正式并入“上

海交通大学”，成为“上海交通大

学农学院”，已不独立存在，但在

2001-2003年，仍然有4篇论文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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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上海交通大学 科研产出总量

表2 上海交通大学机构科研产出统计表

91,657

91,657

204

204

16,870

16,865

1

4

7,824

2,487

1,747

1,164

711

334

176

137

107

104

84

68

……

116,555

规范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

简称

上海交大

合并名称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上海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

上海农学院

下属独立名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胸科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胸科医院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

总计

78.64%

0.18%

14.47%

6.71%

注了“上海农学院”。这类合并名称

发表的论文数为16,870篇，占上述

数据集的14.47%；

“上海交通大学”下属研究

所、医院，其机构名称可以脱离“上

海交通大学”而独立存在，我们称

之为独立名称。例如：“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同时也可以

对外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因此通过检

索可以看到，期刊论文中期刊作者

单位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名义

发表2,487篇论文，以不规范的相似

名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发表104
篇，因此单独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发表的2,591篇论文数量也应该

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这类以独立

名称发表的论文总量为7,824篇，占

上述数据集的6.71%。

上述统计说明：如果不应用

机构多层级词表，仅检索“上海交

通大学”，其数据的查全率仅为

78.64%。

通过上述样例，可以表明，通

过应用机构多层级词表，可以确定

一个机构的规范名称，然后将这个

机构相关的简称、曾用名、合并名

称、相似机构名称、下级独立机构

名称等多种形式的机构名称与该机

构的规范名称建立映射关系，从而

解决了机构名称的归一化，保证了

文献计量评价数据的查全率和查

准率。

3 机构多层级词表在科
研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信息服务走向知识服务，

机构要素已成为知识导航五大要素

之一[6]；同时，大数据概念的普及，

“数据说话，让决策有理有据”的

管理理念也在各大科研机构中逐渐

落实到行动。目前随着各大机构内

部信息化系统的建立，其内部科研

绩效的量化管理已成为系统功能之

一，因此建立机构科研产出等相关

知识库[7]已成为重点高校、大型科

研院所、集团公司等组织机构的日

常所需；但由于高校合并、院所转

制、集团公司重组，形成了各类机

构名称多样性，因此建立一个特定

的机构知识库，需要识别一个机构

的多种名称及其附属机构，这需要

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针对上述需

求，应用机构多层级词表就可以高

效满足机构所需。

仍以上述“上海交通大学”

116,555篇论文数据集为例。首先

需要对上述数据中的同一篇论文

多个作者单位进行分拆处理，然后

根据机构多层级词表，对机构进行

分级、去重，得到“上海交通大学”

二级、三级机构科研产出数据集

131781篇论文总量；再次对上述论

文集合中同一篇论文不同作者的二

级机构进行拆分、分级、去重，得到

“上海交通大学”二级机构科研产

出数据集为117,618篇论文；用同样

的方法对“上海交通大学”的三级

机构（以医学院为例）进行拆分、分

级、去重，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科研产出数据集为66,200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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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交通大学”二级机构对比

统计结果见图1，三级机构（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对比统计结果见图2。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

2011年11年间，“上海交通大学”在

五大期刊评价机构确定的核心期刊

中发表的论文总量为117,618篇。

其中，“学院系”里面的“医学

院”的科研产出总量最多，为62,556
篇，占“上海交通大学”科研产出总

量的53.19%；其次是“电子信息与

电气工程学院”，科研产出总量为

12,122篇，占“上海交通大学”科研

产出总量的10.31%。

“研究院所”里面的“微纳科

学技术研究院”的科研产出总量最

多，为825篇，占“上海交通大学”

科研产出总量的0.70%；其次是“高

等教育研究院”，科研产出总量为

186篇，占“上海交通大学”科研产

出总量的0.16%。

“仅以上海交通大学名义发

表”的科研产出总量为4,884篇，

占“上海交通大学”科研产出总量

的4.15%，这部分数据可以根据论

文作者的信息细分到“上海交通大

学”各下属机构。

“其他机构”的科研产出总量

为1,963篇，占“上海交通大学”科

研产出总量的1.67%。

在图2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的科研产出总量为66,200篇，

从科研绩效的对比统计中很容易

看出：

“附属单位”中的“附属瑞金

医院”科研产出总量最多，为13,132
篇，占“医学院”科研产出总量的

19.84%；其次是“附属仁济医院”，

科研产出总量为9,599篇，占“医学

院”科研产出总量的14.50%。

“院系”中的“基础医学院”的

科研产出总量最多，为1,644篇，占

图1 “上海交通大学”二级机构科研绩效对比统计

图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三级机构科研绩效对比统计

“医学院”科研产出总量的2.48%；

其次是“公共卫生学院”，科研产出

总量为371篇，占“医学院”科研产

出总量的0.56%。

“仅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名

义发表”的科研产出总量为319篇，

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科研产

出总量的0.48%；“仅以上海第二

医科大学名义发表”的科研产出总

量为252篇，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科研产出总量的0.38%。

“其他机构”的科研产出总量

为1,246篇，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科研产出总量的1.88%。

4 结论及建议

4.1 机构多层级词表解决

了机构名称归一化的问题

通过建立机构多层级工具词

表，可以将机构的规范名称、合并

名称、曾用名、简称以及同一机构

的各种形式的相似名称建立映射

61



http: // www.dlf.net.cn

2013年第6期（总第109期）

大数据、云服务与情报学纵览专刊

关系，从而解决机构名称归一化问

题。再将工具词表与海量文献中的

机构数据表进行链接，采用计算机

处理加人工干预结合的方法，完成海

量文献中机构名称信息的清洗规范工

作，因此提高了文献计量结果的准

确性，保证了评价结果可信度。

4.2 机构多层级词表可以

满足机构对其下属机构科研

产出绩效管理需求

机构多层级词表中，不仅将同

一机构多种形式的名称与规范名称

建立了映射关系，还将同一机构及

其下属机构根据客观事实建立了层

级关系，将具有层级关系的机构词

表与海量文献中的机构数据进行映

射处理，可以很容易分别统计出各大

高校院系及其附属研究所（医院）、

大型科研院所及其下属研究中心、

集团及其下属分公司（研究院）等机

构的科研产出总量，从而解决了各大机

构科研处对本单位及其下属机构科研

产出的绩效对比与管理的需求。

4.3 机构多层级词表更广

泛地应用

机构多层级词表不仅可以应

用在文献计量评价和机构科研产

出绩效管理，还可以在建立机构-
人名词表中发挥作用。可以通过

机构多层级词表中的规范机构

名称，建立多层级机构 -人名知识

库。同时，根据多层级机构 -人名

知识库可以反过来细分仅以一级

机构名义发表的论文：例如，在上

述“上海交通大学”多层级绩效管

理统计中，如果需要细分以“上海

交通大学”名义发表的论文，就可

以根据期刊论文的作者名称，利

用“上海交通大学”的作者及多层

级机构-人名词表，将上述仅标注

“上海交通大学”的论文细分到

作者所在院系或者研究所，这样

就可以更加精确地统计“上海交

通大学”各下属机构的科研产出。

机构多层级词表与多层级机构-人
名词表相互补充，能更好地满足各

大型机构对其多层级下属科研绩

效精确管理的需求。

4.4 机构多层级词表还需

要不断地更新

建立机构多层级词表，其层级

和各类名称的变化都是以机构的官方

设置及变迁事实为依据的，因此机构

多层级词表需要每年保持不断地更

新，以确保各机构层级及各种名称

之间变化情况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4.5 机构多层级词表需要

增加英文名称词表

随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中国学术机构在国内外期刊发

表的英文论文被SCI、EI等期刊论

文统计分析数据库收录的数量逐

年增多。为了管理好各大学术机构

的科研产出，也需要了解各学术机

构的英文论文数量，因此需要在机

构多层级词表中增加各机构名称的

英文名称词表。

4.6 机构多层级词表需要

国家投入建设

很显然，机构多层级词表在文

献计量评价、下属机构科研产出管

理等知识组织工作中起到举足轻

重的作用，编制机构多层级词表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由于

机构变化较多，完成的机构多层级

词表都需要定期更新，因此建议此

项工作由国家投入资金来编制、推

广、应用，以便更加深入、更加规范

地做好机构知识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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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variety in the names of organization in mass secondary document arising from that situation. It also summarizes the compilation 
of multi-echelon thesaurus of organization nam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document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as well as in the management of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From the result of such application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zation thesaurus help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ifying names 
of organization in mass data, which improved the recall ratio and precision ratio of the document retrievals; Meanwhile, the use of multi-echelon thesaurus enables an 
organization to solve the issue of managing the achievemen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 within multi-echelon subsidiary organizations.

Keywords: Multi-echelon thesaurus of organization names, Standard of organization names, Thesaurus of organization names, Organization names normalization

（收稿日期：2013-05-09）

63


	57-63 :—ˆB§Íh—�6Ê(⁄.¡ÏÄ÷�Ñ�éH¡�-—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