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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计量学研究述评
——文献计量学的新发展*

宋艳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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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献计量、信息计量、科学计量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背景下，知识计量研究也正在从前科学

阶段向正规学科阶段过渡，一个新的学科——知识计量学的形成已初见端倪。研究认为，国外虽然尚未正式提

出知识计量学的理念与思想，但已经开展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归类为：知识可视化的行为流派与知

识可视化的技术流派。国内知识计量学的研究可以分为：知识计量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与知识计量学的技术方法

应用研究，国内知识计量学已经形成了两支重要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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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计量学研究领域有几个颇具影响的学科，经

过数十年发展，基本具备清晰明确、相对固定的研究

对象和科学可信的研究方法。虽然研究内容有所重合

交叉，但不影响其在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即：文献计

量学（Bibliometrics）、信息计量学（Informetrics）、
科学计量学（S c i e n t o m e t r i c s）、网络计量学

（Webometrics）、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又称数

量经济学）。毫无疑问，知识计量学与这五个学科（简

称“五计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知识计量学的发展

也必须依托“五计学”的理论与方法。“五计学”都是

由国外学者提出，率先在国外发展起来的，而知识计

量学最早是由国内科学计量学领域学者提出[1]，然而

提出后的十余年间，国外文献资料中没有找到知识计

量学的有关提法。这为知识计量学发展平添某种不确

定性。

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利用Web of Knowledge，以题名检索项：

"k nowledge un it"  OR "k nowledge domain" OR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OR "knowledge measure" 
OR "knowledge evaluation"进行检索，这几个词汇都

是与知识计量学密切相关的，即“知识单元”、“知识领

域”、“知识可视化”、“知识测度”、“知识评价”。另

外，检索ProQuest博士论文数据库以及Google Scholar
等网络数据库，筛选出关键文献进行重点阅读以及引

文扩展性查询。可以看出，国外虽然尚未正式提出知

识计量学的概念，但已经延伸出相关理念与思想，最

早的与知识计量相关的是在1970年心理学领域学者

Wittwer, J撰写的《Essay on a continuous knowledge 
evaluation system》一文[2]。而且发现，信息系统领域对

知识计量学中知识可视化方面研究尤为重视。正如国

内科学计量学学者刘则渊所言[1]，计算机领域以及可视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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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领域正在进行知识可视化研究，推动着科学计

量学进入知识可视化的崭新阶段。

（1）知识可视化的行为流派。行为流派主要从事

知识可视化理论研究。Bertschi, S与Bubenhofer, N
从宏观的角度入手，探讨隐喻、语言学习与知识通过

可视化传递的媒介之间的关系，以期规避知识可视

化中出现的风险，并提供理论支撑 [3]。Allendoerfer, 
K、Aluker, S、Panjwani, G等认为知识可视化工具可

从多个水平上进行评估、测试，认知演练(Cognit ive 
Walkthrough)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检查方法，并以科

学文献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为实例，说明认知演练是

如何评估知识可视化系统的可用性的[4]。Burkhard, RA
分析了建筑领域的建筑师是如何利用可视化技术扩展

认知和知识转移的，借鉴这一思想引入一种新的研究框

架，并论证这种框架可以影响知识转移的研究者[5]。

（2）知识可视化的技术流派。技术流派侧重于从

技术、实证的角度研究知识的可视化，重点研究知识可

视化原理、方法、知识可视化模型、算法、知识可视化

软件及其改进。例如，Lee, MR与Chen, TT着重介绍三

种知识可视化技术，因子分析、路径寻求网络、基于文

本的本体，并将这些技术引入多媒体计算领域，探析领

域当前的研究状态[6]。Zhang, YJ、He, XY、Xie, JC等

充分考虑到大部分的知识是隐含的，基于SECI知识转

化模型，利用知识可视化技术，开发支持隐性知识的获

取的平台，帮助隐性知识转化到显性的“新知识”，以知

识地图进行知识传递、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以提高企

业和组织的核心竞争力[7]。Sniezynski, B、Szymacha, R、
Michalski, RS认为知识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例如，决

策规则、决策树、逻辑表达式、集群、分类和离散输入

变量的神经网络。知识可视化软件可以作为传统数据

库的一个模块，集成归纳推理和数据挖掘等功能来执

行知识的可视化，使之最具可读性[8]。

人工智能、商业、教育研究领域对“知识测度”也

有所研究，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二篇关于环境知

识和情感知识测度的研究论文。Kaiser FG与Frick J基
于Adams、Wilson与Wang开发多维随机系数的多项罗

吉特模型（MRCML），对环境知识进行行为测试，选取

样本是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783名学生和44位讲师[9]。

Morgan JK、Izard CE与King KA提出情感匹配任务

（emotion matching task，EMT）来测度情感知识，将

其归纳为4个部分：可接受的情感知识组件、表达的情

感知识、情感状况的知识，情感的表达匹配[10]。因此，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知识，基本可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技

术方法予以测度。Garcia-Fernandez, M.则是从维度与

模型两个方面提出去测度知识管理[11]。Martinelli, A，

Nomaler, O等提出用一种实证方法来发现专利引文网

络中的技术上的突破性的专利，从而来测度知识可持

续性[12]。

在国外，进行知识评价活动诸多时候是出于知识

管理的需要，Park M、Lee H、Kwon S认为知识质量

远比知识数量重要很多，如何过滤掉无用的知识，获

取有用的知识，是知识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知识评

价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难题。作者最终提出基于专家指

数（expert index，EI）的知识评价模型，其中EI是某个

领域从事知识活动专业工作者的水平[13]。在图书情报

领域，同样表现出知识管理与知识评价的密切关系，

例如Peters K、Maruster L、 Jorna R在《Knowledge 
evaluation: A new aim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enhance sustainable innovation》中认为，知识创造

在可持续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知识创造密切相

关的是知识评价，知识评价是可持续创新中关键的知

识加工过程，知识管理在支持和方便知识评价过程

中起着中心角色作用，继而提出了一种知识评价的比

较与分类法，并从新西兰农业和医疗健康领域进行实

证[14]。图书情报领域另外一个对知识计量有重要贡献

的知识可视化研究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的Chen C博士进行的研究，他不仅开发知识可视化软

件——CiteSpace，来展现科学发展的演化趋势以及科

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还陆续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系

列的知识可视化论文[15-16]。另外由他撰写的《Mapping 
Scient i f ic Front iers:  The Quest  for K nowledge 
Visualization》一书也产生广泛影响。该书准确地描述

制图理论——可视化交流和科学图谱。作者提出了可

视化原则，解释科学前沿图谱需要众多基础学科的支

持，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计量学，领域分析，

信息可视化，知识发现，数据挖掘[17]。

3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关于知识计量学的研究论文并不多见，综观国

内知识计量学的研究状况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计量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的刘则渊与刘凤朝的《关于知识计

量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可以被认为国内较早提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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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计量学这个学科理念的论文，论文提出知识计量研

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知识载体向动态的知识能力拓展，

知识价值论是知识计量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知识价

值的基本观点进行了阐述[18]。文庭孝等则在论文中论

证了知识计量的科学学基础[19]，并进一步论证了知识

计量的对象维度、层次维度、内容维度、学科维度、特

征维度、领域维度[20]。高政利与梁工谦认为知识在分类

上的混沌行为干扰了知识与经济之间的转化，并针对此

类行为提出可用于规范经济学理论阐述的静态知识、

静态点知识、个体动态点知识、个体结构知识、个体边

际结构知识、组织结构知识、组织边际结构知识等知

识域纳入到经济学原理框架下分析、评价和计量[21]。邱

均平曾开辟“网络计量与知识计量”专题，专题中他在

承认网络计量学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和丰硕成果的基础

上，认为知识计量诞生于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其发展

大致经历三个时期：即以文献计量、科学计量为基础的

知识计量；以信息计量、情报计量为基础的知识计量和

以知识经济的测度为基础的知识计量。前两个阶段主

要是对知识的间接计量，第三阶段则是对知识的直接

计量，也是知识计量发展的高级阶段。专题中余以胜与

张洋认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评价主要涉及对知识的计量

和评价，对知识计量与评价的三个发展阶段做了详细介

绍，同时对知识计量与评价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分析知识计量与评价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22]。文庭

孝认为，知识计量单元是进行知识计量与评价的基础，

知识计量与评价通过对确定有效的知识计量单元进行

处理以便对知识进行独立、自由、有效识别、处理与组

合，达到知识服务、知识发现和知识创新的目的；他还

认为知识计量单元的发展经历了从文献计量单元到信

息计量单元，继而到知识计量单元的演变过程[23]。文庭

孝的另一篇关于知识计量与知识评价的文章则从知识

计量与评价的兴起、知识计量与评价的发展阶段、知识

计量与评价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知识本体的计量与评

价研究和知识计量与评价的困难等五个方面对知识计

量与评价这一新兴课题进行初步研究[24]。赵蓉英与李

静初步探讨知识计量的研究对象、特点、技术方法、测

度标准等[25]。国内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知识计量学的学

科定位以及学科属性提出自己看法。王续琨与侯剑华清

晰地界定了知识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

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之间的关系，并对知识计量学的

研究从纵向和横向层面作了阐述[26]。侯海燕，陈超美与

刘则渊等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知识计量学的交叉学

科属性、以及计算机科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知识工

程等的核心学科地位，并以关键词共现的方式展示知

识计量学的15个重点研究领域，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知

识管理与知识域的可视化问题[27]。这实际上是一篇实

证论文，以实证的方式探讨知识计量学的学科属性。

归纳起来，知识计量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在于：知识

计量学的学科属性以及其学科定位；知识计量学的方

法论思考；知识与经济的关联与转化关系；知识与知识

单元评价研究。

（2）知识计量学的相关实践研究

国内知识计量学的实践研究的一个普遍特点是，

将知识计量的技术、方法应用于某一知识领域，探析知

识领域的特性。

侯典磊、刘慧、吴松涛以阶段跃升型、长期稳定型、

峰值衰减型三种涉密信息资源类型为研究对象，分别

运用贴现法、生产函数法、最大准则法等知识计量学方

法，构建涉密信息资源影响的评价模型，证实该模型能较

好测度涉密信息影响大小[28]。吴山以ISI Web of Science
数据平台所收录的竞争情报文献为分析样本，利用

CiteSpace知识计量工具，绘制国际竞争情报研究知识

演化图，对竞争情报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研究热点进行

分析[29]。梁永霞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引文分析发展

趋势图，阐述引文分析学的知识流动理论。从知识的发

展模式来看，引用过程是知识进化的过程，是知识的选

择、遗传和变异的过程，也是知识的采集与获取、传播

与扩散、创造与增值的过程；引文分析过程是对知识流

动过程的分析，包含对引用过程分析和对海量数据的

统计分析过程[30]。大连理工大学的陈玉光针对CNKI、
CSSCI、CQVIP三个中文文献数据库，设计开发学科知

识计量及可视化系统，实现从中文数据检索、数据格式

处理、知识计量到可视化分析的一体化流程[31]。李鑫以

中国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1992—2006年间7437篇学术

期刊载文为分析对象，引入文本挖掘技术中的系列方

法，从时间、空间、结构等视角入手，对中国知识管理研

究领域作了系统的、定量的、客观的计量和分析，解读我

国知识管理研究的发展状况[32]。杨莹以Web of Science
中机器人领域的20,634篇期刊论文，以及4,151条德温

特专利数据与“七国两组织”专利数据库的55，629条
机器人专利文献为主要数据样本，对比国内外机器人研

究领域主题知识群、知识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知

识的演化发展状况；并进行前沿技术知识分布、核心技

术发明专利方面的计量研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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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内知识计量学的研究形成了二支研究

团队，即以刘则渊和邱均平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刘则渊

的研究团队不仅将知识计量学的理念引入，而且在知识

计量学的实践方面也进行相关研究，包含技术层面的

研发和定量层面的实证，尤其热衷于知识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的应用研究。邱均平的研究团队侧重于知识

计量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事科学评价的研究，有着深

厚的评价学理论、技术与方法的知识背景，将知识计量

与科学评价有机结合，使知识评价研究内容得以拓展

和深化。

4 结语

一般来说，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形成有几个特征：具

备明确的学科研究对象以及一定的研究内容；出现一

批相关的学术著作；学科领域范围的学术会议密集召

开；学科教育以及相关培训的兴起。由此看来，文献计

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作为一门

学科已经形成，甚至已经趋于成熟，而知识计量学尚不

具备这些特征，只是零星出现一些相关研究论文。本文

的梳理，希望能够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知识计量学提

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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