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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科技创新文化”作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学术论文总库进行检索，选择关键词含有“科技创新文化”或

者是“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的44篇核心论文作为样本文献，进行了时间分布、期刊分布、作者分布的统计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该命题在研究主题方面注重范式的构建与规范化，在研究方法上以理论研究为主，在研究层次上多以

国家层面的分析作为视角，对于地方或者产业的具体操作指导略显不够，另外研究方法过于集中在理论研究，对量化

分析比较缺乏，研究视角缺乏多层次的探讨。文章针对现有研究的局限，提出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后续的研究提

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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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dexes topical words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from NKI Academic 
Literature Full-text Database, and the retrieval of full text reading, choose key words containing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or “innovation culture” of 44 core papers as samples literature review, found that 
the proposition in research themes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adigm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research method 
mainly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level to national level analysis as the visual angle, to place or industry 
specific operation guidance is insufficient, moreover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focused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lack of comparison study on multiple levels, lack of perspective.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mitation, put forwar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follow-up study, provide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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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创新文化是什么？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

对其进行了思考 [1-5]。这些学者主要的视角是宏观

的概念论述，对于微观层面的各维度要素的讨论涉

及不多， 而另一些学者分别从科技创新文化模式、

科技创新文化手段、科技创新文化体制建设、科技

创新文化教育、科技创新文化环境等微观层面对其

进行了具体阐述 [6-9]。除此之外，对于科技创新文

化的研究也有学者从国际层面比较不同国家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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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的差异、科技创新文化与区域文化产业核心

竞争力的联系及其与文化产业增长规律的关系等作

了不同讨论 [10-12]。在研究方法上，国内文献多见于

定性的理论描述或者案例研究，对于数理研究并不

多见 [13-14]，也有学者对科技创新文化与其他变量之

间的联系进行了讨论 [15-17]。总体而言，科技创新文

化这一研究命题无论是在理论框架的构建上，还是

研究方法的扩展上都有不少的成果，已经具备了作

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基础条件 [18]。本文则更多

地讨论了创新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与会议综述和书籍等相比，学术论文的专业

性更强，所以笔者选择期刊论文的全文作为分析对

象。内容分析法是一种结构化的定量分析方法，

常被用于分析某一个领域的总体研究情况，是对

于文献综述比较适合的一种分析方法。笔者采用

张慧文与顾宝炎（2008）的思路对样本文献进行梳

理 [19]。

2.1 取样方法

以“科技创新文化”作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收

录的2000年以后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检索，发现已

发表的核心论文有65篇。选择的核心标准是北京大

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第六版）与南京大学新颁布

的CSSCI核心期刊目录，在初步筛选后对检索的论

文进行全文阅读，并选择关键词含有“科技创新文

化”或者是“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的44篇核

心论文作为最后的样本数据进行文献梳理与内容分

析（表1）。
2.2 文献特征

由表2可以看出，期刊杂志的分布没有呈集中

趋势，44篇论文分布在38种期刊上，其中期刊影响

因子最高的是《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分布最为集

中的是管理类期刊，例如《科技管理研究》发表了4
篇论文，《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与《科技进步与

对策》发表了2篇论文，还有《中国科技产业》等管

理类期刊发表的也很多。

由表3得出，44篇论文涉及67位作者，涉及1
篇的作者人数占了绝大多数，样本文献并未呈现出

明显的作者集中趋势，其中陈依元、何含兵两位学

者涉及文章较多，但是发表论文的期刊不够权威。

通过作者分布与期刊分布，可以看出国内对于科技

创新文化尚未有专门的学术杂志，另外作者中也没

有形成代表性的学者。

由表4可以看出，样本文献的年份分布基本呈

递增趋势。2006年以前发表的论文较少，2006年以

后发表的论文数不断增加，呈现递增态势。同时国

家政策的出台也是在2008年左右。随着社会的日益

重视，科技创新文化这一研究主题也会得到学术界

的广泛探讨。

表1  取样标准与理由

标准 理由

1 
年限为2000至
2012年

选取近10年成果作为研究对象，保证本研究的时效性 

2 
主题词含有

“科技创新文

化”

根据文献预调研情况，如果利用“关键词”或“全文”进行文献检索，很难保证样本的准确性，而利用 
“主题词”进行检索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样本的相关度，确保样本文章的代表性，相对于题名检索会

覆盖一些相关程度高但题名未明确表达的学术论文

3 
可获得全文的

期刊论文 
剔除所得样本中的会议综述、书评和新闻报道等非期刊论文，增加样本的一致性和学术规范性

表4  样本期刊文章年份分布表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篇数 1 2 3 4 3 3 7 6 5 5 5

 表2  样本文献杂志分布

发表1篇 发表2篇 发表3篇 发表4篇

杂志种类 34 3 0 1

% 90% 7% 0 3%

表3  样本文献作者分布

文章篇数 1 2 3 4

作者人数 61 4 1 1

比例 91% 6%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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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容分析

3.1 分类体系构建

为了便于内容分析，首先构建分类体系标准，

笔者首先依据陆园圆与张红娟 (2009)的框架体系设

计3个一级维度、6个二级维度与两个三级维度的分

类标准 [20]。

Herman Aguinis等认为理论研究可以分为概念

研究、描述性研究以及概念应用，虽然有些理论研

究文章包含了一些实证数据，但是这些实证数据只

起到了次要作用，因为理论研究为主的文章更重视

思想而不是数据，所以笔者将涉及此种情况的研究

样本划分至理论研究，而非实证研究 [21]，同时在

对研究样本理论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框架设计时，

考虑了Cogliser等对于理论发展阶段的界定 [22]。因

此，本文将研究样本理论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框架

具体分为三类：（1）命题的引进与详述；（2）命题的

描述与评价；（3）命题的应用与扩张。实证研究可以

分为案例研究、实地访谈调查、实地实验以及实验

室实验等。由于在统计分析中没有发现应用实地实

验和实验室实验方法的文章，因此笔者将实证研究

划分为案例研究、访谈调查以及数理研究三类，具

体分类维度如下所述。

内容分析的3个一级维度：（1）国际层次（中国

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一切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研究。（2）国家层次，指的是以中国整体作为研究

对象，不涉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3）地区层次，

指的是以省或者区域（华中或者长三角洲区域等

较大的区域），也包括各个县市单位。依据邓旭霞

（2008）对于科技创新文化研究的分析框架 [23]具体

细分为6个二级维度：（1）科技创新文化体制建设；

（2）科技创新文化发展模式；（3）科技创新文化影响

因素；（4）科技创新文化评价体系；（5）科技创新文

化作用机制；（6）科技创新文化与其他外部变量的关

系。两个三级维度：（1）理论研究：命题的引进与详

述，命题的描述与评价，命题的应用与扩张；（2）实

证研究：案例研究、访谈调查、数理研究。

3.2 编码规则

由于在研究样本统计分析归类的过程中可能由

于笔者的主观因素导致统计分析结果的可信程度产

生偏差。因此本文采用三人编码法，对样本中的44

篇文献进行编码。编码工作由三名具有相似知识背

景的人员独立完成，研究过程中采用计算编码者编

码一致性的方法来度量统计分析的信度①。具体从

以下3个方面进行编码工作。

（1）构建编码手册。对参与编码的人员先期进

行专业化的培训。编码手册的建立首先是对各级类

属编码的定义及概念的明确，包括各个维度指标的

相关定义与给定锚例子的说明，其次是各级类具体

目指标范围的界定与示例的比照。

（2）进行预编码。笔者先请三名具有相关研究

背景的编码者依据编码手册对样本文献进行预编

码，首先选出较为容易区分的，对短时间内不能明

确界定的暂定为“自由编码”或者“未定编码”，待

容易区分的全部完成编码后，对比先期的编码手册

调整与修改子类属的定义、范围，特别是添加或者

减少给定锚的例子，以便后期重新编码，进一步完

善编码手册。

（3）正式编码。首先，请另外三名不同的编码

者严格学习编码的规则与程序，然后使用修正后的

编码手册进行独立编码，整个过程严格遵守编码程

序，提高了分析的效度。本研究中编码表的编制都

是建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具有较好的理论

基础。其次，编码全过程严格遵守编码程序，分为

预编码与正式编码两个环节，在预编码后去除了信

度较低、意义不清晰的指标项目，从而进一步提高

研究内容的效度。

对44篇样本文献进行编码后一致性水平检验

的结果。其结果显示，类目指标体系中的编码一致

性水平全部达到了0.8以上（表5），这表明所有结果

都是可以接受的。

由于采用了三人编码法，因此44篇样本文献

的单个指标涉及与不涉及两种情况的累计频数为

132，各类目的具体频数值见表6。从表格中可以获

得的信息如下：（1）现有研究该命题的主要以国家

（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科技创新文化的概念

模型与理论框架的居多。（2）在主题分布方面，以

科技创新文化体制的建设为主，科技创新文化的发

展路径研究也比较多，科技创新文化评价体系与科

技创新文化作用机制的论文并不多见。（3）从研究

方法角度来看，现有该命题的研究方法中理论研究

占绝对多数，接近70%的比重，实证研究的数量很

① 编码一致性水平计算公式为：一致性水平=2M/(N1+N2+N3)，其中M为完全一致的编码数，N1、N2、N3为各自编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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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到30%；其中命题的评价与描述是理论研究

的主体，在实证研究中数理研究的比重非常少，仅

为2%，案例研究的较多，说明数学统计工具应用

或者说研究对象数量化处理尚未成为一种趋势，以

后有待加强和扩展。

3.3 分析结论

笔者检索的样本文献是中文核心与CSSCI核心

收录的期刊中限定主题词搜索到的44篇学术文献。

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时间分布、期刊分布、作者分

布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科技创新文化在国内是一个新的命题，国

内学者研究的时间不长，20世纪90年代后期初露端

倪，2000年后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中的学术文献逐

渐增多。

（2）从期刊分布来看，科技创新文化论文发表

的期刊主体是管理类的，特别是科技管理的期刊，

但是从期刊的影响力和单篇引用频次来看，远不如

哲学类或者行政管理类的期刊影响力高，说明从管

理学研究的角度颇多，但是多属于命题的应用与扩

张，而作为基础命题的描述与评价——研究范式的

构建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3）目前研究该领域的学者较为分散，没有学

者或期刊发表过5篇以上此领域学术文章，国内对

于该领域的研究尚未形成某一个学派。

（4）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党和国家的日益重视，

研究主题和范围的重点从探索和释义性的文章转至

表5  研究方法的编码一致性水平

类目指标 编码一致性水平

一级

维度

国际层次

国家层次

地方层次

0.90
0.92
0.82
0.96
0.96
0.85
0.92
0.82

1
0.92
0.91
0.88
0.94

1
1

二级

维度

科技创新文化体制建设

科技创新文化发展模式

科技创新文化影响因素

科技创新文化评价体系

科技创新文化作用机制

科技创新文化与其他外部变量关系

三级

维度

命题的引进与详述

理论研究   命题的描述与评价

命题的应用与扩张

案例研究

实证研究 访谈调查

数理研究

 表6  研究样本的频数分布

类目指标 频数 频率

一级维度

国际层次

国家层次

地方层次

20
82
30
50
31
12
9
9
21
20
55
17
25
12
3

15%
62%
23%
38%
24%
8%
7%
7%
16%
15%
42%
13%
19%
9%
2%

二级维度

科技创新文化体制建设

科技创新文化发展模式

科技创新文化影响因素

科技创新文化评价体系

科技创新文化作用机制

科技创新文化与其他外部变量关系

三级维度

命题的引进与详述

理论研究   命题的描述与评价

命题的应用与扩张

案例研究

实证研究 访谈调查

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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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提出和定义的阐述，而近几年研究的重点是

领域类关键或者核心概念的解释，特别对于科技与

文化融合的模式与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较多，有利于

整个命题“范式“的规范化。

（5）从本文研究主题的分析可以明确，科技创

新文化体制的建设仍然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主要因

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对于体制的探索，特别

是文化体制的创新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比较重

视，所以科技与文化的融合首先要在体制上有所突

破。另外从统计频数的分布来看，科技创新文化的

评价体系与作用机制都有待加强。

4 结语

本文虽然利用内容分析方法进行文献归纳，但

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首先样本文献未覆

盖所有文献类型，有些学位论文或者书籍、会议综

述有较大的价值，但因为需要保证样本文献的一致

性没有包括在内，导致样本文献的范围有限，同时

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内文献，没有与国际文献作横向

比较，不能及时了解国际的最新动态，在分类指标

的构建上有些指标的划分不够具体，难以进行纵向

深度的比较，上述不足笔者将予以修正，另作一篇

以国际文献为主体的综述。

未来可以多层次探讨科技创新文化的作用机

制，比较不同区域科技创新文化效果的差异性，对

于构建符合地区特色科技创新文化更有指导意义，

特别是比较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与文化关系的

发展脉络，有益于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科技创新文化

发展模式，同时借鉴国外的实证研究方法，多角度

地应用数量模型定量分析科技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

联性，特别是选择中国背景下文化创新的指标与科

技进步的评价标准，另外对于科技创新文化的绩效

评价或者效果评判需要一个科学的标准，国内学者

在以上方面都可以做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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