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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交流合作进

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从最初的人员往来扩大到

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从国际形势来看，当前

两岸共同面对的竞争环境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结构

大调整，世界技术创新步伐加快和跨国公司作用增

强，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益增加成为突出的世界经济

特征 [1]。

技术的创新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性支

撑。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的快速更新强化

了国际科学合作的需求，合作日益成为解决复杂

问题和发展大科学的重要途径，极大地推动了科

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海峡两岸科学合作也

将顺应时代潮流，成为两岸发展战略合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科学合作的最直接成果是合著论

文 [2]。本文以SCI-Expanded数据库中所收录的海峡

两岸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输入检索词：（cu=china 
not ad=（hong kong or macau）） and cu=taiwan， 时

间范围选择1978-2010年，共得到5883条数据。

通过对这33年间两岸SCI合著论文的时间、学科领

域、研究热点、合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展示两

岸科学交流合作的成果，揭示两岸合著论文的特点

及规律，探讨两岸科学交流发展趋势，为促进两岸

科学交流合作更好地开展提供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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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的时间和学科

图1为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情况。从图1可以看到，1987-2010年两岸SCI合
著论文的数量整体上随时间稳步增长。这33年间

SCI共收录大陆地区论文960209篇，台湾地区论文

273249篇，两岸合著论文5883篇。从论文增长速

度来看，两岸合著论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1.73%，

而大陆地区年平均增长率24.03%，台湾地区为

13.06%。两岸合著论文数量的高速增长表明两岸30
余年科学交流与合著的发展速度较快且规模不断扩

大。

从图1可以看出，1992年以前两岸SCI合著的

论文数量很小且极不平稳，这是因为海峡两岸正式

的科学交流还没有开始，论文合著缺乏平台。1992
年上半年，台湾著名学者专家和高层人士刘泰英、

吴大猷和赵耀东等来大陆访问，对扩大两岸科学交

流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3]。同年谈家桢等7位大陆科

学家首次访台，打开了两岸科技双向交流之门，从

此两岸科学交流正式开始。但到1997年，两岸SCI
合著论文仅有60篇。这时期两岸的科学交流还处于

起步阶段，交流的基本方式是两岸科技人员互访会

谈，实质性的合作研究与产业研发尚未建立，每年

的合著论文数量比较低。随着学术交流的广泛和深

入，两岸SCI合著论文数量直线上扬。

1978-2010年，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共涉及

112个学科领域（以SCI提供的分类为准）。海峡两

岸合著论文的主要领域有物理、数学、化学、材料

科学、电子电气、环境科学等，大都属于基础学科

领域。就排在前20位的学科领域来说，物理学的学

科分支最广泛，包括物理（多学科）、天文学与天

体物理、粒子物理、应用物理、化学物理、凝聚态

物理、原子分子物理与化学物理、光学共8个，占

40%，物理学论文的数量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

3 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的热点

使用CitespaceII软件 [4-5]对2001-2010年间物

理、化学的研究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图2为合著

论文物理学科的关键词共词网络，阈值为（3，3，
20），即进入图谱中的关键词在这10年间至少出现

3次，与图中某一关键词共现3次以上且共现强度

在0.2以上。从图2可以看出，2001-2003年两岸物

理学研究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 thin-film、systems、
energy、spectra、spectroscopy、molecular-beam 
epitaxy等，这时期海峡两岸主要以薄膜、光谱学

和固体物理学的研究为主，而此时在国际上凝聚态

物理成为最大和最跃的分支学科 [6-7]，与国际研究

热点并不一致。从2007年开始，dynamics这一关

键词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受到两岸科研人员的青

睐，其在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最高，是网络中最重

要的结点。此后以dynamics一词为中心两岸物理

学研究开始呈分散化的趋势，逐渐出现了density、
dissociation、films、bound-states等关键词，研究领

域涉及光学、弦论等。此外，图2中 thin-film这一

结点较大，出现的频次最高，且内圈颜色变化，说

明两岸对于薄膜的相关研究热情高涨，持续了10年

之久。据统计，2008-2010年物理学在国际上的研

究集中在弦论、M2膜及聚合物光电池等领域 [8-9]，

图1  1978-2010年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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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出海峡两岸物理学研究在2007年以后开始与

国际研究热点接轨。

图3为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化学学科的关键

词共词网络，阈值为（3，3，20）。在2001-2010
年这10年间，海峡两岸化学研究大致分为3个聚

类：中间的聚类、右下的聚类和左下的聚类，且左

右两侧的聚类均由中间的聚类发展和演化而来。作

为连结两个聚类桥梁和纽带的两个关键词design和

crystal-structure是整个网络中最重要的结点，中介

中心性最高。

根据这3个聚类，可以把海峡两岸SCI合著

化学学科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
2006年，对应中间的聚类，两岸化学研究主要集

中在crystal structure、complexes、derivatives等关键

词，以晶体结构及配合物、派生物为主要研究领

域，但据统计，在2006年以后两岸对于这些领域

的研究几乎再未涉及。第二阶段是2007-2008年，

对应图中右下侧的聚类，两岸研究的关键词集中

在polymers、molecules、dynamics等，高分子聚合

物、动态学等领域开始受到两岸科研人员的关注。

第三阶段是2009-2010年，对应图2中左下侧的聚

类，两岸研究的关键词集中在 structure、stability
等，此时nanoparticles一词出现在图谱中，反映出

两岸对于纳米的研究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而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纳米科学与工程”优先领域在

2001年便开始启动 [10]，此后国际上掀起了纳米研究

的热潮，可见海峡两岸纳米研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

滞后性。

4 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的形式及影响力

对海峡两岸合著、大陆地区（不含对外合著）

和台湾地区（不含对外合著）的总发文量及H指数

进行统计，并列出两岸SCI合著论文数排在前10位

的学科领域。由于1998年两岸的科学交流活动才开

始活跃，特选取1998-2010年的数据（表1）。这10
个学科中除电子与电气工程外，大陆地区论文的产

出规模和H指数均高于台湾，虽然大陆地区论文的

绝对数量占优势，但就电子与电气工程这一学科而

言，无论是发文数量还是H数，台湾地区都高于大

陆地区，体现出台湾地区近年来对这一领域极高的

关注度与研究热情。两岸各自在SCI上的发文量都

处于前10位的研究领域有材料科学、化学物理、应

用物理、凝聚态物理和化学共5个；发文量都处于

前20位的除上述5个外，还有电子与电气工程、化

学工程。可以说，从两岸各自学科产出规模的位次

上看，两岸的合作形式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两岸合著论文排在前10位学科的H指数在16
至23之间不等，与两岸学科H指数相比要低得多，

但从表征高影响力论文数的H指数在各自学科论文

产出中的比例来看，两岸高影响力合著论文的比例

图2  2001-2010年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物理学科关键词共词网络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5卷第2期  2013年3月

─72─

却高得多。从这个角度看，海峡两岸合著论文对于

高影响力论文的产出是很有必要的。

5 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的机构

根据统计，两岸合著论文数排名前20位的机

构几乎都是科技实力非常雄厚的大学和科研单位，

且以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为主要形式。大陆的中国

科学院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均有合著论文发表。大

陆地区的19所大学中有16所为“985工程”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台湾地区的19所大

学中有12所为公立大学，且都为2009年台湾地区

前20名的高校，如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

交通大学、成功大学等；其他则为私立大学，在台

湾私立高校中的排名也都在前20位。

使用CitespaceII软件对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

机构的分布情况进行可视化。图4为1992-2010年

海峡两岸合著论文机构的网络知识图谱，阈值为

（3，3，15）。
从图4中可以看出，1992-1997年两岸科研机

构合著的次数与强度都不大，是合著开展的初期。

整个时间段内节点间的连线都很细，表明两岸机构

合著的强度都不高。台湾地区机构的节点较大，如

台湾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说

图3  2001-2010年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化学学科关键词共词网络

表1  1998-2010年海峡两岸SCI合著中主要学科的论文数与学科H指数

学科领域
两岸合著 大陆地区 台湾地区

论文数 H指数 论文数 排序 H指数 论文数 排序 H指数

应用数学 284 20 25205 8 66 2530 40 43

材料科学 多学科 234 21 72305 1 138 12773 3 88

数学 230 16 17515 17 50 1430 73 29

化学物理 221 23 45965 3 145 5562 7 89

应用物理 220 20 38521 5 129 14086 2 83

凝聚态物理 172 19 23967 9 117 5284 10 63

电子与电气工程 166 16 20089 14 76 20175 1 90

化学 多学科 156 19 53717 2 165 5330 9 80

化学工程 129 16 17753 16 72 4325 13 57

物理 多学科 128 16 39926 4 106 1590 6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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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些机构在1998-2010年每年都与大陆有论文合

著，且次数较多。反观大陆地区的科研机构，其节

点除中国科学院外都不大，表明这些机构（主要是

大学）合著次数相对较少，同时也反映出海峡两岸

SCI合著论文中台湾地区的机构较为集中，而大陆

地区的机构相对比较分散。

6 深化海峡两岸科学合作的建议

（1）加强两岸高校、产业合作

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的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

两岸实力雄厚的各大高校，促进两岸高校间的交流

往来有助于加强两岸的科学交流。建立人才培养基

金项目，鼓励双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建立合作联

盟，相互学习、借鉴各自有效的研发机制与管理模

式。大陆近期提出的“211计划”为两岸高校深度合

作探索新的体制机制提供了广阔空间。

两岸科学交流最终目的是要在实践中发挥作

用，带动产业的发展。科学合作鼓励和支持两岸企

业设立研究开发合作机构，联合开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形成一批有优势、有影响的科

技创新及产业化基地。此外，应建立科学合作协调

保护机制，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

（2）鼓励两岸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指出：“提高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学

术交流的能力，支持我国科学家在重要国际学术组

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国际学术组织云集各领域最

优秀的专家学者，就当前国际上最关注的问题进行

学术交流，是追踪国际前沿的最佳场所。两岸科技

部门应充分调动两岸学会、协会参与或举办国际学

术组织的积极性，同时要与当地的金融机构紧密合

作，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支持性基金，为在双方设立

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或办事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和优

惠条件。

（3） 发挥海西经济区的促进作用

海峡西岸（包括福建省、浙江省、广东省、江

西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地

区之一，这一地区率先推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化程

度高，是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重要前沿。

海峡西岸的几所重点高校，如厦门大学、浙江

大学、华侨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有着

雄厚的人才资源。可以海峡西岸重点高校为依托，以

两岸院校学生互招、学历互认、师资互聘等形式加强

两岸科技人员往来。以技术研发协作、科技成果转化

合作、科技中介服务来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为两岸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设立两岸合作研发机构，

培养研发团队和技术人才提供有利条件。

政府应推动两岸金融机构双向互设、相互参

股，把海西经济区的建立作为未来两岸科学合作的

重要牵引和契机，使合作从经济层面深入科技层

面，深层次的科学合作反过来带动两岸经济的飞速

发展，进而由沿海地区向内地辐射，最终形成以点

带面、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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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2-2010年海峡两岸SCI合著论文的机构分布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5卷第2期  2013年3月

─92─

而解决了活动之间动态建立连接的问题。

第三，根据业务流程活动元组（输入信息、输

出信息、参与主体、所用方法、知识以及资源约

束）的特性，以方法的截面分析为切入点，提出了

基于活动截面的相似性分析体系。该体系不仅可以

把具有相似功能的活动集成在一起，而且可以通过

相似性分析的反向搜索，构造具有共性截面的不同

等级的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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