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47 No.4  52-59, 69 Jul. 2015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15年7月	 第47卷第4期　52-59， 69	

科技商业化研究论文的文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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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利用汤森路透的TDA工具，分析科技商业化研究论

文的时间分布、国别分布、机构分布等，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分析科技商业化研究论文的热点领域及其演

变趋势，从而为科技商业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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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商业化是指科学技术通过转化实现经

济价值的行为。科技商业化能够实现知识产权价

值最大化，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产业竞

争力。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对经济

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大，各国政府也越来越关注科

学技术向经济市场的转移和转化，借以提升国家

经济竞争力 [1]。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

机以来，欧美经济遭受重创，如何通过科技提升

本国的经济实力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 [2]，欧美发

达国家纷纷采取多种举措促进科技的商业化。随

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

转化。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将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

“十二五”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

调指出，要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随着科技商业化关注度的日益增加，各国对

该主题的研究越来越多。作为研究的重要载体，

国际上关于科技商业化的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

专题研究：科技信息分析与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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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科技商业化研

究的重点国家、重点机构、研究热点进行定量分

析，从而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信息支撑。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的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 
nded （SCI-EXPANDED）和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两个数据库的学术论文（Article），
检索时间为1900—2013年。

2.2 检索策略

科技商业化涉及范围较广，其中科技成果包

括知识、科学、技术、研究，商业化过程包括转

移、转化、扩散等。科技商业化的具体渠道包括从

实验室转向生产应用，从军用转向军、民兼用，从

先进地区、部门、行业转向后进地区、部门、行

业，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国外转向国内 [3]。因此，

科技商业化的范围包括知识商业化、知识转移、知

识扩散、技术商业化、技术转移、技术扩散、技

术输入、技术输出、研究商业化、研究转移等。

为此，我们制订的检索策略是，主题：（“research 
transfer”）OR主 题：（“transfer of research”）OR主

题：（“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OR主题：（“com-

mercialization of research”）OR主 题：（“knowledge 
diffusion”）OR主题：（“diffusion of knowledge”）OR
主题：（“knowledge transfer”）OR主题：（“transfer of 
knowledge”）OR主 题：（“knowledge commercializa-
tion”）OR主题：（“commercialization of knowledge”）

OR主 题：（“tech* commercialization”）OR主 题：

（“commercialization of technology”）OR主题：（“tech* 
transfer”）OR主 题：（“transfer of technology”）OR
主 题：（“tech* diffusion”）OR主 题：（“diffusion of 
technology”）OR主题：（“tech* export”）OR主题：

（“export of technology”）OR主题：（“tech* import”）

OR主题：（“import of technology”）。利用此检索策

略得到学术论文9527篇。 
2.3 数据清洗

由于在Web of Science数据中，主题的涵盖

范围包括文章标题、文章关键词以及文章摘要中

的词语，因此，在检索到的论文中，很多论文只

是在摘要中出现了检索词，但其主题与科技商业

化的关系不大。为此需要把这类文章去除。利用

TDA分析工具，我们对检索出的9527篇文章进

行了清洗，把在标题或关键词中出现了检索词的

论文挑选出来，最后得到4665篇论文。下面的分

析研究主要基于这4665篇论文展开的。

3 结果分析

3.1 论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科技商业化是时代的产物，其相关研究也

随着人们和各国政府对其关注度的不断提升而越

来越多。20世纪中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意识到要加大政府的科技投入，但当时各国政府

的关注重点是基础研究 [4]，对科技商业化的关注

很少。因此，这段时间人们对于科技商业化的研

究相对较少，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不足10篇。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许多申请专利活跃的大

学经过机构专利协议，取得联邦资助的发明的所

有权。此时，美国关注科技商业化的研究开始增

多。1976年，科技商业化相关研究的论文增至30
篇。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

到，强大的科学技术不会自动转化为强大的生产

力和提高人民福祉，只有进行转移和转化才能有

效地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效益。为此，发

达国家开始日益关注科技商业化问题，出台了很

多举措，例如：美国1980年颁布《史蒂文森—威

德勒技术创新法》和《拜杜法案》，1982年颁布

《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5]，1986年颁布《联

邦技术转移法》；日本1985年颁布《中小企业技

术开发促进临时措施法》，1998年颁布《促进大

学等的技术研究成果向民间事业转移法》；英国

1986年启动联系计划，支持大学、科研机构和企

业对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开展合作，

1997年启动《法拉弟合作伙伴计划》，2003年启

动《知识转移伙伴计划》[6]。这些政策大大促进

了各国的科技商业化活动，也激发了学者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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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996年，科技商业化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

增至100篇。自2004年开始，论文数量的增加速

度急剧加快，从2004年的125篇快速增加至2013
年的近500篇。1936—2013年主要国家发展的

科技商业化研究论文总量发展变化趋势如图1所

示，从图1可以看到1936—1984年、1985—1997
年、1998—2004年、2005—2010年、2011—2013
年5个时间段中论文总量的情况。

3.2 国别及地区分析

3.2.1 作者的国别及地区分布

从作者所属的国别来看，美国作者发表的

论文最多，1936—2013年其论文数量高达1400
多篇。其次是英国，为547篇。之后分别为加拿

大、德国、西班牙。中国大陆的论文数量近200
篇，位居第6位。日本位居第13位。韩国位居第

14位。这些数字说明，在科技商业化研究领域，

美国是最活跃的，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荷兰等欧洲发达国家也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

力量。

为了解不同时间各国在科技商业化领域研究

实力的变化情况，我们将1936—2013年的相关

论文按5个时间段（1936—1984年，1985—1997
年，1998—2004年，2005—2010年，2011—2013
年）进行统计，不同时段各国的论文发表情况如

图2所示。

之所以划分为5个阶段，主要考虑是：论文

数量因素与理论及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化因素。在

第一个时间段1936—1984年，主要是在《史蒂

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和《拜杜法案》两个

法案颁布之前的科技商业化的前发展阶段，科技

商业化研究论文数量平稳增长；在第二个时间段

1985—1997年，科技商业化研究处于显著的上升

期，《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和《拜杜法

案》为科技商业化提供了产权和制度保障；在第

三个时间段1998—2004年，科技商业化研究处于

快速增长期，《促进大学等的技术研究成果向民

间事业转移法》以及《科学技术基本法》法案的

出台，为科技商业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助推力；

在第四个时间段2005—2010年，科技商业化研究

处于飞速增长期，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高新技术

企业对于科技商业化的制度进行了重新的制定安

排，技术转移开始更加关注人才而不是资源；在

第五个时间段2011—2013年，科技商业化研究处

于持续增长期，之所以选择该阶段作为独立的阶

段，是考虑近期201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科技商业

化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趋势，如金砖国家的

兴起、全球技术溢出现象的普遍化等。

从图2可以看出，美国不仅研究实力最强，

图1  1936—2013年主要国家发表的科技商业化研究论文总量随时间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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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最早开始研究的国家，其第一篇研究论文

发表于1936年，到1984年其发表的论文已经达

到80篇。而中国大陆、西班牙、意大利、韩国的

增长的速度特别快，尤其是中国大陆，1995年才

发表第一篇文章，而到2013年其论文数量已经与

加拿大和德国的数量相当，而加拿大、日本的增

速则有放缓的趋势。

3.2.2 高被引论文的国别及地区分布

高被引论文能够较好地反映论文的研究水

平，发表高被引论文越多的国家，说明其研究水

平越高。为研究科技商业化研究领域高被引论

文的国别分布，我们选择了被引次数超过100的

157篇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图3所示的是高被

引论文的国别分布，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论文

发表量排前10位的国家有11个，分别为美国、

英国、加拿大、瑞典、比利时、德国、法国、新

加坡、韩国、芬兰和荷兰，芬兰、荷兰并列第四

位。

结合论文发表总量来看，美国、英国和加拿

大不仅发文数量众多，而且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居

前三位，这说明这3个国家在科技商业化研究领

域的研究实力最强。中国大陆尽管论文数量位居

世界第6，但发表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只有1篇，

位居世界第16位。这说明中国大陆在科技商业化

领域的研究水平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还有相当

大的差距。

3.2.3 论文关注的国别和地区

本文还将作者关键词中的国别提取出来进行

分析，以研究科技商业化所关注的“话题国家”

（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美国、

日本是科技商业化研究最重要的“话题国家”，

2011—2013年，中国大陆在关键词中出现的频

率为52次，美国为14次，日本为13次。金砖国

家也占据较大优势，2011—2013年间，印度在

关键词中出现的频率为9次，巴西为6次，韩国

为9次。美国、日本之所以成为重要的“话题国

家”，是因为美国和日本的科技商业化做得非常

成功，有很多研究和借鉴的地方，从而成为世界

图2  全球发表的科技商业化研究论文数量的逐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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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学者争先研究的对象。中国大陆和金砖

国家之所以也成为重要的“话题国家”，与他们

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有着重要关系，尤其是中国

大陆，其近年来的科技创新政策、科技成果转化

政策以及效果等引起了众多国家研究机构和学者

的关注，成为其最重要的关注对象 [7-9]。

3.3 科技商业化的主要研究机构

通过统计，我们分析了在科技商业化方面发

文较多的机构（表1）。统计结果表明：发文数量

超过25篇的研究机构共有17家，其中美国机构

共9家，英国机构有4家，加拿大的机构有3家，

新加坡机构有1家。其中，排名前三的机构分别

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哈

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不仅是加拿大最顶尖

的大学，而且在全球排名也位居前列。在科技商

业化领域，多伦多大学研究实力雄厚，罗特曼管

理学院、社会科学系及经济系等都开展了相关研

究，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英国诺丁汉大学

是英国著名的重点大学，教学与研究水平都享有

国际声誉。在科技商业化方面，诺丁汉大学商学

院研究水平卓越。此外，诺丁汉大学还在浙江宁

波设立了科技商业化机构。美国哈佛大学是世界

最为著名的高校之一，其科技商业化也做得非常

好，成立了技术开发办公室（OTD），致力于将哈

佛大学科研成果更有效地转移到社会 [10]。同时，

哈佛大学在科技商业化方面也开展了很多研究。

3.4 科技商业化的研究热点

为了解科技商业化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通

过Ucinet软件对相关论文的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

分析，然后筛选出高频关键词，再利用Netdraw
绘制出社会网络图，进而通过社会网络图对研究

热点进行分析。在社会网络图中，节点代表了关

键词，而点之间的连线则代表两个关键词之间的

联系。在社会网络图中，与其他关键词联系较多

的节点往往处于图中的核心位置，其实际的含义

是，更为频繁地与其他关键词出现在同一篇论文

中，也代表了该关键词具有更核心的影响。本文

中，由于节点数量较多，如果全部显示节点所对

应的标签，将会弱化可视化在洞悉网络演化方面

的作用，因此，我们仅选择了每个阶段核心的关

键词（节点）进行显示，用于说明不同阶段科技

商业化领域研究的热点情况。

我们之前将Web of Science数据分为5个阶

段，但在进行实际的领域热点研究时，我们发

现，第一阶段即1936—1984年的论文数据中并没

有包括关键词字段，因此，我们无法对这一阶段

论文中的关键词数据进行分析。于是，为分析研

究热点的变化趋势，我们根据论文发表时间把相

关论文分为4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1997年

之前，第二个时间段为1998—2004年，第三个时

图3  1936—2013年科技商业化研究领域高被引论文的国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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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为2005—2010年，第四个时间段为2011—
2013年。图5、图6、图7、图8为不同时段的研

究热点。

从图5至图8可以看出，1997年之前，科

技商业化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技术转移上。

1998—2004年，研究热点增加了知识转移和创

新。之所以出现知识转移，是因为人们不断认识

到，科学技术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科技成果转

化的周期日益缩短，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在早期

阶段就可以直接转化为产品和经济价值，因此，

知识转移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创新之所以成为科

技商业化的研究热点，其原因可能是，科学知识

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创新是科技商

业化的重要手段。2005—2010年，研究热点集

中在知识转移、技术转移以及技术扩散。2011—
2013年，技术扩散、知识管理、吸收能力等关键

词进入研究热点的范畴。这说明关于科技商业化

的研究日益细化，从宏观层面的研究逐渐向中观

图4  科技商业化研究的话题国家和地区

表1  科技商业化论文发文章较多的机构

发文数量/篇 机构名称

1 66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2 43 英国诺丁汉大学

3 40 美国哈佛大学

4 34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5 32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6 3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7 29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8 28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9 28 美国德州大学

10 27 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

11 27 新加坡国立大学

12 26 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13 25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4 25 美国斯坦福大学

15 25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16 25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

17 25 加拿大安大略西部大学

1985-19971936-1984 1998-2004 2005-2010 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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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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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微观层面推进，增加了对科技商业化具体手

段、途径、影响因素以及效果的研究。

4 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结果，利用TDA对从 ISI 

Web of Science（SCI—E、SSCI）中检索到的与科

技商业化相关的5663篇学术论文进行分析，得到

以下结论。

随着各国政府对科技商业化重视程度的不断

提升，学界对科技商业化的相关研究不断加强。

图5  1997年之前科技商业化相关论文关键词的关联图

图6  1998—2004年科技商业化相关论文关键词的关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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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发表了科技商业化相关研究的第一篇学

术论文。随着20世纪80年代各国政府对科技商

业化的日益关注，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也不断增

加，1996年论文数量增至100篇。进入21世纪，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科技商业化相关研究的论

文数量急剧增加，2013年达到500篇。

在科技商业化研究方面，学术实力最强、

研究水平最高的国家分别为美国、英国和加拿

大。他们不仅发表的论文数量多，而且高被

引论文很多。从发文数量较多的大学和研究

图7  2005—2010年科技商业化相关论文关键词的关联图

图8  2011—2013年科技商业化相关论文关键词的关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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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来看，大都属于这3个国家。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在科技商

业化方面的研究实力最强。

中国大陆在科技商业化研究方面起步较晚，

但进步非常快。1995年中国大陆才发表第一篇文

章，但到2013年，论文数量已经赶上并超过加

拿大和德国，位居世界第三。然而，从高被引论

文来看，中国大陆的研究水平与世界还有很大差

距。固然，中国大陆在科技商业化方面出台了很

多政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关于科技商业

化研究的基础薄弱，这大大影响了科技政策制定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此，我国应该鼓励学术界

加大对科技商业化的研究，大力提升研究水平，

以便为有效的科技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科技商业化的研究热点随时间推移在不断深

化，在较早的研究阶段，研究热点仅包括技术转

移，之后增加了知识转移和创新，又增加了知识

管理、技术扩散、吸收能力等，这说明关于科技

商业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从宏观层面逐渐向中观

甚至微观层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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