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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赵红，陈军刚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通过对 2002—2011 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有关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年代分

布、作者分布、机构分布等方面的定量描述和数据分析，清晰可见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在数量上呈现快速增

长态势，但并未形成核心作者群，高等院校和政府机构是主要的产出机构。为推进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可持续

发展，今后应进一步提升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以学科平台建设推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鼓励海洋人

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培育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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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海

洋的确是“人类未来的希望”。随着人类向海洋世界的不断进军，海洋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海洋人文社

会科学的悄然兴起。所谓“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立、对等的概念，而是和自然科学之下的“海洋科学”

相对应的概念。
[1]
目前，作为还不被人们所普遍重视的学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不是很清晰，大致包括海洋经济学、海

洋政治学、海洋社会学、海洋伦理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文学等。同时，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了大量的应用性

研究，如与海洋相关的政府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等。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融合，协调发

展，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打造海洋强省的浙江来说，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便成为

一项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 2002-2011年收录在 CNKI的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 900篇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

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试图阐明近十年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提出推进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建议。 

一、文献检索 

数据源于 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全部期刊，在分类目录下，学科领域选择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I+社

会科学 II+经济与管理科学；在标准检索栏目下，主题选择“海洋”，第一作者单位选择浙江省 11个主要城市进行模糊检索。时

间跨度 2002-2011 年，截止日期 2012 年 2 月 9 日，共计检索到 1107 篇。以是否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标准，从中筛选

出相关研究文献 900篇。 

二、文献分析 

（一）年代分布 

                                                           
 收稿日期：2012 - 06 - 02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资助项目（Y201120007）  

第一作者简介：赵   红（1979-），女，河北石家庄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研究。E-mail: zhaohong@nbu.edu.cn 



 

 2 

依据论文发表时间统计，得到论文时间分布表（表 1），根据表 1中的数据，利用 OriginPro8.1 软件绘制出论文增长率曲线

（图 1）。 

 

由表 1、图 1可知，在 2002-2010年有关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基本呈现出每年递增的趋势，虽然 2004年有所波动，

但在 2005 年就出现强势反弹，并在随后几年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直到 2011 年，论文篇数再次陡然剧增，发文量达 233

篇，比前一年 132篇增长近 77%，说明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与 2011 年 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

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为进一步分析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年代分布规律，我们引入普莱斯增长规律。根据表 1中的数据，利用 OriginPro8.1

软件做指数函数曲线拟合，得到在 2002-2011年间，浙江省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累积量 y（篇）随时间 x（年）的变化关系，

即论文增长普赖斯曲线
[2]
关系，其函数表达式为：y=58.81e

0.2733x
，且其相关系数之平方 R

2
=0.9912，拟合优度很高。这表明浙江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量随时间变化符合普赖斯增长规律（如图 2），进一步印证了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已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 

（二）作者分布 

根据第一作者的论文产出量，以每个作者发文量的递增顺序制成表 2。 

由表 2可见，发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论文的第一作者共有 610位，其中发表 1篇的 467位，占作者总数的 77%；发

表 2-4篇有 125位，发表 5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共有 18位。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的最低论文数为：M=0.749×(Nmax)
1/2
，

其中 Nmax 是发文最多作者的论文数量，依据表 2 中的数据，发文最多作者共发表论文 12 篇，则 M=0.749×(12)
1/2
≈2.59，M 值

约为 3，发文 3篇及以上核心作者共 63位，发表论文 273篇，分别占了作者总数的 10.3%和论文总数的 30.3%。这些数据不符合

普赖斯定律所规定的两个条件“核心作者人数占全体作者总数的 20%；核心作者发文量占全部论文的 50%”中的任何一项。这说

明该领域的作者分布比较分散，大多数作者并没有形成持续的研究兴趣，只是偶尔涉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

较有影响力的核心研究群体。此外，研究中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作者的合作倾向越来越明显，900篇论文中有 292篇是两个

以上作者共同完成的，接近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测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在今后得到进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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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分析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者分布规律，我们引入洛特卡定律。根据表 2 中的数据，利用 OriginPro8.1

软件做幂函数曲线拟合，得出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数量 x（篇）与作者数量 y（人）的函数关系式：y=467.00x-2.5360，

且其相关系数之平方 R
2
=0.9999，拟合优度特别高。以论文数量 x（篇/人）作为横坐标，以作者数量 y（人）作为纵坐标，作出

了上述变化关系图像（图 3）。 

 

接着利用 SPSS16.0软件对表 2中的数据关系与理论数据关系做 K－S检验，结果如表 3。 

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相伴概率为 1.00，远远大于显著性水平 0.05，说明所检验的两组样本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也

就是说，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量随每人发文量的增加，作者人数呈现负幂函数减少规律，这正好符合论文数量与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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幂函数规律：
[3]
 

 

其中 x为论文数量，y为作者数量，作者总数： 

 

表明论文数量 x（篇）与作者数量 y（人）的变化关系符合广义洛特卡定律。 

 

（三）机构分布 

经统计，发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论文的发文机构总共有 234家，其中高等院校发文 534篇，占论文总数的 59.3%；

政府机构发文 261篇，占论文总数的 29%；两者合计，共发文 795篇，占论文总数的 88.3%，说明高等院校和政府机构是海洋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产出机构，特别是高等院校，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 

根据各机构的论文产出量，以论文产出最多的 10个机构发文量的递减顺序制成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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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以看出，浙江有关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多的 10个机构主要有两个来源，与上述主要产出机构相吻合。一是来

自于高等院校，如浙江海洋学院、宁波大学、浙江大学等，在 10个机构中占了 6个。其中，仅浙江海洋学院一家发表论文数量

就达到 260篇，占论文总数的 29%。这些学校大多依托自身的学科优势，建立了专门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开展相关

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浙江海洋学院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宁波大学的“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浙江

大学“海洋资源研究所”等。二是来自于与海洋经济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包括舟山市委、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浙江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宁波市委。这些政府部门承担了大量有关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应用性研究，为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良

好的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文机构分布规律，我们引入布拉德福定律。将各机构的论文产出量分成大致

相同的三个区：1区是发文 31-260篇的机构；2区是发文 5-22篇的机构；3区是发文 1-4篇的机构（表 5）。 

 

表 5 中的 3 个区的机构数比值为 3:26:205≈1:8:8²，即布拉德福（分散）系数 a=8。这说明在 2002-2011 年间，浙江海洋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发文机构分布符合集中与分散的布拉德福定律，
[4]
即仅占 1.28%的 1区中的 3个机构集中发表了 42.22%论文；

而占 87.61%的 3区中的 205个机构，分散地发表 31.44%的论文。 

根据各机构的论文产出量，利用 OriginPro8.1软件做分段函数曲线拟合，得到在 2002-2011年间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论

文累积量 y（篇）与发文机构相应累积量 x（个）的变化关系表达式： 

 

且其相关系数之平方 2R=0.9957，拟合优度非常高。以机构累积量的对数 lg(x)作为横坐标，以论文累积量 y（篇）作为纵

坐标，作出了上述变化关系的图像，即布拉德福分布图（图 4）。 

再次利用 SPSS16.0软件对表 4中的机构分布的实际观察数据与理论数据做 K－S检验，结果如表 6。 

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相伴概率为 1.00，远远大于显著性水平 0.05，说明所检验的两组样本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表

明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核心产出机构为发文量 31篇以上的 3个机构，依次是浙江海洋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大学，这

三所机构共发文 380篇，达到论文总数的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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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建议 

综观近十年来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海洋世纪的海洋开发热潮和越来越多迫切需要解决

的海洋人文社会问题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正视问题，采取积极的态度、有效的措施，全面推进浙江海洋人

文社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一）提升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重大战略举措。随着人们对海洋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海洋人文社会科

学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从另一个角度讲，许多海洋自然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社会科学，即将某个成

果、某种发现如何最好、最快地推向市场，进而产生经济效益、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既涉及成果所有者本人如何与市场接轨、

结合的问题，也牵涉到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导向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属于海洋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对海洋人文社

会科学的研究，其重要性与战略意义绝不亚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是，目前我国对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与重视程度

都要远远小于后者。以此次统计数据为例，标注“基金项目”或“研究项目”的论文并不多见。检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0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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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年立项课题清单，其中只有 38个课题以“海洋”作为题名，仅占 19707个立项课题总数的 0.19%。所以，无论是研究人员

还是政府管理者都要加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在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的重要意

义，切实加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 

（二）以学科平台建设推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之下的一个子系统，根植于藉以分支的原学科土壤。因此，要提高海洋人文社会科学

的研究水平，必须依托原学科，逐步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2006年，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正式在宁波大学挂牌成立，

成为浙江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心集应用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外国语言文学、海洋科学等 5 个一级学

科为一体，致力于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研究，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而且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

2009 年，在多年教学科研实践的基础上，浙江海洋学院将海洋人文科学、海洋社会与政治设置为校级重点学科，为国家培养了

大量急需的海洋人文型人才。同时，也为该校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浙江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仍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需要政府和人文社科界的共同努

力，使其逐步完善，不断成熟起来。 

（三）鼓励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 

现代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正处于高度发散与高度聚合相伴共生的特殊时期。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一方面学科不断分化，

出现了众多分支学科，学科门类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诸多依靠单一学科难以完成，必须依靠多学科的交汇、融合才能

解决的研究任务，比如一些应用成分比较高的研究课题，海洋产业布局的研究、滨海旅游区规划的研究、海洋环保领域的研究

等。实践证明，这些研究课题需要经济、社会、管理等各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等学科的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研

究成果。尽管前文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作者的合作倾向日益明显，但深入分析，令人有所遗憾的是不同学科背景的跨学科合作

却非常有限。因此，要发展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鼓励全面、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特别是文理交叉研究。为此，作为高校，

要充分发挥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群体优势，通过研究所、研究基地、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

增强承担国家重大研究项目的能力，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作为政府，则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学者进行国内国际重大海

洋问题的合作攻关，以联合研究推动科际整合，以科际整合促进科学研究。 

（四）培育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队伍 

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作者是我省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科学研究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

了全省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引领作用。但通过前文对核心作者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核心作者发

表的论文数较少，研究的专业化水平较低，还没有形成真正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和核心作者群。因此，在稳定现有队伍的基

础上，积极培育核心作者群，不断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成为保证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尽管近几年

“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平台相继建立，也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员，举办了

一系列高水平、多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对全省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队伍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而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兼顾。所以，整合优势人力资源，培育核心作者群，

将成为未来浙江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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