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００８
２２（４）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关于科技管理期刊内容趋同的思考

许　　静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社，３０００１１，天津

摘　要　期刊内容趋同表明更多的人关注与社会发展有关的
热点问题，同时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但也使刊物失去了特

色。通过关键词检索高频词方法判断科技管理类期刊存在内

容趋同现象。这一问题应引起各相关期刊的关注。办出特色

才是期刊竞争中制胜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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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类期刊是反映一个国家科技管理科学化

水平的重要窗口，是知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的重要桥梁。这一类期刊以其特有的媒体传播功能在

传播管理科学理念，促进管理科学化，推进我国管理科

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科技管理

期刊的繁荣兴旺，一方面说明我国管理科学的研究受

到了广泛关注，另一方面说明管理科学研究的产出较

大。这一类期刊在被追捧的同时，也出现了同时期起

步发展的期刊的内容趋同问题。

本文意在通过对几种办刊宗旨较为接近的同类刊

物的趋同现象进行分析，为制订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管理学期刊大体有２种“学统”，一种是偏向基础
性和方法性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另一种是侧重人文

社会科学属性的泛管理学类［１］。前者主要以刊登

“硬”管理学研究成果为主，后者则主要刊登“软”管理

学研究成果。后一类期刊在管理学期刊中占多数［２］。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后一类期刊。

１　数据来源

　　选取６种期刊，分别是《科技进步与对策》《科学

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科技

管理研究》《中国软科学》。这几种期刊的主办单位、

办刊宗旨、报道主题、读者对象、作者人群等最为相近，

也最具可比性。

本研究通过采用关键词检索高频词的方法，分析

被选取的６种期刊的趋同现象。这６种期刊共发表论
文２万８７５篇，关键词７万４４３８条，其中有２９２１篇
论文未标注关键词。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各刊关键词与论
文数见表１。

表１　各刊关键词与论文数

刊　　名 关键词数 总篇数 无关键词篇数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４９８６ ７１３９ ６５０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１０５８３ ２９２２ １０３７
科学学研究 ６２６５ １６９８ １８５
科研管理 ５３２１ １４７６ ２８
科技管理研究 １７６１０ ４９５６ ３０３
中国软科学 ９６７３ ２６８４ ７１８
合　计 ７４４３８ ２０８７５ ２９２１

通过对７万４４３８个共有关键词的词频检索，最终确
定各刊前１０位高频词。表２示出６种管理期刊题录文献
中的高频关键词（截取排序前１０位的关键词）。

表２　各刊前１０位高频关键词

排

序

科技进步

与对策

科技管

理研究

科学学与科

学技术管理

中国软

科学

科学学

研究

科研

管理

１ 技术创新

３２３
技术创新

２１６
技术创新

１１５
对策

９８
技术创新

８７
技术创新

８０

２ 对策

２６７
对策

１２５
创新

６３
技术创新

８２
创新

４１
知识管理

４８

３ 可持续发展１４６
高校

１２０
知识管理

５３
可持续发展

６１
自主创新

３６
创新

３５

４ 企业

１２８
自主创新

１００
产业集群

５０
创新

５３
知识管理

３３
指标体系

３３

５ 知识经济

１２０
创新

９８
指标体系

４５
战略

４２
基础研究

２９
核心能力

２９

６ 创新

１１１
企业

８２
自主创新

４１
经济增长

３６
实证研究

２７
Ｒ＆Ｄ
２０

７ 风险投资

１０７
知识管理

８０
企业

４０
自主创新

３１
科学

２６
供应链

１９

８ 高校

９１
产业集群

８０
对策

３７
企业

３０
产业集群

２４
竞争优势

１８

９ 电子商务

９０
指标体系

７５
评价

３６
上市公司

２９
科学计量学

２２
影响因素

１８

１０ 中小企业８７
风险投资

７５
组织学习

３６
产业集群

２８
科学学

２１
知识经济

１８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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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所列６种期刊高频关键词的横向观察得
知，虽各刊高频词位次有所不同，但均在本刊划定的高

频范围内，各刊大部分主题内容很接近。其中“技术

创新”和“创新”２个高频关键词排在各期刊的前３位，
说明近１０年来在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的指引下，“技术
创新”和“创新”受到普遍重视，研究者逐渐增多，使得

各刊物在这些方面的文章相对集中。而从纵向看，各

刊都会有一两个高频词与自己的刊名有很高的关联

度，这说明办刊人实施了办刊导向。

２　期刊间共有关键词建立的关系

　　定义：若期刊Ａ发表论文ａｉ与期刊Ｂ的所发论文
ｂｉ共有一个关键词，则认为Ａ与Ｂ有一个关系（映射）。
那么，期刊Ａ的ｎ篇论文与期刊Ｂ的ｍ篇论文共有１
个关键词，则 Ａ与 Ｂ有 ｎ×ｍ个关系（映射）。于是，

对于高频关键词，各刊间的关系如表３所示。
考虑到绝对数不能很好地观察期刊间关系的密切

程度，我们取相对数来表示。即假设２刊所有关键词
都有关系 β，以此做分母，求出两两刊之间关系的比
重，如表４所示。

关键词是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一篇论

文往往仅列出３～５个关键词，在论文中所占篇幅最少，
但它却是论文的精髓，不仅可以利用关键词检索到文

献，还可以通过关键词了解文献涉及的领域和内容。

３　内容趋同透视

　　为了更深入一步了解６刊内容趋同的状况，采用
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３］，建立关键词共现矩阵，通过

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即通过关键词同时出现的频次

表示２种期刊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

表３　各刊间的关系

刊　　名 科技进步与对策 科学学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科研管理 科技管理研究 中国软科学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９４８９９ １７４３７３ ８９４４２ ３４９５４３ １５５６７６
科学学研究 ４５８２１ ２４６６０ ７７４４６ ３１１８７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４１８８２ １４０４９５ ５５４８４
科研管理 ７１４５７ ２８５９２
科技管理研究 １０６９２４
中国软科学

表４　两两刊之间关系的比重 ％

刊　　名 科技进步与对策 科学学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科研管理 科技管理研究 中国软科学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５６．１１ ６１．２４ ６４．５６ ７４．４３ ６１．２１
科学学研究 ６２．３７ ６８．９９ ６３．９２ ４７．５３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６９．６０ ６８．８８ ５０．２３
科研管理 ７２．００ ５３．２０
科技管理研究 ５８．６９
中国软科学

　　可以认为，当期刊间关键词共同出现的频次越高，
则期刊间的学术相关性就越强。为此，我们对６种期
刊所有关键词作进一步的处理，即统计同一关键词在

不同期刊中出现的次数。如果２个关键词在不同期刊
中同时出现的频率高，则说明期刊刊载内容具有趋同

性。这样形成了一个６×６的相关矩阵，再通过进一步
统计处理生成相似矩阵。以此为基础，利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由此生成依据关键词共同出
现强度构成的期刊内容趋同聚类树图。这６种期刊分
布的聚类图和多维尺度二维图分别如图１和图２所
示。最后运用专业知识结合主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及

多维尺度分析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解释。

根据聚类图，６种期刊可分为３组：｛１，２，４｝＝｛科技
管理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３，５｝＝｛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６｝＝｛中国软科
学｝。该聚类树图反映出期刊之间的亲疏关系，依此

分析，期刊登载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和内容趋同性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图１　期刊内容趋同聚类分布图

图２　期刊内容趋同二维尺度分布图

１）聚成的类表示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它们在内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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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主题上有着一致性，亦即当２个关键词群体的关
系密切时，它们的载体在内容上有较强的趋同性。

２）类的大小直接反映这个主题的集中程度和学
者对它们的关注程度。一般来说，理论性强、研究方向

明确以及较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会形成较大的类。

３）分析类群之间的相互距离，即知各自主题的相
关程度，距离越大，说明它们研究的主题越独立［４］。

从上述的关键词词频分布可以看出６种期刊研究内
容的集中度，虽然有的关键词的名称不同，但主题内容是

相近的。对于形成这种趋同的原因，可作如下归纳。

１）研究的一窝蜂现象。政策导向和急功近利思
想导致许多研究人员为了能申请到各个层次的课题，

都围绕课题指南的选题做文章。大家一窝蜂似地从某

一研究方向选题，造成研究成果雷同，期刊发表的研究

成果也相同。我们在审稿中，经常发现一些各级别的

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基本属于重复性研究。

２）我国的科学研究仍然缺少鼓励创新的外部环
境。大家都集中关注一些所谓热点问题，差异研究和个

性化研究很少，学术研究还没有做到“百花齐放”。在这

一点上，期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期刊热衷于发

表热点问题的文章，对一些非热点问题视作炒冷饭而不

屑一顾，对一些新人新问题的研究成果过于苛求。

３）期刊本身定位不清，也是造成内容趋同的重要
原因。在本文研究的这一类科技管理期刊中，原来属

于综合指导性期刊和学术性期刊，目前基本合并为一

类期刊，加剧了这类期刊的竞争。

４　结论与思考

４１　结论　期刊内容趋同是柄双刃剑，有利有弊。
利：１）各期刊选题内容的趋同表明学界对科技管

理领域普遍的话题认同，对于管理学学科范式的形成

和凝聚研究队伍是有利的；２）各期刊研究方向的较高
一致性，使知识在流动中保持良好的通畅性；３）期刊
内容相近，使期刊间形成竞争格局，有利于优胜劣汰。

弊：１）趋同化使刊物缺少了特色；２）趋同化也使
科技管理类期刊的载文出现泛化趋势，管理学研究经

常越位于经济研究，定位模糊，面面俱到，大而全；３）
这种高度一致性也屏障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不能为研

究者提供更多、更全面的文献资料。

４２　思考
１）纵观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无论是人文社会科

学，还是自然科学类期刊，都高度强调专业化、细分化。

当然，专业化和细分化并不意味着窄化刊物选题，因为

过于窄化会使刊物被引量减少，从而导致影响因子下

降，而影响因子毕竟反映了刊物的影响力。

２）当下几十种管理学期刊应该建立分工明细的
学术期刊体系。我国目前既不缺乏面向企业经理层、

政府决策层以及大众普及层的管理类期刊，也不缺乏试

图同时满足这些读者层的期刊，而是缺乏像《经济研究》

这样被同行公认的代表中国高水平经济学理论研究的

专深的管理学专业期刊［５］。缺少这样一种专深的期刊

也源于我国管理学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现状［６］。

３）管理类期刊未来发展应把握准确的定位，办出
特色。面对复杂的管理世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针

对某种现象研究一种管理技术或者是研究解决某个具

体的管理问题，都要坚持问题导向，从问题中来，到问

题中去，案例研究、实证研究对现实有更普适的价值。

４）在具体操作上，今后要尽量避免刊登那些炒作
概念和数学模型的论文，关注那些具体的管理实践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很多知名管理刊物都设有编者

的话、评论、读编往来等栏目，为读者提供大量鲜活的

信息。那些有价值的综述、短评、调研报告等也是管理

研究成果，对实际有指导意义。质量评价的唯一标准

是满足社会的最终需求。此外，就某一专题在某一期

刊发一组论文，也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做法，因为这样可

以使读者集中思考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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