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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军民融合文献核心作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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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数据为基础，采用文献计量学等方法和多种专业工具组合，对国内

军民融合研究文献的作者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在时间跨度、文献范围等方面比以往研究更全面。本

文综合运用发文量、第一作者发文量、综合贡献度、高引作者、高引论文等多种方法，系统分析了文

献作者的影响力及其合作关系，认为该领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核心学者群体，主要来自军队和军

工部门，但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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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utilized 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s and professional tools to analyze the article 

authors related to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open publications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 

Abstract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8.05.010

CASE STUDY 机构案例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8 年第 4 卷   第 5 期  106

that the duration and scope of the publications are better than before. We analyze the influence power of 

authors and partnership among them by the indexes such as number of papers and first author papers, 

comprehensive contribution rate, highly cited author, highly cited paper. The conclusion is that core authors 

or experts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n china which mainly come from military and war industry have 

appeared, while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author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bibliometrics; core author; partnership

1  引言

随着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

国军民融合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从全国到地方

全面铺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内学者在

军民融合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总结方面开展了

持续不懈的研究工作。评估我国军民融合研

究的发展，及时掌握研究态势，识别发现该

领域主要专家学者及分布特点等，对促进国

内军民融合研究学术水平提升和交流合作，

有效支撑军民融合发展决策，推动军民融合

智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内军民融合文献作

者的情况，以国内军民融合领域公开期刊和会

议文献的题录数据为基础，通过综合运用 End-

Note、创新助手及 Access 等工具，并结合长

期从事军民融合领域研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

综合分析了国内军民融合领域研究者群体，以

期比较全面地认识国内军民融合领域研究者的

学术影响等。近年来，发改委经济与国防建设

协调发展司马子健 [1]、国防科大李自力 [2] 等人

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别从国外文献、

国内文献两个角度对军民融合研究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马子健等人主要对我国、美国和世界

领域有关军民融合的 SCI 论文的数量特征、质

量特征、合作特征和学科特征进行国际比较研

究，认为我国在该领域文献数量多但质量不高，

与美国等国家差距较大。李自力等人主要分析

了 2003 年到 2016 年间国内军民融合研究在核

心期刊的发文量情况、研究热点与趋势。本文

主要针对国内军民融合研究的公开文献，从军

民融合相关概念兴起的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对

有关文献进行全景式大跨度的扫描，并将核心

期刊、非核心期刊、会议等均纳入研究范围，

与国内同类研究相比在时间跨度和文献范围上

数据覆盖更全，更适合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发展

的特点。同时本文将文献计量学方法与数据检

索挖掘技术结合，不单纯使用统计数据，通过

作者综合贡献度、知识图谱等多种方法，对单

靠发文量等指标难以准确反映专家研究质量、

影响力、合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改进，以期对

核心作者群体进行更多角度的综合分析。

2  数据获取与处理

2.1  数据获取

全面、准确地获得领域文献数据是采用文

献计量方法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本文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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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来自万方软件期刊数据库、会议数据库、

引文索引数据库，检索方式是在仓储数据的题

名、关键词和摘要中检索“军民融合”“军民

结合”“军民两用”“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军

转民”“民参军”等题名词，检索到最早的文

献数据是 1974 年发表在《人民卫生》的新闻“军

民结合搞预防  上峰卫生面貌变了样”，而最早

涉及军民融合的学术文献为 1980 年刊登在《社

会科学研究》上的论文“军民结合是军工企业

发展的必由之路”[3]。截止 2017 年 9 月 6 号，

得到相关文献共计 1.4 万余篇。

2.2  数据处理

获取的题录包括文献的篇名、作者、发表年、

期刊 ( 会议 ) 名和作者单位等信息。为了确保分

析结果的准确性，分别对机构名称、题名词、

作者、期刊等数据进行了规范处理。在期刊名

称方面，对不同语种的同种期刊、更名的期刊，

以及不同版面 / 增刊的期刊进行了归并；在作

者单位信息方面，对缺失的作者单位信息通过

其他题录数据和网络查询方式尽量进行了补充，

对机构下属的二级、三级院所以及高校下的院

系、实验室等进行了整理归并；在关键词方面，

对类似词组进行了归并处理。

3  文献作者分析

此次研究范围内军民融合文献共涉及作

者 11294 人，其中第一作者共 8243 人，出现

10012 次， 作 者 平 均 发 文 数 量 0.78。 第 一 作

者人均发文数量为 1.75。根据洛特卡定律，

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 1 篇文章的作者数量

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 60%，在技术科学、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多产学者比例会降低。

军民融合领域文献发表 l 篇文章的作者数量为

8837，占作者总数的 78.24%，高于 60% 的经

验值，说明与其他领域相比，军民融合领域

的作者分布离散度较高。要比较完整地从中

挖掘该领域活跃度高、影响力大的核心作者

难度很大，这一现象可能与军民融合属于新

兴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性领域有关。

为此，我们采用高发文量榜单、第一作者发

文量榜单、作者综合贡献度榜单、高被引作

者榜单、高被引论文榜单等方式，力图从多

维度、多视角刻画军民融合研究领域的核心

作者群体，为读者提供以文献数据支撑的相

对客观的参考。（榜单中并列名次按照奥运

会排名规则处理）

3.1  高发文量作者分析

这里发文量以作者在文献作者中出现次数

计算，作者发文量最高为 40 篇，其中发文量在

12 篇以上的作者，见图 1。榜单中除杜人淮外

作者发文量变化梯度不大。从作者单位看，榜

单中高校与军工单位作者约各占三之一，军队

高校包揽前三且占高校作者一半以上，国防科

大最多，有 4 人上榜；军工系统中以航天系统

作者最多，达 5 人。从地域分布看，北京超过

70%，其次是长沙，占 12%，南京、西安、上海、

南昌、绵阳各有 1 位，说明作者主要来自高校、

涉军研究机构密集的城市。考虑到文献合作作

者数量不一，最多的达 14 人，仅以作者发文量

评价作者的影响力，虽具相当说服力，但也有

一定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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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军民融合研究高发文量作者榜单 TOP 30

3.2  第一作者发文量分析

第一作者发文数量排名前 30 的作者，见

图 2。 根 据 Price 定 律 [3]， 发 文 M=0.749*(N-

max)1/2 篇以上的进入该领域核心作者范围，

其中，Nmax 为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本研

究 中 Nmax=38， 求 得 M=4.6， 向 上 取 整 数 得

M=5，因此发表 5 篇及以上文献的第一作者进

入该领域比较核心的范围。由于排名越靠后并

列的情况越多，M 数 8 的并列作者超过 10 个，

此处选取 M 数 9 以上的第一作者构成 TOP30

榜单。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第一作者发文数量变

化与前一榜单类似，除了杜人淮发文量一枝独

秀外，其余发文数量变化较为平滑（不存在发

文量曲线陡降出现明显台阶的情况）。我们注

意到，该领域部分著名学者作为军民融合研究

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虽然团队发表文章较多，

但由于将第一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带来的局限性，

他们在作者排名中并不居前。作者所属单位类

型分布与前一榜单相比高校优势进一步扩大，

比重增加到 42%，军队研究机构作者总体排名

有所上升，前十里占了 7 个，榜单还新出现了

军事经济学院的作者群体。几个军队院校比较

突出，如国防大学、国防科大、军事经济学院、

装备学院等。军工单位占比与前榜相比变化不

大，名次总体稍有后移。总体看，军队高校和

科研单位作者在第一梯队，军工科研机构作者

在第二梯队，其他作者在第三梯队。作者地域

分布变化不大，主要增加了军事经济学院所在

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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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军民融合研究第一作者发文量榜单 TOP 30

3.3  作者综合贡献度分析

考虑到以作者出现次数与第一作者发文数

量两种方式在反映作者影响力上都有一定片面

性，为了更科学地评价作者在军民融合领域的

影响力，我们采用了一种作者综合贡献度评价

方式。[4]

该评价方法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假设：

（1）在不考虑文献影响因子等情况下，无

论作者多少，每篇文献对影响力的贡献度应该

相同，假设为 l。

（2）第一作者对文献具有较大贡献，其他

合作作者贡献依次递减，假设每个作者是前一

作者贡献度的 1/2，这样可以保证第一作者贡献

度在 50% 以上。

由此，可推导出有多个合作作者的文献中，

第 (i=1，2，…，n) 个作者的贡献度计算公式

为 :A(i)=
2

2 1

n i

n

−

− ，其中  
1
A(i) 1

n

i=
=∑ ，可以保证

每篇文献影响力相同。将同一作者在每篇文献

中的贡献度相加，获得该作者的总贡献度。该

方法主要试图解决在上一节提到的一些著名学

者作为军民融合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团队

发文量较大而本人作为第一作者发文并不突出

的问题，综合贡献度突出的是作者在团队中因

合作的多寡产生的影响，在同一团队合著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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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往往是团队的核心人物。我们期望通过综合

贡献度这一指标将这一影响体现出来，按照上

述方法我们计算了全部作者的综合贡献度，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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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军民融合研究作者综合贡献度榜单 TOP 30

可以看出，榜单综合贡献度数量变化特征

与第一作者榜单类似，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数

较多的作者贡献度仍然相对较高，如杜人淮、

舒本耀、姜鲁鸣等人，其综合贡献度值与其第

一作者发文量很接近，说明这类作者独立研究

的情况居多。但图 3 排名中增加了团队因素，

如曾立、安孟长、黄朝峰等人的排名大幅上升，

综合贡献度值与其第一作者发文量差别很大，

说明他们除第一作者论文外，还有较多合作论

文，所在团队整体影响力抬高了作者排名，而

这些作者也的确是所在团队的核心人物。这说

明综合贡献度方法既保留了发文量和第一作者

发文量反映的学术影响，又综合了团队合作产

生的学术贡献，可以认为，作者综合贡献度评

价方法能够比较全面、综合地反映作者在该领

域的学术影响力。作者所属单位类型分布特征

是高校和军队单位作者占比有所减少，团队效

果方面军工单位似乎更有优势。可以认为，作

者综合贡献度评价方法较为科学地综合了个人

及其团队的贡献，能够比较全面、综合、客观

地反映作者在该领域的学术贡献。作者地域分

布上更加向北京集中，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3.4  高被引作者分析

文献引用量是衡量论文和作者水平和影响力

的通用国际标准。被引频次是同行认知的一种形

式，通常反映的是科研群体对于被引学者的依赖

程度。所以可以理解为：高被引学者形成科研群

体的实质核心。因此文献被引数量比发文量更能

反映作者在军民融合领域的学术贡献度。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8.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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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此榜单与前三种以

“量”为基础的榜单有较大的不同，更突出

了“ 质” 的 因 素。 从 引 用 数 量 变 化 看， 图 4

上半段作者的引用数量下降曲线较明显，相

对最高值下降了 60% 以上，后半段变化很平

缓，相对最高值只下降了不到 10%，说明榜

单前半段集中了一些军民融合研究领域学术

影响较大的学者，从被引情况看，游光荣、

赵澄谋、张慧军、刘洁等学者在该领域有较

高的学术贡献。从前 10 名作者的个人情况看，

大多是在相关领域有长期研究的经验丰富的

学者，不乏学术带头人，属于军民融合领域

的早期开拓者群体。从作者所属机构分布看，

高校占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地方高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最多，有 5 位作者上榜；军

队单位已不到三分之一，军工集团只有 5 位。

但从名次看，高层次的军队和政府直属科研

单位作者在该领域有较高的影响力。作者地

域分布上尽管有 5 位哈尔滨作者，北京依然

占三分之二。

139 133 120 117 110 108 108 102 97 96 81 74 73 69 65 62 61 61 57 57 57 57 57 57 57 56 55 54 54 51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北
京

系
统

工
程

研
究

所

中
国

国
防

科
技

信
息

中
心

中
国

国
防

科
技

信
息

中
心

中
国

和
平

利
用

军
工

技
术

协
会

科
技

发
展

部

中
国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发
展

研
究

院
军

民
结

合
研

究
所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部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部

中
国

国
防

科
技

信
息

中
心

解
放

军
南

京
政

治
学

院

北
京

化
工

大
学

国
防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清
华

大
学

精
密

仪
器

与
机

械
学

系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国
防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管
理

与
经

济
学

院

中
国

兵
器

工
业

质
量

与
可

靠
性

研
究

中
心

中
国

兵
器

工
业

质
量

与
可

靠
性

研
究

中
心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航

天
学

院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航

天
学

院

中
国

航
天

系
统

科
学

与
工

程
研

究
院

装
备

学
院

武
器

装
备

建
设

军
民

融
合

研
究

中
心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航

天
学

院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航

天
学

院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航

天
学

院

中
国

兵
器

工
业

规
划

研
究

院

广
东

商
学

院

解
放

军
后

勤
指

挥
学

院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清
华

大
学

精
密

仪
器

与
机

械
学

系
游
光
荣

赵
澄
谋

张
慧
军

刘
洁

姬
鹏
宏

胡
志
坚

冯
楚
健

王
延
飞

杜
人
淮

甘
志
霞

曾
立

吕
海
军

叶
卫
平

董
景
新

陈
晓
和

侯
光
明

李
良
巧

冯
欣

肖
昊
苏

范
志
刚

刘
建
军

舒
本
耀

苑
立
波

张
旺

关
春
颖

梁
清
文

刘
晓
星

王
宗
喜

王
宏
伟

张
嵘

被引频次

图 4  军民融合研究高被引作者榜单 TOP 30

3.5  高被引论文分析

高被引作者的学术贡献直接体现在其高被

引论文上，了解该领域的哪些论文引用量高可

以更准确地反映论文及其作者的学术质量和学

术影响。因此统计分析某领域的高被引论文对

相对客观地了解该学科的研究动态和进展以及

核心研究者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军民融合领

域排名前三十的高被引论文如图 5 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 , 直接获取的高被引论文数

据中有一些论文属于其他技术领域，由于题

录信息中有军民融合有关关键词且因在其他

技术领域被引数量大而排名靠前，但与军民

融合发展关联不大，我们经过专家研讨，分

析这些论文在军民融合领域的实际影响，综

合专家经验对初始高引论文数据进行了甄别，

形成以上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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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军民融合研究高被引论文榜单 TOP30

在高被引论文排名前三十的论文中，主要

包括两类主题，一是国外经验做法，二是我国

现状对策。作者单位类型分布更广泛，游光荣、

吕海军、王宝坤三位学者均有两篇论文上榜。

从引用量上看，胡志坚、赵澄谋、游光荣的论

文处于第一梯队，后面论文作者的引用量与这

三人论文相比相差较大。从时间上看，高被引

论文主要发表在 2011 年前，2004 至 2006 年、

2008 至 2010 年前后两个时间段比较集中，这

与我国军民融合研究的发展进程吻合，第一个

时间段是该领域的研究开创阶段，第二个时间

段是深入拓展阶段。榜单前 4 名均来自第一个

时间段，这可能与后来的学者进入该领域要了

解前人的成果和进展有关。

3.6  作者合作关系分析

通过研究军民融合文献的领域与作者关系，

我们发现早期涉足的学者在具体专业方向上独

立开展探索的较多，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该领

域经济、军事、科技、工业、管理等诸多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交织衍生的特性，使得受限于

领域知识的学者们在深化研究的过程中，寻求

合作研究、综合研究的需求迅速上升，研究者

合作开始涌现，并成为该领域越来越重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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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模式。同样因为涉及面广，这些团队分散在

军民融合涉及的很多具体专业方向上，又大都

同时从事其他专业研究，很难获得合作关系的

总体情况。大规模数据库、数据挖掘、科学计

量学、社会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兴起和发展

为合作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我

们利用 CiteSpace 软件中的作者网络分析功能，

尝试识别该领域内的作者合作关系。我们分别

用作者发文量排名、第一作者排名、综合贡献

度排名和高被引作者排名四组数据作为输入，

从多个角度探查该领域内的合作关系，改善用

单一视角识别可能带来的疏漏，也通过多角度

相互印证的方式确认作者的合作关系，我们认

为这是目前比较可行和可靠的方法。以高被引

作者排名数据为例，我们得到的作者合作关系

知识图谱如图 6 所示。

图 6  高被引作者合作关系知识图谱

综合以上四种数据输入得到的合作关系知

识图谱，可识别的合作关系共有 16 组，包括：

张楠楠 - 仝爱莲 - 安孟长 - 徐曼团队、张嘉国 -

许嵩 - 安嘉康 - 徐辉团队、黄朝峰 - 曾立 - 董晓

辉团队、杜人淮 - 马宇飞团队、舒本耀 - 吕继超

团队、姜鲁鸣 - 王文华团队、陈晓和 - 安家康 -

张娇芳团队、游光荣 - 赵林榜团队、于川信 - 刘

志伟团队、吕彬 - 肖振华 - 李晓松团队、葛永智 -

侯光明 - 贺新闻 - 蔡丽影团队、赵澄谋 - 刘洁团

队、姬鹏宏 - 汤文仙团队、梁清文 - 孟庆贵团队、

甘志霞 - 吕海军 - 刘希宋团队、闻晓歌 - 徐枫团

队。这 16 支团队可以说基本涵盖了军民融合的

主要研究队伍。其中一半以上在军队单位，但

团队除了国防科大外规模都比较小，合作频次

不多；军工系统占四分之一，团队比较成规模，

合作比较密切；民口高校只占不到四分之一。

地域分布上四分之三的团队在北京，长沙、南京、

武汉、上海各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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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分析作者采用的 5 个视角和方法逐次

递进，发文量统计是纯粹的数量比较，第一作

者则体现直接的学术贡献，综合贡献度更突出

团队因素，高引作者以质取胜，高引论文体现

学术贡献更直接和有说服力。通过对文献作者

多角度的综合分析，发现在与作者有关的榜单

人员重叠的现象较多，上榜作者最低发文量是

全体作者平均发文量的 10 倍左右，核心作者相

对集中，杜人淮、舒本耀、游光荣、梁清文、

王宏伟等出现在与作者有关的全部榜单上，说

明主要来自军队和军工单位的军民融合领域核

心专家学者群体已经形成。另一方面各榜单中

作者重复与集中的现象也说明这 5 种方法互为

补充和印证，描绘出的核心作者群体可信度较

高。在研究合作方面，总体而言核心作者以及

团队之间合作不太紧密，独立作者和团队居多，

通过图谱可识别的研究团队只有 16 个，形成于

2010 年以后的居多，单支团队的力量还不成熟。

军民融合研究跨领域的特征和当前快速发展的

形势迫切需要多学科的综合分析和联合研究，

因而需要更多不同领域、机构、背景的学者和

团队以及他们之间更多的交流与合作，研究队

伍需要进一步壮大，要更加重视培养新生力量

和跨领域综合人才。

参考文献

[1] 马子健, 樊威. 基于文献计量的军民融合研究现状

监测[J]. 军事经济研究, 2016(8):9-13.

[2] 李自力, 曾利. 军民融合发展评价——基于文献

计量学视角[C]. 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层论坛, 

2016.

[3] Lotka A J.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cient i f ic  Product iv i ty[J] .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s, 1926, 16(12): 

317-323.

[4] 游光荣, 孙晓, 王继民,等. 国内体系工程研究态

势分析与发展建议[J].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 

2013, 8(6):583-592.

[5] Chen C.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57(3): 359-377.

[6] 毕京京, 任天佑.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M].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14.

[7] De S P, Derek J. 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8] 邱均平.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M]. 北京: 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 2008.

[9] 周冰清. 中文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研究

[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1.

[10] Whi te  H H，Mccain  K W .  Visua l iz ing  a 

Discipline: an 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 49(4): 

327-355.

[11] 左丽华. 基于文献计量的引用和合作关联关系研究

[D].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3.

[12] 朱大明. 参考文献的引用动机[J]. 科技导报, 2013, 

31(22):84-84.

[13] 谢彩霞. 科学合作方式及其功能的科学计量学研究

[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06.

[14] 张仲梁. 二八律和文献计量学的三个定律[J]. 情报

科学, 1988, 9(4):22-25.

[15] 侯剑华, 胡志刚. CiteSpace软件应用研究的回顾

与展望[J]. 现代情报, 2013, 33(4):99-103.

[16]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

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2):242-253.

[17] 杜人淮. 中国特色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历程和

成就[J]. 经济研究参考, 2012(57):40-47.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8.05.010

CASE STUDY机构案例



2018 年第 4 卷   第 5 期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115

[18] 张纪海, 乔静杰.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研究[J]. 北

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111-116. 

[19] 范肇臻. 国防工业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的

伟大转变[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9): 

30-33.

[20] 怀国模. 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新的形势把军民结合推

向新阶段[J]. 中国软科学, 1998(4):37-40. 

[21] 徐辉.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资源配置作用研究[J].

国防科技, 2015(1):61-64. 

[22] 温妮, 傅中力. 湖南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研究[J]. 国防科技, 2017(1):77-81.

[23] 贺新闻, 王艳, 侯光明. 从军民融合的视角看国

防科技工业的“三化”融合发展[J] .  中国软科学, 

2010(10):1-5.

[24] 申晓勇, 武力. 中国国防工业与经济发展互动研

究(1949-2015)[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6(5): 

93-101.  

[25] 魏明亮. 中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国际化水平及

市场竞争力关系实证研究[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6(1):21-26.

RESEARCH ON CORE AUTHORS ABOUT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S

基于文献计量的军民融合文献核心作者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