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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今天，大学之间的相互竞争日益激烈。针对国内高等院校与国外大

学相比差距较大的现状，国家先后实行了“211 工程”、“985 工程”，加大对高校学科建设的投

入，力争在中国建立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研究水平的大学。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今天，学科

的建设特别是重点学科的建设是重中之重，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所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特色，同

时也与大学的综合实力水平息息相关。因而，如何对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进行科学的评估，对

于实现中国高校跨越式的发展、建设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学科建设评估从定义上来说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根据搜集所得的有关信息和数据，运用

客观科学的评估理论，设计合理的指标体系，对学科建设的内容进行定性和定量、客观和主观

的分析与评估。学科建设评估方法的研究大多是借鉴科学研究的评估方法，因为这两者在各方

面有许多共同之处。总的来说，现在评估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方法，而

另一类则是包括文献计量和成本效益方法在内的定量评议方法。同行评议方法依据的基本原则

是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贡献多少是定性的，主要适用于项目评估和微观评价，对

宏观评估的适用性则较差。用于学科建设评估的定量分析方法目前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方法、科

学计量方法、加权优序法、效用函数法、模糊综合评估法、相关分析法、灰色数学模型法等等。

就目前而言，学科建设评估的主要方法是采取定性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从各种定量

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来看，它们仍然无法摆脱定性分析的影响，如层次分析法中人们需对问题

每一层次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主观判断来决定其分值，这就大大影响了分析方法的客观

性和结论的可靠性。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寻求一种定量分析方法来对学科建设进行全面

的客观分析，构建学科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使得学科的建设有的放矢，真正成为高校高

层次人才开发和培养、教学和科研、高科技产业化孵化的重要基地。 

1.2 研究目的 

针对这一问题，课题组提出利用网络计量学(Webmetrics)来对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进行科学

进行评估。网络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各种定量研究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储、

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

律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是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

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也是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研究领域。 

课题组提出利用网络计量学进行高等院校学科建设评估的最直接依据在于网络计量学中的

各种网络计量指标可以用来对大学实力和网站建设进行评估，力图提供一种定量化的分析方法

来对学术研究进行探究。基于网络计量学的高校学科建设评估研究，不仅能够对高校自身的学

科发展和高校之间的学科合作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而且对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学科规划和建

设也将起到推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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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内容、思路及创新点 

2.1  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利用网络计量学的网页链接方法和引文分析方法，以高校学科（特

别是重点学科）为研究对象，进行网络计量学参数和学科评估指标的关联性研究，构建科学性

和客观性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来讲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包括两方面的研究： 

1. 基于网络计量学的学科科研成果分析：利用网络计量学的引文分析和网络链接方法，以

网络影响因子为基本指标，选取一定数量的学科和高校，利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知识进行网络

影响因子和科研指标的关联性分析，为学科评估体系的建立提供最有效的参数。为了能够为中

国高校学科发展提供参考性的依据，研究的另一部分是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高校和重点学

科进行类比性分析，通过其中的差异性比较来发现中国高校同类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的不足，从

而为学科评估和建设提供更为可靠和客观的依据。 

2. 基于网络计量学的不同学科建设规律分析：以前的研究对大学的网络影响力从整体上进

行评价，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学科建设中各个不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尤其特异性的。

也就是说，以大学为整体的网络链接分析无法反映出大学在各个学科比较方面的差异性，从而

无法针对学科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意见。这种分析上的缺陷，实际上和现在

大学排名中综合实力表现和某个学科研究实力并不一致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单个学科的研究

实力排名对于研究者和高校自身来说更加具有实际意义。针对这一研究中的缺陷，本课题根据

网络信息计量学原理，利用搜索引擎和链接分析方法，对大学不同学科建设的网络影响力进行

分析，为不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2.2  思路及创新点 

本项研究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体现了具有学科特色的创新，对网络信息环境下数

字化分析方法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国家图书馆学和信息情报学的深层次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在学科建设评估方面，本项研究为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评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客观定

量分析方法，这为应用网络计量学对其他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分析提供了可行性的借鉴，拓宽了

网络计量学的实证研究领域，完善了理论应用体系。其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1、将网络计量学研究创造性的引入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评估中，提供了一种新的学科建设

评估的量化分析方法，对学科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评估标准。这将有利于

将网络计量学在学术科研分析中的研究向深层次推进，特别是这种基于网络计量学的学科评估

可以研究各个学校之间的合作性效应，从而能够对学科建设中的科研产出效应进行更为精确地

分析，为各个高校之间的学科合作提供客观依据和建设平台。 

2、基于大学中不同学科的建设存在特异性规律这一特点，首次将大学整体网络影响力的

评价推进到不同大学之间的学科建设对比以及大学内不同学科网络影响力的对比评价。这不

仅为吸取国外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经验为国内大学学科建设所用提供了借鉴，还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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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具体某一个学科建设发展的规律分析，对建设一套成熟和均衡的学科体系有重要的推动意

义。 

第三章．研究过程、方法及步骤 

3.1  研究过程 

3.1.1 获取科研数据 

科研数据的获取当中，文章的发表数量可以通过文献数据库来获取，研究基金和专利数量

则可通过该学科的学校网站介绍获取。而其他例如全日制研究人员的数目，则较难获取准确的

数据。这种情况下课题组将与相关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直接联系，以期获得准确数字。 
 
各个高校不同学科之间的网络链接数据主要利用搜索引擎通过网络来实现，数据类型主要

是各个学科网页在不同情况下的网络链接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数学统计方法加以整理，并与科

研数据做相关分析，从而全面分析学科建设的网络影响力规律。 

3.1.2 选取网络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一般分为商业搜索引擎和搜索引擎蜘蛛（web crawler），AltaVista 搜索引擎是公认

的最适合网络计量学分析的商业搜索引擎，本课题中将以它为代表来进行数据搜集。以下以斯

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为例说明 AltaVista 搜索引擎的搜索语法： 
 

链接总数 D=LINK:cs.stanford.edu 

外部链接总数 E=LINK: cs.stanford.edu AND NOT HOST: stanford.edu 

来自 edu 域名的链接总数 edu-E=LINK: cs.stanford.edu AND DOMAIN:edu AND NOT HOST: stanford.edu

来自 com 域名的链接总数 
com-E=LINK: cs.stanford.edu AND DOMAIN:com AND NOT HOST: 

stanford.edu 

来自 net 域名的链接总数 net-E=LINK: cs.stanford.edu AND DOMAIN:net AND NOT HOST: stanford.edu 

 

3.1.3 计算网络链接分析指数 

网络链接分析指数的计算包括了总体网络影响因子、外部网络影响因子、内部网络影响因

以及各种链接效率指标。网络影响因子分母有不同的定义：既可以是链接到网站的网页数量，

也可以是研究机构的全职科研人员数、研究经费或者学生数目。 根据本课题组人员以往研究结

果，三种网络影响因子的有效性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网络影响因子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来选择不同的模型来进行计算。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改进后的网络影响因子和科研产出指标的

关联性较之以前大为增强，所获取的数据也更为科学合理。同时，研究也证实链接效率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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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反映网页的对内与对外的网络影响力，相比网络影响因子来说能够更为准确的说明学科在

不同情况下的综合实力。下面是各种链接效率的计算方法： 
 

外部链接效率 外部链接总数/链接总数 

edu 域名链接效率 来自 edu 域名的链接总数/链接总数 

com 域名链接效率 来自 com 域名的链接总数/链接总数 

net 域名链接效率 来自 net 域名的链接总数/链接总数 

 

第四章．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系统分析了学科建设评估当中的问题，提出引入网络计量学来对学科建设进行客观性

和科学性的定量分析，并且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了网络计量学评估高校学科建设在理论上的可行

性和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2） 利用信息计量学中的网络链接分析方法，对美国大学多个学科的网络影响力进行了综

合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各种链接类型的链接总数在各个学科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这种不均衡

是与学科的发展和应用特点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的链接指标要高于社会科学，但是这些指标

与学科发展所处的时代有关。同时，链接分析的数据并没有和学科的大学排名没有直接关联。

在网络计量学研究中，网络影响因子和大学整体的排名的线性相关性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但网络链接数据与大学排名之间的相关性要远远小于科研统计数据与大学排名之间的相关性。

尽管选取了较好的学科和较为公正的学科大学排名，网络链接数据和大学排名之间还是不存在

明显的相关性。这些发现表明网络链接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地表征不同学科之间的特点，而且可

以体现学科随着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从而为多学科建设的科学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 

3） 选取了中美十所著名大学，以物理学为研究对象，利用信息计量学的方法分析了各个

高校的物理系在网络环境下的影响指数。 结果发现美国大学在物理学方面的网络影响力显著高

于中国大学。这一差距产生的原因，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国和美国高校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实力

相差较大，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在网络技术和网站建设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中国大学网

站学术性差，管理倾向明显，体现其科研或教学能力的内容还比较少。而在美国大学物理系的

网站，以学术性质的介绍为主，研究领域深入浅出的介绍、富有研究特色的教授 、相关研究网

站的链接、简洁明了的网络视频等等，都使得外部浏览者能够得到丰富的信息。因此，中美大

学在物理学方面的影响力差距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学术研究的硬实力差距，也包括网络

宣传等方面的软实力差距。所以，中国的高校在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路途上仍然任重而道远。 
4） 利用网络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八家公共图书馆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了

分析、对比和评价，发现中国公共图书馆尽管在数字化网络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

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仍然很低，与国外公共图书馆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公共图书

馆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半径、完善服务手段、加强馆际交流、提高队伍素质、重视网络数据库

资源建设，以开创网络信息时代下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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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议 

CALIS 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平台。鉴于目前科学研究当中越来

越多的讲求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建议 CALIS 在以后的项目申请指南中增加对多学科交叉研究

的支持，使得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有创新性的研究结果

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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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支撑材料列举 

本课题自 2009 年 5 月获得资助以来，负责人围绕高校学科发展建设的网络计量学评估进

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整理成研究论文 8 篇，发表在《情报杂志》、《现代情报》、《情

报科学》等核心情报学杂志上，其中被 CSSCI 收录论文 4 篇。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序号 作者 题目 杂志 发表时间

是否

核心

期刊 

是否被

CSSCI
收录 

1 吴茵茵 网络计量学评估高等院校学科

建设的理论探析 
农业网络信

息 
2009,(10)   

2 吴茵茵 网络信息计量学在高校学科建

设评估中的实证研究 
高教发展与

评估 
2010,(3) 是 是 

3 吴茵茵 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建设

与利用分析 
农业图书情

报学刊 
2010（4）   

4 吴茵茵 从中国高校网络建设看网络计

量学研究的局限性 
农业网络信

息 
2010（4）   

5 吴茵茵 网络计量方法在多学科综合评

估中的实证应用 
现代情报 2010（4）  是 

6 吴茵茵 美国高校学科的网络影响力评

估研究 
情报杂志 2010（5） 是 是 

7 吴茵茵 高校学科建设评估的定量化方

法研究 
情报科学 2010（6） 是 是 

8 吴茵茵 以美国大学为例看不同学科评

估的网络化研究 
情报探索 2010（6）   

 
（文章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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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科建设评估的定量化方法研究 
                        --以物理学的信息计量分析为例 

 
吴茵茵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广东广州，510642） 

 

[摘要]  本研究选取了中美十所著名大学，以物理学为研究对象，利用信息计量学的方法分析

了各个高校的物理系在网络环境下的影响指数，揭示了中美高校在物理学建设发展方面的差

异，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  学科评估，网络，网络信息计量学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n the University 

----Webometric Analysis of Physics 
Yinyin Wu 

 (Library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Including ten well-know universities from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physics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webometric indicator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e of physic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d some adv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Key words]  discipline evaluation, internet, web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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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科建设，特别是重点学科的建设，长期以来都是高等院校建设的核心内容。近年来，

国家加大了对于高等教育科研和教学方面的建设力度，使得我国高校特别是在重点学科方面的

建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差距在不断的缩小,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

也逐渐加大。随着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与发展，高等院校的影响力已

经不仅仅通过报纸、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体来体现，网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网络信息计量学
[1]
（webometrics）的出现， 使得对海量的数字化信息进行测量和分析成

为可能。 

        作为一门仅有 10 年的新兴学科，网络信息计量学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搜索引擎和

数据分析。搜索引擎的作用是为研究者提供所需要的网络数据，通常使用的搜索引擎有

Google、Altavista、Excite、Infoseek、Yahoo、AlltheWeb 等等。数据分析是指网络信息的获取

和分析方法，研究最多的是链接分析方法。1997 年 Larson[2]首次将“Citation”一词正式应用

到论文中，这标志着网络链接分析方法的确立。链接分析方法是目前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研究重

点，国内外众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近几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利用网络信息计量学中的网络影响因子（web impact factor）分

析来对大学这一整体来研究其网络影响力，例如杨涛利用 Fast 搜索引擎[3]、邱均平等人利用

AllTheWeb 和 AltaVista 搜索引擎[4-5]、吴茵茵利用 Google、Fast 和 AltaVista 搜索引擎[6-7]对中

国大学网站的网络影响因子进行了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影响因子并不适合对大学网

站进行评价，邱均平等[4]还指出外部链接数是进行网站评价的有效手段之一。吴茵茵[8-9]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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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一步指出外部网络影响因子由于与链接效率存在线性正相关性，所以能够更客观地评价大

学的影响力。这些研究虽然能够对大学从整体上进行网络评价，但是它忽略了大学是由各个不

同的学科组成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这种整体性的网络链接分析无法反映出大学在各个学科

比较方面的差异性，从而无法针对学科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意见。针对这一

研究中的缺陷，本文拟根据网络信息计量学原理，利用搜索引擎和链接分析方法，对大学学科

建设的网络影响力进行分析。为了反映中国高校与国外大学之间在学科发展上的差距，本文选

取有代表性的中美高校各 5 所，以物理学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2 研究方法 

为了对中美高校的物理学科的网络影响力进行系统性比较，笔者选取了中国 5 所高等院校

和美国 5 所高等院校为样本搜集数据（见表 1），选取依据为武书连中国大学学科排名与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物理学大学排名。 
表 1：中美大学及其网址 

中国大学 美国大学 
清华大学：www.tsinghua.edu.edu 普林斯顿大学: www.princeton.edu 

北京大学:  www.pku.edu.cn 哈佛大学: www.harvard.edu 
复旦大学:  www.fudan.edu.cn 耶鲁大学:  www.yale.edu 
南京大学: www.nju.edu.cn 斯坦福大学:  www.stanford.edu 

中国科技大学: www.ustc.edu.cn 麻省理工学院: www.mit.edu 
 
在本研究中，笔者使用的是 AltaVista 搜索引擎。下面以复旦大学物理系为例来说明

AltaVista 搜索引擎的搜索语法，所用方法来自于 Li[10]： 
 

链接总数：D=LINK: physics.fudan.edu.cn 
外部链接总数：E=LINK: physics.fudan.edu.cn AND NOT HOST: fudan.edu.cn 
edu 域名的外部链接总数：edu-E=LINK: physics.fudan.edu.cn AND DOMAIN:edu AND NOT 
HOST: fudan.edu.cn 
com 域名的外部链接总数：com-E=LINK: physics.fudan.edu.cn AND DOMAIN:com AND NOT 
HOST: fudan.edu.cn 
net 域名的外部链接总数：net-E=LINK: physics.fudan.edu.cn AND DOMAIN:net AND NOT 
HOST: fudan.edu.cn 
 
链接效率(Index efficiency, IE)＝外部链接总数/链接总数=E/D 
edu 域名外链百分比= edu 域名外部链接总数/ 外部链接总数=edu-E/E 
com 域名外链百分比= com 域名外部链接总数/ 外部链接总数=com-E/E 
net 域名外链百分比= net 域名外部链接总数/ 外部链接总数=net-E/E 

3 数据分析和结果 

        笔者在 2009 年 6 月 24 日 上午 9 时至 11 时对选定的中美 10 所著名高校的物理学科进行了

网络链接数据的测定，具体结果如表 2 与表 3 所示： 

表 2：中美大学物理学网络链接分析数据 

大学 链接总数
外部链

接总数

com 域名外

部链接总数

edu 域名外

部链接总数 
net 域名外

部链接总数

中国科技大学 1710 161 44 50 41 
复旦大学 2950 319 60 73 51 
北京大学 1260 145 46 45 34 



南京大学 1830 224 29 43 22 
清华大学 3960 398 74 153 70 

麻省理工学院 1500000 344000 83400 93500 74100 
哈佛大学 1470000 371000 56000 65200 45800 

普林斯顿大学 912000 126000 35600 42400 3000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250000 331000 70600 80300 61600 

耶鲁大学 681000 103000 32500 37200 28000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中美大学在物理学方面的网络影响力有着巨大的差距。从链接总数上

看，美国耶鲁大学的链接总数最少，是 681000，但是链接总数最多中国清华大学与之有着接

近 180 倍的差距。对于其他的链接指数来说，差距就更大了。 

        为了分析表 2 中美大学在链接效率和各种域名外部链接百分比上的差异，笔者对两组高校

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所得到的箱线图如图 1 所示： 

 
              图 1：中美大学的链接效率和各种域名外部链接百分比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中美大学在 com、edu 和 net 域名外部链接百分比方面并没有明显差

距，但是链接效率方面美国大学要高于中国大学。t 检验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大学在物

理学的链接效率要显著高于中国大学（t=-3.842, d. f. =4, p<0.02）。 

4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网络信息计量学的方法对中美大学在物理这一学科的网络影响力进行

分析。 虽然研究样本的数量较小（共 10 所大学）， 但是一方面这 10 所高校在物理学研究方

面享有盛誉，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典型性的小样本选取和比较可以避免由于网络环境的差异

以及各个大学对网站建设的侧重性不同引起的大样本异常数据。链接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大学在

各类网页链接总数和链接效率方面要远远高于中国大学，但在 com、edu 和 net 域名外部链接

总数的百分比方面两者有着相似的分布规律。同时，本研究再次证实，链接效率是一个能够有

效分析网络影响力的计量学指标，这与邱均平和笔者等人的以前研究结果是相符合的。 



笔者曾经对中美大学的网络影响力从整体上进行了研究，而对某一个学科的网络影响力进

行对比分析还尚属首次。通过这两种对比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中美大学无论是整体

上还是某个学科方面的网络影响力都有显著差距。但是，具体到某个学科时，这种差距能够表

现的更加明显，因而对于学科建设的针对性就更强，相比整体性比较而言对高校的发展也就更

具有指导性。下面就这一问题做具体分析。 
美国大学在物理学方面的网络影响力显著高于中国大学，应该说这个结果非常明显的体现

了两国高校在物理学发展和建设方面的巨大差距。这一差距产生的原因，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国

和美国高校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实力相差较大，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在网络技术和网站

建设方面存在显著差距。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经指出中国大学网站学术性差，管理倾向明

显，体现其科研或教学能力的内容还比较少。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的网站从整体到局部都没有

实现通过学术研究实力展现和宣传自身的目标，更多的是为了方便自身的管理和运作。这一点

在打开各大高校物理系网页时体现的非常明显，文件、通知、会议等等充斥了整个版面，而且

网站架构设计方面高校之间非常类似。而在美国大学物理系的网站，以学术性质的介绍为主，

研究领域深入浅出的介绍、富有研究特色的教授 、相关研究网站的链接、简洁明了的网络视

频等等，都使得外部浏览者能够得到丰富的信息，也就增加了外部的链接数量。这也就是为什

么在研究中网页链接数量和链接效率这些指数方面美国大学物理系要远远高于中国大学的根本

原因。因此，中美大学在物理学方面的影响力差距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学术研究的硬实

力差距，也包括网络宣传等方面的软实力差距。所以，中国的高校在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路途

上仍然任重而道远。 
本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在物理学科的网络影响力方面与美国一流大学存在巨大的差距，而实

际上物理学仅仅一个学科的缩影，在其他学科的网络影响力方面这种差距相信也必然会存在。

这就提示在高校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要对网络影响力有足够的重视，要注意加强这一方面的软实

力，与提高自身科研实力和师资力量相结合，加速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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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学科的网络影响力评估研究 

吴茵茵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广东广州，510642） 

摘要：高等教育的发展重心之一是学科建设，而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客观的学科

评估。本文以美国大学为研究对象，利用网络计量学中的链接分析方法，对计算机科学、生

物医学工程和心理学三个学科的网络影响力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基于链接分析的网络

统计数据能够有效地表征不同学科之间的特点，为多学科的客观评估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学科建设与评估；链接分析；网络信息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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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ometric Evaluation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Yinyin Wu 

 (Library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is crucial for the advanced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iscipline in a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way is of great help for this progress. The 
present study applied the webometric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linking patterns of three disciplines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computer scienc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psych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veal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providing a new way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academic disciplines.   

Key word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linking analysis; webometrics 

1 引言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学科建设是实现高等院校快速发展的必需和保障，而对

学科建设进行科学客观评估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推动力。一般而言，学科建设评估方法

包括两类[1]：一类是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而另一类则是包括文献计量和成本效益方法在内

的定量评议。因为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所以目前学科建设评估主要是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综合评估方法。但是从各种定量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来看，它们仍然无法摆脱定性分析

的影响，如层次分析法中人们需对问题每一层次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主观判断来决定

其分值，这就大大影响了分析方法的客观性和结论的可靠性。 

而随着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与发展，高等院校的影响力评价出

现了新的变化，即引入了网络影响力评价这一指标。例如西班牙教育部高等学术研究委员会

在 2009 年 9 月公布了最新  “全球大学排行榜”，其中首次引入了大学网站的网络影响力作为

大学排名的依据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网络的影响力大小已经成为反映大学排名和实力的

一项指标，值得引起特别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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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网络影响力的评估中，网络信息计量学[2]（Webometrics）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网络信息计量学的核心内容是充分利用强大的搜索引擎，建立基于数学统计和科学计算的数

学模型来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提取和分析，其中链接分析方法是最为常用和重要的信息计

量学方法[3]。近几年来，国内外有学者利用网络信息计量学来研究大学网络影响力[4-6]，侧

重点在于研究大学整体排名或研究实力与网络链接指数（网络影响因子等）的相关性。研究

结果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总体网络影响因子并不适合对大学网站进行评价。导致这一结

论的原因，除了搜索引擎的缺陷、网络数据的不完整外，还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的是一

个重要因素是上述研究中没有将大学整体影响力和学科单独的影响力分开，忽视了学科建设

对于大学整体发展的影响力，没有充分认识到学科实力与大学影响力的密切关联。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国外开展了网络计量学在学科建设评估中的应用研究[7-8]。

Thelwall 领导的研究小组对连接到美国大学各学院有关化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三个学科的

链接进行了归类分析，并且比较一个机构外部链接数和该机构出版物被引情况。研究结果表

明网络计量学指标与心理学和化学学科的论文发表影响力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同时这种相关

与该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有关。这说明网络计量学用于学科建设评估方面不但是有效的，并

且它比其他研究方法在效率以及数据更新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 

 目前虽然网络计量学在学科建设评估中应用已有所研究，但是它们或者是针对单个学

科的研究[7]，或者是缺乏多个学科之间的纵向比较研究[8]。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了心理学、 

生物医学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三个学科，以美国在这三个学科排名前十位的高校为研究对象，

分析它们的网络链接分析数据的表达特征，探讨网络计量学在高校多学科建设评估方面的可

能性。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美国高校在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三个学科方面的前十位来

获取网络链接分析数据，其选取依据是根据美国新闻周刊 2010 年美国大学研究院排名。 

本研究使用的是 AltaVista 搜索引擎，因为 AltaVista 比 Google 更为稳定，并明显优于

Excite 和 Lycos[9-10]。下面以斯坦福大学系为例来说明 AltaVista 搜索引擎的搜索语法，所用

方法来自于 Li[11]： 

表 1：基于 AltaVista 搜索引擎的网络链接数据的收集方法 

链接总数 D=LINK:cs.stanford.edu 

外部链接总数 E=LINK: cs.stanford.edu AND NOT HOST: stanford.edu 

edu 域名的外部链接总数 edu-E=LINK: cs.stanford.edu AND DOMAIN:edu AND NOT HOST: stanford.edu

com 域名的外部链接总数 com-E=LINK: cs.stanford.edu AND DOMAIN:com AND NOT HOST: stanford.edu

net 域名的外部链接总数 net-E=LINK: cs.stanford.edu AND DOMAIN:net AND NOT HOST: stanford.edu

链接效率(Index efficiency, IE)＝外部链接总数/链接总数=E/D 

3 数据分析和结果 

笔者对选定的美国高校的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和心理学三个学科进行了网络链接

数据的测定，搜索时间为 2009 年 12 月 29 日，具体结果如表 2-4 所示： 

表 2：美国高校计算机专业网络分析数据 

美国高校 

计算机科学前十名 
链接总数 

外部链接

数 

edu 域名外

部链接数 

com 域名外

部链接数 

net 域名外

部链接数 



麻省理工学院 96100 36000 22300 21800  20,100

斯坦福大学 898000 300000 121000 117000  102,00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020000 401000 161000 155000  138,000

卡内基梅隆大学 526000 123000 71900 69300  63,000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350000 91900 53200 51600  47,700

康奈尔大学 483000 119000 65400 62500  56,000

普林斯顿大学 474000 112000 59900 57700  52,200

华盛顿大学 1660000 563000 262000 184000  162,000

佐治亚理工学院 161000 50100 27500 27200  24,800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183000 55400 33600 32000  30,200

表 2：美国高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网络分析数据 

美国高校 

生物医学工程前十名 
链接总数 

外部链接

数 

edu 域名外

部链接数 

com 域名外

部链接数 

net 域名外

部链接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3300 751 468 450 424

麻省理工学院 5600000 1440000 668000 626000 530000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395 47 16 16 13

杜克大学 24900 2860 1370 1350 1250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11700 816 575 554 529

凯斯西储大学 59200 21300 10500 9710 7670

佐治亚理工学院 19800 1260 751 744 675

密歇根大学 17400 1420 892 861 835

宾夕法尼亚大学 59500 17300 8770 7710 566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800 497 224 192 77

表 3：美国高校心理学专业网络分析数据 

美国高校 

心理学前十名 
链接总数 

外部链接

数 

edu 域名外

部链接数 

com 域名外

部链接数 

net 域名外

部链接数 

斯坦福大学 114000 43100 18900 18200 1610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855000 270000 62000 57100 47600

哈佛大学 1320 164 48 47 42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53600 14600 2610 2340 2140

密歇根大学 8250 426 212 208 185

耶鲁大学 666000 135000 44100 40300 32400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28800 3200 1610 1560 1440

普林斯顿大学 52300 15000 3340 2990 2550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30500 2880 1340 1310 1210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30900 3240 1520 1470 1340

 

从表 2-4 中可以看出，链接总数和外部链接总数的数据随着学科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Kruskal-Wallis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科之间在链接总数（χ2=11.384, d.f.=2, p=0.003）
和外部链接总数（χ2=11.419, d.f.=2, p=0.003）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组间分析结果显示计算

机科学的链接数据最多，其次是生物医学工程，最少的是心理学。需要指出的是：表 3 中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表 4 中哈佛大学的链接数据与其他高校相比过少，为了避免引起统计



分析的误差，上述两所高校的网络链接数据没有作为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图 1 中列出了各个学科之间的链接效率，从中可以看出心理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的链接效

率相近，但是心理学链接效率的标准方差要大，而计算机科学的链接效率要相对高一些。方

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链接效率在各个学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 25)=4.853, p=0.017）。
组间对比分析显示，计算机科学的链接效率要明显高于心理学（p=0.037）和生物医学工程

（p=0.042），而心理学和生物医学工程之间则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1.000）。 

 
图 1：美国高校心理学、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三个学科的链接效率比较 

为了研究链接效率和学科排名之间的关联，笔者对上述三个学科的大学排名和相对应的

链接效率进行线性相关分析，线性拟合结果如图 2。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计算机科学（F(1, 
8)=0.040, p=0.846）和生物医学工程（F(1, 7)=0.779, p=0.407）学科的链接效率与大学学科排

名之间并不存在关联。而从图 2(C)中可以看出，心理学学科中链接效率和学科排名之间存

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即链接效率越高，学科排名越高。但是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这两者之间仍

然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F(1, 7)=4.236, p=0.056），这可能与选取的样本数量较少有关。 

 
              A                        B                       C 
图 2：美国高校计算机科学（A）、生物医学工程（B）、心理学（C）学科链接效率与专业排名的相关分析 

4 讨论 

虽然网络计量学在各个领域内的应用分析日益广泛，对于大学网络影响力的研究也日益

增多，但是从学科建设评估的角度对大学学科进行定量评估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首

次应用网络链接分析方法，对美国高校的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三个学科进行

了对比分析，有以下新的发现： 

首先，各种网络链接数据在各个学科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性是由三个学

科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在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心理学是社会科学的代表，计

算机科学则是传统的工程学科，而生物医学工程是新兴学科的典型。计算机科学的链接总数

最多，这是因为这一学科在社会、经济、工程、军事领域等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高

校中一直是关注的热点，其链接数据的各项指标也就较其他两个学科要高。生物医学工程的

历史并不长久，但是它作为生物、医学和工程三个领域交叉形成的新兴学科，近年来随着工



程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对医疗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因此该学科的各项链

接指标紧随计算机科学之后甚至有超越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心理学虽然是一门历史悠久的

学科，但是由于其应用的范围相当有限，加之不同层次的人群对其认同度并不相同，所以得

到的关注相对另外两个学科来说就明显要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图 1 中心理学和生物医学

工程两个学科的链接效率相差并不大，并且表 4 显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心理学

链接总数超过了许多美国高校计算机学科的链接总数。这表明在美国高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发展相对比较均衡，这是一种学科建设和发展成熟的标志。因此，网络链接分析的数据

不仅可以反映出各个学科之间的不同特点，而且可以体现学科随着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 

其次，链接分析的数据并没有和学科的大学排名没有直接关联。在网络计量学研究中，

网络影响因子和大学整体的排名的线性相关性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但网络链接数据与大

学排名之间的相关性要远远小于科研统计数据与大学排名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则表明尽管

选取了较好的学科和较为公正的学科大学排名，网络链接数据和大学排名之间还是不存在明

显的相关性。其中心理学学科中两者存在显著相关性的概率（p=0.056）已经接近统计学水

平（p<0.05）,但是还不能由此断定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学科排名和链接数据之间就会存在严

格的线性相关性。本研究的一个缺陷是选取的大学样本数量较少，但是如果选取样本过多，

网络链接分析中出现无效数据的机会就明显增大，这会增大统计结果出现误差的概率。因此，

如何兼顾统计样本的一致性与统计结果的正确性，需要在下一步研究中加以研究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Thelwall 等人的研究发现网络影响因子和科研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即

研究实力越强的学科，其网络计量学指标表现就越好，其国际影响力就越高[8]。更为重要的

是，研究发现这种相关性随着学科的不同会发生相应的变化[12-13]。Aguillo 等人[14]的研究显

示网络计量学的各种指标与各主要大学的研究实力存在显著性相关。所以，大学排名可能和

网络链接分析的其他指标存在相关性，另一方面网络链接分析指标和大学排名以外的其他指

标（科研阐述，投入资金，教职人数等等）的相关性可能更好。这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最后，笔者之所以选择美国高校而没有选择中国高校，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中国高校在学

科的网络建设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重学校主页而轻系所主页”的情况。很多中国高

校在该学科网页的单独域名，以至于无法进行网络链接分析。特别是在心理学等社会学科方

面，多数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网页还远未达到一个学术性网页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网络

链接数据的分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国高校的研究提示我们中国高校在学科发展的软建设

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提升学科的科研实力不仅仅是单纯的科研资金的透出、科研成果的产

出，还要注重其在社会乃至全球的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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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大学之间的相互竞争

日益激烈。 针对国内高等院校与国外大学相比差距较

大 的 现 状， 国 家 先 后 实 施 了 “211 工 程 ”、 “985 工

程”， 加大对高校学科建设的投入， 力争在我国建立

多所具有世界一流研究水平的大学。 作为高校建设的

核心内容之一， 学科建设是重中之重， 因为它是学校

办学水平、 办学实力和办学特色的主要标志。 学科建

设反映了一所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特色， 也与大学的综

合实力水平息息相关。 因此， 如何对高等院校的学科

建设进行科学评估， 对于实现我国高校跨越式发展和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高等院校学科评估建设是近 20 年才开展

起来的一项工作。 它的发展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

验， 如 《美国新闻周刊》 每年对研究生院和研究性学

科进行排名、 美国研究委员会对研究性学科进行的评

估。 1995 年 9 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对我国数

学、 化学、 力学、 电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5 个学

科 进 行 了 博 士 学 位 授 予 权 审 核 试 点 工 作。 2002 年 4
月， 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在我国进行了第

一次学科整体水平评估， 并且在 2003 年和 2004 年又

分别进行了各个重点学科的评估工作。 近几年来， 各

地方政府、 高校以及社会中介机构也相继开展了重点

学科建设评估工作， 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武书连和邱

均平分别领导组织的中国大学年度重点学科排行榜。

2 高校学科建设评估存在的问题
学科建设评估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 以及搜集所

得的有关信息和数据， 运用客观科学的评估理论来设

计合理的指标体系， 对学科建设的内容进行定性和定

量、 客观和主观的分析与评估。 学科建设评估的成功

与否， 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 评估指标的权重和评估

方法的选择。
在学科建设评估体系中， 评估指标的组成是非常

复杂的。 比如教育部 研 究 生 办 在 评 估 重 点 学 科 建 设

网络计量学评估高等院校学科建设的理论探析

吴茵茵
（华南农业大学 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建立客观和科学的学科建设评估体系对于加速学科建设发展、提高学科建设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系统分析了学

科建设评估当中的问题，提出引入网络计量学来对学科建设进行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定量分析，并且深入分析了网络计量学

评估高校学科建设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高校；学科建设评估；网络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6251（2009）10－0056－04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Webometrics to the Evaluation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n Universities

Wu Yinyin
(Library of South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s crucial for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disciplines in the universities. The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n universitie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webometrics to this evaluation was proposed as an objec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 Theoretical practicability of this application and possible research interests were also analyzed.
Key words:universities; evaluation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web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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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计量学在高校学科建设评估中的实证研究 
 

吴茵茵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广东广州，510642） 

 

摘要:  如何对学科建设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估对于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高水平大学有着重要

意义。本研究以中美十所著名大学的物理学科发展为研究对象，利用网络信息计量学的方法定

量分析了各个大学的物理学科的网络影响力指数，揭示了中美大学在物理学建设发展方面的差

异，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  学科建设，信息计量学，网络影响因子 

   1 引言 
学科建设长期以来都是高等院校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国内大学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

要凭仗。近年来，随着国家在高等教育科研和教学方面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我

国高校在重点学科方面的建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差距在不断的缩小,
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也逐渐加大。而随着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与

发展，高等院校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仅通过报纸、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体来体现，网络在这一过

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西班牙教育部高等学术研究委员会在 2009 年 9 月公布了

最新 “全球大学排行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排行榜中首次引入了大学网站的网络影响力作为

大学排名的依据之一。该排名中主要考量四个指标：“网站规模”（搜索引擎搜索到大学的网页

数量）、“网站搜索能见度”（大学网站的全部链接数）、“资料丰富度”（对学术和出版行为评

估）以及“学者和研究人员”（该大学能搜索到的发表文献和被引用的文献）。从这里可以看

出，网络的影响力大小已经成为反映大学排名和实力的一项指标，值得引起特别的重视。 

如何客观科学的定量评估大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人们努力解决的问题。网络信息计量学
[1]（Webometrics）的出现，使得对海量的数字化信息进行测量和分析成为可能。作为一门仅有

10 多年的新兴学科，网络信息计量学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搜索引擎和数据分析。搜索

引擎的作用是为研究者提供所需要的网络数据，通常使用的搜索引擎有 Google、Altavista、
Excite、Yahoo、AlltheWeb 等等。数据分析是指网络信息的分析方法，其中以链接分析方法最

具代表性。1997 年 Larson[2]首次将“Citation”一词正式应用到论文中，这标志着网络链接分

析方法的确立。链接分析方法是目前网络计量学的研究重点，国内外众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 

近几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利用网络信息计量学中的网络影响因子（web impact factor，
WIF）来对大学研究其整体网络影响力，例如 如杨涛利用 Fast 搜索引擎[3]、邱均平等人利用

AllTheWeb 和 AltaVista 搜索引擎[4-5]、吴茵茵利用 Google、Fast 和 AltaVista 搜索引擎[6-7]对中

国大学网站的网络影响因子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网络影响因子并不适合对大学

网站进行评价。但邱均平等[4]指出外部链接数是进行网站评价的有效手段之一，吴茵茵[8-9]的研

究进一步指出外部网络影响因子由于与链接效率存在线性正相关性，所以能够更客观地评价大

学的影响力。 

上述研究虽然能够对大学的网络影响力从整体上进行评价，但是它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大学

是由各个不同的学科组成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这种整体性的网络链接分析无法反映出大学

在各个学科比较方面的差异性，从而无法针对学科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意

见。这种分析上的缺陷，实际上和现在大学排名中综合实力表现和某个学科研究实力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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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建设与利用分析* 
吴茵茵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馆藏资源的数字化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利用网络计量学的方法，对中

国和美国最大的八家公共图书馆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并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网络建设，网络计量学，链接分析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the public library digital network 
Yinyin Wu  

(Library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Digitizing the library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near future. Using the method of webometric analysis,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on the network of the top eight biggest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and a comparison with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US was also performed. Further, 
niche targete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Keywords: public libraries, network construction, webometrics, link analysis 

1 引言 

公共图书馆是只那些免费或者只收取轻微费用为一个团体或区域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它

全部或者大部分接受政府赞助，是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作为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一部分，公共图书馆承担有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公民文化素质等

职能 [1]。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4 年的湖北、湖南省图书馆的建立，这

项事业至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自 1949 年以来，中国公共图书馆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

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系统，在全国图书馆系统中处于重要地位。据 2006 年中国文化部计财司

提供的数据，县级以上的图书馆已经达到了 2778 所，总藏书量超过了 5 亿册，财政拨款 32
亿，读者人次 2.5 亿，流通册次 2.1 次。这说明经过 60 年的努力，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建设数字化的新型图书馆已经成为图书馆界的

共识。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具有服务对象大众化、服务内容多样化、服务手段现代化和服

务形式多样化的特点[2]。为了适应这种新环境下的图书馆服务要求，利用网络信息化技术将

局限于图书馆内的资源拓展到读者个人家庭，延伸图书馆现有信息资源的服务空间，提高信

息资源的利用效率，成为公共图书馆实现数字信息化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3]。 
中国文化部统筹管辖全国范围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近十多年来已经先后实施了“公共图

书馆评估体系”、“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等重大项目。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大中型城市的公

共图书馆已经初步完成了网络化建设，读者已经可以利用其门户网站来访问和浏览其馆藏资

源。但是，这些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如何，图书馆数字化对改变读者的借阅行为起了

多大的影响，目前还尚未见到科学合理的定量评估。 
 
 基金项目：本文系 CALIS 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 2009 年研究项目（编号 09001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茵茵（1979-），女，馆员,硕士,研究方向：网络信息计量学、情报学，已发表论文7篇。





网络计量方法在多学科综合评估中的实证应用 

吴茵茵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广州，510642） 

[摘要]学科建设始终是高等教育中的重中之重，而科学客观的评估则是实现学科建设健康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利用信息计量学中的网络链接分析方法，对美国大学的计算机科学、

生物医学工程和心理学三个学科的网络影响力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发现网络链接分析方法

能够有效地表征不同学科之间的特点，从而为多学科建设的科学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学科建设；网络链接分析；信息计量学 

Webometric Research in the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Yinyin Wu 

  (Library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is crucial for the advanced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iscipline  in  a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way  is of  great help  to  this progress.  The 

present study applied the webometric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linking patterns of three disciplines 

in  the universities of United States: computer scienc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psych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veal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therefore providing  a  new way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academic disciplines objectively.     

[Key words]discipline development; web linking analysis; webometrics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信息时代发展的今天，海量的信息正在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因而提取网络数据进行各

个方面的分析为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服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网络信息计量学 [1]

（Webometrics）在这种需要下应运而生，其中心内容就是充分利用强大的搜索引擎，建立

基于数学统计和科学计算的数学模型来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提取和分析。其中链接分析

方法是最为常用和重要的信息计量学方法[2]。近几年来，国内外已有学者利用网络信息计

量学中来研究大学网络影响力[3-5]，侧重点在于研究大学整体排名和网络链接指数的相关

性。研究结果表明总体网络影响因子并不适合对大学网站进行评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研究者没有将大学整体影响力和学科单独的影响力分开，也就是说忽视了学科建设对于

大学整体发展的影响力。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学科建设是实现高等院校快速发展的必需和保障，而对

学科建设进行科学客观评估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推动力。现在评估方法包括两类[6]：一

类是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方法，而另一类则是包括文献计量和成本效益方法在内的定量评议

方法。目前学科建设评估的主要方法是采取定性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从各种定量

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来看，它们仍然无法摆脱定性分析的影响，如层次分析法中人们需对问

题每一层次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主观判断来决定其分值，这就大大影响了分析方法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 CALIS 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 2009 年研究项目“高校学科建设的网络计量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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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高校网络建设分析信息计量学研究的局限性 
 

吴茵茵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近些年来，利用信息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国高校的网络影响力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

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网络信息计量学自身方法的不足外，还与中

国高校网络建设的特点有关系。本文从分析中国高校网络建设的架构入手，探讨了网络建设和

发展对于网络计量学研究的影响，并对如何提高中国高校的网络影响力提出了建议。 

关键字：网络建设，信息计量学，中国高校 

中图分类号：G350 

 
Limitations in The Webometric Research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Network 

Construction 
 

Yinyin Wu 
 

(Library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webometric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cyber 
influen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Conflicting findings, however, have been widely reported. Besid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webometric method itself, the reason for this conflict is partly attributable to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s in the 
webometric research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their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d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cyber influen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websites. 
 
Key words: Network construction； Webometrics； Chinese Universities 
 
1  引言 
        网络计量学作为一种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和文献计量学等相互结合、

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自一出现就受到了众多信息计量学专家的关注和研究。网络

计量学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对网络信息的组织、存储、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

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揭示其数量关系特征和内在规律 [1]。 网络计量学的应用范围

很广泛，一般适用于文献检索研究、引文分析、站点评价、搜索引擎分析、信息资源建设和网

络信息优化处理。 
 
        近年来，对大学的研究已经从传统的科研实力、教学水平等评价拓展到了网络影响力的评

价。 例如西班牙教育部高等学术研究委员会在 2009 年 9 月公布了最新 “全球大学排行榜”[2]，

其中首次引入了大学网站的网络影响力作为大学排名的依据之一。 该排名中主要考量四个指

标，其中以“网站规模”（使用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搜索到大学的网页数量）、“网站搜索能见

度”（只用雅虎搜索，大学网站的全部链 接数）为主。此外，“资料丰富度”（对学术和出版行

为评估，并把网站中不同的文件出现形式也纳入考虑）和“学者和研究人员”（该大学能搜索到

的发表文献和被引用的文 献）也在评估范围之内。在此排行榜中，中国内地高校的排行在各

项网络指标上均在 80 名以外，显示其网络影响力要明显弱于世界级的高水平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 CALIS 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 2009 年研究项目“高校学科建设的网络计量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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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大学为例看不同学科评估的网络化研究 

吴茵茵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广东广州，510642） 

[摘要]本文利用信息计量学中的网络链接分析方法，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研究对象，对

美国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进行了网络化的学科评估。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学

科的网络链接数据与自身的学科特点有着密切的关联，说明网络化的学科评估方法可以有效

地表征不同的学科特点，从而为不同学科的客观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学科建设；网络链接分析；信息计量学 

[分类号]G350 

Webometric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merican Universities 

Yinyin Wu 

 (Library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pplied the webometric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linking patterns of 
two representative disciplines of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universities of United States: 
computer science and psych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and the webometric data, suggesting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veal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Thus,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a new 
objective way to evaluate multiple academic disciplines.   

[Key words] discipline evaluation; web linking analysis; webometrics 

1 引言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学科建设特别是重点学科的建设历来是大学实现自身实力不

断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必须和保障。对学科建设进行科学客观评估，找出建设过程中的问题，

并且寻求正确的学科发展方向，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推动力。现在评估方法包括两类[1]：

一类是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方法，而另一类则是包括文献计量和成本效益方法在内的定量评

议方法。目前学科建设评估的主要方法是采取定性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从各种定

量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来看，它们仍然无法摆脱定性分析的影响，如层次分析法中人们需对

问题每一层次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主观判断来决定其分值，这就大大影响了分析方法

的客观性和结论的可靠性。近来，有些学者将绩效的概念引入学科评估中，其核心的内容是

将一定时期内的投入产出比作为学科建设好坏的标准，投入产出比高就意味着学科建设的质

量好。这种将企业发展中的绩效考核理念引入学科建设评估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它将学

科建设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强调学科评估中科研产出的作用和权重。但是这种评估方

法仍然无法摆脱一些定性的考核内容，比如发表 SCI 论文的数量、获得科研基金的多少、

获得科技进步奖项的数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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