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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重要期刊
异质知识交流能力研究

张自立　姜明辉　李向阳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将不同期刊刊载知识视为异质信息，若一种期刊的个体引文网络中存在联系较为

紧密的小团体，则小团体刊载知识被视为该刊的异质信息源。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

理科学部认定的３０种重要期刊在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间形成的互引网络为分析对象，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工具从异质知识传播、吸收及流动３个角度探讨重要期刊个体引文网络的结构洞情况。
发现《管理世界》等期刊跨越较多的结构洞，比较容易与其他重要期刊进行异质知识交流，交流

途径非常高效、稳健，且异质知识交流数量和质量受某一种期刊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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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管 理 科 学 部（简

称“管理科学部”）从基金 资 助 绩 效 评 价 的 实 际

需求出发，遴选了管理科学类重要期刊，以引导

基金成果更多地投 向 重 要 期 刊，提 高 我 国 管 理

科学重要期刊的学 术 水 平 和 基 金 成 果 的 影 响，

从而建立具有科学参考价值的以科学论文和引

文为重要指标的科研绩效定量评估体系［１］。虽

然各重要期刊的办 刊 宗 旨 和 特 色 不 同，但 各 刊

编辑部提出管 理类 学 术 期 刊 应 协 同 发 展，并 建

议作者注意管理科学类重要学术期刊上相关论

文的发表情况［２］。国内的一些著名高校亦将重

要期刊认定为相关学院的权威或重要期刊。这

些客观原因促使重要期刊逐渐成为国内管理科

学类成果传播的主 要 平 台，并 形 成 一 个 知 识 交

流频繁 的 群 体。管 理 科 学 部 设 想 在 条 件 成 熟

时，努力创造、提供使重要期刊中少量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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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与国际 核 心 期 刊 接 轨 的 条 件［１］，争 取 使 其

被国际著名科学文献数据库收录。重要期刊虽

然都是以刊登管理 科 学 学 术 论 文 为 主，但 所 属

学科分支、刊载成果性质等方面均不同，发展水

平和学术影响并不均衡。若每篇学术论文表达

的都是一种新知识（本文 称 之 为 异 质 知 识），期

刊则是装载异质知 识 的 容 器，且 容 器 之 间 的 知

识均不同。关系紧密会降低容器装载知识的异

质性［３］，故２种 期 刊 之 间 若 存 在 频 繁 的 互 引 关

系，则认为其不再具有很高的异质性，第３种期

刊与这２种期刊 交 流 时，仅 能 获 得 一 种 异 质 知

识。重要期刊 群 是 一 个 交 流 较 为 密 切 的 群 体，
各刊在群内拥有的异质知识交流途径如何？有

多少途径是冗余的？哪种期刊在异质知识交流

时受限制较大？受限制较大的期刊是受一种期

刊的影响还是几种期刊的影响？结构洞理论可

用来探讨这些问题，以 揭 示 期 刊 进 行 异 质 知 识

交流的比例及受其 他 期 刊 的 影 响 情 况，而 异 质

知识交流能力问题则演化成群内结构洞位置期

刊的探求。研究各刊异质知识交流能力对群内

知识多元化发展的 影 响 程 度，分 辨 哪 种 期 刊 容

易给读者带来更多 的 观 点 或 视 角，可 为 管 理 科

学部选择少量最高水平的重要期刊走向世界提

供一定的定量基础。本文以重要期刊间的互引

网络为研究对象，通 过 其 引 文 网 络 来 揭 示 各 刊

如何进行异质知识 交 流，探 索 重 要 期 刊 群 中 的

结构洞现象。

１　学术期刊相互关系研究现状

期刊 互 引 数 量 体 现 期 刊 之 间 的 亲 疏 程

度［４］，杜奕才［５］对４２种经济学学术期刊相互引

证的原始数据进行 聚 类 分 析 时，发 现 这 些 期 刊

有系统地结合成簇；黄亚明等［６］在２００２年光盘

版期刊引文报告 中 选 取５９种 医 学 类 期 刊 构 建

这些期刊之间的互引矩阵，运用Ｋｏｈｏｎｅｎ神经

网络法和系统聚类 法 对 数 据 进 行 处 理，聚 类 结

果显示期刊的聚类现象呈现出学科间的联系。

通过研究期刊互引网络，可以探索各刊 的

学术 特 征 及 其 在 某 一 专 题 领 域 中 的 相 对 地

位［７］，岳洪江等［８］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从同

被引关系视角探 讨 了２９种 管 理 科 学 典 型 期 刊

之间的关系结构，分 析 在 同 被 引 网 络 中 哪 些 期

刊居于核心，哪些期刊居于边缘；田大芳［９］强调

一种学术 期 刊 由 于 引 证 与 被 引 证 数 量 上 的 差

异，使其在互引网络中处于不同地位，利用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揭 示 了 图 书 情 报 学１７种 期 刊 互

引网络的密度、中心度、核、中心边缘结构等特

征；姜春林等［１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 及 工 具

ＵＣＩＮＥＴ，探讨ＣＳＳＣＩ收录的３４种管理学期刊

引用网络的密度、点度中心性及中间中心性，发
现科学学类期 刊之 间 的 引 用 关 系 紧 密；张 紫 琼

等［１１］的研究将管理科学部重要期刊划分为科学

研究类、经济 类、管 理 科 学 类 和 交 叉 学 科 类，并

探讨各类期刊之间的相互关系。

探讨一 种 期 刊 对 另 一 种 期 刊 所 施 加 的 影

响，最有效的方法 就 是 研 究 期 刊 间 的 引 用 和 被

引用［１２］。黄亚 明 等［１３］以 互 相 引 证 作 为 期 刊 间

产生学术 影 响 的 前 提，构 建 基 于ＰａｇｅＲａｎｋ机

制的期刊影响力测 度 指 标，表 明 在 一 定 的 期 刊

群引文网络中，一 种 期 刊 被 该 群 体 内 期 刊 所 推

崇的程度，或该 刊 被 群 体 内 成 员 所 认 可 的 重 要

性或权威性水平，指 出 该 指 标 可 为 精 选 学 科 领

域核心期刊提供一个较好的参考。宋歌等［１４］采

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中１６种

图书情报学 期 刊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的 引 用 数 据 形

成的网络结构进行解析，通过测度网络密度、平

均距离及凝聚力，认为该网络比较紧凑；通过分

析中心性，鉴别 在 局 部 网 络 中 起 核 心 或 中 介 作

用的期刊；通过研究结构对等性，将引用网络中

的期刊分为知识源、中转站和储备库３种角色。

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分析学术期刊间

的联系，胡志刚等［１５］利用著者链构建期 刊 共 现

矩阵，通过聚类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发现科学

技术学期刊群分成科技哲学、科技政策与管理、
科学社会学和科 技 史 等４个 分 支 学 科，分 支 学

科内的关系正在加 强，而 学 科 间 的 关 系 正 在 弱

化；王贤文等［１６］以ＳＳＣＩ收录的７８种管理学期

刊共被引网络为研 究 对 象，利 用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工具Ｎｅｔｄｒａｗ研 究 了 管 理 学 学 科 的 内 部 知 识

结构和知识交流情况。

从上述文献可知，学术期刊间亲疏关系 研

究大多采用互 引数 据 的 聚 类 分 析 方 法，利 用 社

会网络分析工 具对 互 引 网 络 的 密 度、中 心 性 和

核心边缘结构等指 标 进 行 探 讨，从 而 区 分 期 刊

在互引网络中所处 的 相 对 地 位；也 有 部 分 学 者

运用ＰａｇｅＲａｎｋ机制或著者链对期刊间的相互

影响进行测度。但目前从互引网络角度对重要

期刊群的研究文献 还 比 较 少，群 中 各 刊 如 何 与

其他期刊进行知识交流？已经存在的交流途径

在多大程度上是非冗余的？互引网络是否存在

特殊结构（结构洞）及各刊跨越的结构洞数量如

何？国内对这 些 问 题 的 研 究 尚 属 空 白，这 与 重

要期刊群在我国管理学学术界的地位及对管理

学科研事业的贡献程度很不匹配。本文将尝试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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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结构洞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２　期刊 异 质 性 及 结 构 洞 原 理 在 互 引 网 络

中的应用方法

２．１　结构洞原理及结构洞期刊描述

强联结在知识结构等方面极为相似，增 加

的资源与信息冗余 度 较 高，而 弱 联 结 之 间 如 果

搭起“桥梁”，则 更 有 利 于 新 价 值 的 增 加［３］。张

龙［１７］指出，网络中关联度较高的节点与 互 不 关

联的节点相比，其异质性较低；结构洞较少的网

络能够保证知识载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和顺畅沟

通，而结构洞较多的 网 络 则 可 以 保 证 知 识 载 体

的异 质 性。结 构 洞 是 行 动 者 间 非 冗 余 的 联

系［１８］，即期刊间非冗余的交流关系通常 处 于 关

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稀疏地带。一种期刊与某些

期刊直接相互引用，但 与 其 他 期 刊 不 发 生 直 接

引用，从整体看这种间断关系，好像互引网络结

构中出现了洞穴。期刊Ｂ、Ｃ、Ｄ中的任意２种期

刊之间都存在一个结构洞（期刊Ａ），Ｂ和Ｃ都与

Ａ有关系，但Ｂ、Ｃ之间不存在关系，即有一个空

洞（虚线）。若Ａ希望其刊载信息传递给Ｂ和Ｃ，
需要Ｂ和Ｃ的作者都阅读引用Ａ（见图１）；而在

图２中，只需期刊Ｂ′的作者引用Ａ′，Ｃ′可通过

Ｂ′间接获悉Ａ′的知识。Ｂ与Ａ的关系和Ｃ与Ａ
的关系是非冗余的，而Ｂ′与Ａ′的关系和Ｃ′与

Ａ′的关系是冗余的，期刊便跨越互引网络的结

构洞成为中间者或占据者。

图１　结构洞较多的期刊知识交流网
　

图２　结构洞较少的期刊知识交流网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个体网是点以及与 之

直接相连的点构成 的 网 络；整 体 网 是 所 有 点 之

间的关系构成的网络。首先将要研究的所有互

引期刊都作为异质信息源，同时，假设一种期刊

的个体网中存在联系紧密的 几 种 期 刊（称 为 小

团体或较小团体），这几种期刊对于该刊只相当

于一个异质信息源。如图３中，所有１３种期刊

构成一个整体网，除期刊１３外的其余１１种期

刊都是期刊１的个体网成员；期刊２～６是一个

小团体（期刊１０～１２是一个较小团体），被期刊

１视为同质信息源。因而，期刊１虽然与１１种

期刊都有联 系，但 这１１种 期 刊 不 都 是 异 质 的，
即有些交流关系并不是非冗余的。若小团体成

员发生改变，将通过小团体对期刊１施加影响，
而且小团体成员规 模 越 大，这 种 影 响 的 放 大 程

度越高。

图３　期刊互引网络示意图
　

若重要期刊群中各刊两两都发生相互交流

关系，每种期刊 从 群 中 所 获 得 的 信 息 几 乎 是 对

等的，就不 存 在 期 刊Ａ 那 样 的 特 殊 结 构 位 置。
现实中各刊不 可能 交 流 那 么 频 繁，即 结 构 洞 在

稍大规模期刊群 的 互 引 网 络 中 可 能 普 遍 存 在。
处在结构洞位置的期刊就能从其他期刊获取大

量的多样化知识或将知识传递给不同领域或类

型的期刊，也可将２个 知 识 交 流 密 集 的 小 团 体

连接起来（即 知 识 流 动 中 介 功 能 或 搭 桥［３］），使

知识在更大规模的期刊群中顺畅地流动。一般

情况下，在直 接 交 流 的 期 刊 中，作 者 的 观 点、思

路等具有较高 的同 质 性 和 相 似 性，不 易 了 解 不

同领域的知识或学 者 的 思 想，且 使 期 刊 视 野 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间接交流期刊间的领域、风
格、类型等差异较大，通过结构洞期刊进行的知

识流动对它们 来说 可 能 具 有 较 高 的 异 质 性、创

新性和价值性，使 各 刊 作 者 能 够 接 触 到 各 种 相

关学科的知识和 丰 富 的 解 决 问 题 角 度 或 方 法，
促进新知识、新 观 念 的 产 生 或 使 其 在 不 同 领 域

进行传播和应用，激 发 不 同 领 域 科 研 工 作 者 的

灵感 和 热 情。由 此，用 结 构 洞 衡 量 期 刊 互 引

网络中异质知识交流关系，鼓励发展跨越结 构

洞较多的期刊以疏通异质知识在重要期刊群中

的流动途径，促 进 群 内 多 元 化 知 识 的 传 播 和 吸

收。

２．２　结构洞测度指标

在描述结构洞指标之前，先解释度的含义，

·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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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度数是网络中与 该 点 直 接 相 连 的 边 的 数 量。
期刊互引网络是有 向 网 络，度 数 被 分 为 入 度 和

出度，分别表示有多 少 种 刊 物 引 用 该 刊 或 被 该

刊引用。本文用具有强连接关系的个体中心被

引网络和个体中心引用网络分析期刊间的异质

知识传播和吸收途 径，而 用 具 有 弱 连 接 关 系 的

个体中心交流网络和整体网络测度期刊的交流

能力。ＢＵＲＴ的 结 构 洞 指 标 主 要 包 括４个 方

面：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和等级度，其中最重

要的指标是限制度［１９］。
（１）有效规模　点 的 有 效 规 模 等 于 该 点 的

个体网规模（不含该点）减 去 其 冗 余 度，而 冗 余

度等于该点所在的个体网中其他点的平均度数

（不含连接到 该 点 的 边）。间 接 看 来，如 果２种

期刊间不存在冗 余 的 知 识 交 流 途 径，这２种 期

刊间的空隙就是一个结构洞，图１中，期刊Ｂ、Ｃ
间存在一个结构洞，期刊Ａ则跨越３个结构洞。
在图２中，期刊Ａ′的个体网规模是Ｂ′、Ｃ′、Ｄ′，
度数分别为２、２、２，期刊Ａ′的冗余度为２，其有

效规模就是１，说明期刊Ａ′仅有一个异质知识

交流途径，即跨越一个结构洞。期刊ｉ在互引网

络中的有效规模越 大，其 交 流 异 质 知 识 的 机 会

越多，对 群 内 异 质 知 识 流 动 的 影 响 程 度 越 大。

ＢＵＲＴ［１８］对点ｉ的有效规模的测量方法是：

ＥＳｉ ＝∑（
ｊ
１－∑

ｑ
ｐｉｑｍ ）ｊｑ ，　ｑ≠ｉ，ｊ， （１）

式中，ｊ为与点ｉ相连的所有点；ｑ是除ｉ或ｊ外

的每个点；ｐｉｑｍｊｑ为在点ｉ和点ｊ之间的冗余度；

ｐｉｑ为点ｉ投入到点ｑ的关系所占比例。有效规

模在个体被引网络、个 体 引 用 网 络 和 个 体 交 流

网络中分别表示期 刊 传 播、吸 收 和 交 流 异 质 知

识的途径数量。
（２）效率　点 的 效 率 为 点 的 有 效 规 模 与 实

际规模之比，实际规 模 指 的 是 期 刊 的 邻 接 期 刊

数量（或个体网成员数量），期刊Ａ、Ａ′的效率分

别为１和１／３。在 个 体 被 引 网 络、个 体 引 用 网

络和个体交流网络 中 期 刊 的 效 率 越 高，表 明 其

非冗余的异质知识 传 播、吸 收 和 交 流 途 径 占 个

体总交流途径的比例越大。
（３）限制度　点 的 限 制 度 是 指 点 在 个 体 网

络中拥有的运用结 构 洞 的 能 力，描 述 的 是 该 点

与其他点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紧密程度。期刊的

限制度值越大，其个体互引网络闭合性越高，存
在的冗余知识交流路径越多，结构洞越少，某一

种交流期刊（或小团体）办 刊 宗 旨、风 格 等 的 变

化可能 很 大 程 度 地 影 响 该 刊，如 期 刊Ａ′；限 制

度值越小，其个体互引网络的开放性越大，结构

洞越多，一种交流期刊（或 小 团 体）对 其 影 响 非

常有限，如期刊Ａ。期刊ｉ的限制度取决于：与

另一种 期 刊ｑ的 知 识 交 流 量；期 刊ｑ与 期 刊ｊ
的知识 交 流 量。根 据ＢＵＲＴ［１８］对 限 制 度 指 标

的定义，期刊ｉ受到期刊ｊ的限制度为

Ｃｉｊ ｛（＝ ｐｉｊ＋∑
ｑ
ｐｉｑｍ ）ｑｊ

２
｜ｑ≠ｉ，｝ｊ ， （２）

式中，ｐｉｊ、ｐｉｑ分别是期刊ｉ与期刊ｊ、ｑ的知识交

流量占其总交流量的 比例；ｍｑｊ是期刊ｊ、ｑ间知

识交流的边际强度，等于期刊ｊ与 期 刊ｑ的 知

识交流量和期刊ｊ与其他期刊的最大知识交流

量之比。期刊ｉ的个体网络限制度指标为Ｃｉ＝

∑
ｑ
Ｃｉｊ。期刊的限制度在个体被引网络、个体引

用网络和 个 体 交 流 网 络 中 分 别 表 示 期 刊 在 传

播、吸收和交流异 质 知 识 时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受 到

其他期刊的限制。
（４）等级度　期刊ｉ在个体被引网络、个体

引用网络和个体交流网络中的等级度分别是指

在传播、吸收和 交 流 异 质 知 识 时 其 限 制 性 在 多

大程度上集中于另一种期刊，其计算公式为

Ｈ ＝
∑（
ｊ

Ｃｉｊ
Ｃ／ ）Ｎ ｌｎ

Ｃｉｊ
Ｃ／Ｎ

ＮｌｎＮ
， （３）

式中，Ｎ 是 期 刊ｉ的 个 体 网 络 规 模；Ｃ／Ｎ 是 各

刊的限制 度 的 均 值；ＮｌｎＮ 代 表 最 大 可 能 的 总

和值。当期刊ｉ与其他每种期刊的知识交流量

一致时，其等级度为最小值０；当期刊ｉ只与另

外一种期刊进行知 识 交 流 时，其 等 级 度 为 最 大

值１，即期刊ｉ的等级度越高，其知识交流途径

越脆弱。

３　重要期刊互引网络结构洞指标测度

３．１　数据收集及处理工具

管理科学部遴选认定的３０种重要学 术 期

刊的互 引 数 据 及 各 刊 的 发 文 量（１９８０～２００９
年）见 表１。选 用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工 具 ＵＣＩＮＥＴ
来测度互引网 络中 的 结 构 洞 指 标，将 各 种 期 刊

作为网络顶 点，互 引 关 系 作 为 网 络 的 边。由 于

创刊时间、发文 量 等 对 期 刊 被 引 总 次 数 具 有 很

大影响，若采用互引总量进行分析，很难客观地

反映这些期刊 互引 网 络 中 的 结 构 洞 现 象，本 文

以每列除以 该 刊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 间 发 文 总 量 的

值为新矩阵的单元 格 数 据，以 下 分 析 均 以 新 矩

阵为基础。

３．２　个体被引网络中的结构洞测度

重要期刊个体被引网络中各刊结构洞指标

的测度 结 果 见 表２（左 半 部 分）。《公 共 管 理 学

报》等５种 期 刊 的 个 体 被 引 网 络 规 模 稍 小（＜
２５），即其向重要期刊群输送知识的途径较少，

·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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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管理学部重要期刊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的互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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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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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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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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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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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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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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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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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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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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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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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２４１ ２４ １ ２ ２ ６ ２ ６ ９ ９ ４ ３０ ４ １０ ０ ０ ６ ２０ ２５ ４ ０ １ ２ １ １２ １５ ３ １ ０ ０
２ ５３４６ ６ ２２２ １１０ ８０ １４０ １６ １５ ９８ １９２ ２３ ３６ １３４ ６ ２０ ０ １９ ２４ ９ １３ ４１ １３７ １１ ２０ ３８７ １２ ４２ ４ ４ １１
３ １４４０ ２ ２８９ ５０ ３３ ５２ ４ ６ ６３ １２３ ７ １５ ３４ ５ ４ ０ ６ １０ １ ７ １３ ５７ ４ １２ １０８ ３ １５ ０ ０ ０
４ １４９５ １ ２１６ １０２ ３０ ６５ ５ ７ ５６ １０２ １１ ２８ ５２ ３ ８ ２ １５ １５ ８ ８ ３０ ５６ ４ ９ １１５ ５ ２１ ０ ０ ６
５ ２１８０ １ ３４３ ８６ ６２ １１３ ６ ７ ６８ ９０ ２３ ３６ ５８ １５ ８ ０ １４ ２５ １２ ８ １７ ９７ １１ １６ １５３ ３１ １９ ５ １ ５
６ １９４５ ３ ３２６ １１９ ５０ ４１ １３ １７ １０５ １５７ ４７ ３０ ７７ ７ ２１ １ ２５ ３８ １５ １８ ４７ ７１ １３ ２５ １４０ ２０ ２８ ４ ６ ８
７ ３１６８ ２ ５５ １６ １６ ６ ４６ ７５ ２３ ５４ ７４ ５９ ４２ ２１ ７７ １ ４８ ４２ ２７ １６ ３９ ２６ １０ １７ ２０ ２３ １０ ０ １ ４
８ １６５１ １ １６ ５ １０ ０ １９ １６ ２３ ４５ ２０１ ４２ ２１ ８ １７５ ０ １１３ ３０ １９ １８ ４８ １７ ７ ５ ９ ２０ ３ ０ １ ０
９ １８４８ ３ １９６ ８８ ５６ ９ ７３ １５ １７ １３０ ３４ ３１ ６５ ６ １８ ０ １７ ５４ ２２ ９ ２４ ５３ １０ ２２ ７４ １１ １８ ０ １ ０
１０１１９０ ６ ２０８ １３９ ４８ ６ ８９ １７ ２１ ９９ ４９ ２５ ４９ ８ ７ ０ ３０ ２４ １０ ７ ２４ ５０ ２９ １５ ８８ １０ ８ ０ ０ ３
１１５６７６ ４ １１ １ ２ １ ６ ５ ３４ ９ １４ ４８ ６１ ４ ９１ １ １５６ １８ １５ ５ １３６ １１ ３ ２ ５ １５ ４ ４５ ８２ ３
１２５３５８１３ ８４ １４ １３ ５ ３３ ２６ ５５ ４０ ５１ ２４８ ９３ ５７ ７５ ５ ２０３ １３２ ９３ １８ １０７ ３１ ９ １５ ４６ １０６ １５ ７２ ９３ ５６
１３６０５４ １ ９１ ２８ １７ １２ ４４ ８ １５ ３２ ３３ １６６ ９２ ４ ２５ １ １２０ ３３ ２８ １１ １８４ ７６ ６ ５ ４２ ２２ ３４ ３０ ２８ １１
１４２５６０１５ ２６ ８ １３ ６ ２７ １２ ２７ ４４ ２６ ３２ １２８ ２３ ４ ０ ５９ ２５７ １２５ ８ ０ １７ １０ １３ １６ １７０ ４ １ ０ ０
１５４１９２ ０ １ ２ ２ １ ９ ３ ４２ ３ ６ ８５ １２ ６ ２ ０ ３７ １ ３ ７ ５２ ６ ２ ２ ４ ０ １ ０ ０ １
１６ ３７７ ２ ３ １ １ １ １ ４ １ ２ １１ ３１ １６ ４ ３ ０ ５ ９ １３ ０ ０ ４ １ ０ １ ８ ０ ６ ３ ０
１７５３８９ １ １１ ０ ５ ０ ６ ７ ５４ ９ １０ １６８ ５１ ４１ ４ ４１ １ ２６ １４ ９ ２９ ５ １ ３ ５ １５ ５ ６ ８ ８
１８３２００１６ ６０ １９ １７ １２ ４８ １７ ５２ ８８ ８５ １１５ １９９ ７２ １１８ ２８ １ １５１ １９２ １８ ９ ３３ １８ ２１ ３４ ２０９ ２ ５ ６ ９
１９３２４２３１ ３４ ５ １２ ４ ３７ ２５ ４２ ５５ ６８ ８９ ２１６ ４９ １２９ ５ ６ １２７ ３８０ １０ ６ １７ ２５ ７ ２２ ２９７ ８ ２ ５ ６
２０２２９０ ５ ７８ ２８ １９ １４ ５５ ９ ７９ ６２ ７６ ７８ ４３ ５６ １０ ７３ １ ６８ ３１ ２１ ６３ ３２ ２５ １２ ４８ ２４ ６ ０ ０ １
２１７１２４ ０ ２９ ３ １０ ２ １１ １０ ３４ １６ ２０ １５７ １４ ６５ ２ ７３ ０ ４０ ４ ２ ２０ ２６ １ ０ ２５ ０ １０ １８ ２６ ０
２２３３８７ ４ ９１ ３３ ３８ ９ ３４ ６ ２５ ５０ ６６ ３８ ５６ ７８ ８ ２７ ０ ３４ ２５ １１ １２ ３２ ４ ５ ７５ １９ ３１ １ ４ ４
２３１０６８ ７ ９４ ３３ ３３ １３ ９１ ３４ ６３ ７０ １３７ ８７ ５５ ３５ ２９ ３４ ２ ４４ ８５ ４３ ２８ ３０ ４０ ２３ ５７ ５９ １１ ０ １ ５
２４１９６１ ２ １１６ ２８ ３７ １８ ９３ １１ ２２ ６０ ４９ １２ ３０ １３ ５ ０ １ １９ ２３ ９ １５ ２ １６ ９ ６４ １３ ５ ０ ０ ０
２５３６７５ ３ ５９８ １８５ １３０ ７８ １３６ ２０ １８ ９６ １５０ ４０ ５６ １１９ １１ ５８ １ ２５ ４９ ３１ ２４ ６７ ９７ １０ ３４ ２８ ２４ ５ １ １４
２６９３２６３４ １０５ １７ ２１ ２２ ９６ ４５ ８７ １１９ １４１ １６３ ３８８ １０１ ２１７ ３７ １０ ２３３ ５３２ ４５５ ４２ １１ ５４ ４５ ３０ ６０ ３ １５ １１ １５
２７２６３９ ０ ６４ ２４ ２０ １８ ３０ ６ ９ １７ ２４ ２４ １２ ７２ ０ ２３ ５ ４ ８ ８ １４ ３６ ５３ ２ ０ ４９ ５ ８ ６ ０
２８７４１４ ０ ３ ０ １ １ １ ４ １ ２ ２ １４４ ３２ ２１ ２ ０ ２ １６ ２ ２ １ ６０ ２ ０ ０ １ ３ １ ４３３ ２０
２９４７１９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２ ５ １ ０ １１１ ２４ ２５ １ ３ ０ １１ ２ ２ ２ ２８ ２ １ ０ ０ ２ ６ ２７７ ９
３０３６１８ ２ ３３ １ ２ １ ７ ４ ０ ５ ４ ４４ ６１ ４０ ２ ３ ０ ４９ ６ ５ １ １ １２ ０ ２ ２０ １ ９ ４３ ６３

注：表 头 的 横 向 表 示 被 引 期 刊，纵 向 表 示 引 用 期 刊；表 头 纵 向 的“１，２，……，３０”表 示 表 头 横 向“《情 报 学 报》～《中 国 人 口·资 源 与 环 境》”３０种 期 刊 的 顺 序 编 号。

其余２５种期刊的实际规模差异不大。《管理世

界》等７种期刊的有效规模较大（＞２０），即其向

重要期刊群提供异 质 信 息 的 机 会 较 多，其 他 期

刊作者比较容易接 触 到 这 些 异 质 知 识，产 生 新

思想、新观点 和 新 方 法。有 些 期 刊 实 际 规 模 很

大，但有效规模相对偏低，说明其引用期刊具有

较高的同质性，如《系统 工 程 学 报》、《工 业 工 程

与管理》等；有些期刊向重要期刊群输送知识的

途径不多，但拥有的 这 些 途 径 较 大 比 例 地 面 向

异质期刊，如《农 业 经 济 问 题》等。效 率 用 来 衡

量引用期刊的异质期刊数量在引用期刊的期刊

总数中所占比例，即其非冗余的知识传播途径

占总传播途径的比 例，冗 余 的 知 识 传 播 途 径 相

当于将知 识 传 到 一 个 同 质 领 域，《中 国 农 村 经

济》等１１种期刊的效率较高（＞０．７），说明其引

用期刊的冗余较少，开 拓 知 识 输 出 异 质 途 径 的

能力较高。《农业经济问题》等３种期刊的限制

度较高（＞０．３），即其引用期刊小团体间的联系

较为紧密或被 引量 集 中 在 某 一 期 刊，小 团 体 成

员或该集中期刊引用习惯的改变将严重影响该

刊的知识输出量；而《数量 经 济 技 术 经 济 研 究》
等４种期刊 的 限 制 度 较 低（＜０．１８），即 其 引 用

期刊间的小团体现 象 不 明 显，即 某 一 引 用 期 刊

的变化很少会 引 起 其 他 引 用 期 刊 的 反 应。《农

业经济问题》等４种 期 刊 的 等 级 度 大 于０．３５，
说明其刊载知识较大比例地被一种异质期刊引

用，知识传播途径非常脆弱，应积极拓宽向其他

异质期刊输送的渠道，如等级度最高的《农业经

济问题》，被《中国农村经济》引用的数量占其被

重要 期 刊 引 用 总 量 的５０．５５％；而 等 级 度 最 低

的《数量 经 济 技 术 经 济 研 究》的 被 引 量 集 中 在

《系 统 工 程 理 论 与 实 践》的 比 例 仅 是８．８７％。
限制度高、等级度低的期刊受小团体影响明显，
如《公共管理学报》等；限制度高、等级度高的期

刊受某一 种 期 刊 的 影 响 明 显，如《农 业 经 济 问

题》等；限制度低、等级度高的期刊个体被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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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重要期刊个体被引（引用）网络的结构洞指标

个体被引网络

实际规模 有效规模 效率 限制度 等级度

个体引用网络

实际规模 有效规模 效率 限制度 等级度

情报学报 ２５ １６．１８２ ０．６４７ ０．２５２ ０．２４２ ２４ １５．３６７ ０．６４０ ０．２５６ ０．２３３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２８ １８．４９３ ０．６６０ ０．２６３ ０．３３６ ２８ １８．６７７ ０．６６７ ０．２６４ ０．３３６

系统工程学报 ２６ １５．８３４ ０．６０９ ０．２９４ ０．３４９ ２５ １５．０３０ ０．６０１ ０．２９４ ０．３４１
系统管理学报 ２８ １８．３５９ ０．６５６ ０．２６１ ０．３１１ ２７ １７．４０５ ０．６４５ ０．２６２ ０．３０３

运筹与管理 ２７ １７．４０２ ０．６４５ ０．２８７ ０．３１６ ２８ １８．１８８ ０．６５０ ０．２７７ ０．３１９
中国管理科学 ２９ １９．６６１ ０．６７８ ０．２２５ ０．２７３ ２９ １９．６６１ ０．６７８ ０．２２５ ０．２７３

管理评论 ２９ １９．９４３ ０．６８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７６ ２８ １８．８７２ ０．６７４ ０．１９１ ０．１６８
南开管理评论 ２８ ２０．６２２ ０．７３６ ０．１７５ ０．１３１ ２５ １７．９９１ ０．７２０ ０．１８２ ０．１０７
管理工程学报 ２９ １９．３３６ ０．６６７ ０．２１８ ０．２５０ ２６ １６．６７７ ０．６４１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５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８ １９．５０９ ０．６９７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８ ２６ １７．７１４ ０．６８１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２

管理世界 ２９ ２２．２０８ ０．７６６ ０．１７２ ０．１４６ ２９ ２２．２０８ ０．７６６ ０．１７２ ０．１４６
中国软科学 ２９ ２１．２０４ ０．７３１ ０．１７５ ０．１６６ ２９ ２１．２０４ ０．７３１ ０．１７５ ０．１６６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９ ２０．９５１ ０．７２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１９ ２９ ２０．９５１ ０．７２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１９
研究与发展管理 ２８ １８．９４７ ０．６７７ ０．２９１ ０．３８３ ２５ １６．４０８ ０．６５６ ０．２９７ ０．３６２

会计研究 ２５ １７．７３７ ０．７０９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８ ２４ １６．９８４ ０．７０８ ０．２３４ ０．２３６
公共管理学报 １６ １０．３２３ ０．６４５ ０．３２９ ０．２１０ ２３ １５．２０９ ０．６６１ ０．２７２ ０．２７３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９ ２０．９９１ ０．７２４ ０．２００ ０．２１１ ２７ １９．２５１ ０．７１３ ０．２０８ ０．１９９

科研管理 ２９ ２０．２１３ ０．６９７ ０．２３０ ０．３１１ ２９ ２０．２１３ ０．６９７ ０．２３０ ０．３１１
科学学研究 ２９ ２０．０５０ ０．６９１ ０．２６０ ０．３７１ ２９ ２０．０５０ ０．６９１ ０．２６０ ０．３７１

管理科学 ２８ １９．００７ ０．６７９ ０．１９５ ０．１８０ ２７ １７．８８６ ０．６６２ ０．１９６ ０．１７０
金融研究 ２６ １８．６７１ ０．７１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３８ ２４ １７．２５９ ０．７１９ ０．１９７ ０．１２５

预测 ２９ １９．７７５ ０．６８２ ０．２１２ ０．２２４ ２８ １８．９４７ ０．６７７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６
管理学报 ２７ １７．００６ ０．６３０ ０．２２０ ０．２４５ ２８ １７．８５６ ０．６３８ ０．２１８ ０．２５２

工业工程与管理 ２４ １５．１５８ ０．６３２ ０．２４５ ０．２１３ ２５ １５．４１２ ０．６１６ ０．２４０ ０．２２０
系统工程 ２８ １８．４５９ ０．６５９ ０．２５８ ０．３２７ ２９ １９．４８７ ０．６７２ ０．２５７ ０．３３４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２７ １８．４６１ ０．６８４ ０．２２６ ０．２７７ ２９ ２０．２１４ ０．６９７ ０．２２０ ０．２８８
数理统计与管理 ２８ １９．５９２ ０．７００ ０．２１２ ０．２０３ ２５ １７．５３１ ０．７０１ ０．２１６ ０．１７２

农业经济问题 １９ １５．５４１ ０．８１８ ０．４８２ ０．６４３ ２４ １９．８９０ ０．８２９ ０．４４５ ０．６７１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１ １６．９２２ ０．８０６ ０．４１７ ０．６１２ ２２ １７．７５８ ０．８０７ ０．４１５ ０．６１９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 １４．５６７ ０．７２８ ０．２５４ ０．１６０ ２６ １８．９４２ ０．７２９ ０．２１６ ０．１９９

中的小团体规模虽 小，但 在 这 较 小 团 体 中 存 在

一种期刊对其影响较大，如《科 学 学 研 究》被 科

学研究类小 团 体（《科 学 学 与 科 学 技 术 管 理》、
《科研管 理》、《中 国 软 科 学》和《研 究 与 发 展 管

理》）引用 的 数 量 占 总 被 引 量 的７０．９％，但《科

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却占 整 个 小 团 体 引 用 量

的５２．６％。

３．３　个体引用网络中的结构洞测度

重要期刊个体引用网络中各刊结构洞指标

的测度 结 果 见 表２（右 半 部 分）。《中 国 农 村 经

济》等６种期刊的引用网络规模稍小（＜２５），其
余期刊的实际规模 差 异 较 小，表 明 各 刊 在 群 中

都拥有较多的知识吸收途径。《管理世界》等６
种期刊的有效规模较大（＞２０），其 作 者 通 常 阅

览群中不同性质和 风 格 的 其 他 重 要 期 刊，刊 载

成果较多地综合其 他 领 域 的 异 质 知 识，使 这 类

期刊 常 常 可 以 从 不 同 角 度 启 发 读 者 的 思 维。
《系统工程学报》等期刊的有效规模与实际规模

相差较远，说明其作 者 经 常 从 同 质 性 较 高 的 期

刊中吸收知识和观点；虽然《农 业 经 济 问 题》和

《中国农村经济》等期刊从重要期刊群吸收知识

的途径不多，但 它 们 吸 收 知 识 途 径 的 异 质 性 相

对较高。期刊的引用效率可用来衡量知识吸收

源期刊的同质比例，《农业经济问题》等１１种期

刊的效率较高（＞０．７），说明其知识来源期刊的

异质比 例 较 大，即 吸 收 异 质 知 识 的 能 力 较 高。
《农业经济问题》等４种期刊的 限 制 度 较 高（＞
０．２９），表明这些期刊的知识源期刊间存在紧密

小团体或吸收 某刊 知 识 较 多 的 现 象，小 团 体 成

员（或知识源集中期刊）刊登文章质量将严重影

响此类期刊的知识吸收质量；而《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等４种期刊的限制度较低（＜０．１９），
其知识源期刊 间较 少 存 在 紧 密 的 小 团 体，即 某

一种知识源期刊收 文 质 量、风 格 等 变 化 将 较 少

影响到其他知识 源 期 刊，导 致 这４种 期 刊 获 取

异质信息的途径比较稳健。《农业经济问题》等

４种期刊 的 等 级 度 大 于０．３５，说 明 其 吸 收 的 异

质知识很大程 度上 源 自 一 种 期 刊，获 取 不 同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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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途径较为单一，应 鼓 励 作 者 积 极 引 用 其 他

重要期刊的异质知识，如等级度最高的《农业经

济问题》，引用《中国农村经济》的数量占其引用

总量的５７．５％；而 等 级 度 最 低 的《南 开 管 理 评

论》引用一种期刊的最高比例仅１７．３％（《会计

研究》）。根据限制度与等级度间的关系，《情报

学报》（高限制度、低等级度）等获取异质信息时

受紧密小团体影响明显；《农业经济问题》（高限

制度、高等级度）等 受 某 一 种 期 刊 的 影 响 较 大；
《科学学研究》（低限制度、高等级度）引用《中国

软科学》、《研究与发展管理》、《科研管理》和《科

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构成 的 小 团 体 的 数 量 占

总引用量的４５．７２％，但《科研管理》（占小团体

被引量 的４９．２％）是 科 学 研 究 类 小 团 体 的 一

员，其影响可通过小团体放大。

３．４　个体交流网络及整体网络中的结构洞测度

重要期刊个体交流网络（包括被引和引用）
中各刊结构 洞 指 标 的 测 度 结 果 见 表３（左 半 部

分）。实际规模都较大且差异较小，表明各刊在

群内都拥有很 多的 知 识 交 流 途 径，不 存 在 孤 立

期刊。《管理世 界》等１１种 期 刊 的 有 效 规 模 较

大（＞２０），即与异质期刊交流的途径较多，其读

者容易接触到 不 同 观 点 和 方 法 等。《系 统 工 程

学报》等期刊的有效规模与实际规模相差较远，
说明与其交流的期刊中关系紧密的小团体占据

较大比例；《农业经济问题》和《中 国 农 村 经 济》
与较少数量的重要期刊（２５种）进行知识交流，
但交流途径的冗余度都较小（有 效 规 模 分 别 高

达２０．７９６、２０．５０１）。《农业经济问题》等１１种

期刊的效率较高（＞０．７），说明部分重要期刊建

立的知识交流途径 非 常 高 效，在 这 些 路 径 上 流

动的知识较大比例地具有异质性。农业经济类

２种 期 刊 的 限 制 度 很 高，说 明 这２种 期 刊 的 知

识交流网 络 存 在 紧 密 小 团 体 或 明 显 的 集 中 趋

势，根据其较高的等级度，可以进一步确认其限

制度主要是由二者之间知识交流的集中趋势造

成的；《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 研 究》等６种 期 刊 的

限制度较低（＜０．１９），知识交流较少受到其他

表３　重要期刊个体（整体）交流网络的结构洞指标

个体交流网络

实际规模 有效规模 效率 限制度 等级度

整体交流网络

有效规模 效率 限制度 等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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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等５种期刊的等

级度大 于０．３５，知 识 交 流 过 多 地 依 赖 一 种 期

刊，尚需采取措施提 高 与 其 他 重 要 期 刊 交 流 的

频率，避免期刊质量 受 某 种 期 刊 质 量 的 严 重 影

响。
以上是从个体中心网的角度对重要期刊互

引网络结构洞进行 的 测 度，还 可 以 从 整 体 网 的

角度进 行 测 度，具 体 结 果 见 表３（右 半 部 分）。
可以看出表３左右２种方式计算的结构洞指标

数值差异微 小。原 因 是：各 刊 的 个 体 网 规 模 与

整体网规模差异较 小，即 各 刊 通 常 只 需 一 步 就

能与其他重要期刊发生知识交流。所以用个体

网测度重要期刊互引网络的结构洞现象较为合

理，且可以区分个体被引网络和个体引用网络。

４　结语

通过对重要期刊互引网络结构洞指标的测

度，发现《管理世界》等期 刊 在 重 要 期 刊 群 内 拥

有较多的异质知识交流途径（即 跨 越 较 多 的 互

引网络结构洞），既能将知识大范围快速地传播

到其他重要期刊，也 能 直 接 吸 收 大 部 分 重 要 期

刊的异质知识，在促 进 群 内 多 元 化 知 识 的 传 播

和吸收方面具有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是 群 内 异 质

知识的集散地；而且异质知 识 传 播（或 来 源）的

数量和质量等不依 赖 于 某 期 刊，交 流 途 径 具 有

很高的稳健性，某种 期 刊 在 收 文 方 面 的 变 化 对

它们的影响 较 小。有 一 些 重 要 期 刊 创 刊 晚、发

文量少或收文局限在较为狭窄的某一领域或方

向，导致它们与其他重要期刊的知识交流较少，
在重要期刊群多元 化 知 识 交 流 方 面 表 现 稍 弱。
本文对重要期刊互引网络结构洞的探索方法适

用于分析特定规模 的 期 刊 群，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丰富以影响因子、即 年 指 标 等 计 量 指 标 为 主

的期刊评价方法，但 更 多 地 表 现 为 期 刊 间 的 一

种相对关系，并不是 期 刊 或 其 收 录 论 文 本 身 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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