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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以暟斪斿斺旓旀斢斻旈斿旑斻斿暠数据库为基本数据来源棳绘制了暟斏斢斏斎旈旂旇旍旟斆旈旚斿斾棶斻旓旐暠数据库中我国棿椀位高被

引科学家的科学覆盖地图棳并从科学计量学视角棳比较分析了大陆暍香港暍台湾棾个地区科学覆盖地图的特

征暎结果表明椇我国在材料科学圈具有相对明显的科研优势棳在生物医学科学圈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棳
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薄弱暎其中棳大陆地区科研优势集中在材料科学暍化学和物理学棾个领

域椈香港地区科研优势集中在计算机科学暍化学暍材料科学暍工程科学暍生物医学科学等领域椈台湾地区科研

优势集中在材料科学暍计算机科学暍化学暍物理学暍生物医学科学暍传染病学等领域暎清晰刻画高被引科学

家科学覆盖地图特征棳对我国以科研国际化带动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暎
关键词椇高被引科学家椈科学覆盖地图椈科学计量学椈科研国际化

斈斚斏椇棻棸棶椂棸棿椆棷旊旉旉斺旟斾斻棶棽棸棻棻棸椃棸棿椂棸
中图分类号椇斍棾棸棻暋暋暋暋文献标识码椇斄暋暋暋暋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棻灢椃棾棿椄棬棽棸棻棽棭棻椀灢棸棻棻棿灢棸椀

棸暋引言

科学覆盖地图是科学计量学中最新发展起来的科

研政策管理工具椲棻椵棳利用科学覆盖地图有助于树立标

杆暍探索合作和捕捉变化暎这种地图类型首先由 斔斿旜旈旑
斅旓旟斸斻旊椲棽椵及其合作者在比较各国科技实力的学科差异

时所提出棳此后棳逐步被应用于实验室层面多学科化的

比较研究椲棾椵暍研究课题跨学科扩散研究椲棿椵暍跨学科文献

引用演化模式研究椲椀椵棳以及探索纳米技术作为一门新

兴技术椲椂椵和二级学科的知识基础椲椃椵暎国内应用科学地

图进行有关研究的文献还不多椲椄椵棳而科学覆盖地图的

应用研究几乎还没有暎本文以斏斢斏开发的暟斏斢斏斎旈旂旇旍旟灢
斆旈旚斿斾棶斻旓旐暠数据库中我国棿椀位高被引科学家为研究对

象棳以斏斢斏公司推出的暟斪斿斺旓旀斢斻旈斿旑斻斿暠数据库为基本数

据来源棳以我国大陆暍香港暍台湾棾个地区为基本分析

单元棳采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棬斘斢斊棭暟跨学科研究的

测量和绘图暠项目开发的科学覆盖地图生成软件棳绘制

出我国高被引科学家的科学覆盖地图棳并对我国高被

引科学家科学覆盖地图的特征进行计量分析暎
高被引科学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一个国家科

研绩效和科研人才的制高点椲椆椵暎因此棳学者们从不同维

度对高被引科学家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棳如地理分布

特征椲棻棸椵暍斎 指数成长性椲棻棻椵暍论 文 产 出 力与 年 龄 的 关

系椲棻棽椵暎本文通过绘制我国大陆暍香港暍台湾棾个地区高

被引科学家的科学覆盖地图棳并对其特征进行计量分

析棳能够可视化地展现我国科研国际化的优势和不足棳
这对我国以科研国际化带动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改革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暎
棻暋数据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棬斏旑旙旚旈旚旛旚斿
旀旓旘斢斻旈斿旑旚旈旀旈斻斏旑旀旓旘旐斸旚旈旓旑棳简称斏斢斏棭开发的暟斏斢斏斎旈旂旇旍旟灢
斆旈旚斿斾棶斻旓旐暠数据库椲棻棾椵和暟斪斿斺旓旀斢斻旈斿旑斻斿暠数据库椲棻棿椵棳数
据收集截止于棽棸棻棻年棿月棻椂日暎暟斏斢斏斎旈旂旇旍旟斆旈旚斿斾棶
斻旓旐暠数据库主要提供生命科学暍医学暍物理学等棽棻个

研究领域中各领域全球被引用频次在前棽椀棸名左右科

学家的简历和论文列表等信息暎暟斪斿斺旓旀斢斻旈斿旑斻斿暠数据

库包括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棬斢斻旈斿旑斻斿斆旈旚斸旚旈旓旑斏旑斾斿旞棳简 称

斢斆斏棭暍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棬斢旓斻旈斸旍斢斻旈斿旑斻斿斆旈旚斸旚旈旓旑斏旑斾斿旞棳
简称斢斢斆斏棭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棬斄旘旚旙敠 斎旛灢
旐斸旑旈旚旈斿旙斆旈旚斸旚旈旓旑斏旑斾斿旞棳简称 斄敠 斎斆斏棭三大引文数据

库棳收录了棻棸棸棸棸多种世界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

刊棳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暍工程技术暍生物医学暍社会科

学暍艺术与人文等领域暎
首先棳检索我国所有高被引科学家名录暎在暟斏斢斏灢

斎旈旂旇旍旟斆旈旚斿斾棶斻旓旐暠数据库浏览页面棬斅旘旓旝旙斿棭中分别以



暟斝斿旓旔旍斿旙斠斿旔斆旇旈旑斸暠和暟斣斸旈旝斸旑暠为分类检索词棳共检索

出我国高被引科学家棿椀位暎其中棳大陆地区高被引科

学家椃位棳香港地区高被引科学家棽棻位棳台湾地区高被

引科学家棻椃位暎
接下来棳检索每一位高 被 引科 学 家 的 文献暎在

暟斪斿斺旓旀斢斻旈斿旑斻斿暠数据库检索页面中按作者查找文献棳
其中我国作者按暟姓的拼音全拼棲名的拼音首字母缩

写暠方式进行检索棳国外作者按暟姓全拼棲名的首字母

缩写暠方式进行检索暎对于那些具有英文姓名的我国

作者棳我们按照国外作者检索方式进行检索处理暎按

作者检索出文献后棳进一步以暟文献类型椊 棬斄旘旚旈斻旍斿旓旘
斠斿旜旈斿旝旓旘斝旘旓斻斿斿斾旈旑旂旙斝斸旔斿旘旓旘斕斿旚旚斿旘棭暠和科学家当前

或曾经工作过的机构对文献进行精炼棳从而得出每一

位高被引科学家的最终文献暎在此基础上利用 斪斿斺旓旀
斢斻旈斿旑斻斿的自有功能创建引文报告棳得出每一位高被引

科学家论文数量暍总被引频次暍每项平均引用次数暍斎
指数等指标数据暎

完成每一位高被引科学家基本文献数据收集工作

后棳开始绘制科学覆盖地图暎第一步棳在暟斪斿斺旓旀斢斻旈灢
斿旑斻斿暠数据库检索历史页面中棳以暟旓旘暠组配检索式分别

对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棾个地区科学家的文

献检索结果进行逐步组配椈第二步棳在暟斪斿斺旓旀斢斻旈斿旑斻斿暠
数据库检索页面中点击暟分析检索结果暠按钮棳分别对

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棾个地区组配后的最终

文献检索结果进行分析椈第三步棳在分析检索结果页面

中棳根据字段排列记录一项选择暟学科类别暠棳分析一项

选择暟最多棻棸棸棸棸棸条记录暠棳设置显示选项一项选择

暟显示前棽椀棸个结果暠棳最小记录数一项选择暟棻暠棳排序方

式一项选择暟记录数暠暎所有设置好后棳点击暟分析暠按
钮进入到新的界面棳并继续点击暟将分析数据保存至文

件按钮暠棳生成暟斄旑斸旍旟旙旈旙棶旚旞旚暠文本文档暎最后棳分别将

通过以上步骤得到的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棾
个地区的文本文档上传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斏斈斠椲棻椀椵

项目开发的科学覆盖地图在线生成软件棳绘制出棾个

地区高被引科学家的科学覆盖地图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棶棻暋我国高被引科学家及其文献概况

通过在暟斏斢斏斎旈旂旇旍旟斆旈旚斿斾棶斻旓旐暠数据库中检索出我

国棿椀位高被引科学家名录棳并在暟斪斿斺旓旀斢斻旈斿旑斻斿暠数据

库中对我国棿椀位高被引科学家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棳
共得到文献总篇数棻棻椂椃椄篇棳总被引频次棽椂椃椄棽棽次棳
平均引用次数棽棽棶椆棾次暎其中棳大陆地区文献总篇数

棾棸椀椆篇棳总被引频次椂椆棸椄椃次棳平均引用次数棽棽棶椀椄
次椈香港地区文献总篇数椀椀棽棿篇棳总被引频次棻棾椄棿棿棾
次棳平均引用次数棽椀棶棸椂次椈台湾地区文献总篇数棾棸椆椀
篇棳总被引频次椂棸棽椆棽次棳平均引用次数棻椆棶棿椄次暎棿椀
位高被引科学家论文数量暍总被引频次暍平均引用次

数暍斎 指数等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棻所示暎
表棻暋我国棿椀位高被引科学家主要指标描述性统计

统计指标 统计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文献篇数 斘椊棿椀 棻棸 椆棻椄 棽椀椆棶椀棻 棽棾棽棶椆棿
总被引频次 斘椊棿椀 棻椃椃 棽棽棻椂棻 椀椆椀棻棶椂棸 椀椂棸棾棶椆椂

平均引用次数 斘椊棿椀 棾棶棻棻 棽棻椃棶椆 棾棸棶棻椆 棾椂棶棻棸
斎指数 斘椊棿椀 椃 椃棽 棾棾棶棸椂 棻椃棶椄棻

暋暋从表棻可以看出棳我国棿椀位高被引科学家在论文

数量暍总被引频次暍平均引用次数暍斎 指数等指标方面

具有较大的差异暎棿椀位科学家中棳论文数量最少的只

有棻棸篇棳最多达到椆棻椄篇棳平均值为棽椀椆棶椀棻篇棳标准差

为棽棾棽棶椆棿椈总被引频次最低的是棻椃椃次棳最高达到棽棽
棻椂棻次棳平均值为椀椆椀棻棶椂棸次棳标准差为椀椂棸棾棶椀椂椈平均

引用次数最低的是棾棶棻棻次棳最高达到棽棻椃棶椆次棳平均值

为棾棸棶棻椆次棳标准差为棾椂棶棻棸椈斎 指数最低的是椃棳最高

达到椃棽棳平均值为棾棾棶棸椂棳标准差为棻椃棶椄棻暎
表棽是我国棿椀位高被引科学家所属工作单位及区

域分布暍论文数量暍总被引频次暍平均引用次数暍斎 指数

几个主要指标的具体情况暎
从表棽可以看出棳我国大陆地区椃位高被引科学家

分布在椂家单位棳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暍复旦大学暍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暍上海交通大学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暍东
华大学暎其中棳中国科学院是大陆地区唯一拥有棽位

高被引科学家的单位暎大陆地区论文数量最多的科学

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逸泰教授棳论文篇数椆棻椄篇棳
同时他也是大陆地区总被引频次最高的科学家棳总被

引频次达棻椂棿棸椆次椈大陆地区平均引用次数最高的科

学家是东华大学何吉欢教授棳平均引用次数为棾椆棶棻棿
次椈而大陆地区 斎 指数最高的科学家是复旦大学赵东

元教授棳斎 指数为椀椄暎
中国香港地区棽棻位高被引科学家分布在椀家单位棳

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椀位暍香港科技大学椀位暍香港大学

棿位暍香港理工大学棿位暍香港城市大学棾位暎香港地区

论文数量最多的科学家是香港中文大学 斖斸旊棳斣棶斆棶斪棶
教授棳论文篇数椂椄棾篇椈香港地区总被引频次最高的科

学家是香港大学徐立之教授棳总被引频次棽棽棻椂棻次椈香
港地区平均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是香港理工大学赵

德秋教授棳平均引用次数棻棸椄棶椂椂次椈香港地区 斎指数最

高的科学家是香港大学支志明教授棳斎指数椃棽暎
台湾地区棻椃位高被引科学家分布在椃家单位棳分别

是台湾大学椂位暍中央研究院棿位暍台湾清华大学棽位暍成
功大学棽位暍台湾科技大学棻位暍台湾交通大学棻位暍长庚

大学棻位暎台湾地区论文数量最多的科学家是中央研究

院张亚中教授棳论文篇数椂棻椃篇椈台湾地区总被引频次最

高的科学家是台湾清华大学 斎斸旙旇旈旐旓旚旓棳斣棶教授棳总被引

频次椀棽棿棽次棳他同时也是台湾地区 斎指数最高的科学

家棳斎指数棾椄椈台湾地区平均引用次数最多的科学家是长

庚大学卢瑞芬教授棳平均引用次数棽棻椃棶椆棸次暎

暏椀棻棻暏暋第棻椀期暋 暋暋暋暋暋暋易暋勇棳戚暋巍椇我国高被引科学家科学覆盖地图特征的计量分析



表棽暋我国棿椀位高被引科学家基本情况

序号 科学家 所在单位 所属地区 文献篇数 总被引频次 平均引用次数 斎指数

棻 赵东元 复旦大学 大陆 棾棽棻 棻棻棽椃棸 棾椀棶棻棻 椀椄
棽 钱逸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大陆 椆棻椄 棻椂棿棸椆 棻椃棶椄椃 椀椀
棾 张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陆 棽椃棸 棻棸棾棸椃 棾椄棶棻椃 椀棻
棿 陈和生 中国科学院 大陆 椀棻椄 棻棻椃椀椄 棽棽棶椃棸 棿椃
椀 高濂 上海交通大学 大陆 椃棽棽 椄棽椀椂 棻棻棶棿棾 棿棸
椂 安芷生 中国科学院 大陆 棻椀椂 椀棸椀椆 棾棽棶棿棾 棾棾
椃 何吉欢 东华大学 大陆 棻椀棿 椂棸棽椄 棾椆棶棻棿 棾棾
椄 支志明 香港大学 香港 椂棸椆 棻椆棸椀椀 棾棻棶棽椆 椃棽
椆 徐立之 香港大学 香港 棽棾椃 棽棽棻椂棻 椆棾棶椀棻 椂椀
棻棸 斨斸旑旇旓旛旚旚斿棳斝棶斖棶 香港大学 香港 棿棽棻 棻棿棿椂椂 棾棿棶棾椂 椂棿
棻棻 陈关荣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 椂椀椀 棻棿椄棸椀 棽棽棶椂棸 椂棻
棻棽 刘锦川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棾棾椀 椄椀椃椃 棽椀棶椂棸 椀棸
棻棾 斖斸旊棳斣棶斆棶斪棶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 椂椄棾 棻棽椀棸椂 棻椄棶棾棻 棿椃
棻棿 周永祖 香港大学 香港 棿棻椀 椂椆椂椂 棻椂棶椃椆 棿棻
棻椀 刘锦茂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 椀棸棿 椃棾棸椄 棻棿棶椀棸 棾椆
棻椂 斎斸旘旘旈旙旓旑棳斝棶斒棶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 棻椂椃 椀棽棿棽 棾棻棶棾椆 棾椄
棻椃 赵德秋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椂棻 椂椂棽椄 棻棸椄棶椂椂 棾棽
棻椄 高秉强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 棻棾椃 棽椄椄椆 棽棻棶棸椆 棾棸
棻椆 黄泽权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 棿棾椀 椀棻椂棸 棻棻棶椄椂 棾棸
棽棸 魏军城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 棽棻棻 棽椂棿棿 棻棽棶椀棾 棽椃
棽棻 徐淑英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 棾椆 棽椃椀棽 椃棸棶椀椂 棽椀
棽棽 祁力群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棻棾椆 棽棸椀椃 棻棿棶椄棸 棽棽
棽棾 倪明选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 棻棾棾 棻椃棾棿 棻棾棶棸棿 棽棻
棽棿 陈汉夫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 椆棸 棻椀棾棾 棻椃棶棸棾 棽棸
棽椀 斏旙旐斸旈旍棳斖棶斉棶斎棶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 椆棽 椄椂棽 椆棶棾椃 棻椂
棽椂 魏克为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 棿棸 棿棾椆 棻棸棶椆椄 棻棾
棽椃 斪旓旓斾棳斈棶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 椆棸 棿椄棽 椀棶棾椂 棻棻
棽椄 斔旝旓旑旂棳斖棶斔棶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棾棻 棻椃椃 椀棶椃棻 椄
棽椆 斎斸旙旇旈旐旓旚旓棳斣棶 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 椂棸棾 棻棿椀棸椀 棽棿棶棸椀 椂棾
棾棸 赖明诏 成功大学 台湾 棻椃椆 椆棾椆椃 椀棽棶椀棸 椀椀
棾棻 李远哲 中央研究院 台湾 棿椃棻 椆棸棿椀 棻椆棶棽棸 棿椃
棾棽 张亚中 中央研究院 台湾 椂棻椃 椀棾椆棽 椄棶椃棿 棾棽
棾棾 张永山 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 棽椂椂 棾棻椂椂 棻棻棶椆棸 棾棸
棾棿 贺端华 台湾大学 台湾 椀椆 棽椂棾棽 棿棿棶椂棻 棽椃
棾椀 许世明 台湾大学 台湾 棻棻椄 棽椀椄椄 棽棻棶椄椃 棽椃
棾椂 苏强 台湾大学 台湾 棿棿 棻椆棾棽 棿棾棶椆棻 棽椀
棾椃 邱成财 成功大学 台湾 棿棻 棽棽椄椄 椀椀棶椄棸 棽棾
棾椄 薛承辉 台湾大学 台湾 棻棿椀 棻椆棽棿 棻棾棶棽椃 棽棽
棾椆 林一平 台湾交通大学 台湾 棻椃椃 棽棿椃椀 棻棾棶椆椄 棽棻
棿棸 黄世钦 台湾科技大学 台湾 棻棸椀 椃椃椆 椃棶棿棽 棻椂
棿棻 刘绍臣 台湾大学 台湾 椃椆 椄棻椀 棻棸棶棾棽 棻椀
棿棽 李德财 台湾大学 台湾 椄椆 椂椄棸 椃棶椂棿 棻棾
棿棾 黄文良 中央研究院 台湾 椃椂 棽棾椂 棾棶棻棻 椄
棿棿 魏庆荣 中央研究院 台湾 棻椂 棽椀椆 棻椂棶棻椆 椄
棿椀 卢瑞芬 长庚大学 台湾 棻棸 棽棻椃椆 棽棻椃棶椆棸 椃

棽棶棽暋我国高被引科学家的科学覆盖地图

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斏斈斠项目在线科学覆盖

地图生成软件棳得到我国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

湾棾个地区高被引科学家的科学覆盖地图分别如图棻暍
棽暍棾所示暎

图棻是我国大陆地区椃位高被引科学家的科学覆

盖地图暎如图所示棳大陆地区椃位高被引科学家的研

究成果涉及棻椄大类学科中的棻椃个学科棳只有经济暍政
治和地理这个学科没有相关文献涉及暎研究成果分布

集中的学科分别是材料科学暍化学和物理学棾个学科暎
并且在这棾个学科中棳主要研究成果都集中在多学科

交叉研究暎比如棳材料科学中多学科交叉研究文献占

大陆地区椃位高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为棽椆棶
椀椃棩棳化学中多学科交叉研究文献占大陆地区椃位高

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为棻棾棶椀棽棩棳物理学中多学

科交叉研究文献占大陆地区椃位高被引科学家文献总

数的比例为棻棾棶棾椀棩暎大陆地区在认知科学暍健康和社

会问题暍心理学暍社会研究暍商业和管理棳以及经济暍政

暏椂棻棻暏 科技进步与对策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棽棸棻棽年



治和地理等学科上相对薄弱棳其中经济暍政治和地理等

学科领域还没有文献涉及暎

图棻暋我国大陆地区椃位高被引科学家科学覆盖地图

图棽暋我国香港地区棽棻位高被引科学家科学覆盖地图

图棾暋我国台湾地区棻椃位高被引科学家科学覆盖地图

图棽是我国香港地区棽棻位高被引科学家的科学覆

盖地图暎如图所示棳香港地区棽棻位高被引科学家的研

究成果涉及全部棻椄大类学科棳分布相对均衡棳没有出

现绝对薄弱学科暎其中研究成果分布集中的学科分别

是计算机科学暍化学暍材料科学暍工程学暍生物医学科

学暎在计算机科学中棳研究文献最多的是工程暍电子和

电气棾个领域的交叉研究棳其文献量占香港地区棽棻位

高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为棻棿棶棾椂棩暎在化学中棳
研究文献最多的是化学暍无机和核的交叉研究棳其文献

量占香港地区棽棻位高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为

棻棸棶椀棽棩暎在材料科学中棳研究文献最多的是多学科交

叉研究棳其文献量占香港地区棽棻位高被引科学家文献

总数的比例为椂棶椂棾棩暎在工程学中棳研究文献最多的

是数学及其在工程学科中的应用研究棳其文献量占香

港地区棽棻位高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棿棶椃椃棩和椀棶椄椆棩暎在生物医学科学中棳研究文献最多

的是药理和制药学研究棳其文献量占香港地区棽棻位高

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为棿棶椃椃棩暎
图棾是我国台湾地区棻椃位高被引科学家的科学覆

盖地图暎如图所示棳台湾地区棻椃位高被引科学家的研

究成果涉及全部棻椄大学科棳分布比较均衡棳也没有出

现绝对薄弱学科暎其中研究成果分布集中的学科分别

是材料科学暍计算机科学暍化学暍物理学暍传染病学暍生
物医药科学暎在材料科学中棳研究文献最多的是多学

科交叉研究棳其文献量占台湾地区棻椃位高被引科学家

文献总数的比例为棻棻棶棿棾棩暎在计算机科学中棳研究文

献最多的是工程暍电子和电气棾个领域交叉研究棳其文

献量占台湾地区棻椃位高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

为椆棶椆棻棩暎在化学中棳研究文献最多的是聚合物科学

研究棳其文献量占台湾地区棻椃位高被引科学家文献总

数的比例为椄棶棸棾棩暎在物理学中棳研究文献最多的是

物理暍原子暍分子和化学的交叉研究棳其文献量占台湾

地区棻椃位高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为椃棶棽椀棩暎
在传染病学中棳研究文献最多的是病毒学研究棳其文献

量占台湾地区棻椃位高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为

棿棶棻椄棩暎在生物医学科学中棳研究文献最多的是生物

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棳其文献量占台湾地区棻椃位高

被引科学家文献总数的比例为棾棶椄棽棩暎
棽棶棾暋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三地区科学覆盖

地图比较分析

暋暋前面我们绘制并分析了我国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
中国台湾棾个地区高被引科学家的科学覆盖地图棳现
将棾个地区的科学覆盖地图作一个综合比较分析暎从

科学覆盖地图的基本架构来看棳主要呈现出棾个极圈椇
一是图左上部以生物医学科学为中心棳以传染病学暍临
床医学暍认知科学为主要构成的生物医学科学圈椈二是

图右中部以材料科学为中心棳以化学暍工程学暍物理学暍
计算机科学为主要构成的材料科学圈椈三是图左下部

以心理学暍健康和社会问题暍社会研究暍商业和管理暍经
济政治和地理为主要构成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圈暎我国

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高被引科学家科学覆盖

地图的共同特征是椇在材料科学圈和生物医学科学圈

里研究成果分布较多棳尤其是在材料科学圈棳棾个地区

高被引科学家的大部分文献都分布在这个圈中棳而在

人文和社会科学圈里的研究成果很少暎
从材料科学圈来看棳大陆地区在材料科学暍化学暍

物理学这棾个学科领域研究成果比较多椈香港地区在

暏椃棻棻暏暋第棻椀期暋 暋暋暋暋暋暋易暋勇棳戚暋巍椇我国高被引科学家科学覆盖地图特征的计量分析



计算机科学暍化学暍材料科学暍工程学这棿个学科领域

研究成果比较多椈台湾地区在材料科学暍计算机科学暍
化学暍物理学这棿个学科领域研究成果比较多暎由此

可以看出棳材料科学暍化学是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

台湾棾个地区共同的优势学科棳大陆地区在计算机科

学和工程学这两个学科上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棳香港地

区在物理学这个学科上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棳而台湾地

区在工程学这个学科上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暎
从生物医学科学圈来看棳与材料科学圈相比棳中国

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棾个地区在这个学科圈中的

研究成果明显少得多暎在这个圈中棳大陆地区只在生

物医学科学这个领域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棳而
在其它几个学科领域研究成果都很少棳尤其是认知科

学暎香港地区在生物医学科学和临床医学这两个学科

领域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棳其它两个学科领域

的研究成果比大陆地区稍微多一些棳但也还没有形成

一定的研究规模暎台湾地区在生物医学暍临床医学和

传染病学棾个学科领域都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

模棳是这个圈中研究实力最均衡暍最突出的地区暎
人文和社会科学圈是我国研究成果比较少的一个

学科圈暎在这个圈中棳香港地区在科学覆盖地图上分

布点相对多一些棳覆盖面也比较广棳但还没有形成一定

的研究规模暎此外棳在科学覆盖地图的上部位置还有

农业科学暍生态科学暍地球科学暍环境科学技术棿个学

科暎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棾个地区在这几个

学科领域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棳而且彼此之间的研究

实力相当棳但也都还没有形成明显的科研优势暎总之棳
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棾个地区的科学覆盖地

图存在着一定差异棳但从整体上来看棳我国在材料科

学暍化学暍工程学暍物理学暍计算机科学暍生物医学科学暍
临床医学等学科上具有相对明显的研究优势棳而在人

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棳处于相对劣

势地位暎
棾暋结论与建议

高被引科学家是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顶尖人才棳对
高被引科学家科研成果分布进行可视化描绘棳并分析

其特征对我国进行以科研国际化带动人才培养国际化

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暎本文以斏斢斏开发的暟斏斢斏灢
斎旈旂旇旍旟斆旈旚斿斾棶斻旓旐暠数据库和暟斪斿斺旓旀斢斻旈斿旑斻斿暠数据库为

基本数据来源棳运用科学计量学中最新发展起来的科

研管理工具科学覆盖地图棳对我国中国大陆暍中国香

港暍中国台湾棾个地区棿椀位高被引科学家的棻棻椂椃椄篇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暎研究的主要结果是得到了我国

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棾个地区高被引科学家

的科学覆盖地图暎
通过对我国中国大陆暍中国香港暍中国台湾棾个地

区科学覆盖地图的分析棳主要得出棿个结论椇一是从整

体上来看棳我国在材料科学暍化学暍工程学暍物理学暍计
算机科学暍生物医学科学等几个学科上具有相对明显

的科研优势棳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还处于比

较弱势的位置暎二是大陆地区的科研优势主要集中在

材料科学暍化学暍物理学暍生物医学科学等研究领域棳而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研究成果非常少暎三是香

港地区的科研优势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科学暍化学暍材料

科学暍工程学暍生物医学科学暍临床医学等研究领域棳涉
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棳但
在科学覆盖地图上分布比较散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研

究规模暎四是台湾地区的科研优势主要集中在材料科

学暍计算机科学暍化学暍物理学暍生物医学科学暍临床医

学暍传染病学等研究领域棳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暎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和主要结论棳对我国以科研

国际化带动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改革提出棾点建议椇一
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科学覆盖地图的基本特

征棳尽快制定出我国国际化科研人才培养规划纲要棳明
确我国科研人才队伍培养的方向和重点椈二是在材料

科学暍化学暍工程学暍物理学暍计算机科学暍生物医学科

学等我国具有一定科研优势的学科领域棳要充分发挥

高被引科学家在国际化科研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棳以高

被引科学家为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暟头雁暠棳积极带动和

组织起优秀的国际化科研团队棳不断形成某一学科领

域中的暟小山头暠椈三是在那些暂时不具备科研基础或

优势的学科领域棳比如棳社会研究暍商业管理暍经济暍政
治和地理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棳要通过多种渠道让

我国的科研人才融入到世界高水平研究队伍中去棳积
极参与全球性暍区域性的双边或多边国际研究计划棳努
力创造条件让我国的科研人才参与国外高水平的研究

和国际学术组织的重要活动棳在有条件的地区或单位

还可以与国外共建合作研究中心棳吸纳国外顶尖科研

人才参与到我国的科研项目中来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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