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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分析法在引文分析中的实证研究
＊

　　摘　要:本文以参考咨询领域内的 32名高被引作者为研究对象 ,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 , 结合 UCINET

软件分析作者之间的引文关系 , 通过网络密度分析个体之间互引的频度 , 通过点度中心度分析核心研究

者 , 通过中间中心度分析知识传播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 , 通过凝聚子群分析找出关系紧密的研究小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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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themethodofSocialNetworkAnalysisandthesoftwareofUCINET, thispaperdiscussesthe

citationrelationshipof32 highrate-citedauthorsinthefieldofreferenceservice, suchasfrequencyofinter-citation

bynetworkdensityanalysis, importantresearchersbydegreecentralityanalysis, connectingauthorsinknowledge

transmissionbybetweennesscentralityanalysisandresearchsubgroupsbycohesivesubgroup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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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分析法是情报学领域常见的 、 应用广泛的方法 ,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统计出高被引文献 、 高被引作者 、 核心

研究机构等 , 从而便于发掘学科热点 、 把握学科发展方

向。邱均平教授利用引文分析法 , 从引文量 、 高被引作者

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及被引次数 、 共被引次数 3个方面分析

了近年来 “参考咨询” 研究的现状 , 得出具有突出贡献

的作者和文献 、 研究热点等结论 [ 1] 。但是 , 这种方法只是

以个体为研究对象 , 对其进行数量上的比较和排序 , 主体

内部例如作者之间 、 研究机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无从

得知。为此 , 可以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解决 , 它是一种研究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 , 适用于研究小整群体的

人际关系与群体结构 。目前 , 社会网络分析法广泛应用于

社会 、 经济 、 心理等领域 , 例如郭立亚 、 朱瑜将社会网络

分析法应用在运动队结构和人际特征分析中 [ 2] , 彭小川 、

毛晓丹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 BBS的群体特征 [ 3] , 杨

锐 、 黄国安也曾将其运用到杭州手机产业集群的分析

中 [ 4] 。但是却鲜有人将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到引文分析领

域中来。本文试图以邱均平教授提出的张晓林等 32名高

被引作者组成的群体为研究对象 ,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 ,

运用 UCINET软件 , 进一步分析参考咨询领域内的作者引

文关系网络的群体特征。通过网络密度分析个体之间互引

的频度 , 通过点度中心性分析核心研究者 , 通过中间中心

性分析知识传播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 , 通过凝聚子群分

析找出关系紧密的研究小团体。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中心的数据库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在

CSSCI的 “被引文献” 数据库中 , 依次搜索被引文献篇名

中含有 “参考咨询 ”, 并且被引文献作者是上述 32名作者

之一的论文 (排除自引), 得到每个作者 “参考咨询” 方

面的论文被其他 31名作者引用的情况。

将张晓林等 32名高被引作者用① ～  32号表示 , 名字

与序号的对应关系见表 1。根据数据搜集的结果绘制出社

群图 (见图 1)。成员之间的被引关系用带箭头的连接线

表示 , 箭头指向被引者 , 双箭头表示相互引用 , 通过社群

图可以直观地揭示出群体的引用状况与结构。由图 1可以

发现 , 这个群体网络结构比较紧凑 , 其中以 1号 、 3号 、

5号 、 18号 、 19号的网络关系最为密集 , 同时 20号 、 24

号 、 29号 、 31号孤立在外。

表 1　作者姓名序号对照表

1 张晓林 9 刘静 17 王纯 25 范爱红

2 詹德优 10 李晓芸 18 文庭孝 26 韩丽风

3 初景利 11 张海涛 19 郭晶 27 花芳

4 张鹰 12 黄解明 20 伍宪 28 黄敏

5 莫少强 13 马远良 21 曹海峰 29 吕佳

6 夏侯炳 14 赵媛 22 陈淑莲 30 邵敏

7 林曦 15 宋永香 23 郭劲赤 31 王群

8 韩志萍 16 肖珑 24 刘陆先 32 肖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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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群图

　　根据数据搜集的结果绘制出矩阵:行和列分别对应

32名作者 , 以 i行 j列交叉处的格值 Zij表示对应两点之间

的连接关系 , Z
ij
=0表示没有直接连接 , Z

ij
=1表示有直

接连接。本文中的连接线有方向 , 则以行对应点为起点 ,

列对应点为终点 , 从而得出 32×32的矩阵 , 本文截取其

中 6行 6列 , 如图 2所示。例如第 2行与第 1列交叉处的

格值为 1, 这表示 2号作者詹德优引用过 1号作者张晓林

的文献 , 而第 1行与第 2列交叉处的格值为 0, 表示 1号

作者张晓林没有引用过 2号作者詹德优的文献。通过矩阵

分析 , 研究者可以看出每个作者引用其他作者文章以及文

章被其他作者引用的情况 , 大致了解群体在 “参考咨询”

领域内学术交流的情况。

K=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0 　　 0 　　0 　　0 　　0 　　0

　　 1 　　 0 　　1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图 2　矩阵图

1.2　研究角度

社会网络分析法已经比较成熟 , 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

度构建社会网络进行分析。刘军在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

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 5] ,

笔者引用的概念都来自这本书 , 并从密度 、 点度中心度 、

中间中心度和凝聚子群分析 4个角度进行。

1.2.1　密度　密度是社会网络分析中最常用的一种测度 ,

它指的是一个图中各个点之间联络的紧密程度。这个概念

是为了汇总各个线的总分布 , 以便测量该分布与完备的差

距有多大 , 固定规模的点之间的连线越多 , 该图的密度就

越大。

1.2.2　点度中心度　在一个社会网络中 , 如果一个行动

者与很多其他行动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 那么该行动者就

居于中心地位 , 在该网络中拥有较大的 “权力 ”。在这种

思路的指导下 , 网络中一个点的点度中心度 , 就可以用网

络中与该点有直接联系的点的数目来衡量 , 这就是点度中

心度。

点度中心度又分为绝对点度中心度和相对点度中心

度。所谓绝对点度中心度 , 就是将某一点的点度中心度等

同于该点的度数 , 即与该点有直接联系的点的个数 , 而相

对点度中心度是点的绝对中心度与网络中点的最大可能的

度数之比。

中心度刻画的是单个行动者在网络中所处的核心位

置 , 有时研究者关心的不是点 , 而是整个图 , 研究不同的

图是否有不同的中心趋势 , 为此可以用中心势来刻画网络

图的整体中心性。

1.2.3　中间中心度　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许多交往网络

路径上 , 可以认为此人居于重要地位 , 因为他具有控制其

他两人之间的交往的能力。研究者用中间中心度来刻画行

动者个体中心度 , 它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

如果一个点处于许多其他点对的测地线 (最短的途径)

上 , 表示该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 , 它起到沟通各个他

者的桥梁作用。

1.2.4　凝聚子群　通俗地讲 , 凝聚子群就是团体中的一

小群人关系特别紧密 , 以至于结合成一个小团体。从不同

角度分析 , 凝聚子群的概念有多种 , 主要包括建立在互惠

性基础上的 “派系” , 建立在可达性和直径基础上的 “n-

派系” 、 “n-宗派”, 建立在点度数基础上的 “k-丛”, 以及

根据子群内外关系建立起来的 “成分” 。本文涉及的主要

是 “成分” 及 “k-丛”。

如果一个图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 每个部分内部任何两

点都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相连 , 但是 , 各个部分之间没有

任何关联 , 就把这些部分称为成分。一个 k-丛就是满足下

列条件的一个凝聚子群 , 即在这样的一个子群中 , 每个点

都至少与除了 k个点之外的其他点直接相连。也就是说 ,

如果一个凝聚子群的规模为 n, 那么只有当该子群中的任

何点的度数都不小于 n-k这个值的时候 , 才称之为 k-丛。

1.3　研究工具

为了使社会网络分析更简单易行 , 很多学者都致力于

开发社会网络分析的软件或程序。社会网络分析软件有多

种 , 在国际社会网络分析网 (INSNA)的网站上列出的可

用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程序 /软件多达 54种 [ 6] 。其中一些是

可视化软件 , 用于对社会网络进行可视化;一些具有分析

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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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密度计算结果

网 (http://www.sociology.cass.cn/)的 “研究工具”

专栏列出了一些常用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 其中主要包

括:KrackPlot, STRUCTURE, GEGOPY, Pajek, Stocnet和

UCINET等。其中 , UCINET是研究者使用较多的社会网

络分析软件。

UCINET是由 Borgatti、 Everett和 Freeman开发的 [ 7] 。

他们 3人在社会网络分析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UCI-

NET是一个用来处理社会网络数据的软件包 , 能读取多种

不同形式的数据 , 如文本文件 (TextFiles)和 Excel文

件 , 它能处理 32 767个网络节点。当然 , 从实际操作来

看 , 当节点数在 5 000 ～ 10 000之间时 , 一些程序的运行

就会很慢。社会网络分析法包括中心性分析 、 子群分析 、

角色分析和基于置换的统计分析等。另外 , 该软件包有很

强的矩阵分析功能 , 如矩阵代数和多元统计分析。

罗家德在其 《社会网分析讲义 》 中具体介绍了 UCI-

NET软件的使用方法 [ 8] , 本文以此为参考 , 运用 UCINET

完成本文的数据分析 。

2　结果及讨论

2.1　密度

在 UCINET软件中 , 沿着 Data— SpreadsheetEditor的

路径 , 就会跳出 EXCEL的格式 , 输入 32×32的矩阵 , 输

入完毕后 , 按 File— Saveas, 键入文件名 yy1, UCINET会

自动在预存取的档案夹中创造两个档案 , 分别是 yy1.

##D与 yy1.##H。

然后沿着 Network— Cohesion— Density的路径可以计

算密度。结果如图 3所示。

此社会网的密度是 0.045 4, 与一般社会网相比密度

偏低。这种情况在搜集数据阶段已有初步估计 , 这个高被

引作者群体的文章多数被其他研究者所引用 , 而他们之间

文章互引的情况不多。笔者探索性思考其原因 , 高被引作

者都是在参考咨询领域内颇有建树的学者 , 也就是学科带

头人 , 他们的研究对学科有突出贡献 , 所以他们的文章被

很多后来研究者引用。但是他们分属不同的研究方向 , 所

以内部之间互相引用的情况较少。

2.2　点度中心度

同样 , 沿着 Network— Centrality— Degree进行点度中

心度的计算。结果如图 4所示。

图 4　点度中心性计算结果

通过以上结果 , 可以找出哪些作者在文献交流过程中

处于核心地位。不同的作者表现出不同的点出度和点入

度。其中 , 詹德优的点出度最大为 9次 , 即引用其他作者

的次数最多 , 说明他在文献交流过程中比较活跃 , 积极学

习并引进他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为自己所用 , 笔者定义他为

“活跃型” 。其他点出度较高的作者还有张鹰 、 林曦 、 郭

晶 、 文庭孝。而张晓林 、 初景利 、 夏侯炳 、 张海涛 4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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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入度较高 , 说明他们善于提出新颖的 、 有建设性的观点

并得到同行认可 , 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处于源头或者是上流

位置。他们是 “参考咨询” 领域内的专家级人物 , 控制

着整个领域的研究方向。 笔者定义他们为 “权威型”。另

外 , 笔者还发现伍宪 、 吕佳 、 王群 、 刘陆先 4人的点入度

和点出度都为 0,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群体网中既不引用

别人的文章 , 他们的文章也未被别人引用 , 笔者定义为

“孤立型”。

整个网络的标准化点入度中心势和点出度中心势均为

25%, 这说明该群体引用与被引用关系比较对称。中心势

越接近 1, 说明网络越具有集中趋势。从上述点度中心势

来看 , 该群体网络的集中趋势不是很大。

2.3　中间中心度

沿着 Network— Centrality— Betweenness— Nodes路径可

以得到中心中间度 , 结果如图 5所示。

图 5　中间中心性计算结果

上述结果刻画出作者们在多大程度上处在其他任何两

个作者之间的测地线上 , 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文献交

流过程中的引用关系 。与分析点度中心度不同的是 , 在分

析中间中心度的时候 , 数据是被看成对称的。因此 , 引用

次数多的和被引次数多的作者的中间中心度都很高 , 但是

意义迥然不同。对于被引用者来说 , 其中间中心度越高 ,

说明他越能控制文献的传播。对于引用者来说 , 其中间中

心度越高 , 说明他在文献传播过程中越被他人控制。从分

析结果看 , 郭晶 、 林曦 、 邵敏 、 文庭孝等人的中间中心度

较高。由于他们既引用过别人的文章 , 也被别人引用过文

章 , 所以难以判断他们在文献传播过程中起控制作用还是

被别人控制。但是 , 毋庸置疑他们较频繁地处在其他作者

引用关系的测地线上 , 在知识传播 、 观点一派相承的过程

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就整个网络来说 , 中间中心势指数为

1.78%, 这说明整个网络的中心度较低。

2.4　凝聚子群分析

沿 着 路 径 Network— Regions— Components— Simple

graphs可以得到该群体网络中含有的成分。需要说明的

是 , 软件运行过程中会出现一个界面需要操作者选择 “强

关联” (Strong)或者 “弱关联” (Weak)。强关联指成分

中任何两点都需要双方向地相连 , 即能从某点到另外一

点 , 也能反过来从另外一点到这个点。 弱关联则无此要

求 , 成分中任何两点只要能通过一定的途径相连即可。由

于本文研究的网络比较稀疏 , 若使用强关联 , 32个个体

就会出现 32个成分 , 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成分 , 研究没有

意义。所以改选择弱关联 , 结果如图 6所示。

图 6　成分计算结果

由图 6中的结果可知 , 该群体网络由 5个成分组成。

成分 1由张晓林 、 詹德优等 28名作者组成 , {伍宪}, {刘

陆先}, {吕佳}, {王群}分别为另外 4个成分。也就是

说 , 张晓林 、 詹德优等组成的小团体内部彼此之间或直接

或间接出现过引用被引用关系 , 学术方面经历过借鉴 、 继

承。而伍宪 、 刘陆 、 吕佳 、 王群与其他任何人的研究不存

在交流 , 处于独立的状态。这与前面的社群图 、 点度中心

性的研究结论一致。

沿着 Network— Subgroups— K-Plex路径可以找出建立

在点度数基础上的小团体。这个过程不会一下就有明确的

结果出来 , 需要反复试验 、 自行判断。 UCINET会把具方

向性社会网当作无方向性社会网来计算 , 凡是两个节点中

有一方选择了对方 , UCINET就当作两节点间有一条线。

笔者选择 K为 2, 最小的团体不得少于 3个节点 ,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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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个小团体 , 完全无法判断 , 表示设定的条件太宽 (K

值越小 , 最小的小团体节点数越大则条件越严格)。于是

继续试验 , 若 K为 3, 最小的团体不得少于 5个节点 , 则

得到 54个小团体 , 仍然不好判断。 最后 , 笔者选择 K为

2, 最小的团体不得少于 4个节点 , 得到如图 7所示的 17

组团体。

图 7　k-丛计算结果

结合图 8所示的聚类图 , 可以做出判断 , 张晓林 、 詹

德优、 林曦 、 初景利 、 郭晶、 莫少强 、 夏侯炳、 黄解明是一

个小团体, 马远良 、 张鹰 、 韩志萍、 曹海峰是一个小团体。

图 8　树状聚类图

如果两个作者在同一个小团体内 , 说明他们在 “参考

咨询” 领域内的学术关联较大 , 他们可能研究方向相同 ,

可以互相交流 、 借鉴 , 所以内部出现较多引用与被引用的

关系 , 联系较为紧密 , 而与外界联系稀疏。

3　结束语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引文分析 , 与传统的引文分

析法相比 , 两者还是存在着差异的。

1)方法基础 。前者采用统计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方法 ,

后者采用图论的思想 。

2)研究对象。前者侧重研究引文的数量特征 , 后者

着力研究文献某个特征量例如作者 、 机构或者期刊组成的

群体的网络关系。

3)研究结论。通过引文分析法可以得出核心作者 、

核心期刊 、 核心研究机构等结论 , 而社会网络分析法可以

分析出某群体网是否紧密 、 哪些节点处于网络传递的中心

地位 、 有哪些明显的小团体等。

4)应用范围。前者仅限于文献分析领域 , 后者广泛

应用于人类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 、 经济学等领域。另外 ,

现在已出现若干个由社会网络分析专家开发的分析软件 ,

使得社会网络分析变得简单易行。所以 , 相比于引文分析

法 , 社会网络分析法具有它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但是 , 国

内将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到文献分析领域内的研究还较

少。引文分析法应与社会网络分析法互相补充 , 共同将文

献分析推向新的高度。

笔者通过对 “参考咨询 ” 领域中高被引作者的引文

网络分析可以发现 , 该群体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都很小 ,

说明作者之间引文关系较少 , 处于核心地位的作者显著性

不够突出。所以该领域发展还不够成熟 , 不同研究方向的

学科带头人之间需要多多交流 、 集思广益以获得进一步的

发展。

本文分析的是二值有向图 , 即两个主体之间只用 1

(有联系)和 0 (无联系)两个数值表示。而数据搜集过

程中发现 , 有部分作者曾多次引用另外一个作者的文章 ,

如詹德优曾 3次引用初景利的文章。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很

好地反映到有向图中 , 会影响到后面的网络分析。这是本

文的不足之处。一种改进的办法是采用赋值图进行研究 ,

这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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