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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目 的／意义 ］

由 于科研履历 提供 了 其他数据源 所没有的 丰 富 而且独特 的信息 ，情报学研究者正越来

越意识 到 它 的 重要性 ，
并借助科研履历 数据在 多 个领域开展 了 成 果丰硕 的 各类研究 。 科研履历 正逐步被看作

是情报分析与 研究 的 重要数据来 源 。 ［ 方法／过程 ］ 采用 宏微观和横纵向 的 两 维分析方法 ， 对近 2 0 年 以科研履

历 数据作 为 主要数据源 的 学术研究文献进行调研与梳理 。 ［ 结果／结论 ］提 出履历 数据至 少 可 以被应用 到科研

人员 的职业成长 、人才流动与 科研合作 、研究群体的特征分析 以及科研项 目 、政策 、 建制 的 评估等 4 个领域的 情

报研究 中 。 专 家库带来的 大量结构化履历 数据以及以 履历 数据为 枢纽形成 的 数据链 ， 将推动情报学研 究 向纵

深化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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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 的个人职业履历 （
ｃｕｒｒｉ ｃｕ ｌ ｕｍｖｉ ｔａｅ

，

ＣＶ ）覆盖的学科领域或研究产出 时显得非常有用 。 Ｂ ． Ｌｅｐ
－

越来越被当代的科技情报研究者看作是
一种重要的数ｏｒｉ 和 Ｃ ． Ｐ ｒｏｂｓ ｔ描绘瑞士传播学的领域地 图时 ，

选择了

据来源 。 尤其是最近 2 0 年
，

ＣＶ 数据被作为 主要数据ＣＶ 数据 ［

2
］

，
便是 因 为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 ｅ 的数据无法有效

源用于科技人才的职业发展与职业特征 、人才流动 、科覆盖传播学 中非英语的和期 刊论文之外的研究产出 ，

研合作以及科学项 目 和建制的评价等多个研究领域 ， 这会遗漏大部分需要被纳人的研究成果 。 这时 ，研究

表现 出独特的数据价值。 本文将通过对以 ＣＶ 数据为者履历便成为 了 比标准的文献计量数据更为有效的数

主要数据源的各类研究进行综述
，
对 ＣＶ 数据在多个据源 。 ＣＶ 数据的 丰富性表现为它记载有年龄 、性别 、

领域的应用进行分析 ，
并结合 当前研究的主要问题 ，提职业 、

专业方向
、职位 、

成果 、教育经历
、
专业经历

、
项 目

出未来 ＣＶ 数据的可能应用前景 。经历
、
教学活动

、
迁移

、
学术交流活动等各类信息 ， 而且

这些信息从其他数据源较难获得 。 ＣＶ 数据的丰富性

还表现在它－般按时晒序来组织 ， 可以形成－份较
ＣＶ 数据本身具有诸多优点 。 首先

，

ＣＶ 数据的组 完备的纵向研究数据 。 对于关心时 间序列关系 和长时

织形式都是围绕个人的 。 所有的 ＣＶ 数据可 以确定地 程效应的研究者来说 ， 这是非常宝贵 的 。 并且 ＣＶ 日

指 向 某一个个体 ， 而文献计量数据 中对个人数据的精 益成为一种公开可 获取的数据资料
，

一项对 2 1 5 4 名

确计量总会因 为人名 的模糊 和 多义而 困难重重 。 其 研究人员 的调査显示 ，
有 6 1 ％ 的受调查者有 自 己公开

次
，

ＣＶ 数据非常普遍 ， 信息量大且种类丰富 ， 可 以形成 的 （＾ 网 页
⑴

，这大大增加 了
ＣＶ 数据的可获得性 。 同

－个人的全景数据
［

1

］

。 几乎每个科研人员都有 自 己Ｗ时 ， 这还带来 ＣＶ 的第三个优点 ， 即它的非侵人性一

ＣＶ
，
Ｈ＾ＣＹ入— ，

＿无需打扰研究对象或获得研究对象的认可就可 以获得
Ｈ可用于ｉ 2 录个人■成果

、
宣传 自 Ｂ 的科■所需数据 ， 减少了 因此造細数据偏差 ，也降低 了数据

动 、 申请基金和表彰 、获得职业认可
、
寻求新的职位等 。

收集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

ＣＶ 的普遍性使其在分析某些文献计量数据不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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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 图 书 情报工 作 ，
2 0 1 5

，
5 9 （

7
） ＝

1 4 0 
－

 1 4 6 ．

虽然本文不太认可将 ｒｖｍ 项 目 说成是拓荒性质

的工作 ， 但是依旧非常肯定 ＲＶＭ 项 目 在 ＣＶ 数据的推

、

国 内 的職者通常援個外文献
，
将 Ｉ＂ 6 年類

广和应社做出 了前所未有的突 出 贡献 。正是 ＲＶＭ

ＲＶＭ
（

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ｖ ａｌｕｅｍａ
ｐｐｉ

ｎ
ｇ ）Ｈ 0项 目 组成员 发表了

－

系列研究论文
，
才引发 了情报研

是 ＣＶ 研究 的
‘
‘

拓荒实验
”

与
“

先河
” 4 ＿

5
］

。 Ｒ ＶＭ 项 目
究者对 ＣＶ 数据的广泛关注

，
才真正带动 了 对 ＣＶ 数据

由美 国能源部和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 ，
主要 目 的

是在大学与研究机构 的职能不再限于纯粹学术活动的

背景下
，采用新的社会学与经济学方法对公共资金资

＊匿战▼？艇

助的研究项 目 进行价值评估
⑷

。 但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 ｅ受到 ＲＶＭ 项 目 的推动 ， 近 2 0 年间在 图 书情报领

和 Ｇｏ ｏ
ｇ

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 上
，
以

“

ｃｕ ｒｒｉ ｃｕ ｌｕｍｖ
ｉ
ｔａｅ

”

和 ＣＶ 作为主域 ， 利用 ＣＶ 数据开展的研究工作非常多 ，
本 文从两个

题词进行粗检 ， 可以找到 很多在 1 9 9 6 年之前就利用维度——宏微观维度 和横纵 向维度 ， 将这些研究进行

ＣＶ 数据开展的研究工作 。 甚至
，
有些工作 已经做得非组织与分类 ， 提 出 ＣＶ 数据可用 于解决的 4 类科学研究

常成熟 。 因此 ，
不能将 ＲＶＭ 项 目看作是拓荒形式的工问题 ： 科研人员 的职业成长研究 ，

人才流动 与科研合作

作 。 比如 ，
1％ 4 年 ，

Ｐ ．Ｂ ． Ｐｒ ｉ
ｃ ｅ 等人就广泛地搜集职业研究 ，

科研群体的特征分析研究和科研项 目 、
政策

、
建

医师的各种资料
，
其中就包括个人简历

，
用来评价医师制 的评估研究 ，

如表 1 所示 ：

的工作表现
⑴

。 1 9 7 4 年 ，

Ｍ ． Ｗ ．Ｒｏ ｓｓ ｉｔｅｉ

？

仅利 用简 历数表 1ＣＶ 数据的主要应用研究领域

据 ，就勾勒出美 国 1 9 2 0 年前男女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模
￣

？

式上 的差异
，
并发现

，科学界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对女宏观科研群体 的特征分析科研项 目 ，政策 、建制的评估

性科学家来说 ，成为 了很难克服的职业发展屏障
；

8
］

。＿入相■赚科研入賊职业账

同样是针对科研群体 的研究
，

1 9 8 9 年
，
巴西的研究者 3 ． 丨 第

一

类研究 ： 科研人员的职业成长

利用 巴西生物化学家对其他 同行科学家 ＣＶ 所展示出对微观个体进行纵向研究时 ， 往往会用 ＣＶ 数据

的工作成就进行分数评定 ，
以研究科学界的社会分层 对科学家的个人成长 和职业发展进行分析

，

以 了解影

。响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各种要素
，
特别是某种经历对随

利用 ＣＶ 数据进行项 目评估 ，
则在 1 9 8 8 年就已有 后一段时间 内个人科研活动的影响 。 通常 ，

ＣＶ 里会记

之 。 加拿大某大学开设 了
一个新型医学学士项 目 ，

参 录
一个研究者的各种个人经历 （ 职业的和非职业 的

） ，

加该项 目 的学生在完成 了两年 的正 式医学学 习后 ，将 这是其他数据源所不具备的独特资料 ，
成为职业成长

在专人的指 导下 ， 从事一定形式的短期 医学研究 。 对 5ｉｆ究的重要数据来源 。 作为 ＲＶＭ 项 目 的
一部分工作 ，

参与该项 目 的毕业生和控制组毕业生 （ 没有参加该项Ｍ ．Ｗ ．Ｌ
ｉ
ｎ 和 Ｂ ．Ｂｏｚｅｍａｎ 结合 ＣＶ 数据和 问卷数据 ， 分

目 ） 的 ＣＶ 数据进行对照 ， Ｊ ．Ｍ ． Ｇｅｒｒａ ｒｄ 等人发现 ， 即便析了有全职的产业工作经历的科学家与始终在高校和

是短期科研经历也会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和人生发科研机构供职的科学家在职业发展上有何不 同 。 采用

展 ， 参与新项 目 的学生毕业后更多地选择了学术研究回 归分析的统计方法 ， 在控制 了 性别 、年龄 、职称与合

工作
，
并且其研究表现也好于控制组

旧 ］

。 1 9 9 2 年 ，
Ｓ ．作等因素后 ，

他们发现有产业经历的科学家 的论文总

Ｂ ｏｎｚ ｉ 的研究工作 已经非常接近当今研究者对 ＣＶ 数据数量较少 ，但会培养更多的学生。 而且 ， 对于职称较低

的常用处理方法 。 他对某一所大学的 4 1 1 名研究人员的年轻科学家和女性科学家而言 ，
产业工作经验反倒

的简历进行编码与分析 ，揭示 出不 同职称 、性别和学科会有助于增加年均产出数量
［ 1 2 ］

。 类似 的研究还有 Ｍ ．

之 间的差异 ，
以 及在职业生涯 中各个时期 的科研产 出Ｇａｕ

ｇ
ｈ ａｎ 以美 国 国立卫生研究所 （

ＭＨ
） 的 7 6 份 ＣＶ 数

情况 。 该研究依据 ＣＶ 数据对样本人群进行分组 ，
并据为研究样本 ，

尝试用 Ｃｏｘ 模型进行存活分析
，
来 比较

进行组间 比较 。 结果显示 ， 产 出与职称 、学科和性别这不同性质的研究组织 中科学家学术生涯的差异
［
＂

］

。

3 个 因素都密切相关 ， 但性别上的产 出 差异可能更多ＣＶ 数据还可 以 用于研究科学训练 中 的不 同经历

地是 由职称和学科差异造成的 。 该研究还发现 ， 职业对职业成长所构成 的持久影响 。 比如 ，
田瑞强等人对

发展早期 的产 出 数量与后期 的产 出 数量有 0 ． 6 7 的显ＥＳ Ｉ 中 2 3 3 名高被引 的华人研究者 的履历进行编码 ， 研

著相关
，
但随着产 出数量的增加 ，篇均被引次数却逐步究了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成长 。 采用医学上常 用的存活

减少
，
早期与后期被引次数 的相关只有 0 ． 3

［

＂
：

。分析
，
发现在中 国获得博士学位和在外 国获得博士学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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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研究人员 在职业发展初期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成长者的 ＣＶ 进行分析 ，
研究发现 ， 越年轻的学者 ，有过短

模式 。 同时 ，博士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对个人的学暂流动经历的 可能性越大 ， 有过流动经历的人越多 。

术成长有显著的影响 ，
选择工作在研究所加速了职业流动率也存在学科差异 。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 ，

成长 ，
而博士后的经历却延缓了职业的成长

［
1 4

］

。 但博人才流动更为频繁 。 研究揭示 出 的人才流动模式上的

士后经历对职业成长的影响会因科学家所在国家的不差异提示决策者 ， 制定
一

套标准能对如此多样 的流动

同而有所差异 。
Ｍ ．Ｇａｕｇｈａｎ 和 Ｓ

．
Ｒｏｂｉｎ 也采用 ＣＶ 数都起到积极 的 激励作 用 的 科技政策 可能是不现实

据对法国和美国各 4 0 0 余名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进行的
［
2 ° ］

。

“

人才回流
”

也是人才流动研究 中的
一

个重要

了比较 ，
发现博士后研究经历对两国科学家的职业发议题 。 Ｋ ．Ｊｏｎｋｅｒ ｓ 和 Ｒ．Ｔｉ

ｊ
ｓｓｅｎ 利用 ＣＶ 数据分析中 国

展的影响不同 。 在美国 ，博士后研究经历并没有延缓生命科学领域的留学归 国人员 ，并结合了案例研究 ，显

获得永久研究职位的时间 ，而在法国 ，拥有
一

个博士后示出归国科学家依旧保持了与原留学国科研人员 的合

职位在一 定程度上 阻挠或延 迟 了 其学术生 涯的 发作关系 ，
这种归 国流动有助于形成国际科学合作 ，实现

展
？

。流 出 国和流人国的双赢
［

2 1

］

。 但该研究取样数量少 ， 只

3 ． 2 第二类研究 ：
人才流动 与科研合作有 7 6 个人 ， 回 归分析的数据甚至只有 1 0 人 。 更为重

对微观层面的个人进行横向研究时 ，研究者通常要的是 ， 与海外经历有关的变量与科研产出 的关系并

利用 ＣＶ 所记录的教育经历 、专业经历和访学经历来不明显 ，更为明显的相关是从事研究活动的时间 ，
或获

研究人才流动 、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科研合作等问题 ，
用得博士学位后的时间与研究产出 的关系 。 这种相关更

ＣＶ数据研究人才流动尤其热门 。 使用文献计量数据多地可以归结为研究者的研究阅历或研究水平的 提

中的署名数据也可 以研究人才流动
［

1 6 —＂
］

。 但署名 数高 ，或者社会与人力资本的逐步积累所致 ，并不能完全

据远不如 ＣＶ 数据准确可靠 ， 因为署名 变化与人才流将其解释为海外经历或流动对科研表现的影响 。

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动态联 系 。 因此 ，
结合文献计还有一些研究者利用 ＣＶ 数据对不同研究群体的

量数据和 ＣＶ 数据来研究人才流动对科研活动 的影流动特征进行描绘 。 田瑞强等人在对 ＥＳＩ 中 2 3 3 名 高

响
，
曰 趋成为人才流动研究 的

一

种常用数据方法 。
Ｃ

．被引的华人研究者的 ＣＶ 进行编码后
，采用社会网络

Ｃａｉｉ ｉｂａｎｏ 等人的研究便利用这样 的数据组合 ，发现人分析方法对他们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博士后期间和工

才流动 （体现为流动次数 ， 比如短期居 留 次数 、长期居作期间这 3 个阶段所形成的流动网络进行描绘 ，发现

留次数 ，
呆过的研究中心和国家的数量等 ）与获得国际高被引华人研究者的主流流动模式是

一个以美国为绝

研究经费有
一

定的正相关性 ，但却与论文数量无关 。 对中心 ，
并在英国 、 中 国 、新加坡和瑞士之间集中流动

特别是在分子生物学领域 ，

Ｐｒｏｂ ｉｔ 概率分析和结构方程的形态
？

。 但考虑到该研究 中 ，高被引 的华人大多数

分析的结果显示 ，人才流动与科研产出之间 的相关甚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 ，读博士后并工作 ，这样的结果实

至是负的
［

1 8
］

。 不过
，
人才流动与科研活动之间 的关系在并不让人意外 。 徐孝娟等人

［
2 3

］

采用 ＣＶ 数据方法勾

并没有这么简单明了 。 Ｄ ． Ｄ ． Ｆｉ ｌ ｉｐｐ 等人以西班牙
一所勒了国际计算机信息系统领域中研究人员 的合作和人

大学的教职员工 ＣＶ 数据和文献计量数据相结合 ，发才流动情况 。 该研究的主要数据源依 旧为 ＷｏＳ 数据
，

现有过国际间流动经历的研究者有更好的科研表现 ， 仅部分地使用 ＣＶ 数据以作佐证。 仅对该研究所定义

比如更高的平均期刊影响 因子 、更高 的篇均被引频次 、 的 3 0 2 名核心作者中发文排名前 1 0 的 1 0 份简历进行

更低的零被引论文比例和更高的国际合作论文比例 ， 分析 ，并以 1 0 份数据就认为核心作者主要为教授 ，
研

并且对所有职称的研究人员均是如此
［

1 9
］

。 但是 ， 该研究重点领域为生物化学信息技术 、 电子工程和化学信

究仅仅将人才流动划分
“

有流动经历
”

和
“

没有流动经息学等 ，不能不说有些草率 。 在 Ｕ
．
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ｍ 对瑞典

历
”

两类
，
且均为同一所大学的教职工 ，研究 尚不深人

，

3 2 6 名高级 医学科学家 的流动特征进行描绘的研究

取样也存在偏差 。 尚不能准确认定是人才的流动导致中 ，也存在一些方法上的问题
【

2 4
］

。 她创造性地使用了

了科研表现的优异 ’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更进
一步的聚类分析方法

，将 3 2 6 名 医学科学家分成了 4 组 ： 高流

研究 。动科学家 （ ｍｏｂｉ ｌｉ ｔ
ｙ ） 、低流动科学家 （

ｉｍｍｏｂｉ ｌｉｔ
ｙ ） 、杰 出

另有一些研究则利用 ＣＶ 数据关注国际间 的短暂科学家 （ ｅｘｃ ｅｌ ｌｅｎｃｅ ）和企业型科学家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 ｒ ） ， 其

人才流动 。 Ｃ
．
Ｃａｉｉ ｉ

ｂａｎｏ 等人将短暂流动界定为居留时后的研究结论均依据这个分组而展开 。 但是 ，分组完

间在 1 周到 2 年内 的人才流动 ，通过对 1 0  3 4 9 名研究全依据统计结果得 出 ， 而非来 自理论或先验 的命题。

1 4 2



卫垌圻 ， 鲁晶 晶 ，
谭 宗颖 ． 应 用科研履 历数据 的情报研 究进展 ［ Ｊ ］

． 图 书情报工作 ，
2 0 1 5

，
5 9

（
7

） ：
1 4 0 －

1 4 6 ．

高流动科学家不仅流动次数多 ， 多数也在国外获得博科研群体 。
Ｍ ． Ｓａｂａ ｔｉ ｅｒ 等人的工作关注男性科学家和

士学位
；杰出科学家不仅产 出多 ，

年龄也大 。 可见 ，
分女性科学家在获得个人职业成就 （ 在该研究中主要指

类的依据并不单纯 ，
所 以依此得出 的结论无法给 出可晋升 ） 过程 中 的差异

［

Ｍ
］

。 ＣＶ 简历在这里就体现 出 了

靠的解释 。 虽然使用了复杂的统计方法 ，但结论的可明显的丰富性 ，
它不仅仅提供了论文列表 ，还包括研究

靠性可能还不如上文所提到 的 Ｓ ．Ｂｏｎｚｉ 在 1 9 9 2 年的研项 目 、 咨询活动 、教学活动和管理活动等各种信息 。 结

究 ［
＂

］

。 用 ＣＶ 数据分析人才国 际流动的研究还有 Ｙ ．果显示 ，对两性科学家的差别对待是持续
一贯的

，
并且

Ｙａｍａｓｈ ｉｔ 和 Ｄ ．Ｙｏｓｈｉｎａｇａ 的工作
［

2 5
］

。 他们对人工智能对女性科学家采用了与男性不 同 的晋升标准 。 女性科

领域 2 0 0 4 － 2 0 0 6 年间 的 3 9 2 名高被 引论文的作者和学家需要在各种研究 活动 ， 比如教学 、研究 、管理等过

3 2 0 名零被引论文的作者的简历进行了 分析 ，发现这程中 ，都展示 出 更多的职业投人才有可能获得晋升 。

两类人存在不同 的国际间流动模式 ， 高被引论文 的作还有一些学者实验性地用 ＣＶ 数据来勾勒学术共同体

者往往由 其他 国家
，
特别是中 国和印度 向美 国流动 ，

而的认知 、社会与建制性的复杂结构 。 比如
，

Ｂ ．Ｌｅｐｏ
ｒ
ｉ 等

零被引论文的作者基本上是没有流动 的本国学者 。 作人对瑞士传播学专家的 7 6 份 ＣＶ 研究发现
，
瑞士传播

者还试图分析高被引论文的作者群体和零被引论文作学专家的受教育背景主要来 自 1 3 个学科
，
而 出乎意料

者群体的平均年龄以及归 国人员对两类论文的贡献 。 的是 ， 有传播学教育背景的人只有 3 2 ％
。 继续结合成

但 由 于在选择群体的时候 ， 作者错误地认为高被引论果列表和其他数据源 ， 从建制／社会的维度和认知／主

文的作者就是高水平作者 ， 零被 引论文的作者就是低题的维度
，便可 以画 出该领域的结构地图 ， 区分出 5 个

水平作者 ，
以单篇论文的被引情况来划分作者 ，

导致在研究集群和他们相应的研究主题 ，
并可 以显示瑞士传

此基础上的任何结论都站不住脚 ，有些结果甚至无法播学与 比邻 国家的相互关系
［

2
］

。 相 比于以上描述群体

解释 ， 比如该研究发现 ， 高被引作者的学术年龄为 1 5 ．特征和领域地图 的研究来说 ，

Ｅ ．Ｌｅａｈｅｙ 的研究对 ＣＶ

7 年 ，
而零被引 论文作者群的平均学术年龄却达到 1 8 ．数据的使用则更为深人

一些 。 他没有停留 在对群体的

1 年 。ＣＶ 数据进行简单编码和描述的层面上 ， 而是结合文献

3
．

3 第三类研究 ：科研群体的特征分析计量数据 ，
构造出新 的概念——专业化程度 （

ｅｘ
ｔ
ｅｎｔｏｆ

对群体的横向研究中 ，

Ｃ Ｖ 数据被用来勾勒某
一群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ｐｅ ｃ

ｉ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 ，
用以表示一名研究者对某一个

体 ，
如杰出科学家 、女性科学家或某个学科科研群体的研究领域的专注程度 ，

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 ，

特征 。 我 国研究者尤其关心高层次科技人才这个群女性科学家与男性科学家的产 出差异是 由 她们在专业

体 。 比如
，
用长江学者 、百人计划研究员和杰出青年基化程度上比男性科学家较差所致

［
3 °

、

金获得者的 ＣＶ 数据来分析他们 的主要特征 ，
通过描 3 ． 4 第 四类研究 ： 科研项 目 、政策 、建制的评估

述统计 ，
研究者发现 ，

在这些高层次科技人才中 ，
女性当 ＣＶ 数据用于群体的纵向 研究 时 ，可以评估某

较少 ，
上述 3 类人才 中 ， 女性科学家的 比例均为个位

一个或某一类科研项 目 、科技政策和建制 的效果 。 广

数 ，长江学者中女性人选者甚 至只有 4％
 ，而 同期 的受关注 的 ＲＶＭ 项 目

，
就是设计利用 ＣＶ 数据 ，并结合

《 中 国科技人力 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显示 ，
女性科学家问卷数据来评估美国科研资助制度和研究组织形式的

的比例有 3 7 ％
。 这两个比例数据形成了悬殊的差异 。 变化对科学活动的影响

⑴
。 作为该项 目 的研究成果之

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其他特征还有 ：
人选年龄呈逐年上

一

，

Ｍ ．Ｇａｎｇｈ
ａｎ 和 Ｂ ．Ｂｏｚｅｍａｎ 用 ＣＶ 信息来 比较两种

升趋势 ，群体成员 几乎都有海外科研经历 ， 尤其是美国研究资助形式对科研活动的影响 ：

一个是申请资助模

的研究经历等
？

。 这些群体特征的描绘对制 定科技式
； 另
一个是研究 中心资助模式 。 对 1（Ｍ ｌ 名 获得博

人才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 类似的研究还有贾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 ＣＶ 数据进行分析 ，确定

佳等人 的
“

中 国高被 引 科学家基本特征研究——以两种不同的资助模式至少可以对科学家的应用产出与

2 0 1 4 汤森路透高被引科学家为例
”

［
2 7

］

、 鲍雪莹等人 的学术产出 的模式构成
一定的影响 。 研究 中 心资助的情

“

基于履历信息 的 国际科技人才特征分析
以近况下

，
科学家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应用项 目资助 。

Ｍ ．

十年诺贝 尔物理 、化学 、生理或医学奖得主为例
” ［ 2 8 ］

等Ｇａｎ
ｇ
ｈａｎ 和 Ｂ ．Ｂｏｚｅｍａｎ 不单单对两种资助模式下 的科

等 。 虽然不同的研究对高层次科学家 的界定不 同 ，
但学家简历进行 了 比照 ，

还试图使用多元 回归分析的统

基本上都属于一类研究 。计方法来研究 资助模式 与论文产 出 之间 的 因果联

男性科学家和女性科学家是两类特征非常明显的系 ［

3 1

］

。 Ｃ ． Ｃａｎｉ
ｂ ａｎｏ 等人则尝试利用 ＣＶ 数据来评估基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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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申请中 同行评价制度的效能
［

3 2
］

。 为了验证 ＣＶ 信息往局限于单个国家的单个机构或单个项 目 的 数据 （ 多

是否可以用于同行评议 ，
他随机选取了  3 个学科 （

物理为方便取样 ） ，
且数据被多次重复使用 。 于是

，
不少研

与空间科学 、分析生物学和哲学文献学 ） 的 2 6 6 个样究结论存在局限性 ，
或仅能视之为利用 ＣＶ 数据进行

本 ，其中有 3 6 人最终获得了基金资助 。 对这些研究者情报研究 的
一种方法学上的 尝试 。 数据难 以大量获

的 ＣＶ 数据 ，
包括性别

、
年龄 、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 、流取

，
成为制约开展大规模研究的瓶颈 。 建立专家学者

动和研究成果等进行编码 ，
采用辨别分析和逻辑 回归库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

一些国家 ，
比如

分析两种统计方法研究发现 ， 同行评议的过程主要看西班牙 和 巴西 等 ，
已 经着 手 建立 本 国 的学 者 专家

重 申请者的论文数量 ，
这表示该系统的评议主要依据库

［
1 7

’

3 3
］

，

一些机构也建立起 自 己 的专家库 ， 比如香港大

的还是研究 的杰出程度 ， 而不是其他 ， 比如性别 、年龄学机构知识库的专家页 （
ｈｔ ｔ

Ｐ ：
／／ｈｕｂ ．ｈｋｕ ．ｈｋ／

） 和 中 国

等 ，
也就是说 ， 并不存在 同行评议过程中的性别歧视 。科学院 的 ｉＡｕ ｔｈｏ ｒ 平 台 （

ｈ
ｔｔｐ ：

／／ｉａＵ ｔｈｏｒ ．ｃ ｎ／ ） 等 。 对专

家学者库的结构化 ｃｖ 数据 ， 进行数据收割 和二次加

炉聊
工都雌額 ，顺職歡繊纖鍵 ，这将有助

没有什么数据是完美的 ，

ＣＶ 数据也是一样 。 国 内于 ＣＶ 数据相关研究的开展 ，
增加研究数量

，
拓展研究

的研究者对此已 经有过一些分析 。 田 瑞强等人指 出 ， 命题 。 不过 ， 目前多数专家库依 旧 比较侧重对公开的

ＣＶ 数据的 4 个主要缺陷 为 ： 可获得性差 、数据异质性知识成果进行登记 、展示与传播 ， 缺少对专家个人元数

强 、信息缺省较多和编码困难
1

4
］

。 对此
，
周建中等人也据的规范和描述 ，信息量还不够大 。

持有类似 的观点 ［

5
］

。 不过 ，
在这 4 个主要缺陷 中 ， 可获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另外

一个问题是 ＣＶ 数据缺少

得性 、异质性和编码困难问题都是相对的 ，
将其看作是与其他数据的深度关联 。 对 ＣＶ 数据的研究与分析在

缺点还是优点
，
取决于参照的对象和对 ＣＶ 数据的基理论上代表了

“

产量范式
”

向
”

能力范式
“

的转移 ［

1

］

，
从

本态度 。 对于无法访问 Ｗｅ ｂｏｆ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ｓ 文摘索引数据关注研究活动的定量产 出
，
转变为强调评估长期 的知

库的人来说 ， 网络公开的 ＣＶ 数据 比 Ｗｅ ｂｏ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提识产 出能力
［

2 2
］

， 但在实际研究 中 ， 常见 的数据关联模

供的文献计量数据要更容易 获取 。 Ｊ
．Ｓ ．Ｄ ｉｅｔｚ 等人 的式是结合 ＣＶ 数据与 文献计量数据

， 依 旧 将研究人员

论文就表示 ，

ＣＶ 数据
“

在一定程度上是标准化的
，

且相视为一组研究成果的合集 ，
就像将一本刊物看作是其

对容易获取
”

［
1
］

。 至于编码 问题
，
在大多数质性研究所有刊文的合集

一样 。 这种研究取向 缺乏对人 的能动

中 ， 对素材 的编码 ，例如访谈文本和现场观察笔记等 ，
性的考虑 ，采取的依 旧是产量评价的范式 。 其结果是 ，

远比 ＣＶ 编码要复杂得多 。 质性研究创制 的众多编码连相关关系所反映 的实质内 容也难 以说清 ， 更别说去

方法
、
程序与工具都可被 ＣＶ 数据编码借鉴 。 因 此 ， 真了解复杂 的 因果关系 了 。 举例来说 ，

Ｃ ．Ｇａｕ
ｇ
ｈａｎ 等试

正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缺省带来的系统性偏差问题 。 并图发现两种资助模式的差别 ，但是通过对 ＣＶ 数据的

非所有人的科研履历都可以获得 ，这使得研究取样无回归分析 ， 了解 到两类资助模式所资助的科学家的科

法随机 ， 研究结论也只适用于公布了研究履历的科学研活动是不同的 ， 却无法准确地将这种差异解释为 由

家 ，这会造成一定 的系统偏差 。 而科研人员又可能不资助模式的差别所致
［

1 8
］

。

会公布他们所有 的信息 ，
只会选择性地列 出 部分研究因此

，
笔者建议将 ＣＶ 数据看作是研究人员在职

成果 ，
这又会造成一定的 系统偏差 。 因此 ， 对选用 ＣＶ业生涯中个人资本逐步积累过程的一个记录 ，

以时间

数据的研究结果的解释要谨慎 。 只有了解这些偏差 ，为主要维度组织起来的 ＣＶ 数据可 以作为枢纽 ， 与其

才能对研究结论有更恰当的理解 。 不过 ，这些系统偏他类型的过程数据关联起来 ，从而构成一条条数据链 ，

差是否就否定了ＣＶ 数据的价值呢 ？ 答案是否定的 。 来支撑更为 深层次 的研究发现 。 以
“

高科技人才流

系统偏差 同样存在于实验数据 、调查 数据 和 Ｗｅｂｏｆ动
”

研究为例 ，在宏观和中观层面 ，
ＣＶ 数据可以关联机

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ｓ 的文献计量数据 中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广泛使构的经费投人 、整体科研实力 、研究声望 、建制形态 、组

用它们作为文献计量和情报研究的基础数据 。织模型 、文化环境等数据 ；在微观层面 ，

ＣＶ 数据可以关

Ｅ

？—— 联起研究人员对流人机构的态度及其变化 、流动动机 、

■■
Ｉｉ

＇

ｌＰＦｆＳ職隨应与肺行將麵
，辦 ｉｉ ｉｉｃｖ 数据

目前 ，无论是在国 内还是 国外
，
在采用 ＣＶ 数据作结合实际科研活动 的深人观察和调査 ，才能将研究活

为主要数据源的研究 中 ， 样本数据量均比较小
，
取样往动还原为能用性的个体在特定物理环境 、社会环境 、文

1 4 4



卫垌圻
，
鲁晶 晶

，谭 宗 颖 ． 应 用科研履历数据 的情报研究进展 ［
Ｊ ］

． 图书 情报工作 ，
2 0 1 5

，

5 9
（

7
） ＝

1 4 0 
－

1 4 6 ．

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下的知识探索过程Ｄｔ ｉｏ ｎ
ｐ

ａｔ ｔｅｒｎｓ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
ａ ｂ ｉｂｌ

ｉｏｍｅｔ
ｒｉ ｃｓｌ ｉｎｅｏｆ ｉ 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

ｔ
ｉｏｎ

［ 
Ｊ

］ 

．ａ ｒＸ－

参考文献 ：ｉｖｐ ｒｅｐｒｉｎ
ｔ ａｒＸｉ ｖ


： 1 2 1 2 ． 5 1

9 4

［
1 ］Ｄ ｉ

ｅ ｔ
ｚ Ｊ Ｓ ，Ｃｈ ｏｍ

ｐ
ａ

ｌｏｖ Ｉ
’
Ｂ ｏｚｅｍａｎＢ

，ｅ ｔａｌ
．Ｕ ｓ ｉｎ

ｇ
ｔｈｅｃ ｕ ｒｒ ｉｃｕ ｌｕｍ［

1 8
］Ｃａ ｆＳｉｂ ａｎ 0Ｃ ＇ 0

ｔａｍｅｎ ｄ ｉＪ ＇Ａｎｄ ｌ ｉ
ｊ
ａ ｒＬＭｅａ ｓｕ ｒｉｎ

Ｓ
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 ｉｎＳ 

ｒｅ
＂

ｖｉ
ｔａ ｔ

ｏｓ
ｔｕｄｙ ｔ

ｈｅｃ ａｒｅｅ ｒ
ｐ
ａ ｔ
ｈｓｏｆ ｓｃｉ ｅｎ ｔｉｓ ｔｓ ａｎｄ ｅｎ

ｇ
ｉｎｅｅ ｒｓ

 ：Ａｎｅ ｘ
ｐ

ｌｏｒ
－ 8ｅ ａｒｃｈｅｒｍｏｂ ｉｌｉ ｔｙ ｆｒｏｍＣＶ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 ｆ如Ｒａｍ 6 ｎ
＾Ｃａｉ ａｌ

ａ ｔｏｒｙａｓｓｅ ｓｓｍｅ ｎ ｔ
［ Ｊ ］

． Ｓｃｉｅｎ ｔｏｍｅ ｔｒｉ ｃｓ
，  2 0 0 0

，
4 9

（
3

） 
：
 4 1 9 

－

 4 4 2 ． ｐ
ｒｏ
ｇ
ｒａｍｍｅ ｉｎＳ

ｐａｍ ［ Ｊ ］
，Ｒｅ ｓｅａｒｃ 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 ｏｎ ， 2 0 0 8

， 1 7 （ 1 ） ： 1 7

—

3 1

［
2
 ］Ｌｅｐｏｒ ｉＢ

，Ｐ ｒｏｂ ｓｔＣ ．Ｕｓ
ｉ
ｎｇｃｕｒｒｉｃ ｕ ｌａｖ

ｉ ｔａｅｆｏｒｍａｐｐ
ｉｎｇ

ｓｃ
ｉ
ｅｎ

ｔ ｉｆｉｃ
？

ｆｉｅ ｌｄｓ ：Ａｓｍａｌｌ
－ｓ ｃａｌｅ 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 ｅｆｏ ｒＳｗ ｉｓ ｓ ｃｏｍｍ ｕ 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ｓ［
1 9 ］Ｆｉｌ ｉ

ＰＰ
° ＤＤ

＇Ｃ ａｓａｄｏＥＳ
，Ｇ 6ｍ ｅｚＬＱ ｕａｎｔ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ｄｑ

ｕａｌ！
ｔ
ａ
ｔ

ｉ ｖ ｅ

［ Ｊ ］
，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Ｅｖａｌ ｕ ａｔ ｉ ｏ ｎ ， 2 0 0 9

，1 8
（

2
） ： 

1 2 5 
－

1 3 4 ．ａ
ｐｐ

ｒｏ ａｃｈｅ ｓ ｔｏｔ
ｈｅｓｔｕｄｙ

ｏ ｆｍｏｂ ｉｌ ｉ ｔｙ
ａｎｄｓｃｉ

ｅｎｔｉ
ｆｉｃ

ｐ
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Ａ

［
3 ］Ｋｏｕ ｓｈａＫ

，ＴｈｅｌｗａＵ Ｍ．Ｄ ｉ ｓｓｅｍｉ ｎａ ｔｉｎｇ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
ｔｋＷｅｂＣＶｈｙ－

ｃ ａｓｅ ｓｔｕｄ
3
＇ｏｆａＳ

Ｐ
ａｎｉｓｈｕ 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ｖ ａｌｕａ ｔｉ ｏｎ

，

ｐ
ｅ ｒｌ ｉｎｋ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 ｆ ｔ ｈｅ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 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 ｎ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2 0 0 9
’ 1 8

（
3

）
： 1 9 1 2 0 0 ．

Ｔｅ 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  2 0

1 4 ， 6 5 （ 8 ）  ：


1 6
1 5 

＿

 1
6 2 6 ． ［

2 0
］
Ｃ ａ＾ｉｂａｎ ｏＣ

，Ｏｔａｍｅｎ ｄｉＦ ，Ｓｏｉｌｓ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ｔ
ｅｍｐｏ ｒａ ｒｙｍｏｂｉｌ ｉｔｙ

［
4 ］

田瑞强 ，姚长青 ，袁军鹏 ， 等 ． 基于科研履历的科技人才流动研
° 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ｅ ｒ ｓ＾ｃ ｒｏｓｓ

－

＜ｌｉ ｓｃｉ

ｐ
Ｈ ｎｅ ｓｔ ｕｄｙ ［ Ｊ ］

，Ｓｃｉ ｅｎｔｏｍｅ ｔｒ ｉｃｓ ， 2 0 1 1 ，

究进展
［
Ｊ ］

． 图书与情报 ， 2 0 1 3
（

5
） ： 1 1 9 

－

1 2 5 ． 8 9
（

2 ） ： 6 5 3 
－

6 7 5 ．

［
5］ 周 建中 ， 肖小溪 ． 科技人才政策研究 中应用 ＣＶ 方法 的综述与 ［

2 1
］Ｊｏｎｋｅｒ ｓＫ ，

Ｔ ｉ
Ｊ

＇

ｓｓｅｎＲ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ｒｅｓｅ ａｒｃｈｅｓｒｅ ｔｕｒｎ
ｉｎｇ

ｈ ｏｍｅ
：Ｉ
ｍ－

启示 ［ ｊ
］ 禾斗学学与 禾斗学技术管理 2 0

1 1
 3 2

（
2

）
．

 1
5 1 

－

 1 5 6ｐ
ａｃ ｔｓ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 ｎａｌｍｏ ｂ ｉｌｉ

ｔ
ｙ 

ｏｎｒｅｓｅａ ｒｃ ｈｃｏ 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
ｉｏ ｎａｎｄｓｃｉ ｅｎ

－

［
6
］Ｄ ｉｅ

ｔ
ｚ ＪＳ

’ＢｏｚｅｍａｎＢ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ｃ ａｒｅｅｒｅ
’ｐａ

ｔｅｎｔｓ ， ａ
ｎｄ

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
－ｔ『ｌｃｐｒｏ ｄｕｃ ｔｉｖ ｉ

ｔ

ｙ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 ｉｃ ｓ
，

2 0 0 8

’ 7 7 （ 2

） ：  3 0 9 
－

3 3 3 ．

ｔ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ｘ
ｐ
ｅｒ

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ｃｉ ｅｎ ｔ
ｉｆｉｃ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ｌｈｕｍａ ｎｃａｐ ｉ ｔａｌ

 ［
2 2

］ 田瑞强 ，姚长青 ，潘石涛 ，等 ． 基于履历数据 的海外华 人高层次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 ｏｌ

ｉｃ ｙ ， 2 0 0 5 ， 3 4 （ 3 ）
： 3 4 9

－

3 6 7 ．科技人才流动研究 ： 社会 网络分析视角 ［
Ｊ

］
． 图 书情报工作 ，

［
7  ］Ｐｒｉｃ ｅＰ Ｂ ，Ｔａｙ ｌｏｒＣＷ ，Ｒｉ ｃｈａｒｄｓＪｒ

ＪＭ ｔｅ ｔａｌ ．Ｍｅａ 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2 0 1 4
’ 5 8

（
1 9

） ： 9 2 － 9 9 ．

ｐ
ｈ
ｙ
ｓｉｃ ｉａｎ

ｐ
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ｅ

， 1 9 6 4
，
 3 9

（
2

）
：［

2 3 ］ 徐孝勉 ， 朱庆华 ，
％希羡 ， 等 ． 基于社会网络及履历分析的 国

2 0 3 
－

2 1 1 ．际科技人才合作模式研究——以信息系统领域为例 ［ Ｊ ］
． 现代

［
8 ］Ｒｏ ｓｓ ｉ ｔｅｒＭＷ ．Ｗｏｍｅ ｎ ｓｃｉｅ ｎｔ ｉｓ ｔｓｉ ｎＡｍｅｒ

ｉｃ ａｂｅ ｆｏｒｅ 1 9 2 0
 ［

Ｊ
］

．Ａ－情报
’
 2 0 1 4

，

3 4
（

9
） ： 1 6

－

2 3 ．

ｍｅｒｉｃａ ｎＳｃ ｉｅ ｎ ｔ ｉ ｓ ｔ ，1 9 7 4 ，  6 2
（

3
） 

■

 3 1 2 
－

3 2 3 ．［
2 4

］Ｓａｎｄ ｓ ｔｒｏｍＵ ．Ｃ ｏｍｂ ｉ ｎｉ ｎ
ｇ

ｃｕ ｒｒｉｃ ｕ ｌｕｍｖｉ ｔａｅａｎ ｄ ｂｉｂｌ
ｉ
ｏｍｅ ｔ

ｒｉｃａｎａｌｙ
－

［
9 ］Ｄｅ ＭｅｉｓＬ ，ＬｏｎｇｏＰＨ ，Ｆ ａｌｃａｏＥ ．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

ｒｏｃｅ ｓｓ ｉｎ ａｃｉ

－ ｓ ｉｓ
：ｍｏｂ ｉ

ｌ
ｉｔｙ ，ｇｅｎ

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

ｅｎｃ ｅ
：Ａｓｔｕ ｄｙ ａｍｏｎｇ Ｂ 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ｂ ｉ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 ｓ

［ Ｊ Ｊ 

－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ｉｃａ ｌＥｄｕ－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 ， 2 0 0 9 ’1 8 （ 2 ）

： 1 3 5 
—

 1 4 2 ．

ｃ ａｔｉｏ ｎ
，

1 9 8 9
，

1 7
（

3
）

． 1 2 7 
－

 1 3 2 ．［
2 5

］ 
Ｙａｍａｓｈ ｉ

ｔａ Ｙ
，Ｙｏ ｓｈ ｉｎａｇａＤ ．Ｉ ｎｆ ｌｕ ｅｎｃ ｅｏｆ ｒｅ ｓｅａｒｃ ｈｅ ｒｓ

＇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
1 0

］Ｇｅ ｒｒａｒｄＪＭ ，Ｆｉ ｓｈ
Ｉ ’Ｔａ ｔ

ｅＲ
，

ｅ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

ｈｅｃ ａｒｅｅｒｓｏｆｍｏ ｂ ｉ
ｌｉ

ｔ
ｉ ｅｓｏｎ ｐ

ｕｂｌ
ｉ ｃａ ｔｉｏｎ ： 

Ａｃｏｍｐａ ｒｉｓｏｎｏ ｆｈ
ｉｇ
ｈｌ

ｙ ｃｉｔｅ
ｄａｎｄｕｎｃｉ

ｔ ｅｄ

ｇｒ
ａｄｕａｔ ｅｓｏｆ ｔｈ 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Ｍａｎｉｔ ｏｂａ
’

ｓＢ Ｓｃ（Ｍｅｄ ｉｃｉｎ ｅ
）ｐ

ｒｏｇｒａｍｐ
ａ
ｐ
ｅｒｓ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ｔｏｍｅ ｔｒｉｃｓ

， 2 0 1 4
’ 1

0
1 （ 2 ） 

： 1 4 7 5 
－

 1 4 8 9 ．

［
Ｊ

］
．Ｃａｎａｄ 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 ｌ

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 ｉ 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 1 9 8 8

，
1 3 9 （ 1 1 ）

：
［

2 6
］ 牛 葡＾ 周建中 ■ 基于 ＣＶ 分析方法对 中国高层次科技人 才的特

1 0 6 3
－

1 0 6 8 ．征研究 ［
Ｊ

］
．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 0 1 2
，

2 8 （ 2
） ：

［
1 1

］Ｂ ｏｎｚｉＳ ．Ｔｒｅｎｄ ｓｉｎ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
ｐ

ｒｏｄｕｃｔ ｉｖｉ
ｔ
ｙａｍｏｎｇ  ｓｅ

ｎ
ｉｏｒｆａｃ ｕｌ ｔｙ ［

Ｊ
］

． 9 6 
－

1 0 2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Ｐｒｏ ｃｅｓｓ
ｉ
ｎｇ＆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 ｔ

，
1 9 9 2

 ， 2 8
（

1
） ：1

1 1 －
1 2 0 ．［

2 7
］
贾佳 ，潘石

＂涛 ， 马挣 ． 中 国高被引科学家基本特征研究以

［
1 2

］ＬｉｎＭ ｉｎｗｅｉ
，Ｂｏ ｚｅｍ ａｎＢ ．Ｒｅｓｅａ ｒｃ ｈｅｒｓ

＇

ｉ
ｎｄｕｓｔｒ

ｙ
ｅｘ

ｐ
ｅ ｒ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 2 0 1 4 汤森路透 高 被引 科学家 为例 ［ Ｊ ］

． 科技 与 出 版 ，
2 0 1 4

，

ｐｒｏ ｄｕｃ ｔｉ
ｖ ｉ

ｔｙｉ
ｎ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

 ｉｎｄｕ ｓ ｔ
ｒ
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 ｈｃｅｎ ｔｅｒｓ ：
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1 2
） ：

1 4 9 
－

 1 5 1
．

ａｎｄ ｔ ｅｃｈｎｉ ｃ ａｌｈｕｍａｎ ｃ ａｐ ｉｔ ａｌｅ ｘｐ 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ｅｃ ｈｎｏｌｏ ｇｙ ［
2 8

 ｊ
鲍雪璧 ， 陈贝 ，刘木林 ． 基于履历信息 的 国际科技人才特征 分

Ｔ ｒａｎｓｆｅｒ
，  2 0 0 6

， 3 1
（ 2 ） ： 2 6 9－

2 9 0 ．析——以近十年诺贝 尔物理 、 化学 、生理或医学奖得 主 为 例

［
1 3

］ＧａｕｇｈａｎＭ ．Ｕ ｓ ｉｎｇｔ
ｈｅ ｃｕ ｒｒｉｃ ｕｌｕ ｍｖ ｉ ｔａｅ ｆｏｒｐｏ

ｌ ｉｃ
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ｅ － ［ 

Ｊ
］

？ 现代情报 ， 2 0
1
4

，
3 4

（ 9 ） ：  4
－

9 ．

ｖ ａｌ ｕ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Ｉ
ｎｓｔｉ

ｔ
ｕｔｅｓ ｏｆＨｅａ ｌｔｈｃｅｎｔ

ｅｒ
ａｎｄ

ｔ
ｒａ

ｉ
ｎ ｉｎ

ｇ
ｓｕ

ｐｐｏｒｔ［
2 9

］Ｓａ
ｂａ ｔ ｉ

ｅ ｒＭ
，
Ｃ ａｒｒｅｒｅ Ｍ

，
Ｍａｎ

ｇ
ｅｍａ ｔｉ

ｎＶ ．Ｐｒｏ
ｆｉ

ｌ ｅｓｏ ｆ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 ａｃｔ
ｉｖｉ

－

ｏｎｃａｒｅｅｒｔ
ｒａ

ｊ
ｅ ｃ

ｔ
ｏｒｉｅｓ

［
Ｊ

］
．Ｒｅ ｓｅ ａｒｃｈ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 ， 2 0 0 9 ，

1 8
（

2
） ：ｔ

ｉｅ ｓａｎｄｃａｒｅ ｅｒｓ ：Ｄｏ ｅ ｓｇｅｎ
ｄｅｒ ｍａｔ

ｔｅｒ ？Ａｎａｎａｌ
ｙ
ｓ

ｉｓ ｂａ ｓｅｄ ｏｎＦｒｅｎｃｈ

1 1 7 
—

 1 2 4 ．ｌｉｆｅ ｓｃｉ
ｅ ｎ ｔ

ｉｓ
ｔ
ｓ

＇

ＣＶｓ ［Ｊ ］
． Ｊ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 Ｔｅ 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Ｔ
ｒａｎ ｓｆｅｒ ， 2 0 0 6


，  3 1

［
1 4

］ 田瑞强 ， 姚长青 ， 袁军鹏 ， 等 ． 基于履历信息的海外华人高层次 （
3

）
：
 3 1

1
－ 3 2 4 ．

人才成长研究 ： 生存风险视角 ［
Ｊ ］

． 中 国软科学 ， 2 0 1
3
（ 1

0
） ： 5 9 ［

3 0
］Ｌｅ ａ

ｈｅ
ｙ
Ｅ ．Ｇｅｎｄｅ ｒ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 ｉ

ｎ
ｐｒｏ

ｄｕｃ ｔｉｖ ｉｔ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 ｈ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 ｚａ
－

－

6 7 ｔｉｏｎ ａｓａｍ ｉｓｓ ｉｎ
ｇ 

ｌｉｎｋ ［
Ｊ

］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Ｓｏ ｃｉｅ ｔｙ ， 2 0 0 6 ， 2 0
（

6
） ：  7 5 4

［ 1 5 ］ＧａｕｇｈａｎＭ ，Ｒ ｏｂ ｉｎＳ ．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 ｅｔ ｒａ ｉｎｉｎｇｐｏｌ
ｉｃ ｙ

ａｎｄｅａｒｌｙ
－

7 8 0 ．

ｓｃ ｉｅ ｎｔｉ ｆ ｉ ｃｃａｒｅｅｒｓ ｉ ｎＦｒａｎｃ 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ｎ ｉ
ｔ ｅｄＳ ｔａ ｔｅｓ

［
Ｊ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3 1

］ Ｇａ ｎ
ｇ
ｈａｎＭ ， Ｂ ｏｚｅｍ ａｎ Ｂ ．Ｕｓ ｉ ｎ

ｇ 
ｃｕ ｒｒｉｃ ｕ ｌｕｍｖ ｉ ｔａｅｔｏ ｃｏｍｐａ

ｒｅ ｓｏｍｅ

Ｐ ｏｌ ｉ ｃ
ｙ ，
 2 0 0 4

，  3 3
（

4
） ：  5 6 9 － 5 8 1 ．ｉｍ

ｐ
ａｃｔ ｓｏｆＮＳ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ａｎｔｓｗｉ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ｕｎｄｉ ｎ

ｇ ［ Ｊ ］
．

［
1 6

］ＬａｕｄｅｌＧ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ｇｔ

ｈｅｂ
ｒａｉｎｄｒａｉ ｎ ：Ｃ ａｎｂ ｉｂ ｌ ｉｏｍｅｔ ｒｉ 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ｖ ａｌ
ｕａ

ｔｉ ｏｎ
， 2 0 0 2 ， 1 1

（
1

） ：1 7
－

2 6 ．

ｈｅ ｌｐ？［
Ｊ

］
．Ｓｃｉｅ ｎｔ ｏｍ ｅ

ｔ
ｒ ｉｃ ｓ

， 2 0 0 3
， 5 7

（
2

） ： 2 1 5 
— 2 3 7 ．［

3 2
］ＣａｎｉｂａｎｏＣ ，Ｏｔａｍｅ ｎｄｉＪ ，Ａｎｄ ｌｉ

ｊ
ａｒ Ｉ ．Ａｎａｓ ｓｅ ｓ ｓｍｅｎ ｔｏｆｓｅｌｅ ｃｔ

ｉｏｎ

［
1 7

］Ｈａｌ ｅｖ ｉＧ
，ＭｏｅｄＨ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ｉ

ｇ
ｒａ

ｔ
ｉｏ ｎ ａｎｄ ｃｏｌ ｌａｂｏ ｒａ－ｐｒｏ ｃｅ ｓｓｅｓａｍｏｎｇ ｃ ａｎｄ ｉｄａ ｔｅｓ ｆｏ ｒ

ｐｕｂ ｌ ｉｃ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ｇｒａｎｔｓ
：Ｔｈｅｃ ａｓ

ｅｏｆ

1 4 5



第 5 9 卷 第 7 期 2 0 1 5 年 4 月


ｔｈｅ Ｒａｍ 6ｎ
ｙ 

Ｃ ａ
ｊ
ａ ｌＰｒｏｇ

ｒａｍｍｅｉ
ｎＳ

ｐ
ａ
ｉ
ｎ

 ［
Ｊ

］
．Ｒｅ ｓｅ ａｒｃｈＥｖａｌｕａ

ｔ ｉ
ｏｎ

，作者贡献说明 ：

2 0 0 9
，

1 8
（

2
） ：

1 5 3
－

1 6 1
．

卫垌圻 ：
选题确 定 、资料收集 、初稿撰写 与修订

；

［
3 3

］Ｄ 

‘

ＯｎｏｆｒｉｏＭ ．Ｔｈｅ
ｐ

ｕｂｌｉｃＣＶｄａ ｔａｂａｓ ｅｏｆＡ ｒｇｅｎ ｔｉｎ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 ｒｓ

＾ ？義晶 斧料收集 初稿 审订 ，

ａｎｄｔｈｅ 
”

ＣＶ －ｍ
ｉ
ｎ

ｉ
ｍｕｍ

＂

Ｌａ 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ａｎｄａ ｒｄｉｚａ ｔｉｏｎ

，—

ｒｎ谭宗颖 ：选题确 定 、初稿 审订和最终定稿 。

ｏｆＣＶｉ 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Ｋ＆Ｄｅｖ ａｌｕａｔｉ ｏｎａｎｄ
ｐ

ｏｌｉｃｙ 

ｎｏｉａｋ
ｉ
ｎ
ｇ ［ Ｊ ］ ．Ｒｅ ？

ｓ ｅａｒｃｈＥｖ 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2 0 0 9

， 1
8

（ 2 ） ： 9 5 
－

 1
0 3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Ｓｃ 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ＶｉｔａｅＤａｔａ

ＷｅｉＴｏｎｇｑ
ｉ

1
，

2
，
3ＬｕＪ ｉｎ

ｇｊ

ｉｎｇ

1
，

2Ｔａｉ ｌＺｏｎｇｙ
ｉ ｎｇ

1

1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ｉｂｒａｒ
ｙ ，Ｃ

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
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

ｊ
ｉ
ｎ
ｇ

1 0 0 1 9 0

2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ｏｆＣｈｉ
ｎｅ ｓｅＡｃ ａｄｅｍ

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 ｅｓ

，Ｂｅｉ
ｊ

ｉ
ｎ
ｇ ， 1 0 0 0 4 9

3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ｏｆ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

ｆ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ｓ
，Ｂｅｉ

ｊ
ｉｎ
ｇ

1 0 0 1 0 1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ｒｅｒｅａｌ ｉｚ ｉｎ

ｇｔｈ ｅ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ｓ ｔｓ

’

ｃｕｒｒｉ ｃｕ ｌｕｍｖｉ ｔａｅ

（
ＣＶ ）ｆｏｒｉ ｔｓ ｒｉｃｈｎｅ ｓｓａｎｄｕｎｉｑｕｅｎｅ ｓｓ ．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ａｎａｌ

ｙｓ ｔｓ ｗｅｒｅａｂｌｅｔｏ ｍａｋｅｍａｎ
ｙ 

ｓｃ ｉｅｎｔ ｉ ｆｉｃｆｉｎｄｉ
ｎ
ｇｓ

ｉ
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ｄｏｍａｉｎｓｂｙｅｘｐ

ｌｏｒｉｎ
ｇ

ｔｈｅ ｓｃ ｉｅｎｔｉ ｓｔ

’

ＣＶｄａｔａ ．ＣＶ ｉｓｂｅｃ ｏｍｉｎ
ｇ

ａ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ａ 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ｒｅ
？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

．

［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ｔｕｄ

ｙ
ｒｅｖ ｉｅｗｅｄ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 ｔｕｄ ｉｅｓｕｓｉｎｇ

ＣＶｄａｔａ ａｓ ｔｈｅ ｉ
ｒ ｍａｉｎｍ ａ

？

ｔｅｒｉａｌｓｄｕｒｉｎ
ｇｐａｓｔｔｗｏｄｅｃａｄｅ 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ａｔｌｅ ａｓ ｔｆｏｕ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ｄｏｍａｉｎｓｓｕｉ ｔａｂｌｅｆｏｒ

ＣＶ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

：ｓｃｉｅｎｔ ｉ ｓｔ

Ｊ

ｃａｒｅｅｒ
ｇ

ｒｏｗｔｈ
，

ｓ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ｂｉ
ｌｉｔｙ ａ

ｎｄｃｏｏｐｅ
ｒａｔ ｉｏｎ

，
ｔｈｅｃｈ 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 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
ｕ
ｐ ，

ａｎｄ ｔｈｅｅ 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

ｍ
，ｐｏ

ｌｉｃｙｏｒ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 ｒｍｏｒｅ
，ＣＶｃｏｕｌｄａｃｔａｓａｄａ ｔａｈｕｂｌ ｉｎｋ ｉｎ

ｇ
ｍｏｒ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ｄａ ｔａ

－

ｓｅｔｓ
，ａｎｄｉ

ｍ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 ｓ

．

Ｋｅ
ｙｗ

ｏｒ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Ｃ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ａｎａｌ

ｙ
ｓ ｉｓＣＶ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ａ ｒｅｅｒ

ｇ
ｒｏｗｔｈ ｔａｌｅｎｔｍｏｂｉｌｉ ｔｙｐ

ｒｏ
ｇ
ｒａ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上接第
1 3 9 页 ）［

2 9
］Ｍｃ ｋ ｉｎｓｅｙ

．ｓｐｏ ｔｌｉｇｈｔ ［
ＥＢ／ＯＬ

］
．

［
2 0 1 5 

一

 0 1－ 2 5
］

．ｈ
ｔｔ
ｐ ：

／／ｓｏｌｕ
－

［
2 6

 ］Ｍｃｋｉ ｎｓｅｙ
．Ｐｅｒｉ ｓｃｏ

ｐ
ｅ
［
ＥＢ／ＯＬ

］
．

［
2 0 1 4 －  1 2 －

 2 6
 ］

． ｈ
ｔｔ
ｐ ：

／／ｓｏｉ ｕ
－ｔ ｉｏｎｓ ．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ｃｏｍ／ ｉｎｄｅｘ／ ＩＥ 8 ／ｓｏ ｌｕ
ｔ ｉｏｎｓ／ｓｐｏ ｔ

ｌ
ｉｇ
ｈ

ｔ
．

ｈｔｍ ｌ
．

ｔｉｏｎｓ ．
ｍｃｋ ｉｎ ｓｅｙ

．

 ｃｏｍ／ｐｅｒ ｉｓｃｏｐｅ
．作者贡献说明 ：

［
2 7

］Ｍｃｋ ｉｎ ｓｅ ｙ
．

Ｃｌｉ ｃｋｆｏｘ
［
ＥＢ／ＯＬ

］
，

 ［
2 0 1 5

－

 0 1 
－

2 3
］

．

ｈｔｔ ｐ ：
／／ｓ 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张军 ：

负 责研究选题 、框架与 方 法设计及论文撰写 ；

ｍｃｋｉ ｎ ｓｅｙ
． ｃｏｍ／ｉ ｎｄｅｘ／ ＩＥ 8／ ｓｏｌｕｔｉ ｏｎｓ／ ｃｌｉ ｃｋｆｏｘ ． ｌ

ｉｔｍｌ ．

周暴 ？参与 智库调研与论文撰写 ．

参与 智库调研与论文撰写 。

ｔａ ．

 ｅｕ／ｈｏｍｅ／ ｈｏｍｅ ．

ａｓ
ｐ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ｏ ｆＱｕａｎｔ 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 ｔｉｖｅＴｈｉｎｋ  4ａｎｋｓ

ＺｈａｎｇＪ
ｕｎ

1ＺｈｏｕＬｅ ｉ

1ＭｕＨｕ ｉ

ｇｅ
1

，
2

1

Ｗｕｈａｎ Ｄ 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ｉ 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
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Ｗｕｈａｎ 4 3 0 0 7 1

2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

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

， 

Ｂｅ ｉ
ｊ
ｉ
ｎ
ｇ

1 0 0 0 4 9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ｅ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ｃｉ ｓ 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

ｈｈｉｇ
ｈ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ｈ

ｉ
ｇ
ｈ

ｑｕａ
ｌ
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ａｎｄｃ ｏｎｓｕｌ ｔ ｉｎ
ｇ
ａｃｔｉｖｉ ｔ ｉ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
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

ｇｙｃ ａ
ｎ
ｐｒｏｖ ｉｄｅｒｅｌ

ｉａｂｌｅｂａｓ ｉｓｆｏｒ ｔｈｉｎｋ 
－

ｔａｎｋ
＇

ｓ

ｒ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ｎｈａｎ 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
ｙ

ａｎｄｃ ｒｅｄ ｉｂ ｉ
ｌ
ｉｔｙ ．Ｅｘｐｌｏｒ 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 ｉｖ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ｂ
ｙ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ａｔｉｖｅｔｈｉｎｋ 
－

ｔａｎｋｓ
，ｃａｎｐｒｏｖ

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 ｃ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ｉｎｋ
－

ｔａｎｋ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Ｂｙｉ
ｎｖｅｓ ｔ ｉ

ｇ
ａｔｉｎｇ ｑｕａ

ｎ ｔ ｉｔａｔ 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ｓｅｄｉｎｓｅｌ ｅｃｔｅｄ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
ｒｔｓｉｎｒｅｃ ｅｎｔ

 ｙ
ｅａｒｓ

，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

ｓｕｍｍａｒ
ｉ
ｚｅｄｔｈｅｓｅｍ ｅｔｈｏｄｓ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
， ｔｈｅｎ

ｐ
ｒｏ
ｐ
ｏｓｅｄｓｏｍｅｓｕｇｇｅｓ ｔｉｏｎ ｓｔｏＣｈｉ

ｎｅｓｅｔｈｉｎｋ －

ｔａｎｋｓｉｎｓｔｒａｔｅ
ｇ
ｉｃ

ａｎｄ
ｐ

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ｓｐ
ｅｃｔ ． ［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Ｔｈ 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ｓｔｈａ ｔ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ｎｋｅｍｐ

ｈａ ｓｉｓｃｏｍｐ
ｒｅｈ ｅｎｓｉｖｅｆｉｅｌｄ

ｖｉｅｗ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

ｌ
ｉ
ｎａｒ

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
ｉ
ｇ
ｅｎｔｔｏ ｏｌｓａｎｄｆｕｌｌｃｈａｉｎ

ｐ
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 ．

Ｋｅ
ｙｗ

ｏｒｄｓ ：ｔｈｉｎｋ －

ｔａｎｋｑ
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ｑ

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 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 ｓｔｏｏ ｌｓ

1 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