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 言

数字图书馆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学术研究的热

潮。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科知识不断更

新，新的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不断增

强，学者对于新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现代研究表

明，科学文献的数量与质量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表

现。衡量一门科学的发展的重要指标主要有两个：

一是发表的这门学科的文献数量；二是发表这些文

献的科学家即论文著者的科学生产率【1】。可以从文

献计量角度分析论文著者与发表论文数量的关系，

分析论文著者科学生产率模型，从而得出学科的洛

特卡分布。本文首先对科学生产率进行了简单概

述，构造了知识管理专题论文著者的科学生产率模

型，验证洛特卡定律，最终得出知识管理学科的研究

状况。

2 科学生产率

2.1 科学生产率概念

1926 年，科学生产率 (Scientific Productivity）概

念由美国情报学家洛特卡首次提出，它主要是指科

研人员在科学上所表现出的能力和工作效果，与劳

动生产率有共通之处，但是本文所讲的科学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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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由著者生产的科学文献的数量也就是文章作者

发表论文篇数的多少来衡量【2】。科学生产率概念与

经济领域里的劳动生产率概念相比有着明显的区

别。科学生产率主要针对的是论文著者所著的科学

文献的数量，并且科学生产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能够形成定律来揭示科学文献作者与所著

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然而劳动生产率针对的是劳

动者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

2.2 研究科学生产率的意义

首先，洛特卡提出的科学生产率概念与洛特卡

定律紧密相关。运用洛特卡定律可分析出某一学科

领域论文著者的科学生产状况。

其次，通过研究论文著者的产出状况，验证学科

领域是否符合洛特卡定律，并且根据洛特卡定律得

出的参数值可以揭示出论文著者与所著文献数量的

关系，从而更加清晰的区别本学科专题领域的高产

作者以及低产作者，从而能够进一步描述出某一学

科领域的科学生产率分布状况。

最后，研究科学生产率可以认识该学科或主题

的科学生产规律以及学科的学术层次【3】，根据研究

结果可以有针对性的与其他学科专题进行合作或者

是进行交叉性的研究 。

总之，研究科学生产率不仅能够扩展和丰富学

科专题论文的科学生产率分布定律的内涵和应用范

围【4】，得出专题论文的科学生产率状况。同时能够

分析科学文献著者的科学生产率分布规律，有助于

我们全面了解和掌握知识规律。

3 论文著者科学生产率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学科的发展，学科的分

支逐渐细化，并且出现学科交叉现象。知识管理是

信息管理的发展和延伸，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信息技术使得信息转化为知识的速度得到了提高和

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知识管理。知识管

理运用到高校、企业、个人生活管理的多个方面。知

识管理论文著者的科学生产率也逐步提高。谭观

音、左泽平研究虚拟企业的知识管理模型；陈跃飞研

究了知识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应用；郎庆华在基于知

识管理的机构知识库服务体系构建分析中，研究了

知识服务系统的知识管理现状；黄忠、闫兰兰基于

Web2.0对大学生个人知识管理研究。由此可见，许

多学者投入到知识管理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

由信息管理转向知识管理研究，同时知识管理专题

覆盖企业、高校、个人等，覆盖范围较广。研究其科

学生产状况，对于完善学科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3.1 研究思路

本文在研究知识管理专题论文著者的科学生产

状况时主要是依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数据信

息，首先了解论文著者所著论文的数量情况，其次在

收集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验证洛特卡定律，根据

洛特卡定律的函数参数值揭示出这一专题论文著者

与所著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知识管理专题论文著者的科学生产状况的

方法主要是收集知识管理论文，通过 excel表格分析

论文著者所著论文的数量，统计出知识管理论文著

者的科学文献生产数量，得出论文的著者分布规律。

3.2 数据收集

对知识管理论文数据的收集是进行科学生产率

研究的前提。本文主要是利用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学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论文知识库即源数据库。

检索时间为2011年1月。由于在企业管理、图情档、

信息科学等学科领域都涉及到了知识管理专题，因

此学科领域不再进一步进行限制选择全部学科领

域。在检索过程中利用知识管理检索词进行关键词

检索。年限限制在 2006-2010年近五年来的数据。

图1是检索结果第一页面的显示。

图1 知识管理论文检索结果首页

3.3 数据筛选

由于研究的是知识管理专题论文著者的科学生

产率分布, 所以对于检索出的导言、书评、会议综述、

团体作者所著文献等不作为学科论文统计。由于核

心期刊与一般期刊的不同，依照洛特卡定律的最初

原则, 本次论文数量只统计第一作者，将数据检索结

果数据导入到Excel表中，利用电子表格的函数，从

22 情 报 科 学 30卷



而统计出了 2088名作者所著的 2642篇论文的分布

情况.由于洛特卡定律较符合低产作者，因此的十篇

及十篇以上的知识管理论文文献以及论文著者一起

统计。

3.4 数据统计

通过数据收集及数据筛选的结果对2006-2010
年知识管理专题论文的著者分布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如表1所示
表1 2006-2010年知识管理专题论文的著者分布

3.5 结果分析

由图表进行分析，2006-2010 年间知识管理专

题论文的科研人员发表一篇论文的作者占总数的

84.63%,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知识管理研究。发表

两篇到四篇的作者所占比例也相对较高。而四篇以

上的占少数，因此高产作者较少，比例只占 1.1%。

发表一篇或两篇知识管理专题论文的著者占所有著

者总数的94%以上。

4 研究结果与洛特卡定律比较分析

本章节主要是对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即实际的

科学生产情况与洛特卡定律进行比较分析，验证知

识管理论文著者的科学生产分布状况是否符合洛特

卡定律从而得出最终结论。通过近年来国内学者在

不同学科领域对洛特卡定律的验证中，我们发现学

科特征、统计条件、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

有的学科文献著者完全符合洛特卡定律，而有的不

支持，甚至与洛特卡定律相悖【5】。本文将数据结果

与洛特卡定律比较分析时，首先明确洛特卡定律的

基本内容，并选择符合知识管理学科领域的统计方

法对洛特卡定律进行验证，得出知识管理论文著者

的洛特卡分布，分析学科特征。

4.1 洛特卡定律的基本内容

⑴洛特卡定律是描述作者与论文数量之间关系

的经验规律，这一定律是由美国情报学家洛特卡于

1926年提出。洛特卡通过选择美国《化学文摘》和

德国奥尔巴赫《物理学史一览表》为数据源研究科技

工作的论著分布【6】，从而得出著名的论文著者百分

比分布应符合如下公式：即著者分布的平方反比公

式【2】：f (n) =c/n2 ，c约等于0.6079。
⑵通过国内外学者对洛特卡定律的适用性研究

得出其一般表达式为 f(x)=C/xn (1) 其中，x设为论文

数量，f(x)为写 x 篇论文的作者占作者总数的比例【7】；

C,n 为参数。由于学科领域、学科水平的不同，参数

值C与n值也有所不同。因此所有的学科领域并不

一定符合平方反比公式。根据实际论文统计数可以

计算出其参数值。从而验证是否符合洛特卡定律。

洛特卡定律实用性强，通过洛特卡定律可以较

为全面清晰的描绘出专业领域的科学生产率状况。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对洛特卡定律进

行验证, 对于洛特卡定律方面的研究就一直连续不

断。本文主要是通过知识管理领域论文著者科学生

产率结果与洛特卡定律相比较分析，验证其是否符

合洛特卡定律，根据验证结果得出知识管理领域的

科学发展情况，为知识管理领域学者的研究提供了

指导。但是洛特卡定律分布是一种静态的表述，而

文献发展是动态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洛特卡定律逐

渐的失去了其全面性，不能够对动态知识进行描述，

因此在国外提供的某些数据上有时会显示一篇论文

作者分布比率偏高【8】。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分析得出

论文著者科学生产的一般性规律。

4.2 洛特卡定律验证

将统计分析的结果与洛特卡定律进行对比分

析，验证知识管理论文著者的科学生产率与洛特卡

定律的关系。

首先，估算非线性方程 f(x)=C/xn (1)中参数C与n
的值。主要运用统计学里的最小二乘法。

步骤：第一，估计非线性方程 f(x)=C/xn (1)中参数

n 的数值，对（1）式方程的两端取对数，得出 lgyx=-nl⁃
gx+C 。最小二乘估计值：

-N =
-N[∑(lg x)(lg yx)] +[∑(lg x)][∑(lg yx)]

N[∑(lgx)2] -[∑(lg x)]2
(2)

根据数据统计的结果，利用（2）式得出公式中的

相关数值（如表2）。
其中 N=10，根据公式（2）以及表 2 统计计算的

数据得出n的最小二乘估计值n=3.209。
由n=3.209以及Pao.M.L 给出的下列公式【7】：

c=(∑
x=1

∞ 1
xn )-1∑

x=1

∞ 1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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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20
[ 1
xn +[(n-1)(20

n-1)] -1+ 1
2 × 20n +

n
24 × 19n+1

得出 C=0.8471 从而得出知识管理论文的作者

分布规律为 f(x)=0.8471/x3.209 ,其中 f(x)为写 x 篇论文

的作者占作者总数的比例。

其次，得出知识管理论文作者分布规律后，利用

K-S检验所统计的知识管理专题论文在理论上是否

符合洛特卡定律。为了验证我国知识管理专题的作

者科学生产率实际分布与洛特卡定律理论分布的一

致性,对得出的式子进行K-S 检验。
表2 论文量与作者量相关数据统计分析

4.3 K-S检验

在对统计数据进行K-S 检验前，首先应该明确

K-S检验的基本原理，其次计算K-S检验数据，在数

据分析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

4.3.1 K-S检验的基本原理

K-S检验的基本原理计算出统计结果中值的累

积频率分布与理论累积频率分布之间的差异,选取

最大差值记为 Dmax, 若最大差值 Dmax 小于临界

值, 则不能认为有显著差异, 即所统计的科学生产率

分布状况理论上符合洛特卡分布，反之实际统计结

果不符合洛特卡分布规律【7】。

4.3.2 K-S检验数据

计算 K-S 检验数据时，主要在知识管理论文的

作者分布规律 f(x)=0.8471/x3.209 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

运算，计算出论文的实际累计频率、理论累计频率和

频率差（如表3）。
表 3 K-S 检验数据

由表3可直观得出Dmax=0.0155，当显著性水平

α =0.01 时，临界值 K-S 值为 1.63/ ∑yx =1.63/
∑2088 =0.0357。

根据K-S检验思想 0.0357＞Dmax=0.0155,因此

在显著性水平α=0.01时，认为知识管理领域论文作

者的科学生产率理论上符合洛特卡定律。知识管理

论文著者的洛特卡分布为 f(x)=0.8471/x3.209

5 结果分析与结论

通过分析知识管理专题论文著者的科学生产率

得出其符合洛特卡定律，由于在统计中我们对于合

著作品只取其第一作者,所以会有一定的误差【9】,但
是忽略误差不计，论文著者的洛特卡分布创造性地

揭示了科学论文作者与论文数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普赖斯在洛特卡定律的基础上对科学著述中的高产

作者及其论文贡献率得出过如下推论:“大约 10 %
的杰出科学工作者发表的论文量占全部论文量的一

半【10】。通过对洛特卡分布的C与n值得出知识管理

专题领域的学科难度较低，较多的人对这一专题进

行研究。同时n值较大，则认为作者较为分散，许多

著者发表一篇文献，高产作者较少。从而得出知识

管理专题领域的学科渗透水平较高。研究出了这一

学科专题的学术水平及学科层次同时也清晰的展现

了这一专题的论文著者科学生产分布状况，为以后

的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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