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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信息 系统领域 ６ 本顶级期刊在 １ ９９０

—

２ ０ １ ０ 年发表的文章作为分析对象 ， 探究信息 系统领域的知识来

源及知识贡献的发展趋势 。 研究发现 ， 信息 系统领域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享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 与商学 、 经济学的知

识交互现象在不断增强 ， 对计算机科学 、 工程学 和心理学的知识输出趋势不断增强 ，
对社会学和管理科学的知识依赖

程度不断增强 ， 而和管理学之间的联系呈减弱趋势 。 同时 ， 信息系统领域 内 的知识交流更为频繁 ， 学科 自 身 的知识核

心不断加强 。

关键词 信息系统 ， 引文分析 ， 知识继承 ， 参考学科

中 图分类号 Ｃ９３ １ ． ６

１ 硏究背景

过去 ３０ 多年里 ， 信息系统领域一直被视为一 门新兴学科 ， 从计算机科学 、
工程学 、 心理学 、 经济

学 、 社会学以及管理学中其他的分支中大量地借鉴概念 、 理论和方法 ， 因而被描绘为处在知识食物链

的顶端
［

１
］

。 然而 ， 随着信息系统领域的不断发展 ，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长久 以来对信息系统领域

的这一定位
，
并通过考察信息系统领域的发展和成熟情况 以回答这一问题 。

正如Ｋｅｅｎ于１ ９８０年在首届 国际ｆｇ息系统大会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 ｅｍ ｓ ，

ＩＣ Ｉ Ｓ ） 上所强调的那样 ，
信息系统领域要想持续发展并独立于其他学科存在 ， 需要有 自 己的知识继承

（ ｃｕｍｕ ｌａ ｔｉｖ ｅ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 并成为其他学科的参考学科 （ ｒｅｆｅ ｒｅｎｃｅｄｉ ｓｃ ｉｐ
ｌｉｎｅ ）

［
２

］

。 自此 ， 学者们开始积极

探讨信息系统领域的参考学科和知识继承 ， 并将这两个概念作为指导信息系统领域学者们努力的方向 ，

以 及检验信息系统领域发展和成熟情况的重要表征 。 例如
，
Ｃ ｕｌｎａｎ 认为信息系统领域的参考学科可以

分为三类 ： 基本理论 （ 如系统科学 ） 、 基础学科 （ 如心理学 、 社会学 ） 和相关应用学科 （ 如计算机科学 、

管理学 、 金融学 、 管理科学等 ）

［

３
］

。 Ｏｈ 等认为信息系统学者借鉴理论的参考学科分别是行为科学 、 组

织科学 、 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 ［＇

在讨论信息系统领域参考学科的基础上 ，
学者们进一步关注信息系统领域的发展对这些学科和其

他学科是否产生影响 ， 以此衡量信息系统领域成熟状况 。

一方面 ， 研究者关注信息系统领域是否形成

了 自 己的研究核心和独特的问题 。 例如 ， Ｓｉｄｏｒｏｖａ 等分析了信息系统领域 １ ９８ ５
￣２００６ 年三本顶级期刊

（ ＭＩＳＱ 、
ＩＳＲ 和 ＪＭＩＳ ） 发表的文章 ， 结果表明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相对稳定地集中在信息技术与组

织 、 信息系统开发 、 信息技术和个人 、 信息技术和市场 以及信息技术和群体 ５ 个方面 ［
５

］

。 另
一

方面 ，

＊ 基金项 目 ： 教育部——中 国移动科研基金资助项 目 （ ＃ＭＣＭ ２ ０ １ ５ ０４０２
 ）。

通信作者 ： 姚欣林 ，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Ｅ－ ｍａｉ ｌ ：ｘ ｉｎ ｌ ｉｎ
ｙ＠ｆｕｄａｎ ． ｅｄｕ ．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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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输入与输出 ：
１ ９９０
－

２０ １ ０ ８５

研究者关注信息系统领域发展过程中 ，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知识流动情况 。 例如

，
Ｃｈｅｏｎ 等

认为信息系统领域的传统参考学科 （ 如组织学 、 计算机科学和管理学 ） 开始认同信息系统领域的独特

性 ， 并且信息系统领域也开始 向这些领域贡献知识
［
６

］

。 Ｋａｔｅｒａｔ ｔａｎａｋｕ ｌ 等通过引文分析表明 ，
信息系统

领域的期刊被其他学科频繁引 用 ，
甚至包括作为信息系统领域参考学科的计算机科学 、

管理学和组织

学
［
７

］

。 Ｇｒｏｖｅｒ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 ， 信息系统领域在建构 自身的知识基础的同时 ，
向其他学科贡献知识 ，

并且在学科知识网络中不断向着高中心度的方向发展 ［

８ ’ ９
］

。

尽管国 内信息系统领域研究起步较晚 ， 但是学者对于我国信息系统学科发展和研究现状也做了大

量的梳理工作 ［
１ Ｇ

’

ｎ
］

， 这些对于把握和比较国 内外信息系统领域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例如 ，

季绍波等通过分析 １ ９９ ９￣２００ ３ 年 １ ８ 种 国内代表性期刊上发表的信息系统领域论文 ， 从参考学科 、 研究

题 目 、 研究方法和分析层次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现状 ［

１ ＜）

］

。 作为
一门交叉应用

学科 ， 学者们对于信息系统领域的学科交叉特性和知识结构也保持着较高关注度 。 例如 ， 研究者利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 数据探究了 图书情报领域的学科分布数量 、 分布差异性和学科结构的特征和演化情况 ，

为了解该领域学科交叉状况和学科发展情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１ ２
￣

１ ４
］

。

然而 ， 学者们对于信息系统领域的发展状况还存在
一定分歧 。

一些学者认为信息系统领域已经发

展为
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 ， 并成为其他领域的参考学科 。

一方面 ，
已有研究从学科 自身发展现状的角

度论证了这
一观点

，
如 Ｂａｓｋｅｒｖｉ ｌ ｌｅ 和 Ｍｙｅｒｓ 指 出知名的信息系统期刊 、 稳定的学术会议、 独特的研究

问题和理论视角等都是支持这
一结论的证据 ［

１

］

；
Ｃｏｃｏ ｓｉ ｌａ等通过研究信息系统领域三个主要会议（ ＩＣＩＳ ，

ＰＡＣＩＳ
？
和 ＡＳＡＣ

？
） 的发展情况 ， 分析了该领域的知识输出 、 学者合作分布和学者贡献情况 ， 并指 出

信息系统领域已经形成了 自身成熟的学术体系
［

１ ５
］

。 另一方面 ，
也有学者从信息系统领域对其他学科的

知识贡献角度佐证了这一观点 ， 如 Ｇｒｏｖｅｒ等通过引文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方法证明信息系统领域已经形

成 自 己 的知识体系 ，
并能够作为组织学 、 计算机科学和管理学的知识参考学科

［
８

］

；Ｎｅｒｎｒ等通过分析信

息系统领域的 ６ 本顶级期刊的被引情况 ，
进一步佐证了信息系统领域对计算机科学 、 管理学和工程学

等学科的知识贡献 ， 并指出信息系统已经发展成为其他学科的知识参考学科
［
１ ６

］

。 除了对传统学科的知

识贡献 ， 信息系统领域也逐渐成为新产品开发 （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和视觉设计等领域的重要参

考学科
［
１ ７

］

。

而另
一些学者则指出信息系统领域仍处于知识食物链的顶端 ， 尚未成为其他学科的参考学科 ［

１ ８
］

。

对此近年也有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给出 了佐证 。 已有研究表明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多应用其他学科的

理论 ， 而缺乏 自身理论构建 ， 这
一

点使该学科很难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参考学科
［

１ ９ ’ ２ （＞
］

。 此外 ，

Ｂａｓｄｅｎ 采用哲学的方法探讨信息系统学科的命运和责任 ， 其引入概念
“

意义半球 （ ｓｐｈｅ
ｒｅ ｓｏｆ 

ｍｅａｎ ｉｎｇ ）

”

界定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核心及其对领域内学者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意义 ，
指出信息系统学科还不能为

其他学科提供知识服务 Ｈａｓｓａｎ 总结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特点 、 规则和 目标 ， 并指出该领域由 于其

兼并性 ， 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

２ ２
］

。 这些研究虽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探讨了 目前信息系统的学科

地位 ， 但缺乏对该领域较为系统的定量分析 。

研究学科间知识交流的特征对于了解学科发展程度和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 ，
已有研究虽然对信息

系统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学科交叉特性有 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 但对于信息系统领域与相关学科之间的知

识交流特征还缺乏进一步的分析 。 因此 ，
本文通过对信息系统领域顶级期刊的引文分析 ， 探讨信息系

①ＰＡＣＩＳ
：
 Ｐａｃ ｉｆｉ ｃＡ ｓ ｉ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ｙ
ｓ ｔｅｍｓ

， 即亚太信息系统年会 。

②ＡＳＡＣ ：Ａｄｍ ｉｎｉ ｓ ｔｒａｔ ｉｖ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 ｓ ｓｏｃｉ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 ｒｅ ｎｃ ｅ ， 即加拿大行政科学协会年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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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

单篇引 文均数

？

单篇被引均数

引用及被引情况

对 ６ 本期刊文章在 １ ９ ９０？２０ １ ０ 年的引 用文章和被 引 文章按照学科进行分类 ， 并按照 引用和被引

总量进行排序 （ 表 １）
， 除 了信息 系统领域

？
自 身 ，

６ 本信息系统领域期刊引用和被引总量最多的 ８ 个

学科分别为计算机科学 、 管理学 、 商学 、
工程学 、 心理学 、

运筹与管理科学 、
经济学和社会学 。 结

果表明 ， 信息系统领域的 主要知识来源和知识应用来 自 于学科内 部 ，
同时与上述 ８ 个学科有较为密

切 的知识交流 。

统领域的知识基础 以及 和其他领域之间的知识交流情况 ， 为了 解信息系统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学科地位

提供最新的参考 。

２ 数据及分析

我们选择 Ｗｅｂｏ ｆ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 １ ９９０
？

２０ １ ０ 年期刊文章发表的数据 ， 对信息系统领域引 文结构

变迁进行分析 。 信息系统领域是
一个交叉学科 ， 为保证所选文章的代表性 ， 我们 以美国信息系统审计

与控制协会 （ ｔｈｅＩ 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 ｎＳｙ ｓ ｔｅｍＡｕｄ ｉ ｔａｎｄＣ ｏｎｔｒｏ ｌ
，
ＩＳＡＣＡ ） 列 出的 ６ 本顶级信息系统期刊 ： Ｍ／Ｓ

２如，你／少 （ Ｍ Ｉ ＳＱ ） 、
Ｊｏｉ／ｒａａ ／（ＪＭ Ｉ Ｓ ） 、 办他 （ Ｉ ＳＲ） 、 ｏｆ

／＜ｏｒｗｆｌ ， ｉ

’

ｏ／７（ＥＪ ＩＳ ）
、
／咖 Ｓｙｓ化ｆｆｉｓＪｏ ｗｒｗ ａ＂ＩＳ Ｊ ） 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 １ Ｓ（ＪＡ Ｉ Ｓ ）在 １ ９９０￣２０ １ ０

年发表的文章作为分析对象 ， 研究其引 文和被引 的学科构成变迁情况 ， 从而反映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

来源和知识贡献的发展 。 我们从 Ｗｅｂｏ ｆＳｃ ｉｅｎ ｃｅ 数据库提取了 文章的发表时间 、
期刊

、
学科等信息 ，

并统计了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 刊文章的引用文献信息和被引用文献信息 ，
以便于分析信息系统领域知

ｔＲ输入和输 出状况。

统计 １ ９９０？ ２０ １ ０ 年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文章的引用和被 引用情况 ，
结果显示 １ ９９０￣２０ １ ０ 年 ６ 本

期刊共发表期刊文章 ２０ ６５ 篇 ，
引 文总量 ４２ １ ６ ９ 次

，
被引用总量 ４２６９３ 次 。 图 １ 显示在发文量逐年递

增的同时 ， 文章的单篇引文均数和单篇被引均数也逐年上升 。 这表明 ， 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创造和知

交流在不断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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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ｅ ｎｃｅ 数据库 中分类为信息 系统的文章 ， 包含 ６ 本期刊文章及其他信息系统领域 的期刊文章



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输入与输出 ：
１ ９ ９０
—

２ ０ １ ０ ８７

表 １ 信息 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文章 引 用和被 引情况

学科 ６ 本期刊文章引 用总量 引用 占 比／％ ６ 本期刊文章被引 总量 被引 占比 ／％

信息系统
１
３ ２

１
７ ３

１
． ３ ２２ ２４５ ５ ２ ．

１

计算机科学 ４
７ ９３ １ １

．４ ６ ７ ２７ １ ５ ． ８

管理学 ６７２２ １ ５ ． ９ ２ ９４ ２ ６ ． ９

商学
５７ １ ５ １ ３ ． ６ ２ ２ ３ ２ ５ ． ２

工程学 ８０ ５ １
． ９ ２ ０５ ３ ４ ． ８

心理学 ３４５ ０ ８ ． ２ １７ ２６ ４ ． ０

运筹与管理科学 ２ ６８ ８ ６ ．

４ １４６８ ３
． ４

经济学
１７０３ ４ ． ０ ２ ００ ０ ． ５

社会学
７４ １ １

． ８ １ ３ ０ ０ ． ３

合计 ３９ ８ ３ ４ ９４ ． ５ ３ ９ ７ ２３ ９ ３ ．０

比较 ８ 个学科的引用和被引总量可以发现 ， ６ 本期刊文章引用管理学 、 商学 、 心理学 、 运筹与管

理科学 、 经济学 、 社会学文章的占 比高于被引 占 比 ， 表明这 ６ 个学科是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参考学科 ，

信息系统领域对这些学科的知识贡献相对较少 。 相反 ， ６ 本期刊文章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被引 占 比

高于 ６本期刊的 引用 占 比 ， 表明信息系统领域对这两个学科知识贡献较多 ， 而引用的知识相对较少 。

以 ６ 本期刊的引用 占 比作为 ；ｃ 轴
，

６ 本期刊的被引 占 比作为 ｙ轴 ，
可 以将表 １ 中 的学科表示在图 ２

中 ， 在图 ２ 中绘制ｐ 的参考线 ， 可 以将这些学科分为两类 ： 知识贡献区和知识参考区 。 处于知识贡

献区的学科 ，
６ 本期刊被这些学科引用的比例高于 ６ 本期刊引 用它们的比例 ，

因此信息系统领域向这

些学科贡献知识 ， 而知识参考区的情况恰好相反 。 图 ２ 从 ６ 本期刊引用和被引 的总体情况描述了信息

系统领域和其他密切交流学科的关系 。

图 ２ 信息系统领域对主要学科的 引用和被引 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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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１ 领域间知识交流

对 １ ９ ９０？２０ １ ０ 年
，
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对计算机科学 、 管理学 、 商学 、

工程学 、 心理学 、 运筹

与管理科学 、
经济学和社会学 ８ 个学科的引用在其总引用量 中的 占比 ，

以及 ６ 本期刊文章被这 ８ 个学

科引 用在总被引量中 的 占 比进行逐年统计 ， 可得到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结果 。

－商学

一＾计算机科学

＋经济学

－

工程学

管理学

＋运筹与管理科学

心理学

—社会学

、概 嫩挪嫩
年份

图 ３ １ ９９０
？

２ ０ １ ０ 年信息系统领域对 ８个学科的引用 占 比变化

Ｈｌｈ
■ 商学

＋计算机科学

经济学

程学

管理学

＋运筹与管理科学

心理学

—社会学

年份

阍 ４ １ ９ ９ ０
？

２０ １ ０ 年信息系统领域在 ８ 个学科的被引 占 比变化

从图 ３ 和图 ４ 中可 以看出 ， 信息系统领域对 ８ 个学科的引用和被引 占 比随时间呈现不同 的发展

趋势 。 将信息系统领域对 ８ 个学科各年的引用 占 比和被引 占 比对时间进行回 归 ， 可以得到表 ２ 所示

结果 。

表 ２ 信息 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对 ８ 个学科的 引 用及被 引 随时 间的变化情况

学科

６ 本期刊引用 占 比 ６本期刊被 引 占比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 数 ｐ值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系数 Ｐ 值

商学

常数 －

１ ４
．

３ ９７ １
． ２８ ９ ０ ．０００

－

６ ．４ ８４ １ ． ０３ ０ ０ ． ０００

ＩＶ
：
年份 ０ ． ００７ ０ ． ００ １ ０ ． ９３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 ００ １ ０ ．８２４ ０ ．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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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９ ０
—

２ ０ １０ ８９

续表

学科

６ 本期 刊引用 占比 ６ 本期刊被引 占比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户 值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尸 值

计算机科学

常数
１ ０ ． ３ ８７ １

． ８６ ５ ０ ． ０００
－

６ ．４４６ １
． ６３ ９ ０ ． ００１

Ｉ
Ｖ

：
年份 —

０ ． ００５ ０ ．００ １

－

０ ． ７８４ 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１ ０ ．６７ ８ ０ ． ００ １

经济学

常数 －

４ ． ６３ ３ ０ ． ８９ ７ ０ ． ０００
－

０ ． ３ ９４ ０ ．

１ ４ ８ ０ ． ０ １ ５

Ｉ
Ｖ ： 年份

０ ．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 ７ ６ ６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 ５２ ５ ０ ． ０ １ ５

工程学

常数 ２ ． ３ １ ７ ０ ． ８９４ ０ ． ０ １ ８
－

２ ．０２ ５ １ ． １ ８ ６ ０ ． １ ０４

ＩＶ ： 年份 －

０ ． 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

０ ． ５ ０７ ０ ． ０ １ ９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０ １ ０ ．３ ７ １ ０ ． ０９７

管理学

常数
１４ ．

１２６ ２ ．

１ ９ ７ ０ ． ０００ ７ ．６９ １
１

．７ ５ ６ ０ ．０００

ＩＶ ： 年份 －

０ ． ００ ７ ０ ．００ １
－

０ ． ８ ２４ ０ ． ０００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 １
—

０ ．７０５ ０ ． ０００

运筹与管理

科学

常数 －

０ ．４５ ０ ０ ．９ ８ ６ ０ ． ６５ ３ ９ ．０３ ０ ２ ．０８ １ ０ ． ０００

ＩＶ ： 年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１
０ ． １ １ ９ ０ ． ６０８

－

０ ．００４ ０ ． ００ １

－

０ ．７０４ ０ ． ０００

心理学
常数 ２ ．４ １ １ １

． ８ ４２ ０ ． ２０６
－

１ ．２ ０８ ０ ． ９ １ ９ ０ ．２０４

ＩＶ ： 年份 －

０ ． ００ １ ０ ．００ １

－

０ ． ２７ ８ ０ ． ２２３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２９ ６ ０ ．

１ ９２

社会学

常数 －

０ ． ８０５ ０ ．４４３ ０ ． ０８ ５ ０ ．６８ ５ ０ ． ３ １ ５ ０ ． ０４３

Ｉ
Ｖ ： 年份

０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 ３９２ ０ ． ０７９ ０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

０ ． ４４４ ０ ．０４４

由表 ２ 的结果可以发现 ， 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文章对 ８个学科的知识引用和被引 占 比随时间呈

现不同的趋势 ， 体现出信息系统领域在发展过程中知识引用结构的变化 ， 以及其知识的主要贡献方向

和领域的变迁 。

例如
，
对于商学和经济学 ， ６ 本期刊引 用占 比和被引 占比对年份的 回归系数都为正 ， 并且在统计

上显著 （Ｐ 值均小于 ０
．
０ ５ ）。 这说明信息系统领域在发展过程中 ，

与这两个学科的知识交流越来越密切 ，

无论是对这两个学科知识的运用还是对这两个学科的知识贡献都呈增长趋势 ，
处于知识互惠的状态 。

而对于管理学 ， 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与它的引 用 占比和被引 占比都随时间呈现递减趋势 ， 表明信息

系统领域与管理学的知识在发展过程中随时间逐渐相互偏离 ，

二者的知识交流减少 ， 彼此发展呈较为

独立的趋势 。 对于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 ，
６ 本期刊文章对它们的引用 占比随时间呈递减趋势 ， 而被引

占比则呈现增加趋势 ， 这表明信息系统领域对它们知识引用减少 ， 并逐渐成为它们的知识贡献学科 ；

社会学和运筹及管理科学对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文章的引用随时间呈递减趋势 ， 信息系统 ６ 本期刊

文章对它们的引用 占 比为正 ， 但是时间趋势不太显著 （
ｙ

Ｓ 社会学
＝０ ．３９２

，／
７
＝

０ ．０７９ ；＃筹与管ａ科学
＝
０ ． １ １９ ，

＾
＝０

．６０８ ）
， 这表明信息系统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对社会学知识有持续的知识依赖 ，

但是对该学科的知识

贡献则在不断减少。

将表 ２ 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作为坐标 （ 引用 占 比为 ｘ坐标 ，
被引 占 比为 坐标 ） ， 可 以把表 ２ 中 的

信息系统领域与各学科之间知识流动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直观地表示在图 ５ 中 。 ；ｃ 坐标表示的是信息系

统领域 ６ 本期刊引用该学科占比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 可以理解为该学科知识流人信息系统领域 ； 相反 ，

少 坐标表示的是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被该学科引用 占比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
可以理解为信息系统领

域知识流出该领域 。 坐标的正负则表示知识流动随时间呈增长或减少趋势 。 ８ 个学科分布在 ４ 个象限

中 ， 根据它们和信息系统领域知识交流的关系 ， 我们将 １
￣

４象限分别命名为知识互惠区 、 知识贡献区 、

知识独立区和知识依赖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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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０ ． ７８４

＊ ＊ ＊

，Ｔ０ ．６ ７８
＊ ＊

）

计算机科学

ｉ

－ ０ ． ５０７
＊ ＊

．

ｔ
〇 ．３ ７ １

＊
）

「？程学

１ ． ０００

０ ． ８００

０ ．６００

０ ．４００

知识 贡献Ｋ 心理学
０ ２００

（ １
－ ０ ．２ ７８ ，

１
０ ． ２９６ ）

商学

（
ｉ
〇 ． ９３２

＊ ＊ ＊

ｔ
Ｔ 〇． ８２４

＊ ＊ ＊
）

经济学

＃

（

１
０． ７６ ６
…

， ｆＯ
． ５２ ５

＊ ＊
）

知识互惠区

信息系统领域引用

－

１ ． ０００
－

０ ．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４００
－

０ ． ２ ００

知识独立区

管理学

（ ｜

－

０ ．８ ２４
； １

＊＊
， ！
－

０ ．７ ０５
＊ ＊ ＊

）

０ ． ０
丨

－

０ ．２００

－

０ ． ４００

－

０ ． ６００

－

０ ． ８ ００

－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 ４０ ００ ． ６０００ ． ８ ００ １ ．０００

知识依赖Ｅ

＊

（ ｉ ０． ３ ９２
＊

，
丨 

０ ．４４４
＊ ＊

）

＃
运筹与管理科学

Ｃ
｜
０ ．

１
１ ９

， ｔ

－ ０． ７０４
＊ ＊ ＊

＞

图 ５ 信息系统领域与 ８ 个学科的知识交流

＊＊ ＊
、

＊ ＊
、

＊分別表示在 １％ 、 ５％ 、 １ ０％的水平上显著

丄 表示知识流入信总系统领域 ， ｆ表示知识流出信息 系统领域

２ ． ２ 领域 内知识继承

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继承是指领域内部研究成果或知识之间的相互依赖 ［

２
］

。 而领域内部期刊文章

的相互引用频率是领域内新的研究对领域内 已有研究成果知识依赖程度的表征 ［

１ ８
］

。 我们对 １ ９９０？２０ １ ０

年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杂志对信息系统领域内全部文章的引用和被引 占 比进行统计 ， 从总量来看 ，

在信息系统 ６ 本期刊文章的所有引 用中 ， ３ １ ． ３％来 自信息系统学科 ；
而在全部被引 中 ，

信息系统学科占

比为 ５ ２
．

１％ ， 均为最多 。 这说明信息系统学科的知识来源与知识贡献的主要方向都为 自 身领域内 的研

究 。 从知识引 用总量上 ， 信息系统领域内部 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知识继承体系 。

对 １ ９９０？２ ０ １ ０ 年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文章在领域内部的引用和被 引 占比进行逐年统计 （ 图 ６） 。

从图 ６ 中可以看出 ， 领域内 部的引 用和被引 占比的发展均呈现一定的时间趋势 。

领域内引 用

领域内被引

、躺鱗文？漱 ？滅鱗鱗、
。

年份

图 ６ 信息系统领域内 的引用与被引情况

系
统
领
域
被
引

将各年 占 比对时间进行回归 （ 表 ３）
， 回归结果 显示 ６ 本期刊文章在领域内 的引用和被引 占 比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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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０ ９ １

时间呈正相关关系 。 这表明 ， 信息系统领域在这 ２０ 年的学科发展过程中 ， 领域内的知识交流更为频繁
，

前后研究之间的知识继承更加紧密 ， 并逐渐形成了学科 自身的知识核心 。

表 ３ 信息 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在领域内 部的引 用及被 引情况

项 目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ｆ统计量 ｐ 值

领域内 常数 －

６ ． ９０４ ９ ２ ．２ ５ １４
－

３ ． ０ ７ ０ ． ００６

引用
ＩＶ

：
年份

０ ． ００３６ ０ ．００ １ １ ０ ． ５ ８ ７１ ３ ．

１ ６ ０ ． ００５

领域内 常数 －

７ ． ５ ５７ ６ ２ ．３ ６５ ６
－

３ ． １ ９ ０ ． ００５

被引
ＩＶ ：

年份
０ ． ００ ３９ ０ ．００ １２ ０ ． ６０２１ ３ ． ２９ ０ ．００４

为了进一步考察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结构 ， 我们采用赫芬达尔指数 （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 ｌ

－Ｈ ｉ
ｒｓｃｈｍａｎｉｎｄｅｘ ）

将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文章 １ ９９０￣２０ １０ 年在计算机科学 、 管理学 、 商学 、 工程学 、 心理学 、 运筹与

管理科学 、 经济学和社会学 ８ 个学科中 的被引量在各学科间的分布情况进行聚合度分析 。 赫芬达尔指

数是产业经济学中衡量市场结构的主要指标 ， 是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 ， 该指数越大表

明产业集聚程度越强 ， 反之则越弱
［
２ ３

］

。 因此 ， 借鉴这
一

思想 ， 我们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信息系统领

域的知识结构和在各学科间分布的集聚情况 ，
将 １ ９９ ０ 年作为第一年 ， 则第 （ 年的被引分布的赫芬达尔

指数为

ｈ
ｔ

＝

ｆ^ 

丨Ｍ
ｔ
ｆ（ １ ）

Ｚ

＝
１

其 中 ， 表示前 ｆ年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文章所有被引分布在 《
，

个学科中
；

ｒ
／
表示前 ｆ年信息系统

领域 ６ 本期刊文章被学科 ／ 引用的总数 ；
Ｍ

，

表示前 ｆ年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期刊文章的被引总数 。

对 １ ９９０
￣

２０ １ ０ 年被引情况的赫芬达尔指数对时间做回归分析 ， 结果见表 ４ 。 回归结果显示 ， 被引

情况的赫芬达尔指数随时间呈递减趋势 （ ＃
＝－ ０ ． ００２１

， ＾
＝０

．
０８６ ） ，

信息系统领域的被引学科分布越来

越分散 。 这表明 ，
信息系统领域

一方面在逐渐形成领域内的知识继承和知识核心 ， 另一方面也在为更

多的学科贡献知识 。 逐步成熟的领域内知识体系和 日 益多元化的知识贡献 ，
都在

一定程度上证明信息

系统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知识参考学科。

表 ４ 倍息系统领域 ６ 本其月刊 被引 聚合度随时间变化分析

项 目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Ｚ 统计量 ｐ 值

常数
４ ． ３ ２ ８５ ２ ． ２６７ ３ １ ． ９ １ ０ ． ０７ １

ＩＶ ： 年份 －

０ ． ００２１ ０ ． ００ １ １

－

０ ． ３８ ３３
－

１ ． ８ １ ０ ．０８６

３ 总结和展望

我们以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顶级期刊 ：
ＭＩＳＱ 、 ＪＭＩＳ 、 ＩＳＲ 、 ＥＪ ＩＳ 、 ＩＳＪ 和 ＪＡＩＳ 在 １ ９９ ０￣２０ １ ０ 年发表

的文章作为分析对象 ， 研究其引文和被引 的学科构成变迁情况 ， 从而探究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来源及

知 贡献的发展 。 总体上看 ，
１ ９９０？２０ １ ０ 年

，
信息系统领域 ６ 本顶级期刊在发文量逐年递增的同时 ，

文章的单篇引 文均数和单篇被引均数也逐年上升 ， 这表明 ， 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创造和知识交流在不

断加强 。 从 ６ 本期刊的引用和被引 的总体情况来看 ， 这 ６ 本期刊被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引用的 比例高

于它们引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的比例 ， 表明信息系统领域对这两个学科的知识贡献较多 ，
而商学 、

经济学 、 管理学 、 运筹与管理科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的情况则相反 ， 这 ６ 个学科对信息系统领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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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贡献 ， 是信息 系统领域的参考学科 。

通过分析信息系统领域和这些学科之间的引 用和被引 随时间 的变化趋势 ， 我们发现这些学科与信

息系统领域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类 ：

一

是知识互惠区 ， 信息系统领域与处于该区域的学科 （ 商学 、
经济

学 ） 在知识引用和被引 上都随时间增长 ， 表明学科之间交流密切 、 知识呈双向流动的互惠趋势
；

二是

知识贡献区 ， 信息系统领域引用该区域学科 （ 计算机科学 、 工程学 、 心理学 ） 知识随时间减少 ， 但被

引 比例随时间上升 ， 表明信息系统向该区域学科贡献知识 ；
三是知识独立区 ， 信息系统领域与该区域

学科 （ 管理学 ） 的知识引用和被引随时间都呈下降趋势 ， 表明二者的知识交流呈减少趋势 ； 四是知识

依赖区 ， 信息系统领域引用该区域学科 （ 社会学 、
运筹与管理科学 ） 知识随时间呈上升趋势 ， 但被引

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 表明这些学科为信息系统领域提供知识 。 分析信息系统领域被引 聚合情况显示 ，

聚合程度随时间呈下降趋势 ， 这表明信息系统领域知识的贡献领域更为多元化 。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系统领域内的 知识继承情况 ， 通过分析 ６ 本期刊文章在领域内的引用和被

引 占 比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
我们发现信息系统领域在这 ２０ 年的学科发展过程中 ， 领域内 的知识交流更

为频繁 ， 前后研究之间的知识继承更加紧密 ，
并逐渐形成了学科 自身的知识核心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

为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创造和知识交流正在 日 益活跃 ，
信息系统领域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 、 方法的同

时
，
逐渐形成了 自 身的知识核心 ，

开始对其他学科贡献 自身知识 ， 并且贡献领域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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