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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研数据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石与创新的保障，也是重要的科研成果产出。文章利用数据引文索引收录的

历史学、教育学、人口统计学、政府与法律、商业与经济领域的科研数据，从数据生产、组织、存储、出版与利用 的 生 命 周 期

环节揭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数据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科研数据生产是一个系统过程；②科研数据组织具有 生

命周期过程性，但规范性有待提高；③科研数据资源建设具有累积性和长期性；④科研数据分布呈现“集中—离散”特 点；

⑤８９％以上的科研数据零引用，高被引科研数据种数极少，存在权威认同现象。进而，本文从数据共享、数据 服 务 和 数 据

利用三个方面提出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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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据资源 是 科 研 的 基 石 和 创 新 的 源 泉。随 着 科

学研究的定量 化、规 范 化 与 国 际 化 的 发 展，人 文 社 会

科学对数据 资 源 的 依 赖 性 与 日 俱 增。进 入 数 字 化 时

代以 来，美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ＧＳＳ）、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等大型调查项目的实施，以及政府开放

数据的推进，社 会 化 媒 体 数 据 的 日 益 增 长，科 研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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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指数级 增 长。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科 学 数 据 资 源 建 设

与管理引起相 关 高 等 学 校、学 术 组 织、高 校 图 书 馆 等

机构的重视，纷纷不遗余力地开展人文社会科学数据

的管理、组织、服务与共享等工作。

数据是科研过程的基本要素，为实现科研的透明

性、可证实性和可重复性，数据成为学术交流的“一等

公民”［１］。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定量分

析亟待建立一个透明和开源的学术机制，让研究数据

和模型公开共享，使研究成果可以得到他人的验证和

进一步拓展”［２］，数据的开放共享、规范组织是促进人

文社会科学科 学 性、规 范 性 的 重 要 领 域。２０１４年，国

际科学透明与开放促进委员会（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提 出 开 放 科 学 指 南，

其中就包括 数 据 的 透 明 性［３］。如 何 促 进 科 研 数 据 开

放与共享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２　相关研究述评

早在１９８２年，美国《图书馆趋势》（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

在其第３０卷 第３期 就 推 出“社 会 科 学 数 据 图 书 馆”

（Ｄａｔａ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专 题，内 容 包

括数据服务、数据组织与整合、数据获取、数据图书馆

发展与案例、数据服务职业培训、数据引用、数据保密

性、二手数据 利 用 等。近 年 来，国 内 外 对 人 文 社 会 科

学领域的数据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共享视

角，着力介绍 了 国 内 外 数 据 管 理 与 共 享 的 典 范，如 美

国社会科 学 数 据 管 理 联 盟（Ｄａｔａ－ＰＡＳＳ）［４］、英 国 社 会

科学数据存 储（ＵＫ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ＵＫＤＡ）和 美 国 高 校

校际政治与 社 会 研 究 联 盟（Ｉｎ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ＣＰＳＲ）的 介 绍［５］

等，其中数据存储 平 台［６］、数 据 整 合［７］、元 数 据［８］等 是

数据共享的关 键 因 素，但 是 对 数 据 的 生 产、存 储 与 出

版的状况鲜有论及。二是服务视角，作为数据服务主

体的图书馆可以从资源建设、馆员设置和合作平台三

个方面发展数据服务［９］，目前研究主要采用案例法对

武汉大学图 书 馆［１０］、复 旦 大 学 图 书 馆［１１］以 及 北 京 大

学图书馆［１２］的数据服务的实践探索进行了研究，并对

社会科学数据馆员进行了阐述［１３］。进而言之，所有的

数据服务活动都需要建立在数据资源建设基础之上，

而数据资源建设又要求馆员对数据属性具有清晰、深

刻的认识。三是利用视角，通过对１４０种社会学期刊

调查研究发现，数 据 是 否 能 够 实 际 获 取、引 用 与 期 刊

的数据政策、影响因素密切相关［１４］。我国人文社会科

学学者利用的数据主要是数值型数据，但是在数据来

源选择上存在学科差异性［１５］。在图书情报学中“大量

的数据没 有 得 到 有 效 应 用，已 有 数 据 的 可 获 得 性 较

差”［１６］。究其原因，社 会 科 学 数 据 家 数 据 共 享 行 为 因

素是个体动机、制度压力和数据知识库三个层面因素

的综合作用［１７］。社 会 科 学 家 越 是 感 知 到 数 据 再 利 用

的实践和社会效益将会促使他们再利用数据，同行与

学科因素对 社 会 科 学 数 据 再 利 用 数 据 也 就 越 具 有 正

向影响［１８］。社会科 学 家 的 数 据 再 利 用 满 意 度 与 数 据

的完整性、可获取性、易操作性和可信度正向相关［１９］。

从中不难发现，数 据 利 用 与 数 据 的 学 科、类 型、出 版、

开放性等性质密不可分。

综上可知，图书馆学界与业界已认识到科研数据

对人文社会科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性，并 从 管 理 与 共 享、服

务、引用等角 度 进 行 了 探 索。然 而，一 个 不 容 忽 视 的

事实是，数据 是 一 个 生 命 周 期 运 动 过 程，目 前 研 究 对

于人文社会 科 学 数 据 的 基 本 属 性 与 生 命 周 期 特 征 等

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文社会

科学的数据管理服务。因此，本文以动态、关联、整体

的视角来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数据创建、组织、存储、

出版与利用等 特 征，为 数 据 管 理 服 务、共 享 与 利 用 提

供参考。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来源

（１）数据 引 文 索 引 概 述。２０１２年，美 国 汤 森 路 透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发布了数据引文索引（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ＤＣＩ），旨在促进数据的发现、获取与引用，解决

数据存缴与引用意愿缺乏、数据认可与信誉度低等问

题［２０］。ＤＣＩ收割第三方数据知识库的元数据，整合至

统一平台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之 中 并 深 度 标 引，目 前ＤＣＩ
收录约６４４２０７３种数据。数据的质量、持续性 与 稳 定

性、数据环境、语种是ＤＣＩ收录的主要考虑因素［２１］，严

格的筛选 标 准 保 障 了ＤＣＩ数 据 质 量。ＤＣＩ自 发 布 以

来，就成为数据发现、引用与评价的重要工具，国内丁

楠等利用ＤＣＩ分析了人口调查数据［２２］，国外Ｐｅｔｅｒ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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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ＤＣＩ数据的引用特征与替代计量指标特征［２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Ｇａｒｃíａ等 从 整 体 角 度 评 价 了ＤＣＩ的 功 能 与

特点［２４］。基于上述ＤＣＩ特点及应用情况，本文数据来

源是ＤＣＩ收录的人文社会领域的科研数据。

（２）数据获取过程。本文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学、

教育学、人口统计学、政府与法律、商业与经济５个学

科的科研数据，主 要 基 于 三 个 方 面 的 考 虑：一 是 根 据

研究目标与范围，这５个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典型

代表；二是经 初 步 的 数 据 检 索 和 分 析，发 现 人 文 社 会

科学数据的元 数 据 较 为 完 整 丰 富、引 用 次 数 较 高，具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三 是 ＷＯＳ平 台 最 多 显 示１０００００
条检索结果，在 数 据 导 出 实 现 上，数 据 量 太 大 或 者 太

小都不具有可行性。本文的数据检索式是“ＤＴ＝（ｄａ－

ｔ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ＯＲ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ＡＮＤ　ＳＵ＝学科名

称”，分别 检 索５个 学 科 的 数 据，时 间 跨 度 是１９００—

２０１６年，检 索 范 围 为 数 据 引 文 索 引 科 学 库（ＤＣＩ－Ｓ），

数据 引 文 索 引 社 会 科 学 库（ＤＣＩ－ＳＳＨ），检 索 时 间 是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７日，检索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数据检索结果

学科中文名 学科英文名 数据量 ％ＤＣＩ ％ＤＣＩ－ＳＳＨ
历史学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８７　 ０．０３　 ０．１３

教育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７３５　 ０．０４　 ０．１７

人口统计学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９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５７
政府与法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ａｗ　 ９１３２　 ０．１４　 ０．５７
商业与经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６３６０　 ０．２５　 １．０３

３．２　研究方法

数据生命周 期 是 指 科 学 数 据 自 身 在 生 命 周 期 各

阶段的状态、特征与规律。英国数字管理中心（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ＤＣＣ）的数据生命周期模型包括概念

化、创建、获取 与 利 用、评 价 与 选 择、处 理、摄 入、保 存

行动、再 评 价、存 储、获 取 与 再 利 用、转 换［２５］。ＵＫＤＡ
针对社会科学提出的数据生命周期包括数据创建、数

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保存、数据获取和数据再利用

环节［２６］。ＩＣＰＳＲ的数 据 生 命 周 期 则 包 括 提 出 建 议 与

制订数据管理计划、项目启动、数据收集与文件创建、

数据分析、数据 共 享 准 备、数 据 存 档 六 个 阶 段［２７］。社

会科学数据管 理 包 括 数 据 选 择、数 据 评 价、数 据 保 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与保 存 等 环 节，涉 及 的 主 体 包 括 数 据 生 产

者、数据拥有者、数据存储者［２８］。综上，结合人文社会

科学 研 究 特 点 及 ＤＣＩ元 数 据 特 征，本 文 按 照 数 据 生

产、数据组织、数据存储、数据出版与数据利用的生命

周期环节分析数据的结构特征，具体如表２所示。

表２　本文分析框架

分析维度 分析单元 定义

数据创建

创建主体 与数 据 创 建 直 接 相 关 的 数 据 创 建
者、资助机构

创建方法 数据采集过程中的所运用的方法

数据类型 数据物理载体的呈现形态

数据组织

数据类别 数据集、数据研究、数据知识库 三 种
组织形式

主题词 揭示数据内容的关键词

ＤＯＩ号 科研数据的唯一标识符

数据存储
地理分布 数据的国家或地区分布特征

存储平台 数据物理存储平台分布特征

数据出版
年份 出版年代

语种 数据语种

数据引用
引用次数 被 ＷＯＳ核心合集文献引用的次数

高被引数据 被引１００次以上的科研数据

　　数据分析方法主要是：①统计分 析 方 法，利 用ｂｉ－

ｂｅｘｃｅｌ抽取数据的元数据字段，清洗数据和 统 计 分 析

数据的属性值。②引文分析方法，分析科学数据主题

词的词频特征、数据引用次数等属性。③数据可视化

方法，运用云图 制 作 软 件ｔａｇｘｅｄｏ等 可 视 化 展 示 科 研

数据的特征。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数据的创建

（１）创 建 主 体。主 要 包 括 数 据 创 建 者 和 资 助 机

构，数据创建者是科研过程中的数据的直接生产者和

利益相关者，资助机构是科研项目或数据调查项目的

资助机构，也是数据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①数据创建者。包括个体或团体作者，从表３中

可见，历史学、教育学的科研数据主要是由个体完成，

而人口统计学、政 府 与 法 律、商 业 与 经 济 的 科 研 数 据

主要由团体创 建，这 与 学 科 特 征 密 切 相 关，历 史 学 等

人文学科一般是由个人完成，而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

一些综合性调查需要多个单位相互合作，如美国ＧＳＳ
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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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分结果来看，商业与经济数据的团体创建者主

要是欧盟统计局（Ｅｕｒｏｓｔａｔ）、路 易 斯·哈 利 斯 调 查 公 司

（Ｌｏｕｉｓ　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美 国 人 口 统 计 局

（Ｕ．Ｓ．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ＥＣＤ）、美 国 卫 生 保 健 质 量 和 研 究 署（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ＨＲＱ）。政府与

表３　数据创建主体

学科
个体创建者

数据种数 比例（％）
团体创建者

数据种数 比例（％）

历史学 １４１３　 ６７．７０　 ８５２　 ４０．８２
教育学 １６３１　 ５９．６３　 １１５７　 ４２．３０

人口统计学 ３６９７　 ４０．９３　 ５５８５　 ６１．８４
政府与法律 ３８７３　 ４２．４１　 ５３７８　 ５８．８９
商业与经济 ４９４５　 ３０．２３　 １１４８２　 ７０．１８

法律数据的团体作者 主 要 是 领 域 研 究 公 司（Ｆｉｅｌ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路易斯·哈利斯调查公司。人口统

计学主要是领 域 研 究 公 司、美 国 人 口 统 计 局、美 国 商

业部（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澳大利

亚统计局（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ＢＳ）。教育

学 数 据 的 团 体 作 者 主 要 是 美 国 教 育 部（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和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

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ＣＥＳ）。

因此，政府机 构、专 业 调 查 公 司 是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大 型

数据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

②资助机 构。科 研 数 据 的 基 金 资 助 数 量 在 一 定

程度上反映 出 一 个 学 科 对 基 础 研 究 重 视 程 度。各 学

科数据基金资助比重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金资助

　　从图１发现：①在资助力度上，人口统计学、教育

学数据的基金资助比重较高，其中人口统计学有２４０３

种数据受到各种类型基金资助，表明人口统计数据采

集得到较高重视，而政府与法律、历史学、商业与经济

数据的基金资助比例相对较低。②在资助层面上，国

家基金起到主导作用，如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ＥＳＲＣ）、美国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ＳＦ）、英国艺 术 与 人 文 研 究 委 员 会（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

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ＨＲＣ）等是各学科数据的主要

资助力量。诸 如 世 界 银 行（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ＩＦＡＤ）等国际基金，推动了国际性的跨地区大型

课题的数据采集。③在资助类别上，国家基金是基础

性、战略性、全局性数据资源生产的支持者，而专业基

金是学科数据的有生资助力量，如人口统计学以及商

业与经济 领 域 的 英 国 国 家 统 计 局（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历史 学 领 域 的 利 华 休 姆 信 托 基 金（Ｌｅｖｅｒ－

ｈｕｌｍｅ　Ｔｒｕｓｔ）、教 育 学 领 域 的 麦 克 阿 瑟 基 金 会

（ＭｃＡｒｔｈｕ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政府与法律领域的公共宗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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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以及美国司法

部（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２）数据创建方法。数据创建方法是数据采集中

所利用的方法，从 图２可 见，具 有 数 据 创 建 方 法 字 段

的科研数 据 比 例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是 教 育 学、人 口 统 计

学、历史学、商业与经济、政府与法律。

图２　数据创建方法

　　分析发现，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创建方法存

在着共性，面 对 面 访 谈、资 料 编 纂 或 汇 编、档 案 研 究、

邮寄调查、电话访谈、个人访谈、问卷调查等是５个学

科数据的主 要 收 集 方 法。另 一 方 面 数 据 创 建 方 法 也

存在着学科 差 异 性，历 史 学 研 究 主 要 依 赖 文 献 资 料，

数据创建方法主要是汇编资料、档案研究。教育学数

据创建方法主 要 包 括 教 育 测 量、心 理 测 量、观 察 方 法

等，体现出教育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性。人口统计学数

据创建方法还主要包括计算机辅助电话访谈、社会调

查法等，体 现 出 人 口 统 计 学 数 据 的 规 模 性、社 会 性。

政府与法律的数据创建方法主要是面对面访谈、档案

研究、资料编纂或汇编。

（３）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是科研数据的物理表现形

态，如文本、数据集、图片、音频等。具有数据格式字段的

数据种数占所在学科的比例由低到高依次是教育学、政

府与法律、人口统计学、商业与经济、历史学。见图３。

图３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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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结 果 显 示，人 文 社 会 科 学 数 据 类 型 复 杂 多

样，并 非 都 是 数 值 型 数 据，还 包 括 文 本 数 据、档 案 数

据、汇编数据、ＰＤＦ格式等，还包括微观尺度数据和宏

观尺度数据，体现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样性和不

确定性。数据 类 型 也 基 本 反 映 出 学 科 研 究 之 间 的 差

异性，历史学以 文 本 数 据、数 值 数 据、照 片 为 主，教 育

学、人口统计 学 和 政 府 与 法 律 则 以 调 查 数 据、数 值 数

据、个体或微 观 层 面 数 据 为 主，商 业 与 经 济 以 列 表 数

据、数值数据、汇编或宏观数据、数值调查数据为主。

４．２　数据的组织

（１）数据类别。数据类别是ＤＣＩ所收录科研数据

的组织层次，主要 分 为 数 据 知 识 库（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数 据

研究（Ｄａｔａ　Ｓｔｕｄｙ）和 数 据 集（Ｄａｔａ　Ｓｅｔ）三 种 类 别。数

据知识库由数据研究和数据集构成，主要是存储和提

供获取原始 数 据。数 据 研 究 是 指 在 数 据 研 究 过 程 中

的科研描述或者是实验相关数据，包括长时间的系列

研究或者纵贯研究。作为数据集合、数据知识库或者

实验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数据集则是单一的或者具

有内在一致 性 的 系 列 数 据 或 者 数 据 文 件［２９］。５个 学

科各自的数据 集、数 据 研 究、数 据 知 识 库 的 种 数 占 所

在学科比例如图４所示。

图４　数据类别

　　由图４可 知，历 史 学、教 育 学、人 口 统 计 学、政 府

与法律、商业 与 经 济 均 以 数 据 集 和 数 据 研 究 为 主，但

在比例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历史学的数据集１４４９种，

在５个学科中 所 占 比 例 最 高，反 之，其 数 据 研 究 占 所

在学科比例 最 低。人 口 统 计 学 的 数 据 研 究４６９４种，

在５个学科中 占 所 在 学 科 比 例 最 高，反 之，数 据 集 的

比例最低。从中反映出学科的属性差异性，历史学以

文献研究、档 案 研 究 为 基 础，而 人 口 统 计 学 的 数 据 多

来自于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汇编、具有连贯性的调查

数据等，具有突出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特质。

（２）主题词。具有主题词完整字段的数据种数所

占学科数据 总 数 的 比 例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是：历 史 学７６．

９０％、教育学５１．４８％，人口统计学３８．５２％、政府与法

律３６．６８％、商业与经济２８．６１％。主题词具有表征科

学数据内容、属性的重要作用。图５展示了各学科主

题词词频分布状况。

从中不难发 现，主 题 词 具 有 两 个 方 面 特 点：一 是

主题词可 以 表 征 科 研 数 据 的 学 科 属 性。历 史（Ｈｉｓｔｏ－
ｒｙ）、英格兰（Ｅｎｇｌａｎｄ）、威尔士（Ｗａｌｅｓ）、第一次世界大

战（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婚 姻 地 位（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
ｔｕｓ）、经济史（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等高频词，揭示出历史

学的 专 业 术 语、地 名、历 史 事 件、专 业 历 史 等 学 科 形

态。教育学 中 的 大 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高 等 教 育（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学 校 招 生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ｓ）、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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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ｃｈｅｒｓ）等 高 频 词，人 口 统 计 学 中 的 统 计 局 数 据

（Ｃｅｎｓｕｓ　ｄａｔａ）、人口统计学特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家庭（ｆａｍｉｌｙ）等，政府与法

律中 的 选 举（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政 治 党 派（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投票行 为（Ｖｏ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政 治 态 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基层政府（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等，商业与经济中

的经济活动（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购 买（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职

工（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工 资（ｗａｇｅｓ）等，也 同 样 揭 示 出 研 究

对象、研究热点等学科属性。二是主题词具有揭示科

研 数 据 内 容 属 性 的 作 用，如 性 别（Ｇｅｎｄｅｒ）、年 龄

（Ａｇｅ）、收 入 （ｉｎｃｏｍｅ）、职 业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住 户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态 度（ａｔｔｉｔｕｄｅ）等 高 频 词 透 视 出 数 据 的

测量单元，统 计 学（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工 作 满 意 度（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

ｆａｃｔｉｏｎ）、社 会 价 值 观（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政 府 绩 效（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等 高 频 词 又 可 以 看 出 科 研 数 据

的方法论特征。因此，从科研数据主题词基本可以判

读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

注：图中字母大小表示词频的高低

图５　数据主题词

　　（３）ＤＯＩ号分配。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号是

科研数据唯一、持久的标识符号，是追溯、引用、集成、

关联科研数据的重要手段。由图６不难发现，人口统

计学、商业与经济、教育学、政府与法律具有ＤＯＩ号的

科研数据比例较低，历史学数据相对较高。大量缺失

ＤＯＩ号 的 科 研 数 据 影 响 了 数 据 组 织 水 平，因 为 通 过

ＤＯＩ号可以实现科研 数 据 的 集 成 与 发 现、实 现 科 研 数

据与科学文献的关联。ＤＯＩ号的缺失也会给数据的规

范引用、数据出版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４．３　数据的存储

（１）地理分布。５个学科的科研数据如图７所示，

从图中我们 可 以 形 象 地 看 出 科 研 数 据 集 中 分 布 在 美

国（２０２１种）、英国（９２１０种）、欧盟（５９５４种）和澳大利

亚（１７０７种），占到了数据总量的９３．７４％。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欧盟等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较为成熟，实证

研究占据主流，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二是对人文社会

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意识较高，建立了诸多数据中心

或数据知识 库。三 是ＤＣＩ主 要 收 割 的 是 英 语 语 种 数

据，以英文为主的国家占据优势。

（２）存储 知 识 库。科 研 数 据 知 识 库 是 数 据 存 储、

组织与发布的物 理 平 台，５个 学 科 的 数 据 知 识 库 数 量

分别是：人口统计学５２个、商业与经济５０个、政府与

法律３５个、历史学３２个、教育学２６个。统计分析发

现，各学科的科研数据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专业性的

科研数据知识库，具体分布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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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ＤＯＩ号比例

图７　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地理分布

表４　主要存储知识库

知识库名称 历史学 教育学 人口统计学 政府与法律 商业与经济

ＵＣ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９９３
ＵＫ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　 ４５３　 ４２５　 ８３２　 ８３８　 １５８７
ＧＥＳＩ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６０　 ３３４　 ３５３　 １５７２　 ８８６
ＯＥＣＤ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９７　 ６２１
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　 ６３　 １５４　 １７０　 ２７４
Ｉｎ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６　 ３９７　 ８９７　 ８６３　 ８６８
Ｔｈｅ　Ａｂｄｕｌ　Ｌａｔｉｆ　Ｊａｍｅｅ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ａｂ　 ５５４　 ４８０　 ３６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　 ２８６　 ６２８　 ３４４　 ４１０
Ｏｄｕ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　 ２８３　 １５４４　 １０８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０８　 ２６２　 １３１
ＵＣＬ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　 １３１２　 １４９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２９０　 １２９３　 ２２６７
Ｄａｔａｗｅｂ　 １０２８　 ７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　 ４９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４４９　 １５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８４　 ２８５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ｃｈｉｖｅ　 ３９１
Ｕ．Ｓ．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ＴＩＧＥＲ／Ｌｉｎｅ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ｓ　 ２４０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５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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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生命周期视角下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特征研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孟祥保　钱　鹏

　　从表４中可知，科研数据知识库在分布上具有两

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科研数据在科研数据存储呈现

“集中—分散”特征，各学科领域的２０％科研数据知识

库集中了该学科的７０％以上的科研数据。例如，加州

大学数字 图 书 馆（ＵＣ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ＫＤＡ、ＧＥＳＩＳ
社会 科 学 数 据 存 储（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ＧＥＳＩＳ－ＤＡＳＳ）、ＯＥＣＤ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美 国 国 家 档 案

与文 件 管 理 平 台（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ＩＣＰＳＲ 存 储 了 历 史 学

９４．０１％的数据 资 源。再 如，麻 省 理 工 学 院 的 阿 卜 杜

勒·拉蒂夫·贾 米 尔 贫 困 行 动 实 验 室（Ｔｈｅ　Ａｂｄｕｌ　Ｌａｔｉｆ

Ｊａｍｅｅ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ａｂ，Ｊ－ＰＡＬ）、ＵＫＤＡ、ＩＣＰＳＲ、

ＧＥＳＩＳ－ＤＡＳＳ、澳大 利 亚 数 据 存 储（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Ｄａｔａ　Ａｒ－

ｃｈｉｖｅ，ＡＤＡ）集中了教育学７２．９８％的科学数据。另一

方面是科研数据知识库既有综合性又有学科专业性，

如ＵＫＤＡ、ＧＥＳＩＳ、ＤＡＳＳ、ＩＣＰＳＲ、ＡＤＡ为多个学科所共

有，而 加 拿 大 民 意 研 究 存 储（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ｃｈｉｖｅ）、欧盟统计 局（Ｅｕｒｏｓｔａｔ）则 具 有 学 科 的

专业性与单一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上述科

研数据知识库 建 立 时 间 较 早、数 据 管 理 经 验 丰 富，形

成了 一 套 较 为 成 熟 的 科 研 数 据 采 集、存 储、组 织、分

析、评价与服务 体 系，数 据 资 源 丰 富、特 色 鲜 明、影 响

力较 高，正 因 为 具 有 这 些 优 势 所 以 才 被 ＤＣＩ筛 选 进

来。二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对科研

数据比较重视、定 量 研 究 方 法 较 为 纯 熟，因 此 数 据 存

储、共享和再利用意识较高。

４．４　数据的出版

（１）出版年 份。５个 学 科 的 科 研 数 据 出 版 年 份 如

图８所示。

图８　数据出版年

　　历史 学 数 据 的 时 间 跨 度 为１８３７—２０１５年 之 间，

时间跨度较大，而其他４个学科数据时间区间主要是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科

研数据知识库的不断建设、大规模社会调查项目的实

施，以及学术 界 科 学 数 据 共 享 意 识 的 不 断 提 升，学 术

交流日益紧密与学科发展的进度，这些因素促使了人

文社会科学的数据快速增长。

（２）语种。５个 学 科 的 数 据９８％以 上 为 英 语，其

中历史学均 为 英 语。教 育 学、人 口 统 计 学、政 府 与 法

律、商业与经济中有极少数德语数据。

４．５　数据的引用

（１）引用次数。引用次数是科学数据利用的重要

指标。分别将５个 学 科 所 有 科 学 数 据 按 照 引 用 频 次

从高到低排序，得到表５。

从表５中可以看出，在被引用的数据中绝大多数

数据引用次数 仅 为１—２次，而８９％以 上 的 数 据 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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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 用，这 一 比 例 在 历 史 学、人 口 统 计 学、政 府 与 法

律、商业与经济 中 高 达９２％以 上，教 育 学 零 引 用 数 据

比例也高达８９．０６％。本 文 认 为 其 成 因 是：一 是 科 学

研究的内在属性与传播交流机制，任何研究都是以原

创性和新颖性 为 追 求 目 标，命 题 决 定 数 据，因 此 科 研

人员会去采集新的数据，即使引用二手数据也会采用

新的分析方 法 或 者 多 种 来 源。现 代 科 研 成 果 的 交 流

和评价是以学术论文为主要形式的，科研数据出版还

未被广泛接受，因 此 数 据 的 公 开 出 版、共 享 与 再 利 用

还有待科学 成 果 交 流 机 制 的 深 入 发 展。二 是 科 研 数

据出版、数据平台建设、馆藏资源发展、科研数据组织

与揭示都远远落后于科技文献管理，对科研数据资源

分布与建设的 认 识 不 足，从 而 制 约 了 数 据 共 享、数 据

引用，如前文所述ＤＯＩ号的缺失可能会导致科研数据

与科学文献 无 法 关 联。三 是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人 员

的数 据 素 养，数 据 共 享 意 识、数 据 引 用 规 范、数 据 出

版、二手数据利用等知识与技能有待进一步加强。

被引用１００次以上的数据极少，其中人口统计学

９９种、商业与经济４１种、政府与法律２５种，教育学６
种，历史学仅为２种，具体分布如表６所示。

（２）高被引 科 研 数 据。表６列 出 了 被 引 次 数１００
次及以上的１７２种科研数据。

表５　被引次数分布

被引
次数

历史学

种数 比例％

教育学

种数 比例％

人口统计学

种数 比例％

政府与法律

种数 比例％

商业与经济

种数 比例％
０　 １９７１　 ９４．４４　 ２４４２　 ８９．２９　 ８０４４　 ８９．０６　 ８４２３　 ９２．２４　 １５１９２　 ９２．８６
１　 ８４　 ４．０２　 １６２　 ５．９２　 ２６０　 ２．８８　 ２３２　 ２．５４　 ６３１　 ３．８６
２　 １０　 ０．４８　 ４９　 １．７９　 １０９　 １．２１　 １０２　 １．１２　 １４４　 ０．８８
３－１０　 １６　 ０．７７　 ５１　 １．８６　 ３６４　 ４．０３　 ２０５　 ２．２４　 １７１　 １．０５
１１－２０　 １　 ０．０５　 ６　 ０．２２　 ６１　 ０．６８　 ９４　 １．０３　 ５８　 ０．３５
２１－５０　 ２　 ０．１　 ６　 ０．２２　 ７９　 ０．８７　 ４３　 ０．４７　 ４５　 ０．２８
５１－１００　 １　 ０．０５　 １３　 ０．４８　 １６　 ０．１８　 ８　 ０．０９　 ７８　 ０．４８

＞１００　 ２　 ０．１　 ６　 ０．２２　 ９９　 １．１　 ２５　 ０．２７　 ４１　 ０．２５

表６　≥１００次高被引数据（部分）

题名 被引次数 出版年 数据类别 学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１９６６—１９９２　 １２３６　 １９９５ 数据研究 劳资关系与劳工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１９６８—１９９９：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ｒｅ　Ｄａｔａ　 １１３８　 ２００２ 数据研究 人口统计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１９７２　 ６０４　 １９９９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１９８０　 ５２８　 １９９９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１９６８　 ５０２　 １９９９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ＨＩＬＤＡ）Ｓｕｒｖｅｙ　 ４９３　 ２０００ 数据知识库 社 会 学、人 口 统 计
学、经济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１９７６　 ４９０　 ２０００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１９６４　 ４７２　 １９９９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１９８４　 ３９１　 ２０００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１９６０　 ３９０　 １９９９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１９５６　 ３４８　 １９９９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Ｐｏｍｅｒａｎｉａ　 ３２２　 １９９７ 数据知识库 健康护理 与 服 务、人
口统计学、社会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１９８８：Ｐｒｅ－ａｎｄ　Ｐｏｓ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３１３　 ２０００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１９９２：Ｐｒｅ－ａｎｄ　Ｐｏｓ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ｖｅ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ｗｉｔｈ　１９９０ａｎｄ　１９９１Ｄａｔａ］ ３０５　 １９９９ 数据研究 政治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１９７４　 ３０３　 ２０００ 数据研究 政治学

　　注：因篇幅所限，表中列举被引次数大于３００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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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被引数据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高度集中性，具

体表现是：①在 学 科 类 别 上，主 要 是 人 口 统 计 学１０１

种、社会学８３种、经济学４０种、商业３７种、政治学２５

种、家庭研究１６种、健康政策与服务１１种、教育与教

育研究８种、健康护理与服务６种、社会工作３种、历

史学２种、劳资关系与劳 工１种。②主 要 来 源 是ＵＫ－

ＤＡ（９３种）、ＩＣＰＳＲ（６０种）。③数 据 类 别 是 数 据 研 究

（１６７种）和数据知识库（５种），换言之，高被引科学数

据主要是汇 编 数 据 或 派 生 数 据。④内 容 主 题 主 要 是

大型调查项目或者系列研究的数据，如美国家庭综合

调查（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家庭支出调查（Ｆａｍ－

ｉｌ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美 国 国 家 大 选 调 查 研 究（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国 家 儿 童 发 展 研 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⑤在 时 间 上，高

被引数据出 版 时 间 主 要 是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后。究

其原因：一是 科 研 数 据 的 真 实 性 和 完 整 性，从 高 被 引

数据分布特征 来 看，往 往 是 来 自 权 威 机 构 的、可 信 科

研数据知识库的系列数据更容易被科学文献引用，这

些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内容主题上具有全局性

和普遍意义，数 据 的 格 式、时 间、地 址、采 集 方 法 与 范

围等属性详 尽 规 范，具 有 较 高 的 可 操 作 性 和 重 复 性。

二是数据的可获取性，毋庸置疑，开放的、数字化的科

研数据更易于扩散与再利用，上述高被引科研数据均

是如此。三是 学 科 研 究 范 式 决 定 了 对 科 研 数 据 的 依

赖程度，在被引１００次以上的科研数据中，１７０种来自

社会科学领域，而 历 史 学 仅 为２种，经 济 学、社 会 学、

教育学等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证倾向，主要是将二手数

据与数学模型有机结合起来解决问题，而历史学研究

一般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以逻辑思辨为主要研究方

法，对二手定量数据依赖程度较低。

５　研究结论及启示

５．１　主要结论

通过 对 历 史 学、教 育 学、人 口 统 计 学、政 府 与 法

律、商业与经济５个 学 科 科 研 数 据 的 分 析，本 文 初 步

揭示了人文 社 会 科 学 数 据 在 数 据 生 命 周 期 各 个 环 节

的基本特征。

（１）科研数据创建与生产是一个系统过程。如前

所述，人文社 会 科 学 的 数 据 生 产 是 一 个 由 创 建 主 体、

数据创建方法、数 据 对 象 组 成 的 系 统，数 据 创 建 主 体

包括数据直 接 创 建 者 和 基 金 资 助 机 构。数 据 生 产 过

程中所利用 的 方 法 具 有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的 鲜 明 特

征。所产生的 数 据 类 型 复 杂 多 样，以 教 育 学、人 口 统

计学、政府与 法 律、商 业 与 经 济 为 代 表 的 社 会 科 学 数

据类型主要是定量调查数据，以历史学为代表的人文

学科数据主要是文本数据。同时，文本、音频、图片等

非结构化数 据 也 占 了 相 当 比 例，数 据 格 式 复 杂 多 样。

进而言之，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的 数 据 类 型 更 为 丰 富，数 值

型数据、文本资料、口述资料、图片、照片、录像都可以

视为科研数据，数据的生产过程也是科研人员利用科

研方法作用于研究对象的过程，具有科研生命周期和

数据生命周期 的 二 重 性，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说，文 献 即

数据，数据即科研。

（２）科研数 据 组 织 具 有 生 命 周 期 过 程 性。ＤＣＩ的

元数据集较 好 地 诠 释 出 科 研 数 据 的 数 据 生 命 周 期 过

程，从数据生产到数据组织、从数据存储到数据出版、

从数据共享到 数 据 引 用，在 这 一 过 程 中，既 体 现 出 数

据生产者、资助 者、存 储 者、出 版 者、引 用 者 等 利 益 相

关主体的相互协同性，又具有感知科研数据及其运动

的认识论意义，科研数据组织的层次和水平是对科研

数据特征认识 高 度 的 集 中 体 现，例 如，对 科 研 数 据 与

科学文献关联特征的认识，科研数据在生命周期运动

过程中，通过 内 容 引 用 实 现 科 研 数 据 的 扩 散 与 增 值，

在资源组织层 面 则 是 通 过ＤＯＩ号 揭 示 二 者 的 关 联 关

系。再者，数据 类 型、地 理 空 间 信 息、时 间、方 法 等 叙

词又能较 好 地 展 现 科 研 数 据 的 科 研 生 命 周 期 过 程。

此外，ＤＣＩ中的数据 质 量 与 组 织 规 范 程 度 也 有 待 进 一

步提高，主题词、基金资助、ＤＯＩ号等值存在大量缺失，

这就给数据检索、发现和利用造成巨大的障碍。

（３）科研数据资源建设的累积性和长期性。与科

学文献一样，科研数据资源建设也具有累积性。数据

是伴随着科研 过 程 而 产 生 的，因 此 需 要 较 长 时 间，尤

其是一些大型调查项目和纵贯研究，往往需要历时多

年乃至几十 年。从 存 储 与 组 织 上 来 看，数 量 丰 富、质

量较高、知名度较高的数据知识库一般都建立时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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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因此，科研数据的规范组织、科学管理和共享服务

都需要长时间的努力积累与科学管理。

（４）科研数据分布呈 现“集 中—离 散”趋 势。在 数

据存储上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专业性，５个学科各自的

２０％科研数据知 识 库 集 中 了 该 学 科 的７０％以 上 的 数

据资源，５个学科的科研数据合并去重后计算发现，以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

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ＵＫＤＡ、ＧＥＳＩＳ－ＤＡＳＳ、ＩＣＰＳＲ等

为代表 的１１％科 研 数 据 知 识 库 集 中 了５个 学 科 的

８２％科研数据，相 对 而 言，其 余 的１８％科 研 数 据 分 布

更为零散，广 泛 分 布 于 知 名 度 较 低、数 据 种 数 较 少 的

其他８０个科 研 数 据 知 识 库 之 中。语 种 上，９８％以 上

数据为英语。出版时间上，５个学科的５０％以上数据

是在２０００年以后出版，数字化、开放化促进了科研数

据的快速流动和价值增值、促使科研数据来源分布也

更为广泛。

（５）科研 数 据 引 用 次 数 较 低，存 在 大 量 零 被 引 数

据，高被引数 据 具 有 集 中 性，存 在 权 威 认 同 现 象。如

前文 所 述，５个 学 科 约９０％科 研 数 据 存 在 零 被 引 现

象，其余的１０％科 研 数 据 被 引 次 数 也 多 是１—２次 引

用，高被引科 研 数 据 凤 毛 麟 角，主 要 是 来 自 权 威 机 构

的大型调查项目的数据，在学科、类型、时间上高度集

中。因此，数据 扩 散 广 度 和 深 度 极 为 有 限，严 重 制 约

了科研数据资源的价值发掘，这既需要我们建设国家

级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基础设施，促进科研数据开放共

享，努力实现 科 研 数 据 与 科 学 文 献 的 关 联 实 现，也 需

要不断提高科 研 人 员 的 数 据 素 养，规 范 数 据 引 用，更

需要改进现有科研评价机制，将科研数据纳入科研成

果的有机组成部分。

５．２　实践启示

（１）对于数据共享而言，数据共享是数据创建者、

数据中心、基 金 资 助 机 构、出 版 机 构 等 利 益 相 关 主 体

的协同过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各方利益相关主

体需要明确 自 身 在 数 据 生 命 周 期 环 节 中 的 权 责 和 利

益。一是需要提供数据组织的规范性，建立科研数据

质量评价体系，提高数据质量。二是对人文社会科学

数据共享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相应的措施逐步凝练共

识，从而不断提高数据共享水平。

（２）对于 图 书 馆 数 据 服 务 而 言，数 据 资 源 是 服 务

的基础，需要 重 视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的 数 据 资 源 建 设，将

数据资源整合至馆藏资源之中，“在资源建设规划时，

图书馆应将社科数据作为整体考虑”［３０］。人文社会科

学数据“集中—分散”特征、数据的引用特征可为图书

馆数据资源 建 设 提 供 参 考 借 鉴。数 据 的 学 科、语 种、

出版时间等 属 性 也 是 重 要 的 考 虑 因 素。在 数 据 组 织

方面，图书馆可充分发挥专业特长，规范数据组织，提

高数据的关联度。在数据服务方面，可提高科研人员

的数据共享、数 据 版 权 保 护 意 识，为 科 研 人 员 推 荐 合

适的数据知识库。

（３）对于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人 员 而 言，应 提 高 数

据共享意识，数 据 的 开 放、共 享 与 再 利 用 有 助 于 科 研

成果的验证，也 有 利 于 提 高 科 研 成 果 的 影 响 力，促 进

学术交 流。此 外，科 研 人 员 也 需 要 提 升 自 身 数 据 素

养，如了解期 刊 的 数 据 出 版 政 策、选 择 合 适 的 数 据 知

识库存储科研 数 据、如 何 保 护 科 研 数 据 版 权、如 何 利

用现有数据避免重复劳动。

６　结语

一流的人文社会 科 学 研 究 需 要 一 流 的 科 研 数 据

支撑，对人文 社 会 科 学 数 据 特 征 的 整 体 把 握 和 深 化

认识将有助 于 数 据 管 理、数 据 服 务、数 据 共 享、数 据

再利用等问 题，有 助 于 提 高 数 据 的 可 获 取 性 和 可 信

度、促进数据的流 动 与 增 值。在 后 续 研 究 中，可 扩 大

学科范围，提高研究 成 果 的 适 用 范 围，同 时 进 一 步 探

索数据特征的 形 成 机 制。此 外，科 研 数 据 是 一 个 生

命周期 运 动 过 程，数 据 在 流 动 过 程 中 存 在 扩 散、增

值、变异、聚变等现象，“后 置”的 数 据 世 系（ｄａｔａ　ｐｒｏｖ－

ｅｎａｎｃｅ）问题和“前置”的数据扩散与关 联 机 制 也 是 需

要解决的命题。

致谢：美国汤森路透公司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数据

支持，在此致以诚挚谢意。

７８



数据生命周期视角下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特征研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孟祥保　钱　鹏

参考文献

１　Ｂｏ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Ｌ，Ｈｏｕｓｓｏｓ　Ｎ，Ｍａｎｇｈｉ　Ｐ，ｅｔ　ａｌ．Ｄａｔａ　ａｓ“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Ｊ／ＯＬ］．Ｄ－Ｌｉｂ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５，２１（１／２）［２０１６－０７－１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ｌｉｂ．ｏｒｇ／ｄｌｉｂ／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５／０１ｇｕｅｓｔ＿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ｈｔｍｌ

２　陈云松，吴晓刚．走向开源的社会学 定量分析中的复制性研究［Ｊ］．社会，２０１２（３）：１－２３

３　Ｎｏｓｅｋ　Ｂ　Ａ，Ａｌｔｅｒ　Ｇ，Ｂａｎｋｓ　Ｇ　Ｃ，ｅｔ　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４８（６２４２）：１４２２－１４２５

４　彭建波．美国社会科学数据管理联盟（Ｄａｔａ－ＰＡＳＳ）的发展与借鉴［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４（１０）：１１７－１２１

５　孟祥保，钱鹏．高校社会科学数据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以ＵＫＤＡ和ＩＣＰＳＲ为例［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３（２）：７７－８０

６　覃丹．英美社会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平台调查分析［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４（１６）：６７－７５，１４２

７　Ｚｉｌｉｎｓｋｉ　Ｌ　Ｄ，Ｂａｒｔｏｎ　Ａ，Ｚｈａｎｇ　Ｔａｏ，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ｄｕ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２（２）：３３－３７

８　Ｍａｙｅｒｎｉｋ　Ｍ　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６７（４）：９７３－９９３

９，３０　刘澈，李桂华．中外高校图书馆社科数据服务比较［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６（６）：１４２－１４８

１０ 项英，赖剑菲，丁宁．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管理服务实践探索———以武汉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管理为例［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３（１２）：

８９－９３

１１ 张计龙，殷沈琴，张用，等．社会科学数据的共享与服务———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为例［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１）：７４－

７９

１２ 朱玲，聂华，崔海媛，等．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建设：探索与实践［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６（４）：４４－５１

１３Ｘｉａ　Ｊｉｎｇｆｅｎｇ，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ｌｕ．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ｏｂ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Ｊ］．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４，７５（３）：３６２－３８８

１４Ｚｅｎｋ－Ｍｏｅｌｔｇｅｎ　Ｗ，Ｌｅｐｔｈｉｅｎ　Ｇ．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Ｊ］．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３８（６）：７０９－７２２

１５ 沈婷婷．人文社科领域科学数据使用特征分析———基于《中国社会科学》样本论文的实证研究［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０１－１０７

１６ 丁楠，丁莹，杨柳，凌晨，等．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数据引用行为分析［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６）：１０５－１１４

１７Ｋｉｍ　Ｙ，Ａｄｌｅｒ　Ｍ．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５（４）：４０８－４１８

１８Ｃｕｒｔｙ　Ｒ　Ｇ．Ｂｅｙｏｎｄ“ｄａｔａ　ｔｈｒｉｆｔｉｎｇ”：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ｒｅ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Ｓｙｒａｃｕｓｅ：Ｓｙｒａ－

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１９Ｆａｎｉｅｌ　Ｉ　Ｍ，Ｋｒｉｅｓｂｅｒｇ　Ａ，Ｙａｋｅｌ　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　ｒｅｕ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６７（６）：１４０４－１４１６

２０，２９Ｆｏｒｃｅ　Ｍ　Ｍ，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Ｎ　Ｊ．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４，２８（１０）：１０４３－１０４８

２１ 丁楠，潘有能．数据引用索引工作机理与应用现状综析［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４（６）：５９－６２

２２ 丁楠，黎娇，李文雨泽，等．基于引用的科学数据评价研究［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４（５）：９５－９９

２３Ｐｅｔｅｒｓ　Ｉ，Ｋｒａｋｅｒ　Ｐ，Ｌｅｘ　Ｅ，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０７
（２）：７２３－７４４

２４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Ｇａｒｃíａ　Ｎ，Ｊｉｍéｎｅｚ－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Ｅ，Ｔｏｒｒｅｓ－Ｓａｌｉｎａｓ　Ｄ．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２５ＤＣＣ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ｍｏｄｅｌ［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ｃｃ．ａｃ．ｕｋ／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ｍｏｄｅｌ

２６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ｔａ－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ｃ．ｕｋ／ｃｒｅ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２７ＩＣＰＳＲ．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ｐｓｒ．ｕｍｉｃｈ．ｅｄｕ／ｉｃｐｓｒ－

ｗｅｂ／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ｇｕｉｄｅ／

２８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ａｎｄ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Ｊ／ＯＬ］．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３０（３）［２０１６－０７－１６］．ｈｔｔｐ：／／ｄｏｉ．

ｏｒｇ／１０．２４８１／ｄｓｊ．３．２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６）

８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