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七卷　 第二五五期　 Vol. 47. No. 255

　 　 　 　 　 　 　 　 　 　 　 　 　 　 　 　 　 　 　 　 　 　 　 　 　 　 　 　 　 　 　 　 　 　 　 　 　 　 　 　　　　　　　　　　　　　　　　　　　　　　　　　　　　　　　　　　　　　　　 DOI:10. 13530 / j. cnki. jlis. 2021037

大数据背景下一门交叉学科的兴起∗

———论数据计量学的构建

邱均平　 余　 波　 杨思洛

摘　 要　 数据计量学是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科学和计量学融合,而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 通过对异构、多源和海

量数据进行有效的计量和统计分析,从而深入挖掘数据的知识价值和资源价值,丰富计量学的学科体系,促进

数据科学的发展,这是数据计量学的研究目标所在。 本文在阐述数据计量学的产生背景、研究现状、学科概念

和内容体系的基础上,探讨数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和有待突破的问题。 认为数据计量学的内容体系由理论、

方法和应用三个层面组成,呈现出学科融合、定量化、实用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

文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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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metrics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Effectiv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heterogeneous multi-
source and

 

massive
 

data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knowledge
 

value
 

and
 

resource
 

value
 

of
 

data enriching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metrology and
 

promot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re
 

the
 

research
 

goals
 

of
 

Datametrics. For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arrival
 

of
 

the
 

big
 

data
 

era
 

bring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ig
 

data
 

will
 

transform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and
 

it
 

will
 

also
 

bring
 

a
 

new
 

research
 

paradigm—the
 

data
 

paradigm
 

to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t
 

present big
 

data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various
 

disciplines especially
 

in
 

computer statistics 
management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fields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statistics
 

have
 

performed
 

particularly
 

prominently
 

in
 

big
 

data
 

research and
 

they
 

even
 

fought
 

for
 

the
 

ownership
 

of
 

the
 

discipline
 

of
 

data
 

science
 

spawned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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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ibliometric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atametrics Data
 

Science and
 

Five
 

Metrics the
 

relationship
 

and
 

course
 

between
 

them
 

is
 

a
 

process
 

of
 

mutual
 

connection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he
 

trend
 

of
 

data
 

research
 

in
 

the
 

disciplin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s
 

highly
 

integrated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nd
 

new
 

discipline-data
 

metrology
 

has
 

emerged.
Datametr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It
 

mainly
 

studies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data
 

and
 

the
 

process
 

of
 

data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by
 

extracting
 

data
 

from
 

various
 

structured
 

or
 

unstructured
 

data.
 

It
 

is
 

the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statistics computer
 

science 
data

 

analysis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in
 

the
 

field
 

of
 

data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era
 

of
 

data
 

intelligence data
 

has
 

the
 

advantage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Many
 

qualitative
 

and
 

continuous
 

objects
 

are
 

displayed
 

in
 

the
 

form
 

of
 

data
 

for
 

easy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research
 

status subject
 

concept and
 

content
 

system
 

of
 

Datametrics this
 

paper
 

profoundly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broad
 

prospects
 

of
 

Datametrics and
 

proposes
 

that
 

Datametrics
 

presents
 

discipline
 

integration
 

quantification
 

and
 

practicality 
and

 

intelligence.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
 

of
 

Datametrics.
 

It
 

is
 

a
 

brand-new
 

interdisciplinary
 

and
 

frontier
 

subject
 

emerg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it
 

has
 

a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 32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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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信息和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蓬

勃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快速渗透,开放科学方

兴未艾,各行各业的数据呈海量增长,大数据

的 Volume(大量) 、Variety(多样) 、Velocity( 高

速) 、Value(价值)等特征日益凸显,给人类社

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带

来了巨大影响和深刻变革。 人们的日常生

活、工作学习及思维模式等正在不断被大数

据改变 [ 1] 。 大数据也影响着传统的科学研究,
对科研方式、科学交流、政策制定等产生了深

远影响,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第四范式:数
据密集型科学发现[2] 。 对不同的学科而言,大
数据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各学科的

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如何适应这种革命性变

化,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亟需解决的重大

课题。
目前,大数据已经成为众多领域关注的焦

点,特别是在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

科领域表现尤为突出,都在各自争取大数据时

代催生出的数据科学的主动权。 数据有定量分

析的天然优势,很多定性和连续的对象,也都通

过数据的形式展示,便于计量分析和处理。 文

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与数据科

学和大数据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在数据智能

时代,“五计学”也在不断更新,在新时代、新环

境、新背景下,催生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数据计量学。 数据计量学从大数据的特点出

发,探究新环境与技术产生的影响,将变革传统

计量与评价活动,促进计量与评价活动的精准

化、自动化和智能化[3] 。 从文献计量学、科学计

量学、信息计量学、知识计量学、网络计量学到

数据计量学的发展,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又不

断发展替代的过程。
基于此,本文对数据计量学的产生背景、研

究现状、内容体系和发展趋势等进行较全面的

探讨,分析大数据、数据科学和计量学的产生

及其发展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数据计量学的

内容体系,探析数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以期

为数据科学和计量学领域的发展提供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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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计量学的产生与发展

1. 1　 数据计量学的产生背景

1. 1. 1　 大数据背景

数据计量学的产生大致经历了从数据到大

数据,从大数据到数据科学,以及与计量学深度

融合发展的过程。
(1)从数据到大数据。 数据通常与信息、知

识联系在一起,人们获取数据是为了更好地获

得信息和知识,并为自己所用。 自从有了人类,
数据就开始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例如,国外早期对人口数据的统计分析;
国内几千年前,甲骨文符号的使用,也是一种记

录客观事实的数据。 一般而言,数据是用来对

客观事件或事物的性质、状态及相互关系等信

息进行记录的符号或符号组合,数据具体可以

是数字、图像、文字、符号,也可以是声音、视频、
实时记录或计算机代码[4] 。 从某种意义而言,
数据不具有语义内涵,其内涵只有在特定背景

和规则下才能体现。 在图书情报学领域,数据

是研究信息和知识的起点,美国乔治亚工业学

院的斯拉麦卡教授认为“情报是有用的数据或

被认为有用的数据”。
数据在最初是不分小数据和大数据的,但

是在人类的持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数
据在经济、政务、医疗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一直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 21 世纪后,计算硬件、网
络和大规模并行处理框架的快速发展,以及计

算基础设施成本的降低,促成大量数据的快速

生成,网络环境下开始出现了海量的数据,“信

息大爆炸”一词油然而生,对企业和个人驾驭数

据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5] 。 从 2012 年开始,
大数据(big

 

data)的概念被普遍提及,人们用它

来描述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 随后,
大数据的内容出现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的专栏封面,进入了美国白宫官网的新闻,世界

主要国家纷纷制定大数据战略,大数据产业快

速发展。 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是全球知

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

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

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

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随着互联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新型社交网络

平台和工具不断出现和快速发展,以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新型移动设备改进升级,计
算机网络技术更新换代,大数据受到人们越来

越多的关注。 2012 年末出版的著作《大数据时

代》强调,大数据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理解

世界的方式,而更多的变革正蓄势待发。 例如,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成功竞选及连任的背后都有

大数据挖掘技术及相关成果的支撑。
(2)从大数据到数据科学。 随着大数据的

发展,海量数据的搜集、处理、分析和管理成为

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催生了数据科学。 数据

科学大致历经了诞生、涵义演变、专业发展、广
泛应用等四个阶段[6] 。 数据科学是一门跨多个

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包含了所有结构化和非

结构化数据研究的相关内容,结合数学、计算机

科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研究数据的获取、清
理、分析和保存等内容。 简而言之,数据科学主

要是通过不同技术、算法和流程对数据进行分

析和处理,从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具

体可通过数据分析,使管理部门做出科学合理

有效的决策。 例如通过特定数据分析,推荐系

统可以预测用户可能愿意购买的某个商品;数
字广告比传统广告在展示方面显得更为逼真,
为用户展现了更全面和具体的效果;网络搜索

让用户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与之相关的结

果,全面掌握所需信息。
从时间维度看,数据科学是继“大数据” 和

“云计算”之后出现的另一个新概念,主要面向

大数据时代的新挑战、新机会、新思维和新方

法,以实现数据资源和能量之间的深层转换为

研究目的,包括新的理论、方法、模型、技术、平
台、工具、应用和最佳实践在内的一整套知识体

系。 从空间维度看,数据科学是统计学、机器学

习、数据可视化以及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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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后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数据科学基础理论、数据加工、数据计算、
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数据产品开发,数据科学

的兴起是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的必然结果[7] 。
1. 1. 2　 理论背景

数据计量学基于数据科学理论和计量学理

论,融合了数据与计量的两个范式。 随着环境

的变化和学科发展,数据计量学呈现出交叉融

合和不断发展的趋势。
(1)数据科学理论。 从计算机科学和技术

领域角度,数据科学主要是以统计学、机器学

习、数据可视化及领域知识为理论基础,包含数

据科学基础理论、数据加工、数据计算、数据管

理、数据分析和数据产品开发等[8] 。 此外,还涉

及大数据模因、数据挖掘、数据安全等与数据相

关的诸多理论。 数据科学的发展相当于统计和

机器学习领域的超集。 从某种意义而言,数据

科学理论的目的是为挖掘数据、计算数据、分析

数据和管理数据等实践提供指导和支撑。 因

此,数据科学理论将影响整个科学领域数据分

析实践的有效性。
(2)计量学理论。 从统计书目学、文献计量

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再到知识计量学、
网络计量学、替代计量学等,包括系列基本理

论。 其中文献信息流静态特性是指在一定时间

内科学文献在空间的分布性质,包括布拉德福

定律、齐普夫定律、洛特卡定律;动态特性是指

科学文献随时间的延续而增长和老化的性质,
包括文献信息增长规律、文献信息老化规律等。
例如,布拉德福定律应用相对较广,应用在核心

期刊的评定、辅助文献检索、考察专著分布、动
态馆藏的维护、检索工具完整性的测定、学科幅

度的比较、指导读者利用期刊、指导期刊订购工

作和利用馆藏等方面[9] 。 此外,还有加菲尔德

在引文数据分析方面的规律性结论。 传统计量

学理论为数据计量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坚实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
数据科学理论和计量学理论已体现出交叉

发展趋势,如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数据预测

等相关理论在数据科学和计量学中已广泛应

用。 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 Web2. 0、数据挖掘、
深度学习、云计算等理念和技术的应用,为数据

计量分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促

进了数据计量学的形成和发展。
1. 1. 3　 实践背景

数据分析与应用需要统计和计量。 随着网

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网络化不断加速,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超文本数据、多媒体数

据等多样化数据大量出现,这些特点使得用户

处在一个海量的数据环境中。 如何通过定量的

方法对数据进行科学的计量和管理,提高数据

的使用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

实问题。 大数据的特点决定了需要进行大量的

数据处理、分析和挖掘才能获得其背后的信息

和价值。 计量指标是数据统计分析与应用实践

的重要路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数

据计量指标的构建涉及数据本身的质量,包括

数据处理过程与数据效能的质量,需要对大数

据背景下的数据质量进行全面的量化评估[10] 。
另外,数据的影响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如
何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利用已成为国家和政府管

理部门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 数据计量学就是

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技术背景下诞生。 对数据进

行定量描述和分析研究,为规范化和科学化管

理和利用数据提供必要的定量依据,从而能够

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而数据的定量化和管理

将会促进数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 数字化、网
络化为数据计量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

条件,而且还将产生实践中的需求,进一步促进

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1. 1. 4　 学科背景

数据计量学的产生是“五计学”在新时代发

展的客观需要。 数据计量学的兴起离不开计量

学的发展,计量学与数据科学有着广泛的交叉

和融合,计量学对数据科学的发展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文献计量学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

萌芽时期、奠定时期、发展时期和全面发展时

期。 信息计量学是在传统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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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学的基础上演化、扩展而成的。 信息计量学

是通过量的概念和定量分析方法对信息单元的

数量变化规律和体系结构进行进一步的揭示,
信息单位包含文献、 数据、 实物、 消息 和 事

件等[11] 。
大数据的到来推动了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

出现,这种以数据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方式彻底

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思维与方法,同时为科学交

流带来了巨大变革;这些改变也推动着科学研

究发生变化,迫切需要我们改变思维,完善政策

革新理论,推出新的计量方法、流程和工具,以
应对大数据的浪潮。 大数据环境的影响是巨大

的,传统计量与评价需要汲取大数据的特点来

推动变革,比如计量对象从题录数据到全文本

数据;大数据环境也呼吁更为科学的数据计量

理论和方法为新的科学范式服务。 因此,数据

计量学从本质上说,是“五计学”在新的数据网

络时代不断发展的结果。

1. 2　 数据计量学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数据科学的研究较多,
涉及专门的数据科学领域研究和在各学科的应

用研究[12] 。 关于数据计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

据统计分析方面的探索,涉及计算机科学、信息

科学、统计学及数学等领域。 在国外数据科学

研究领域,数据统计分析是关注的重点之一。
在教育科学领域,有学者提出应研究课程分配

的专门数据分析,认为其价值取决于对教学数

据统计分析的直接或间接受益程度[13] 。 在科学

传播领域,科学期刊反映了数据计量的理论研

究趋势,有学者利用在线数据库中不同学科的

数据研究科学期刊,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识别

期刊中的数据类型和范围[14] 。 在医学领域,在
新型冠状病毒研究中,有学者利用病例和死亡

的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发现相关数据统计结

果在 COVID- 19 的测量、推断和解释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15] 。 在医学领域,数据统计和机器学

习正在彻底改变麻醉学的研究,通过数据计量

可更准确地作出预测,通过数据关联分析,为揭

示未知的相关性知识提供了巨大的潜力[16] 。
近年来,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计算社会科学、

各种数据智能算法正在影响数据计量的进一步

发展。 同时,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也越来越

重视数据的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方法,数据计

量的发展呈现多学科交叉趋势。 在图书情报研

究领域,孟阳等认为数据计量需要根据自身特

点发挥特有作用,需从其他计量学中吸取经验;
数据计量是大科学时代的产物,从科学文献到

科研数据,再到数据计量,反映了人类科学意识

及科学素养的提高[17] 。 顾立平认为数据级别计

量是指在数据共享的背景下,主要与数据发布

和数据引用相关的计量;“数据引用”不仅采用

文献之间的参考文献,而且扩展到数据和文献、
数据和数据集、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多重关系,而
且更进一步关注“数据”“学术记录”以及与学术

记录紧密相关的“个人” [18] 。 侯经川等认为,
“数据引证”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数据引证实践

在数据集标识系统建立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统一规范化数据引证格式的趋势日益清晰;对
数据引证现状的评估和研究进展的追踪,数据

引证索引的编纂、指标体系研究、数据引证数据

库的建立,以及基于数据引证行为、记录和索引

的分析,应是未来重点突破的方向[19] 。 另外,也
有学者利用专利数据计量知识创造的方法,比
较专利数量、专利被引率及被引加权专利数量,
认为汽车生产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可采用统一的

计量方法表示知识创造[20] 。 目前,国内外已有

较多关于数据计量与统计分析的探索性研究,
但还未发展成为系统的专门的学科。 随着计算

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数据计量的研

究越来越重视,数据计量将会影响各个学科,并
促进各学科交叉融合、深入发展。

2　 数据计量学的内容体系构建

2. 1　 数据计量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作为数据科学与计量科学的交叉领域,数据

计量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数据及数据资源。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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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科学与计量科学的原理以及交叉融合的

事实,可以将数据计量学定义为:采用数学、统计

学和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各类型数据的功能和特

征、分布结构和变化规律,充分挖掘数据的知识

价值和资源价值,一方面可以促进数据科学的定

量化发展,丰富数据科学和计量科学领域的学科

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数据管理与决策的科学

化和规范化,推动数字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数据计量学是在大数据背景下涌现的具有明显

的创新性、交叉性、定量性的新兴前沿学科,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因此,数据计量学的产生和发

展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意义。
数据计量学聚焦于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定量

研究,揭示数据的内在结构特征和变化规律,从
理论上提高数据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促进

数据科学的发展,同时应用于各学科领域,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 数据计量学的理论、
方法是对各行各业数据管理和应用实践经验进

行高度浓缩和提炼而形成的。 其理论来源于数

据资源的管理和实践,但高于实践,从而能指导

数据科学的应用。 数据计量学的基本问题包

括:数据概念的定量描述,内容、范围及与相关

学科的关系,数据的基本测度,数据计量模型,
数据计量化方法的探讨,数据计量方法和工具

的智能化实现,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应用,等等。
数据计量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数据及数据资

源。 我们认为,对数据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应从

广义上理解。 这里所讲的“数据”,不仅是指数

字数据,也包括各种类型的文本、图像数据;既
包括结构化的数据,也包括半结构数据和非结

构化的数据;既包括数据单元的计量问题,也涉

及数据单元间,如数据传递,单元间的相互关联

等的计量问题。 由此可见,数据计量学涉及范

围很广,内容也非常丰富。

2. 2　 数据计量学的研究内容

数据计量学的内容体系可由理论、方法和

应用三个层面组成。 理论是基础、方法是手段、
应用是目的,这三个部分共同作用、相互影响,

成为一个整体。
2. 2. 1　 数据计量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是一个新兴学科的关键内容,数
据计量学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数据计量学的概

念、研究对象、内容体系、学科体系等问题。 数

据计量学与数据科学、计量学、计算机科学等学

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数据计量学的

基本理论来源于数据科学,数据科学的内涵、发
展历程、学科地位及知识体系等都为数据计量

学提供基础。 数据科学是一门以数据为中心和

基于数据处理的科学[21] ,可分为大数据及其运

动规律的揭示、大数据的资产化利用、基于数据

的行动范式、数据产品的研发、供给侧改革和数

据生态系统的建设[6] 。 其次,计量学领域的三

大定律和两大规律是数据计量学重要的理论基

础,从已有的文献分析发现,数据科学相关理论

和“五计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高度交

叉和融合,为数据计量学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

础。 此外,数据计量学融合计算机科学和统计

学的理论,如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

等相关理论。 因此,数据计量学吸收“五计学”、
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基本理论,融
合形成数据计量学独特的基本理论体系。
2. 2. 2　 数据计量学的方法研究

如上文所述,数据计量学是理论、方法、应
用三者结合的理论体系,方法作为理论和应用

之间的桥梁,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理论通常

被视为方法的基础,但是时常发生的方法突破

带来科学理论突破的事例,也说明了方法对学

科理论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性。 方法在计量学科

应用中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离开方法数据计量

学的研究很难进行。
一般来说,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可分为

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三个层

次。 哲学方法在数据计量研究中起到指引方向

的作用,数据分析之前主题的选取、问题的提

出,数据分析之后对结果的认识和总结,以及对

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展望,都需要哲学思辨方法。
从一般科学方法来看,数据计量学关注数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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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方面的问题,计量学和数据科学的研究

方法在其中交叉和融合,构成了数据计量学研

究方法体系的基础。 从专门科学方法来看,数
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方法是其重要来

源,具体包括数据计算、数据挖掘、数据处理、数
据模型等方法,也涉及机器学习、计算智能、数
据可视化等方法,另外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方

法、内容分析方法、知识可视化方法等也融入其

中,不断丰富数据计量学的方法体系。
2. 2. 3　 数据计量学的应用研究

数据计量学为满足社会实践需要而产生,
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指导社会实践,也将在实

践中得到检验。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科学和计量

学不断发展,并在实践应用需求的推动下不断

完善和成熟。 数据存在于各学科和社会各领

域,数据计量学也将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域和

社会经济生活中,如应用在管理学、经济学、计
算机科学、传播学等学科,以及在社会管理、经
济分析、计算机技术应用、网络分析、舆情监控

等实践领域。 在图书情报领域,主要应用于科

学评价、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检索与服务、科技

管理与预测等诸多方面。
数据计量学的应用,需要融合不同学科的

理论和方法,通过不同层面的应用来检验该学

科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从而不断推进应用层

面的发展和完善。 数据计量学自身也可以通过

优化现有学科体系,研究解决方案,改进技术方

法,使得研究过程和实践应用适应学科发展的

需求,并不断突破学科发展的局限。
2. 2. 4　 数据和数据资源研究

数据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要素。 随

着数字化、数据化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的意义

也日益凸显。 通过数据计量分析,数据和数据

资源可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数据和数据资源是数据计量学的主要研究

对象,数据计量学也专门对二者进行过系统研

究。 其中,数据研究的内容包括数据的基本定

义与概念、数据的发展与演化、数据的基本计量

指标、数据内容的测度、数据结构的测度、数据

使用规律的统计等;数据资源研究的内容包括

数据资源的基本内涵、数据资源配置计量问题、
数据资源价值的定量评价、网络数据资源的定

量分析、数据资源共享的计量、数据资源的成本

效益定量评价等内容。 因此,数据计量学能通

过对经济数据的分析,挖掘数据资源的价值,为
经济发展提供数据管理和决策服务[22] 。

3　 数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

对特定领域趋势的把握是所有学科普遍关注

的关键性问题,通常可以通过咨询专家、参加前沿

讲座、参加专业会议交流、阅读专业期刊等多种途

径获取[23] 。 大数据环境下诞生的数据计量学是一

个变化发展着的新兴领域,处于萌芽和初步探索阶

段,众多问题需要解决和突破;其相关研究进展也

日新月异,研究内容纷繁复杂,涉及的学科和研究

领域也十分广泛。 基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

性思考,我们认为数据计量学的研究主要呈现学科

融合、定量化、实用化和智能化等发展趋势。

3. 1　 学科融合

学科融合是不同学科之间或同一学科门类

不同子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到逐步形成新

学科的动态发展过程。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学科交叉现象比较明显,数据计量学正迈

向多学科融合的进程,具体包括图书情报学、数
据科学、计量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各学科

的交叉融合[24] 。
大数据的涌现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

给数据计量学的研究模式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从数据计量学研究方法、技术工具、过程对象、
实践应用等方面来看,数据计量学内部的融合、
与数据科学和计量学科的融合、与所有学科领

域的交叉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 例如,针对大

数据环境下的安全情报研究,明确安全情报融

合的基本内涵,分析安全情报与数据计量融合

的意义及特点,构建并解析大数据环境下安全

情报融合的核心分支体系[25] ,是安全管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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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计量学共同关注的内容,体现了“数据计

量情报”的发展趋势。 学科整合中分支学科的

形成和发展,不仅突破了计量学和数据科学的

局限,大大拓宽了数据计量学的研究领域,还从

多个侧面丰富了数据计量学的研究内容,完善

了研究方法。 各个领域的数据分析面临的问

题、方法和工具基本是相通的,如共同面临数据

的存储、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计算等问

题。 可见,面对复杂性、综合性及交融性等重要

问题,各学科不再通过单一的理论和方法解决

各自领域的问题,而是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探讨。
因此,数据计量学带来的融合发展将成为解决

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重要研究范式之一。

3. 2　 定量化

定量化是数据计量学显著的特征,也是该

领域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特色。 在 21 世纪的

信息爆炸时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飞速发

展,极大地提高了数据的采集和存储能力,为定

量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来源多样化,有业务

记录数据、传感器数据、网上爬取数据等,数据

格式也呈现出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半结构化等

多样性[26] ,这些都为数据计量学的定量化研究

和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近年来,国内

外对数据的定量分析研究日益突出[27] ,应用领

域也不断扩展。 国内的实践方面,图书情报领

域的应用较早,主要应用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

析[28] 、用户行为分析以及学术成果评价研究等

方面。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数据计量

研究在科学大数据领域引起广泛关注。 在该领

域,普赖斯是科学史定量研究的代表,他继承和

发展了基于历史统计的科学史定量研究方法。
近年来,在普赖斯研究的基础上,创新了科学数

据计量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利用最新的统计分

析技术,对科学大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29]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数据计量学

广阔的发展前景。

3. 3　 实用化

实用化是大数据时代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

之一,数据计量学的实用性非常明显。 相对于

理论性学科和专门性的领域,数据计量学具有

较好的普适性,更关注于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

价值。 由于计量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比较真实可

靠,可以为诸多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尤其是在国际经济迅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背景

下,数据计量分析已逐渐进入到决策支持过程

中,对国家、企业、个人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30] 。 在图书情报领域,数据计量成果可

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直观的数据参考;数据

计量指标可用于科研成果质量、科研机构乃至

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的评价;数据计量学研究

结合知识可视化技术,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广
泛应用于信息资源管理、科学评价、信息检索等

领域。 随着数据计量理论和实践的成熟,它将

会在更多的领域发挥作用。

3. 4　 智能化

数据与智能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在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数据计量的智能化

发展。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的

迅速发展,数据计量的智能化趋势显得尤为突

出。 智能化是数据计量分析的高层次阶段,不
仅满足于逻辑推理、定量计算或固定程序的需

要,还具备灵活的分析判断能力,以及多路推理

和模糊识别的能力。 智能化的数据计量分析将

综合利用人工智能、认知计算、数据挖掘、语义

网等新技术,采用关联、序列、聚类、分类等方法

从大量完整、彼此关系不明确的敏感性信息中

找出隐含的、事先未知的有用信息,揭示数据内

在的复杂性,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自动获得更

多、更有价值的信息。 在实践方面,近年来智能

化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相结合,基于云计算的智

能化数据计量分析的优越性越发凸显,在实际

工作中成效显著[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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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数据计量学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
主要定量研究各类数据和数据资源,对结构

化、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计量和

统计分析。 数据计量学是统计学、计算机科

学、数据科学、计量学等领域的交叉发展和延

伸。 随着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
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各类数据越来越容易

获取,为数据计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数

据计量学与信息科学、数据科学、计量学等在

理论逻辑及技术方法上一脉相承,在数据—
信息—知识—智慧链中,组成了数据—信息—
知识、计算技术—数学方法—专业知识、人—
技术—数据三个“三位一体” [ 32] 。 目前,数据

计量学还处于初步探索和创建的阶段,基本

理论、技术方法、实践应用等都存在诸多问题

需要解决,这些都是学科未来发展需要不断

改进和完善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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