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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期广西计算机学会专辑看广西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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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ree Special Issues of Guangxi Compute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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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数理统计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广西科学院学报2000年至2002年三期广西计算

机学会专辑论文分类统计和分析，根据论文学科分布、论文作者所属单位分布和核心作者分

布的现状，讨论广西计算机技术发展水平和专辑核心作者群构成。

关捷词计算机论文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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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special issues on computer of 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2000 tO 2002 are analyzed by using statistics and reference

metrology method．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Guangxi and the key

authors of special issue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scientific subjects，employers of

authors and the key author constitute of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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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谈计算机技术的发展”o。广西计算机学会从2000年至

2002年3年时间里，每年在《广西科学院学报》出一册专辑(下简称专辑)，共刊载论文110

篇。为了解目前广西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研究水平、广西区内各单位计算机研究和应用的发

展变化情况，以及核心作者群的构成，笔者对这3年间专辑刊载的论文作了统计分析，得到

了一些有趣的看法。这3年来广西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经历丁从偏重信息管理系统到偏重网络

和CAI研究的发展过程。首先，这个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西的计算机技术应用和研

究水平，它与2001年和2002年的广西科技进步奖计算机获奖项目所反映的计算机发展水平

有一定的差距；其次，这个发展过程与国家的唐息产业“十五”计划有一定的接近，但它与

全国高校的研究热点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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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计算机专辑论文的学科分布

2000年第4期和增刊(合刊)、2001年第4期和增刊(合刊)以及2002年第4期这3期

计算机专辑共刊载论文llo篇，作者总数共21 5人。表1为专辑学科的分类情况。从表l可

以看出，2000年与2001年相比较，专辑的论文没有明显变化，大部分论文集中在信息管理系

统、计算机理论领域。而到了2009年，论文的热点转移到CAI、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领域。

说明目前广西计算机应用热点已由MIS领域逐渐转移到网络和CAI及多媒体领域。

2计算机应用的单位分布

笔者对这3期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到：广西计算

机研究与应用部门

主要集中在高校和

研究所，大型厂矿

占其中较小部分。

高校当中，以广西

大学、广西民族学

院、广西师范大学、

桂林电子工业学院

和桂林陆军学院为

主要力量，这与目

前广西高校计算机

研究和应用的状况

相符。研究所当中，

以广西计算中心、

广西经济信息中心

为主力军，这也基

本上反映了广西计

算机研究大体现

状。大型厂矿中，又

表l 2000年^v2002年3期广西计算机学会专辑论文分类情况

表2 2000年～2002年3期广西计算机学会专辑论文第一作者所一单位分布情况

以广西梆州钢铁集团公司、广西柳工集团公司较为突出，这与近几年两个单位的用计算机改

造传统行业的行为相吻合。

3核心作者分布

“核心作者”是指在其刊物上发表论文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根据文献E33中

的普赖斯理论，核心作者中发表论文最少的论文数(Ⅳ)等于发表论文最多的论文数(‰。；)的

0．749倍，即：

N一0．749(口⋯)1”，

由此可以计算、统计出专辑的核心作者。在统计年限中，叩⋯=3，将‰。。代人上式计算得出～

一1．3。由于年限较短，我们近似取值2。因此，根据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数在2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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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3。表3结果说明，核心作者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所，其中以广西大学较

为突出，占了核心作者的22．2％。说明广西大学的计算机应用和研究走在广西的前沿a

4几点看法

通过与2001年、2002年登记在册的科研成果和广西科技进步奖相比较，笔者发现这3期

专辑中除了罗海鹏和江继东的论文外，没有发现反映在研项目和获奖项目的论文。说明专辑

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西计算机应用和研究水平的状况，还不够全面，与现实仍有一定的

差距。从2000年到2002年间的科研成果登记情况来看，企业的横向研究项目近年来集中在

CAD、产品数

据管理系统、 兰：竺：!二!!苎三三!
企业信息化和

自动控制方

面，而这3本

专辑的内容只

反映企业信息

化和自动控制

方面的论文，

说明专辑没有

能全面反映企业计算机应用的状况。建议广西计算机学会和学报编辑部往后应注意征集在研

项目和企业横向项目的论文，以便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和代表广西计算机的发展水平，同时能

更好地为广西计算机界服务。

专辑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政府上网工程、中小学普及计算机教育和网络安全方面

与国家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十五”计划纲要》H1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大致吻合，但它只占发

展目标的小部分．其中，孔令望Ⅱ3提出的“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模式”与我国《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及世界上一些国家提出的教学模式相一致，说明广西的中小学计算机

技术教育并不落后。与全国的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现状【61相比较，广西计算机技术的论文集中在

CAI和计算机网络方面，而全国高校的研究集中在高性能计算机、移动计算机、智能计算等

领域，说明广西目前与国家的计算机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

广西计算机同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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