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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巴诺维奇·安娜 (Urbanovics Anna)

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成员 
研究人员在公共行政学 

领域的出版业绩

概述

在欧洲国家，对公共行政学作为独立学科有多种诠释，它处于法律、公共政策

和管理学三个传统学科的交叉点。探索中欧地区，尤其是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

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研究状况尤其特别，因为这个学科在政

权更迭后才开始突出出现。本文对这些国家在2011年和2020年之间，在公共行政学

领域发表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所分析的文献由Scopus引文数据库收录，进行

分析的工具是SciVal研究支持平台和VOSViewer文献计量分析软件。结果显示，匈牙

利和波兰著者对该学科主要采取法律方法，而捷克和斯洛伐克作者则采取管理方法

的倾向。就文献发表地点而言，区域期刊和会议论文集占主导。在合著关系方面，

区域合著伙伴较多，而与西欧国家的合作虽然较少，但这些文献引用频率较多。

关键词：维谢格拉德国家、公共行政学、文献计量、SciVal

导论

在当前的国际科学竞争力和日益突出的国际大学排名的时代，探讨国家不同科

学业绩至关重要。然而，有些学科领域并没有明确形成独立的单位，其研究方法、

问题和主题会涉及几个学科。本文中详细研究的，基本目的为协助国家政府和公共

服务部门的公共行政学就是这样的（Juliani–Oliveir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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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的意义，学术界长期以来持续着辩论。

辩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公共行政学是否可以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不同国

家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情况就变得复杂。克里斯托弗·波利特（Christopher 
Pollitt）曾经提到：“整合公共行政的是其对象，即国家、公共部门，而不是

其理论或方法。”（Pollitt，2010:292）从事公共行政的人的“利益共同体” 

（波利特2010:292)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发展不同。在欧洲各个国家，公共行政学也

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传统学科给它不同的定位。德国有很强的法律学倾向，而

挪威和丹麦则更加靠近政治学，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则有很强的经济学取向

（Hustedt et al.，2020）。豪伊那儿（Hajnal，2013）根据大学教育的三种不同方

法，对公共行政课程进行了分组。这种分组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公共行政学研究。

著者认为，这三组为

 — 法律倾向：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波兰、葡萄牙、罗马尼

亚、南斯拉夫

 — 公共政策倾向：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瑞典

 — 商业倾向：亚美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丹麦、爱沙尼亚、爱尔兰、拉

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斯洛伐克、乌克兰

然而，公共行政管理往往并不被认为是一门科学学科。根据一些著者，公

共行政科学并不寻求建立一般的理论范式或奠定一般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回答公

共部门实际工作中的问题（Bauer，2018）。也有人认为，欧洲公共行政学是一

种混合体，融合许多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知识。其中包括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研

究、公法、公共管理、经济和金融、组织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

（Eymeri–Douzans，2018）。

本文中研究的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四个国家，可以按豪伊那儿

（Hajnal）的分类法分组。在匈牙利和波兰，法律倾向更为明显，而在捷克和斯

洛伐克则以商业倾向为主。作者们认为中欧地区的公共行政学是在政权更迭过

程中，民主过渡后出现的，目的是帮助建立和维持新形成的民主体制（Randma-
Liiv–Drechsler，2017）。然而，这些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关联，在欧盟内也形成

一个较小而统一的政治和文化的，基于共同历史的整体。这些欧盟成员国合称为

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曾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部分，在

二战后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Staroňová–Gajduschek，2016）。在上个世纪90年
代，这些国家经历了政权更迭和民主转型，建立了市场经济。如今，这些国家是

北约（NATO）和欧盟（EU）的成员国，从而促进它们内部系统的欧洲化。人

口大小不等，波兰较大，匈牙利和捷克为中等，而斯洛伐克属于较小国家。当

然，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而这些区别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显著增加了。据

迈耶-萨林（Meyer-Sahling，2009）研究，这些国家在共产主义政权时期，在表

面下也是相当不同的，而且在1990年后的政权更迭之后，变得更加多样化。

在开始分析之前，需要对所研究国家的科学业绩提出一些评论。一方面，需

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因为它们都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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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为母语）国家范围内，所以它们在科学出版方面可能面临语言障碍（Jurajda et 
al.，2017）。这些国家大部分没有正式认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科学）为学科。

然而，无论是在学术机构研究还是在大学教学方面，法律和法学都被广泛接受和

制度化。可能这是因为在苏联时期，公共行政几乎是在一个纯粹的法律框架内讨论

的。然而，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法律被视为一种广义秩序，只服务于行政效率。

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科学家没有接触西方理论的机会或者机会有限，所以无法参

与国际科学对话。这可能是法律占主导地位的另一个原因。在后苏联国家，社会科

学的独立研究项目在政权更迭后开始，但是与自然科学和理工相比，资金明显不足

（Vanecek, 2008）。

由于他们的总体情况，中欧地区在国际文献中被认为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的

半边缘地区（Alatas，2003；Egri–Kőszegi，2018）。这些国家对西方科学大国的依

赖程度很高，向它们的流动也非常大（Abriszewski，2016）。鲁采（Luczaj）和巴

那（Bahna）认为（2020），即使中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的研究人员形成一定的合

作，这些关系也大多是不对称的，上下级合作关系。这最终导致在较发达国家对中

欧研究人员的不重视，而有助于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奎克（Kwiek，2020）的研

究结果表明，具有相似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国家之间会形成密切的研究合作，其中地

理、语言和文化上的接近以及共同的历史纽带发挥凝聚力作用。在他的报告中，他

用斯洛伐克和捷克、德国和奥地利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案例来证明这个趋势。戈

莱兹（Gorraiz）和合著者（2012)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多博什

（Dobos）等合著者（2021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中欧

国家并不属于国际精英，但在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已形成了旨在国家级科

学卓越性战略。在这个战略的范围内使用的直接资助发表研究报告模式使这些国家

走上快速增长的道路（Sasvári et al.，2021）。

研究的过程

本文对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发表的研究报告进行文献计量分

析。我将重点放在近十年的发展，发表的时间确定为2011-2020年。这有助于比较不同国

家的研究趋势。科研文献是采用SciVal线上研究支持平台收集的，该平台根据文献计量标

准分析国际引文数据库Scopus中收录的科研文献。可以在个人、机构、国家和区域等不

同层面上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关注国家和国际层面（Gevers，2014）。数据收

集是从汇编科研文献清单开始的，使用了SciVal概览（Overview）模块，对维谢格拉德四

国集团成员国（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2011-2020年期间在公共行政学

领域的科研文献发表情况进行了分析。在SciVal中，公共行政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的

子领域。根据科研文献的电子标识符（E-IDs），将SciVal中生成的科研文献列表加载到

Scopus数据库，并在vosViewer软件中使用该科研文献列表。

在SciVal中，我作为概览分析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列出了最重要的作

者、机构和发表地点。作为基准分析，我比较了所研究的国家每年的出版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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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关键词和主要专题领域进行了趋势分析。在SciVal几个指标中，值得强

调的是学科归一化引用因子（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FWCI），这是用来

衡量相同类型的文献相比的引用影响力水平。FWCI就因为这个原因注意特定专

题领域的引文习惯和趋势。而显著性指数（prominence percentile，PP）衡量的是

某一主题与其他主题相比的活跃状况。

我使用在微软Windows上运行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vosViewer 1.6.16版本进行

进一步分析和可视化。在软件中的分析单位可以是著者、文献、机构、引用文献

和关键词。在软件中，可以根据预定义（和加载到软件）的文献清单进行分析。

本研究中，我使用该软件进行了两项分析，其中之一是根据作者的机构（机构的

总部在哪个国家），在国家的层面研究合著关系。而关键词共现分析是包含所有

的关键词（包括著者为文献指定的关键词和Scopus索引的关键词）进行的。

结果

结果的介绍最好从描述性统计数据开始。这些数据显示所研究国家的出版业

绩和发表公共行政学文献的最重要地方。随后我们探讨最主要合著关系、主题和

关键词。

出版业绩

出版业绩的一般数据在表1、中进行了总结。这也确定所研究的文献的范围。

表1、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成员国在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出版业绩（在2011-2020年之间）

 捷克 波兰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文献数量 516 442 371 205

著者数量 677 531 458 274

引用次数 2387 1903 2171 1014

平均每份文献的引用次数 4.6 4.3 5.9 4.9

FWCI 0.78 0.86 0.88 0.83
来源：著者根据SciVal数据编制

表1显示，就文献的数量而言，捷克文献最多（516篇），其次是波兰（442
篇）和匈牙利。捷克在公共行政学领域的著者数量方面也很突出（677人），而且

这个国家在引用次数方面也是领先（2387次）。然而，就每篇文献的引用次数而

言，匈牙利位居第一（每篇文献5.9次引用），并且匈牙利在FWCI方面也很突出

（0.88值）。这表明，捷克在文献数量方面，而匈牙利在文献质量方面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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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维斯格拉德四国集团成员国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发表的文献数量趋势（2011-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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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著者根据SciVal数据编制

图1总结每个国家在本文所研究时期的文献数量变化。可以看出，2011年，

匈牙利的文献数量最多（41篇），但捷克和波兰每年逐步增加了在这个领域的文

献数量。波兰的文献数量只有在两个年度里（2018年和2020年）表现突出，而根

据汇总数据来看的，则捷克表现更加突出。

表2、在所调查的文献方面，最活跃的机构名单（2011-2020年）

机构名称 国家
所发表文
章的数量

引用次数 FWCI

布尔诺门德尔大学
（Mendel University in Brno） 捷克 113 76 0.26

马萨里克大学
（Masaryk University） 捷克 100 409 0.78

布拉格查理大学
（Charles University） 捷克 76 263 0.64

华沙大学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兰 49 226 0.77

居里夫人大学
（Maria Curie-Sklodowska University） 波兰 48 28 0.24

马捷贝尔大学
（Matej Bel University） 斯洛伐克 38 271 1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in Kraków） 波兰 35 129 0.45

布拉迪斯拉发夸美纽斯大学
（Comenius University） 斯洛伐克 32 157 0.7

布拉格经济大学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捷克 31 75 0.46

科希策技术大学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Kosice） 斯洛伐克 30 105 0.68

来源：著者根据SciVal数据编制



337

公民评论(中文特刊)，第17卷

表2显示本文所研究期间在文献数量方面最活跃的机构。这些机构中没有匈

牙利机构，而前10名中有4个捷克、3个波兰和3个斯洛伐克机构。在文献数量方

面，布尔诺门德尔大学（Mendel University in Brno）以113篇文献最多，而捷克马

萨里克大学（Masaryk University）则在引用次数方面脱颖而出（409次引用）。唯

一得到1分FWCI值的机构是斯洛伐克的马捷贝尔大学（Matej Bel University）。根

据FWCI得分，其他机构的引用影响力水平排名低于活跃在该领域的其他机构。

表3、所研究文献的最主要发表地点（2011-2020年）

 捷克 波兰

顺序 刊物名称
文献
数

国家 刊物名称
文献
数

国家

1
Public Recreation and Land-
scape Protection - With Sense 
Hand in H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
58 捷克 Studia Iuridica Lubli-

nensia 91 斯洛文
尼亚

2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40 捷克 Lex Localis 37 斯洛文

尼亚

3 Lex Localis 37 斯洛文
尼亚

Problems and Perspec-
tives in Management 36 乌克兰

4 NISPAce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36 德国 Decyzje 33 波兰

5
Public Recreation and Lands-
cape Protection - With Nature 
Hand in Hand, 2016 Confe-

rence Proceedings
34 捷克 Public Policy and Ad-

ministration 19 立陶宛

6
Public Recreation and Land-
scape Protection - With Man 
Hand in Hand?, 2013 Confe-

rence Proceeding
29 捷克 Education Sciences 19 瑞士

7 Administratie si Management 
Public 25 罗马尼

亚

Transylvanian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

ences
14 罗马尼

亚

8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24 乌克兰

Public Recreation and 
Landscape Protection 
- With Sense Hand in 
H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

14 捷克

9
Public Recreation and Land-
scape Protection - Hand in 

Hand, 2012 Conference Pro-
ceeding

23 捷克 Information Techno-
logy for Development 13 英国

10
2020 Smart Cities Symposi-

um Prague, SCSP 2020 23 捷克 Voluntas 9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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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 斯洛伐克

顺序 刊物名称
文献
数

国家 刊物名称
文献
数

国家

1 Society and Economy 194 匈牙利 Problems and Perspec-
tives in Management 31 乌克兰

2 Lex Localis 16 斯洛文
尼亚

NISPAce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22 德国

3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 英国 Administratie si Mana-

gement Public 21 罗马尼
亚

4 Civil Szemle 12 匈牙利 Lex Localis 19 斯洛文
尼亚

5 Transylvanian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12 罗马尼

亚

Public Recreation and 
Landscape Protection 
- With Sense Hand in 
H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

17 捷克

6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7 乌克兰

Public Recreation and 
Landscape Protection 
- With Man Hand in 

Hand?, 2013 Conferen-
ce Proceeding

12 捷克

7 NISPAce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6 德国

Public Recreation and 
Landscape Protection 

- With Nature Hand in 
Hand, 2016 Conferen-

ce Proceedings

10 捷克

8 Governance 5 英国 Society and Economy 7 匈牙利

9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5 葡萄牙

Public Recreation and 
Landscape Protection 
- Hand in Hand, 2012 
Conference Proceeding

6 捷克

10 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 4 英国 Education Sciences 6 瑞士

来源：著者根据SciVal数据编制

表3显示每个被调查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科研文献最重要的发表地点。值得强调的

是，我有意没有把分析限制在期刊范围内，因为这样也可以显示会议论文集的重要

性。在捷克（5个）和斯洛伐克（4个），会议论文集是主要的发表地点。二者都是

在研究的几年中被Scopus收录的捷克会议。还值得注意的是区域性的，由Scopus收录

的期刊在名单上的重要性。捷克著者经常在中欧地区的4种、波兰著者在7种、匈牙

利著者在5种，而斯洛伐克著者则在4种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外，目前由一家德国出

版商出版的《NISPAce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也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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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所研究的文献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十位著者的数据（2011-2020年）

著者姓名 机构名称 国家
所发表文
章的数量

引用
次数

H指
数

FWCI
最主要的关

键词

尤拉伊·内梅
克（Nemec, 

Juraj）

马萨里克大学
（Masaryk Uni-

versity）
捷克 28 234 13 1.21 Public Pro-

curement

娜儿奇兹·罗
兹托基（Roz-
tocki, Narcyz）

波兰华沙考明斯
基大学（Kozmins-

ki University）
波兰 4 174 17 12.69

Socioecono-
mic Devel-

opment

彼得·佐亚
（Soja, Piotr）

克拉科夫经济
大学（Kraków 

University of  Eco-
nomics）

波兰 5 92 14 8.12 Transition 
Economies

玛丽亚·默
里·斯维德罗
诺娃（Maria 

Murray Svidro-
nova）

马捷贝尔大学
（Matej Bel Uni-

versity）

斯洛
伐克

11 85 8 1 E-procure-
ment

贝啊塔·米库
硕娃-梅里奇
科娃（Mikušo-
vá-Meričková, 

Beáta）

马捷贝尔大学
（Matej Bel Uni-

versity）

斯洛
伐克

9 83 12 1.25 Public Ser-
vices

达尼尔·克
里莫夫斯基
（Klimovskỳ, 

Daniel）

布拉迪斯拉发
夸美纽斯大学

（Comenius Uni-
versity）

斯洛
伐克

10 80 8 0.91 Public Ad-
ministration

马雷克·奎克
（Kwiek, Ma-

rek）

波兹南密茨凯维
奇大学（Adam 
Mickiewicz Uni-

versity in Poznań）

波兰 2 80 18 2.83 Deinstitutio-
nalization

弗朗季耶
克·欧赫兰
纳（Ochrana, 

Frantiŝek）

布拉格查理大学
（Charles Univers-

ity）
捷克 16 76 8 0.75 Public Pro-

curement

大卫·施帕切
克（Špaček, 

David）

马萨里克大学
（Masaryk Uni-

versity）
捷克 12 74 7 0.88 Public Ad-

ministration

波格丹·姆
罗兹（Mróz, 

Bogdan）

华沙经济大学
（SGH Warsaw 
School of  Econo-

mics）

波兰 3 68 5 3.2 Shadow 
Economy

来源：著者根据SciVal数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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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显示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著者名单。在前10名中，有4名波兰、3名捷克和

3名斯洛伐克著者。在著者引用次数方面，一位捷克著者，而H指数方面则由一

位波兰著者占主导。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引用数字仅指所研究的文献范围，

而著者的H指数值则是指著者的全部文献。H指数显示著者的活跃程度和已发表

文献的引用次数。在FWCI方面，一位波兰作家脱颖而出（12.69的数值）。这些

著者根据其研究中的最主要关键词，确定本地区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方向。鉴

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经济问题一直是本地区公共行政研究的核心，

并且还有公共采购（public procurement）、电子采购（e-procurement）和其他经

济课题，如影子经济、转轨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等。行政管理问题，如公共服务

（public services）和一般的公共行政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主题也有出现。

合著者关系

在一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之后，还值得研究这些国家的合著关系。正如在

理论概述中提到的，传统上，中欧地区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以法律为重点，但近年

来，经济学也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所以公共行政研究呈现出一定社会科学作者

的风格。正如绍什瓦利（Sasvári et al.，2020）所指出，这通常是以小组（主要是

国内或机构合作范围内）发表为特征。

表5、合著者关系的数据（2011-2020年）

 捷克 波兰 匈牙利 斯洛伐克

国际合作（%） 23.8 24.9 21.3 40.5

国内合作（%） 15.9 9.3 11.6 8.3

机构之间的合作（%） 38 16.1 19.4 34.2

单人著作（%） 22.3 49.8 47.7 17.1
来源：著者根据SciVal数据编制

如表5总结关于合著关系的一般数据表明，国际合作在斯洛伐克最多

（40.5%），而在匈牙利最少（21.3%）。国内合作普遍较低，但捷克最

多（15.9%），并且捷克机构合作也最高（38%）。单人著作文献在波兰

（49.8%）和匈牙利（47.7%）同样较高。 



341

公民评论(中文特刊)，第17卷

表6、最主要合著伙伴国家（2011-2020年）

 捷克 波兰 匈牙利 斯洛伐克

顺
序

伙伴国 FWCI 伙伴国 FWCI 伙伴国 FWCI 伙伴国 FWCI

1
斯洛伐克
（56） 1.26

乌克兰
（25） 1.21

德国 
（12） 1.39

捷克共和
国（56） 1.26

2
英国 

（14） 1.33
英国 
（16） 2.69

美国 
（12） 6.4

英国 
（8） 0.63

3
美国 

（11） 1.12
美国 
（14） 4.74

英国 
（10） 7.71

匈牙利
（7） 1.34

4
荷兰 

（10） 1.44
荷兰 
（13） 2.33

荷兰 
（8） 1.07

立陶宛
（5） 1.38

5
德国 
（8） 1.97

瑞典 
（10） 1.75

斯洛伐克
（7） 1.34

波兰 
（5） 1.49

6
意大利
（8） 1.16

立陶宛
（8） 1.58

罗马尼亚
（6） 1.1

比利时
（4） 1.86

7
波兰 
（7） 1.29

捷克共和
国（7） 1.29

捷克共和
国（5） 1.73 德国（4

）
1.42

8
奥地利
（5） 0.98

意大利
（7） 3.93

意大利
（5） 1.01

奥地利
（3） 1.26

9
加拿大
（5） 1.59

芬兰 
（6） 1.63

瑞典 
（5） 14.21

克罗地亚
（2） 1.66

10
匈牙利
（5） 1.73

德国 
（5） 4.43

丹麦 
（4） 1.03

拉脱维亚
（2） 1.33

来源：著者根据SciVal数据编制

表6显示每个国家最重要的伙伴关系。根据文献数量看，捷克、波兰和斯洛

伐克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合著关系最为密切。就匈牙利而言，这个首要合著角

色是由德国扮演的，这也可以追溯到与德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以及中欧国家主要

参照欧洲大陆的（德国）行政体系规划自己国家的行政模式。捷克共和国的主要

合作伙伴名单包括4个地区、4个欧洲和2个其他（美国和加拿大）国家。对于波

兰著者来说，重点在于欧洲合作伙伴国家（6个），而自己地区中有3个国家出现

在合作国家的名单上。匈牙利著者情况类似：有3个区域和6个欧洲合作伙伴。斯

洛伐克主要是与其自己地区的国家建立合著关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引文

数据库和期刊排名（Scopus、Scimago期刊排名等）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克罗

地亚和奥地利等视为中欧地区。另外还值得提出，捷克、波兰和匈牙利合著者当

中也有美国合著者出现。尽管从文献数量上看，与区域伙伴的合作更为活跃，但

FWCI的得分显示，与西欧国家合著的文献的得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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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最主要伙伴国家合著网络（2011-2020年）

来源：著者使用vosViewer软件根据Scopus数据自己编制

图2、显示合著关系和根据关系强度的分组。这个图只总结至少有5篇合著文

献的国家网络（22个国家）。在此基础上可区分4个群组。第一和第二群组各有

8个、第三组有4个，第四组则有2个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组群不包

括任何被研究的国家，所以注意到合著关系的强度，西欧国家合作更密切。第一

组包括以下国家：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第二组，主要是根据其关系的强度，与匈牙利合作较密切的国家如下：奥地利、

保加利亚、芬兰、法国、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第三组由捷克、俄罗

斯、斯洛伐克和美国组成，而波兰和乌克兰则属于第四组。 

主题和关键词

对主要研究主题和关键词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有助于了解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结

构。根据SciVal的主题分类，在以下表格总结了所调查的国家的最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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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最重要科研主题清单（2011-2020年）

 捷克 波兰

顺序 专题 FWCI PP 专题 FWCI PP

1 地方公共服务、废物收
集、外包 0.77 93.253 开放式政府、电子参与、

电子政务 0.88 99.506

2 开放式政府、电子参
与、电子政务 1.27 99.506 财政分权、联邦制、财

产税 0.46 94.784

3 财政分权、联邦制、财
产税 0.46 94.784 新公共管理、监管机构、

社会责任 0.17 93.92

4 政策咨询、顾问、政
治化 1.05 87.064 网络治理、组织间合作、

灾害应对 0.58 98.215

5 融合、地方政府、组织
合并 0.9 78.988 养老金制度、老年援助、

随收随付 0.47 79.649

6 基多、生物质能、城市
政策 0.3 47.587 物业税、经济状况、地

方政府 0.87 81.186

7 公共采购、环境友好型
采购、招标 0.61 94.415 市长、权力下放、地方

政府 1.15 70.848

8 联邦权力、水力发电、
压力水管 0.74 88.327 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

第三产业 0.88 95.578

9 应计制会计、国际公共
部门会计准则、IPSAS 0.59 94.821 公共服务激励、官僚作

风、公职员 1.01 97.876

10 养老金制度、老年援
助、随收随付 0.05 79.649 应计制会计、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IPSAS 2.17 94.821

 匈牙利 斯洛伐克

顺序 专题 FWCI PP 专题 FWCI PP

1 国家社会主义、匈牙
利、同性恋 0.75 27.191 地方公共服务、废物收

集、外包 0.86 93.253

2 抗议运动、东欧、紧缩
政策 0.68 35.43 财政分权、联邦制、财

产税 0.5 94.784

3 开放式政府、电子参
与、电子政务 0.57 99.506 开放式政府、电子参与、

电子政务 0.92 99.506

4 志愿者精神、企业公民
身份、体育赛事 0.63 94.526 养老金制度；老年援助；

随收随付 0.17 79.649

5 养老金制度、老年援
助、随收随付 0.57 79.649 软技能、知识管理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 0.49 6.487

6 审计院、欧洲法院、外
部审计 0.42 22.97 融合、地方政府、组织

合并 0.93 78.988

7 公共采购、环境友好型
采购、招标 0.47 94.415 地方自治政府、公投、

立陶宛 0.47 10.389

8 新公共管理、监管机
构、社会责任 0.44 93.92 公共采购、环境友好型采

购、招标 0.45 9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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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 斯洛伐克

顺序 专题 FWCI PP 专题 FWCI PP

9 财政分权、联邦制、财
产税 1 94.784 影响评估、事后评估、监

管改革 0.24 57.727

10 软技能、知识管理系
统、人力资源管理 0.48 6.487 公共价值、新公共管

理、Talisse 0.29 81.532

来源：著者根据SciVal数据编制

表7显示最主要的主题。在所研究的所有国家，在清单上以下三个主题都会出现： 
 — 财政分权、联邦制、财产税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ederalism; Proper-

ty Tax）
 — 开放式政府、电子参与、电子政务（Open Government; E-Participation; 

E-Governance）
 — 养老金制度；老年援助；随收随付（Pension System; Old Age Assistance; 

Pay-As-You-Go）
还有一个主题是在三个国家被列出的。公共采购、环境友好型采购和招标

（Public Procurement; Environmentally Preferable Purchasing; Tendering）。清单显

示，重点在于经济，并由公共行政的现代化补充。从专题领域显著性指数（PP）
来看，“开放政府、电子参与、电子政务”（Open Government; E-Participation; 
E-Governance）领先，而且就学科归一化引用因子而言，这个专题领域在捷克也

很突出。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些是不同的主题，但总的来说，大多数都达不到1
点的FWCI值，所以所发表的文献的引文影响低于平均水平。关键词进行了共现性

分析（co-occurrence）是根据Scopus生成的文献清单，使用vosViewer完成的。值得

一提的是，大部分英文文献从使用vosViewer角度也很合适，因为这个程序有语言

限制（只能识别英文）（Van Eck & Waltman，2020）。关键词分析是根据包括著

者关键词和索引关键词在内的所有关键词进行的。在总共5016个关键词中，出现

次数少于5次的关键词被软件默认设置排除在分析之外，所以有164个关键词被纳

入分析范围内。分析结果由图3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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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最主要关键词的网络

来源：著者使用vosViewer软件根据Scopus数据自己编制

图3显示最重要的被分组的关键词。共现关系强度的关键词为区域规划

（regional planning，811个共现关系强度）、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810个共现关系强度）、林业（forestry 249个共现关系强度）、保护（conservation 
220个共现关系强度）、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19个共现关系强

度）。在图3用较大字母显示的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所以可以认为它们是

较重要的（Guo et al.，2017，Van Eck–Waltman，2020）。距离较近且用粗线连接

的单词共现频率较高（Garrigos-Simon et al.，2018；Van Eck–Waltman，2020)。第

一群组有63个关键词、第二群组有27个、第三群组有23个、第四群组有18个、而

第五群组有14个。其它群组所含关键词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根据出现频率，公

共采购（public procurement）是第一组最主要关键词、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是第二组、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是第三组、

创新（innovation）是第四组以及生态系统（ecosystem）是第五组的主要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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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本文分别对2011年和2020年之间维谢格拉德国家公共行政学领域发表的科研

文献进行了科学计量和文献计量分析。在分析中，对Scopus数据库中收录的科研

文献使用SciVal和vosViewer软件进行了分析。

根据国际文献，与西欧国家相比，维谢格拉德国家在科学界处于半边缘地

位，这加强了它们区域内各自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合作关系的分析中显而易

见，因为所有被研究的国家和在中欧地区内的其他国家都有显著的联系。他们与

西欧国家也有显著的联系，从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中产生他们引用次数最多的文

献。在最重要的发表地点（期刊和会议论文集）方面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趋势：

所研究的国家主要发表地点都是该地区的期刊。在主要的研究主题和关键词方

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公共管理学的复杂性，因为在经济和管理主题同时，也有

公共政策方面的报告。这很好的说明了公共管理学的特殊地位，因为关于它是一

门独立的科学，还是多学科间的一个单位，又或者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的问题尚

未有定论。研究的局限性源于现有的数据。一方面，把分析限制在2011-2020年
期间，而且我只研究了SciVal平台上的Scopus收录文献。这些也确定未来的研究

方向：一方面，值得将时间的范围扩展，另一方面，在分析中除了Scopus收录的

文献，还值得使用其他国际索引数据库（如Web of  Science）索引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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