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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实证研究方法的起源、概念与特点,并总结了国外实证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对比分

析了国内实证研究的现状, 最后结合实例详细阐述实证研究的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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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finiti on and character istics of Empiri cal Study, summarizes the stud-

ie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it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by

contrasting with abroad. Finally, it i ntroduces the steps of Empi rical Study wi th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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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

研究都在强调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实证研究作为

产生于哲学并早期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一种研究

方法,当前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通过采用

自然科学的工具与规则以及人类自身经验和现象的

把握,来实现对社会领域和人类经验中所蕴含的规律

的探寻,从而以更准确的分析结果对社会领域的一些

现象进行解释,同时也能够很好地预测社会科学领域

各个学科的发展趋势。图书情报作为社会科学的一

个重要分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和借鉴了实

证研究方法,使之成为图书情报学科一个成熟的研究

方法。

2  实证研究概述
2. 1  实证研究方法的起源
实证研究最初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

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圣西门以

及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最早提出/ 社会学0的孔德

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

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

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

的水平。孔德 1830到 1842年5实证哲学教程6六卷
本的出版,揭开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序幕, 在西方哲学

史上形成实证主义思潮,而在 1844年出版的5论实证
精神6提出,实证是人类思辨的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观

念与客体的统一。在现代科学当中,马赫是坚定的实

证主义者,他主张建立/ 经验批判主义0 ,提出了中立
要素说,要求按照实证方法,摒弃一切/ 形而上学0的
虚构[ 1]。到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为了应对当时的

挑战,克服只对纯粹经验作机械描述的缺陷,注重研

究逻辑和认识的方法,逻辑实证主义应运而生。在逻

辑实证主义体系的影响下,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

法既继承了实证主义从现象和经验来把握规律又融

合了自然科学中理学理论和推演规则,不仅应用于自

然科学的研究中,而且也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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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2  实证研究方法的概念
实证研究是一种以直接或者间接的观察资料作

为其研究基础的研究方法[ 2]。实证研究的基本原则

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

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手

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

具有可证性。根据以上原则,实证性研究可以概括为

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

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

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因此,基于定义所延伸出来的

各种方法,都可以纳入到实证研究法的范畴。包括实

验法(含准实验法)、观察法、测验法、个案法、访谈法、

对比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数学模型法、行动研究法

等。这些方法都有实证研究法的统一特征, 即: 通过

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

利用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对研究对象相关活动中的

数据信息进行数量分析,考察研究对象的各有关因素

的相互影响及其影响方式, 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

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 3]。

人们往往将实证研究与实验研究混为一谈,实际

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与实验研究不同,实证研究要

针对特定的假设前提, 有准确的数据和严密的推理,

这样得出的支持或者否定假设前提的结论才能令人

信服。而实验研究仅仅是从已有的数据出发,通过一

系列的实验得出一个结论。相比之下,实证研究的规

范性更强些。除此之外,实证研究不仅仅是以数据为

基础,以往相类似的事例、经验等都可作为实证研究

的基础,最大限度涵盖了进行研究所必须的材料。

2. 3  实证研究方法的特点
尽管具体的实证研究在流程和实施上会有所不

同,但是以下五个特点是所有实证研究共有的: ( 1)实

证样本的随机选择性。实证样本是为了得到实验的

数据,只有随机地选择样本, 得到的数据才能从总体

上反映这个群体或者对象的大概状况。如果选择从

特定样本中得到特殊的数据就会使得整个实证过程

没有可重复性, 即使得到了支持假设的结论, 也可能

是错误的; ( 2)实证过程的可控制性。控制是为了减

少实证过程中外界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其关键在于

实证过程中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设置和管理。控制得

到既能增加实验结果的准确率,又能减少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 ( 3)实证基础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实证基

础包括实验的数据或者实验的案例,我们在得到随机

选择样本的数据后也要进行一定的人工筛选,尽量去

除差异比较大,对于误差的评估尽量保持在一个较小

的区间内。同时实验基础要在整个实证过程中保持

有效。比如新闻网站,其特点是更新速度很快, 如果

我们在测试某一链接时利用几个月甚至几年前的数

据,显然整个实证研究就失去了意义; ( 4)实证过程的

客观性。一旦实证的基础工作准备完毕,那么在实证

过程中只能按照一定的逻辑一步步推理下去,中间不

能掺杂任何关于实验人员的主观因素,否则得到的结

果就会受到影响; (5)实证研究的灵活性和可重复性。

灵活性体现在实证研究的适应性比较强,在其过程当

中可以防范选择所要应用的模型工具,但前提必须是

恰当的。同时一旦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重复进行该

研究,得到的结果必须和以前的保持一致。

3  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
一种研究方法的成熟与否关键是看其在研究当中

应用情况。为了更好的描述实证研究的发展情况以及

现阶段应用情况,我们对国内外实证研究在图书情报

领域的发文数量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如图 1所示。

3. 1  在中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
本文在CNKI数据库中,以/实证研究0为关键词,并

将搜索范围限定在图书情报领域,统计得出每年的文章

数量。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实证研究在国内的应用可

以以 2003年为界。2003年以前,实证研究方法应用比较

少,相应的发文数量也比较少,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文章进

行总体分析,可以看出其主要应用于文献分析领域,尤其

是对离散分布规律的研究。在 2001年间出现了首篇关

于网络计量实证的文章,上海大学的李常忠的5网络计量

学理论与实证研究6[4]
, 但该文仍然以理论研究为主。

2003年以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实证研究的应用迅

速得到推广。基于信息计量学、同被引分析等方法的实

证研究文章大幅增加,同时关于图书馆的研究也成为实

证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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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外图情领域实证研究发文数量年份分布图

  实证研究在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

首先是数量上的增加,从 2005年的 6篇到 2008年的

52篇,几乎每年文献数量都以指数增长; 其次是研究

角度的逐步多样化,从开始的单一的文献分析角度到

现在的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从多个层面进行实证,得出

的结果更加准确和完善。具体而言我国图书情报领

域中的实证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 1)在实证对象的选择上以图书馆居多, 既包括

实体图书馆, 也包括数字图书馆或电子资源, 如洪慧

等在5高校数字图书馆本量利模型构建及实证研

究6[ 5]一文中借鉴经济学本量利分析的原理及模型构

建了高校数字图书馆本量利模型,并以此模型对天津

市某高校数字图书馆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对象还涉及

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具有代表性的是张建国在5中国

公共图书馆为农业经济服务的实证研究6[ 6]
论述了公

共图书馆为农业经济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讨论了

服务的主要对象,总结了服务的主要形式和服务成效

的几个主要表现方面;此外, 图书馆员的素质也是实

证研究的对象,如李超等在5图书馆馆长群体现状的

实证研究6 [7]中以当今图书馆馆长为研究重点, 对调

查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 2)从实证研究选择的方法来看, 主要包括信息

计量、共引分析。网络资源的丰富,极大的促进了这

两种方法的应用。如陶慧卿等在5关于 Google Scho-l

ar与Web of Science引文分析的实证研究6 [8]一文中

从期刊被引频次的角度出发,选取国际权威的引文数

据库Web of Science和搜索引擎 Google Scholar, 以

5美国信息科学和技术学会杂志6为文献源进行相关

分析;杨良斌等在5基于文献计量的跨学科测度及实

证研究6 [9]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对跨学科学进行研究和

测度,构建以多学科度、专业度、学科交叉度和作者合

作度为基础的跨学科测度指标体系。

3. 2  在国外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
本文利用 SCIE引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 使用

/ empirical study0和/ empirical research0作为检索词检

索图书情报领域中每年实证研究方法的发文情况,并

对搜索结果进行精炼。

从图 1中可以看出,实证研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

论文数量大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 1994年以前, 1994 年~ 1999年和 1999 年以后。

1994年以前,论文的总体变化幅度不是很大,但每年都

有一小部分的发文量; 1994年至 1999年期间,实证研

究呈现出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变化,在 1997年的发文量

达到了 53篇,通过对当年的文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应用于管理领域的文章数量居多,比较典型的包括对

企业 CEO的评测、对供应链管理的实证等。随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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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下降,直到 2004年后,实证研究又呈现出了第二

次大幅度的变化。其增速之快居历年之最, 2007年的

发文数量达到了 84篇。通过对这一段时期的文章进

行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实证研究主要仍集中于管理领

域。然而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使得实证研究又找到了

新的结合点,例如对于电子政务的研究 E-governance in

rural India : An empirical study [10] ,电子商务研究Empiri-

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shopping prejudice to e-cus-

tomer satisfaction
[11]
以及信息系统的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n improving the manufacturing informatiz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a
[ 12]
等。同时三者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

密,如对于软件开发管理的实证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using task assignment pattern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oftware effort estimation [ 13]等。

3. 3  国内外实证研究相对比
( 1)国外应用起步早。在这些文章当中,最早应用

实证研究的文章可以追溯到 1974年的 User-Computer

Interface in An Information Utility Delivery Syster-Empirical

Approach to User-Centered Desigh [14] ;而国内最早的研

究始于 1995年的5企业竞争对手与竞争策略的情报研

究 ) ) ) 企业竞争性情报的实证分析6[15]
。

( 2)相对于国内而言, 国外的实证研究应用更加

广泛。通过对国外论文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应

用于图书情报领域的实证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

的体系,大量的研究都是与计算机学科相结合, 或者

是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结合。这为实证研

究从自然科学走向社会科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国

内的图书情报领域应用则比较单一,更多的是仅仅局

限于图书馆和网络信息资源,因此在研究中, 可以借

鉴国外经验,不能仅仅局限于图书情报领域的单个学

科,而是要广泛结合其他社会学科甚至自然学科,只

有这样的对比或者类比才能更好的发现其中的规律,

以此推动整个图书情报领域的发展。

4  实证研究的设计步骤
实证研究是实践性很强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上面

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实证研究在国外应用已经十分成

熟,而且在图书情报领域应用也十分的广泛。相比之下,

国内的实证研究在图书情报领域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并且我们的研究对象也不够广泛,或者说没有和其他学

科结合起来。因此在以后的研究当中要逐步引入实证研

究。同时为了更明确实证研究的过程,我们在通读文献

的基础上总结了实证研究的一般步骤:

( 1)提出理论假说及其假设条件。提出有关的假

设条件及理论假说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理论假说的第

一步,这一步骤是实证研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

步,是研究者独创能力的具体体现,它是一个提出问

题的过程。具体会包含问题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

定义,对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界定,为解决问题提供

一个方向性指导。

例如在经济学中,如何从大量相关变量中提取出

最主要的变量,高度简化抽象出有关研究对象的少数

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征。假设条件的提出要考

虑到理论模型建立和其经验检验的要求。此外,应注

意假设条件不可能是全面和明确的,既可能存在虚假

甚至错误的假设,更可能存在许多隐含的重要假设。

( 2)建立理论假说模型, 通过该模型推理出主要

结论。在一定的假设条件和理论假说构思的基础上,

构造理论假说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寻找模型的具体形

式,即使用哪种具体方法来解决假设中提到的问题,

设计一个验证假说的框架及相应的指标体系
[ 16]
。理

论假说模型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数学形式为主,

并可进一步用几何图形和文字表格等加以直观和通

俗的表述补充。

( 3)理论假说模型的经验验证。经验检验的主要

内容有,对理论假说的基本假设条件进行验证, 对理

论模型推导出的主要结论进行验证。验证时所利用

的统计资料应具有充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尽量避免

主观因素对数据和选择数据的影响。有关经验检验

的主要技术手段有很多, 例如回归分析、统计假设检

验方法等,通过运用这些方法来检验假说的真实性,

找出假说的不足,推动理论更深一步的发展。

( 4)验证理论假说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经验检验得到的数据分析结论往往不是一目了然的,

有时经验结果与理论假设的一致性表面上显得含糊

不清,甚至有一定矛盾;有时由于缺乏有关数据,只能

间接或部分地检验理论假说的内容。因此,解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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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工作常常也是很复杂的,需要作深入、细致地

分析。实际研究中,解释各种检验结果并展开理论分

析,往往并不是实证研究的终点,而更可能是研究的

重新开始。

例如 SCIE收录的一篇名为 Understanding See-

king From Electronic Knowledge Repos itories : An Em-

pirical S tudy
[ 17]
的文章,是一篇标准的运用实证方法解

决问题的论文。正文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包含两个

具体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0和/ 任务科技适配理论0;

这部分是理论假说的基础和条件。接着文章第二部

分提出了一系列假说共 5条,这与前一部分合起来部

分相当于上文的步骤一。文章的第三部分是研究方

法,用来收集数据并检验之前的 5条假设,这部分所

做的是上文中步骤二的工作,即确定解决假设问题的

方法模型。第四部分是数据分析和结果,通过大量的

图表分析验证了假说的正确性;这是步骤三所做的工

作。最后一部分是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解释,

/ 对那些有证据支持的假说的逻辑合理性进行确认,

并对那些缺少证据支持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识别。0

这正是前文中提到的最后一个步骤。

以上只是简略地讨论了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需

要指出的是,实际实证研究过程中不可能是严格按照

这四个步骤一一进行,更多时候是四个步骤交错进行。

5  总结
实证研究作为产生于实证主义哲学的一种研究方

法,以其严密性和实践性在研究中得到科研人员的青

睐。就国内的研究而言还存在诸多问题 ) ) ) 横向上没

有展开、纵向上没有深入。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已有的

研究,把实证研究作为连接图书情报领域和其他社会

学科甚至自然学科的桥梁,去伪存真,形成自身特有的

研究方法,丰富图书情报领域的理论知识,同时也必将

在新的视角下推动图书情报领域研究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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