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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驱动为计算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极大施展空间,提升了社会科

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效契合科学研究的复杂性需求。 探究计算社会科学发展演变、学科框架与学科

结构的界定对于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计算社会科学领域国内外文

献,厘清计算社会科学的概念,进而梳理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演进趋势、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及研究应

用;并从数字人文的学科结构入手,分析教育部学科门类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对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

界定、学科结构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其与方法、技术类学科的关系,进而从学科角度思考计算社会科学

的学科框架与学科结构。 研究结论:第一,计算社会科学国外论文数量领先于国内论文数量,我国计算

社会科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二,计算社会科学国内外研究侧重点不同。 国内计算社会科学研究

聚焦于人工智能、复杂系统、传播理论等新兴主题,更加重视数据驱动过程中数据质量的分析,强调通过

建模仿真、社会网络分析、数据挖掘等方法论的使用。 而国外计算社会科学以数据科学为核心,聚焦于

社交媒体、社会网络与复杂系统,强调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基于 Agent 建模、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方

法使用。 第三,计算社会科学是传统社会科学学科下二级学科的集合,不能将其设为一级学科,要严格

区分数字人文与计算社会科学。 第四,计算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一定限制,高度也存在一定不足。 第

五,方法与技术类学科是计算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但作为社会科学方法与技术的学科不宜设立计算社

会科学二级学科,如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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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缘起及进展

随着大数据的涌现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正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1] 。 2009 年 Lazer 等发表题为《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ety
 

science)的文章,标志着

计算社会科学这一新的交叉学科的兴起[2] 。 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法、新视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拓宽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3] 。 而吸收人类研究的最

新技术成果,将其服务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4]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更是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计算社会科学是一门基于技术工具的科学,
有利于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知识体系,并作为其重要的研究与分析工具。 近年来,流行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文本分析、大数据

挖掘、情感分析、社会网络等研究越来越多,正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典型应用。
与计算社会科学对应的是数字人文概念。 一般认为,数字人文溯源于 1949 年开始的人文计算,

这是人类首次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人文学科研究。 2002 年 Unsworth[5] 提出数字人文是由人文交流和

高效计算需求决定的知识建模形式和推理途径,是一种新型的本体约束与实践方式。 总体上讲,数
字人文的研究要略领先于计算社会科学[6-7] ,其深度和广度比计算社会科学拥有更多优势。 由于计

算社会科学与数字人文的相似性,从数字人文分析入手研究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与学科结构

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学科框架指不同计算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结构指同一计算社会科

学学科内部的结构组成。 人文科学通常包括文学、语言、艺术、历史、哲学等领域,而社会科学通常

包括经济、政治、管理、法学、社会学等学科[8] 。 不同国家的人文社科学科分类不同,从宏观学科门

类角度开展全方位的剖析,进一步进行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界定,并分析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

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厘清相关问题可以避免一些错误的

导向,有助于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其次有利于数字人文的发展,对于新文科建设实践也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从现有研究看,关于计算社会科学的界定及其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 关于

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 由于社会科学分属不同学科,从
具体学科视角研究计算社会科学并不多,而且也远不系统。 纵观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

深入:(1)在现有学科分类体系下,计算社会科学可能涉及的学科宽度或广度,即不同社会科学学科

背景下,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问题,以及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其与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

的关系。 (2)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究竟是原有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还是单

独设立计算社会科学学科。 (3)在某个计算社会科学内部,其与方法、技术学科的关系,即单个计算

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计算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便引起学者关注。 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入社会

科学领域,各项科研项目经费也开始向计算社会科学领域倾斜,国内外顶级学术机构也纷纷支持计

算社会科学发展,但是对于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学科框架及学科结构仍未有清晰研究。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计算社会科学领域论文,梳理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脉络及演化趋势;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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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的学科结构入手,分析教育部学科门类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对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界

定、学科结构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其与方法、技术类学科的关系。 显然,从学科角度认真思考计算

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与学科结构对计算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计算社会科学发展演变历程

(一)计算社会科学概念解析

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并非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首次交叉融合。 早在 19 世纪,学者

Auguste[9]就尝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物理学的方法,他提出社会物理学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借

助物理学中的一些概念和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及规律。 社会物理学的出现为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发展

奠定了基础,并对社会科学研究摆脱哲学思辨起到了重要作用。
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科学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也丰富了社会科学领

域的研究。 Schuler[10]最早提出“社会计算”概念,体现了信息科学开始尝试与社会科学交叉,主要

指社会软件,即采用电子邮件等软件进行协同工作。 学者王飞跃开始系统提出社会计算的学科体

系,主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注信息技术在社会活动中的应用,主要以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

进行交流;二是通过关注社会人文知识嵌入信息技术提高社会活动的效益和水平[11] 。 社会计算主

要强调以信息技术与社会人文知识为指导,利用社会科学的人文知识,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协

作,同时利用计算技术研究社会运行规律及发展趋势[12] 。
为区别于社会计算概念,哈佛学者 Lazer 等发表了《计算社会科学》一文,描述利用移动互联网

数据研究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运行规律等社会科学问题的学科思想框架,标志计算社会科学正式

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所以,目前学术界一般公认 Lazer[2]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奠基人。 从概念上看,
国内外学者对于计算社会科学概念的界定与理解都趋于一致(表 1)。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都遵循

Lazer 教授对计算社会科学的定义。
表 1　 计算社会科学概念(国内外)

学科领域 概念

国内 计算社会科学
计算社会科学是指利用先进的计算和信息技术等对复杂的人类行为及社会运行
进行深入精细的跨学科研究[13] 。

国际 计算社会科学

(1)计算科学是指将算法与计算工具应用到复杂数据中[14] 。
(2)计算社会科学是一种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与规模来利用、收集和分析数据

的能力[2] 。
(3)计算社会科学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强调使用计算方法研究社会现象。 计算机

通过建模、模拟分析社会现象。 研究领域包括计算社会学、计算经济学、历史
动力学、文化组学以及对社会和传统媒体内容的自动分析。 它主要专注于社
会模拟、建模、网络分析和媒体分析,以此调查社会和行为关系及其互动[15] 。

　 　 (二)计算社会科学国内外研究情况

本文采集了国内国际关于计算社会科学的论文数据,国内数据库选择中国知网,以“计算社会

科学”作为关键词且为 CSSCI 期刊检索,检索时间跨度为 2013—2022 年(检索到最早文献),最终有

论文 56 篇。 国外数据库选择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检索主题为“computational
 

society
 

science”,检
索时间跨度为 2009—2022 年,最终共有论文 1

 

353 篇。 中英文数据对论文数据获取日期均为 2022
年 7 月 18 日。 从中英文论文数量上看,与外文相比目前我国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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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多,但每年仍处于快速增长状态。
1. 载文量分析

图 1 所示为中国 CNKI 数据库论文的变化趋势图和 WOS 数据库中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其
中 WOS 数据库起始时间为 2009—2022 年,中国 CNKI 数据库起始时间为 2013—2022 年,数据库中

与计算社会科学有关的论文较少。 从发表论文的所属国家看,排名前三的依次是美国、英国、中国。

图 1　 载文量时趋图

2. 关键词聚类及演化分析

通过对中国 CNKI 数据库与 WOS 数据库论文数据中所有关键词进行分析,图 2 中颜色随着时

间而变化,从蓝色向橙色演变。 中国 CNKI 数据库中关键词聚类可以分为 10 大类,从类型中可以看

出,中国学者的研究围绕计算社会科学与大数据两大核心,其中包括以大数据为主的数据驱动、大
数据、大众传播和以计算社会科学为核心的互联网模拟、机器学习、图书馆、数字人文、计算教育学、
算法治理、社会模拟。 最新的研究主要倾向于机器学习、互联网实验与算法治理三个方向。 WOS 数

据库中英文关键词论文研究方向偏向于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社交媒体、大数据等,强调从复杂网络、
网络协作、演化向计算社会科学、计算思维、动态模拟、主题模型等研究方法演进。

图 2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从关键词的时间趋势(图 3)看,国内外研究关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的大数据应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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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聚焦于人工智能、复杂系统、传播理论等新兴主题,更加重视数据驱动过程

中数据质量的分析,强调建模仿真、社会网络分析、数据挖掘等方法论应用。 国外计算社会科学以

数据科学为核心,聚焦于社交媒体、社会网络与复杂系统,强调社会网络分析、基于 Agent 建模、机器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应用。

图 3
  

关键词时间趋势图

(三)计算社会科学内涵演进

1. 演进进程趋势

近十多年来,计算社会科学蓬勃发展。 社会科学主要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关注人类活动在

意义社会系统中的功能和功效,它是一门着重研究社会生活各领域或各方面社会行为现象和社会

发展规律的学科[16] 。 而随着数据产生的方式以及数据本身的特征发生转变,计算社会科学在继承

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传统[17] 逐渐通

过高效的计算手段真实地还原复杂的社会运行规律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例如全球变

暖、经济危机、疾病扩散等等) [18] ,逐渐让社会科学发挥出“硬学科”的作用[19] 。
计算社会科学伴随着数据产生方式、数据特征与信息科学技术而发展。 计算社会科学通过从

多元异构、价值不一的数据中提取信息,转化为知识,并依靠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与大数据技术对数

据进行挖掘。 2016 年 R. Michael
 

Alvarez 编著的《计算社会科学:发现与预测》,详细概括总结计算社

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并对其广泛应用进行阐释,比如社交媒体、抗争运动、议会表决、新型政党组建、
政府治理以及社会营销学等领[20] 。 2020 年 Lazer[21]发表《计算社会科学:困境与机会》对计算社会

科学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2. 研究范式

计算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承与发展中逐步形成。 计算社会科学正是

大数据应用结合计算技术与社会科学的新研究领域。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学者 Gray 在《第四范

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中认为,人类科学发展经历了四种范式,依次为以科学记录和自然、社会

现象描述为主的实验科学、利用模型归纳总结过去记录现象的理论科学、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仿真

推演复杂系统的计算科学,以及利用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应用的数据密集科学。
四种研究范式循序渐进(图 4):第一研究范式强调研究活动的实践性,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如

田野实验和田野调研等。 在研究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适应范围也相对有限。 第二研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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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对实验结果进行概括,以定量分析为主,如抽样调查和全面调查等。 在研究中通常受到的干扰

性因素较少,实验结果具有更强普适性。 第三研究范式是对研究对象的控制对比,以计算机仿真为

主,如实验室实验和模拟实验。 这类研究方法施加的干扰因素较多,对应结果的适应性取决于相应

假设前提。 第四研究范式利用数据进行挖掘与分析,以大数据技术应用为主。 虽然前三种研究范

式都有社会科学的理论积淀,但均无法在干扰性和普适性两方面达到平衡。 随着数据驱动性科学

研究的发展,第四研究范式重点强调要充分利用数据特征及数据处理技术,使得研究在干扰性与普

适性上有了极大提升,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机能性进化。

图 4　 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演变图

3. 研究方法

计算社会科学是以学科交叉实现知识积累的一个研究领域,其将理论与数据相结合诠释社会

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侧重以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群体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依托于计

算机技术,其研究工具则是获取大数据的计算机和大数据网络。 相较于计算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

究一直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通过“假设-验证-结论”的基本程序进行研究,受限于

社会现象的多尺度性、复杂性与突发性,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行为和

变化。 而随着数据的涌现与技术的发展,计算社会科学极大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借助计算机的

较高效率,大大提高了社会数据的分析规模和范围,推动了社会科学的计算化(图 5)。

图 5　 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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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第四研究范式正改变传统假设驱动的研究方法,转向科学的数据挖掘研究方法,从

海量数据中分析有益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观点。 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受到数据与技术

的驱动,计算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社会数据计算、互联网社会科学实验、社会模拟三大模拟方法体

系。 社会数据计算集中于数据挖掘过程,对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社会行为轨迹等海量资料的数

据化生成、结构化处理并对特征提取、交叉验证、模型校准等,通过计算机自动化达到研究目的。 互

联网社会科学实验是运用复杂系统建模作为工具开展随机实验,基于实验或训练目的,将原本系

统、事物关键特征或行为予以系统化和公式化,模拟关键特征,从而达到预测系统发展趋势、结果等

效果。 社会模拟本质上就是在计算机中构造与现实世界类似的人工世界,在人工世界与平行系统

中对现实复杂系统进行实验性研究[22] 。 通过构建主体环境、交互规则、时间尺度等基本要素进行行

动者建模。 计算社会科学作为计算和信息技术发展进入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不仅继承了传统社会

科学研究方法,而且进一步拓展、丰富了定量研究方法,这对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3] 。

4. 研究应用

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其概念本质上是对计算社会科学的大数据解释,通过获得

足够的大数据直接还原复杂的社会运行规律。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大数据的涌现仅仅是重启

了计算社会科学,而非创造了新的学科。 在社会科学领域分支学科主要包括计算教育学、计算经济

学、计算政治学、计算传播学及计算管理学等,其核心内容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类信息的自动

化处理,专注行为分析、媒体分析、网络分析和对现实社会的典型化事实分析,借助代码、算法、程

序、建模、模拟等数字化手段,更深入地观察探讨个体行为特征与社会运行规律及二者的互动

关系[24] 。

三、计算社会科学学科框架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学科交叉及其知识积累。 根据计算社会科学学者的学科背景可以

分为两类,即社会科学家和计算科学家。 这两类研究者在计算社会科学兴起之前几乎不存在交集。

但随着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两类学者间联系紧密,正发生着越来越多的合作。 2022 年,教育部提

出,“支持建设高校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优化学科布局,整合传统学科资源,强化人才

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学科基础;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升级,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进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积极回应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布局交叉学科专业,培育学科增长

点[25] ”。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正体现知识在不同学科间的传播、创新、交叉及转化,这不仅推动了学

科进步,而且也为中国的新文科建设提供新的模板。

(一)教育部学科目录

学科目录是我国学科设置与学生培养的重要政策指引,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2022 年,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共包括 14 个门类。 其中人文学科门类包括哲学、

文学、历史、艺术 4 类,自然科学门类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4 类,社会科学门类包括经济学、法

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 5 类。 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既可以属于自然科学门类又可以属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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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门类。 由于数字人文已经囊括了哲学、文学、历史、艺术 4 个门类,所以计算社会科学主要

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交叉学科 4 类。

学科交叉是新的学科生长点的源泉,也是知识进步与科学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长期以来国

家对高校学科设置与调整采取较为严格的行政管制,限制了高校学科设置的自主权。 虽然《关于加

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开辟了通道,但由于未公布二级学科

目录,仅对高校自主设置的新兴交叉学科进行汇总发布,这使得高校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层级的新

兴交叉学科面临着社会接受度、认同度较低的尴尬处境。

(二)计算社会科学学科框架与边界

根据教育部最新的学科分类,在理论上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共有 26 个,如表 2 所示。 因为设

置了交叉学科,在交叉学科下不再讨论二级学科。 这里以下问题需要讨论。

1. 计算社会科学不能作为一级学科

学科目录对知识体系的划分及相应学科的布局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 学科体系是建基于知识划分上的学科分类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建构起来的规范化的知

识形式[26-27] ,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学科体系的建构方式也不相同。 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

所涵盖的学科多元而丰富,研究领域宽泛且差异较大,在学科体系建构上面临多重因难。 因此,学

科目录的完善与发展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这么看,计算社会科学无非是借

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以及相应的工具和方法,如大数据、社会网络、自然语言处理等来研究某个社

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其根基仍然是其对应的社会科学学科,如果将计算社会科学设定为一级学科,

这是一种基于研究方法驱动的学科,计算社会科学本身一般也没有能力进行方法的创新,加上不同

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技术也相差较大,因此将计算社会科学设为一级学科是不合适的,它只能作为

原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

2. 不能笼统将计算社会科学称为一门学科

将计算社会科学笼统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计算社会科学本身是某个一级

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这样的学科有 20 多个,并非一个。 因此可以说计算法学、计算心理学、计算工

商管理是一门学科或二级学科,但不可以笼统地说计算社会科学是一门学科。 笼统提计算社会科

学当然是可以的,这是一种简便的提法。 从社会科学学科门类角度笼统提计算经济学、计算法学、

计算教育学、计算军事学、计算管理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体上分类比较粗糙。 经济学门类包

括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两个学科,笼统称计算经济学也是可以的。 军事学门类尽管一级学科较

多,但用计算军事学也是比较合适的。 比如教育学门类包括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三者相差较

大,笼统称为计算教育学不合适。 法学门类包括的一级学科相差较大,因此不宜从广义学科门类角

度提计算法学,当然对于法学门类下面的一级学科法学,可以称为计算法学。 管理学门类比较复

杂,后文再进一步分析。

3. 对于以方法技术为主的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不宜设立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

在社会科学学科中,有两个一级学科比较特殊,分别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资源管理。 2022

年,在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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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以方法和技术为主,计算社会科学用到的许多方法和技术,均是管理科学与

工程的研究范畴,所以采用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图

6)。 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加工处理相关,这和计算社会科学的目的一致,并且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

方法非常适用于计算社会科学领域。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这两个学科不建议设立计算社会科学二

级学科。
表 2　 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备注

02 经济学 0201 经济学 计算经济学

03 法学

0301 法学 计算法学

0302 政治学 计算政治学

0303 社会学 计算社会学

0304 民族学 计算民族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计算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6 公安学 计算公安学

0307
 

中共党史党建 计算中共党史党建

0308
 

纪检检察学 计算纪检检察学

04 教育学

0401 教育学 计算教育学

0402 心理学 计算心理学

0403 体育学 计算体育学

11 军事学

1101 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 计算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

1102 战略学 计算战略学

1103 联合作战学 计算联合作战学

1104 军兵种作战学 计算军兵种作战学

1105 军队指挥学 计算军队指挥学

1106 军事队政治工作学 计算军事管理学

1107 军队后勤学 计算军队政治工作学

1108 军事装备学 计算军事后勤学

1109 军事管理学 计算军事装备学

1110 军事训练学 计算军事训练学

1111 军事智能 计算军事智能

12 管理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计算管理科学与工程 不宜设立

1202 工商管理学 计算工商管理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计算农林经济管理

1204 公共管理学 计算公共管理

1205 信息资源管理 计算信息资源管理 不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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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计算管理学的学科边界

4. 可根据不同国家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来界定具体的计算社会科学领域

由于不同国家的学科分类方法并不一致,我国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相对较多较细,而美国、德国

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科分类相对较粗,所以关于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的命名问题或许会有差异。

对我国而言,计算社会科学的二级学科相对多一些,对那些社会科学一级学科设置较少的国家而

言,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相对少一些,但这并不影响计算社会科学的总体学科分类框架。

四、计算社会科学内涵与内部学科结构

(一)计算社会科学内涵

计算社会科学的内涵框架如图 7 所示。 计算社会科学是传统社会科学与方法技术类学科之间

的交叉学科,不能将其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而应是若干交叉学科的集合。

图 7　 计算社会科学的内涵

1. 计算社会科学大大拓展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

计算社会科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强调关于人的行为及其社会运行的双向互反馈关系,与各学科

发展间存在深入合作与融合[28] 。 从交叉学科角度,只能说明计算社会科学与方法技术类学科之间

的交叉性,但难以说明计算社会科学的内涵拓展。 比如对传统教育学的自然语言处理、对法律政策

的定量分析、对心理学作者合作网络分析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社会科学缺乏且根本无法研究的,只

有加入了新技术和方法之后才成为可能,当然其研究内容属于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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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边界是有限的

社会科学是从个体、团体、组织、社会、国家、民族和世界等多个层面考察分析人类行为、社会动

态以及社会组织的一个大学科门类。 计算社会科学是将社会调查与信息处理方法与高级计算媒

介、复杂性科学等多门学科综合起来形成的大跨度交叉学科[27] 。 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有限

的,它的研究对象侧重于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群体现象,其研究工具主要是获取大数据的计算机和大

数据网络,不是所有的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都可以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 比如计

算应用经济学可以用来进行经济学文献的海量分析,但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某个应用问题,如高质量

发展问题、“一带一路”投资的绩效分析等等,便只能依赖传统应用经济学的方法,计算应用经济学

对此无能为力。
3. 计算社会科学缺乏研究高度

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高度取决于本学科的基础理论、长期研究积淀,并且这些基础理论和学术

积淀会影响到该学科的计算社会科学研究。 计算社会科学实质是以计算科学、数据科学为代表的

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创新。 其学科高度本质上源于母学科社会科学的

高度,计算社会科学更加强调方法和技术的使用,难以逾越其母学科研究高度。
4. 不同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异质性

社会科学一级学科本身相差较大,从而导致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 计

算社会科学发展方向渗透与覆盖范围非常广阔,能够催生出一系列的新交叉学科。 计算社会科学

的特点正是顺应新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学科多元综合、科技与人文融合。 比如计算法学

侧重文本分析,而计算应用经济学要面对许多数字,计算军事装备学可能要面对许多图片或视频

等,所以计算社会科学要不断吸收信息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不断提升研究方法,同时各学科应该

努力迎接计算社会科学带来的挑战,不断加强各自领域的研究。
(二)计算社会科学内部学科结构

计算社会科学的内部学科结构如图 8 所示,这里重点讨论计算社会科学涉及的方法学科与技

术学科。

图 8　 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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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方法学科

所谓方法学科,就是为计算社会科学提供研究方法的学科,同时研究方法也是后续开发研究工具

和技术的基础。 计算社会科学涉及的方法学科主要包括管理学门类的信息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与工

程,以及理学门类的统计学、地理学等。 (1)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中,情报学本来就是提供信息加工处

理方法和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文本挖掘、引证网络等方法和技术最早都是情报学领域的专门方

法[9] 。 对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其本质就是挖掘数据和资料中的信息,进而寻找规律和特征,使其

成为知识,而这正是情报学的目的。 (2)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管理学成为科学的重要标志,社会科学之

所以称为社会科学,是因为其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涉及管理问题,而管理科学与工

程就是为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方法和工具的,只不过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应用相对较少,如法学、政

治学等,而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应用较多,如理论经济、教育学、心理学、工商管理等。 随着计算社会科学

时代来临,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应用管理科学与工程方法中会不断走向深入。 (3)统计学是基

础性学科,渗透到所有的社会科学应用领域。 在计算社会科学诞生之前,统计学就在各社会科学领域

广泛应用,只不过应用的宽度和深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社

会科学进入计算社会科学时代,一方面,统计学的最新理论与方法会逐步应用到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

另一方面,统计学也会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本身的方法和技术的提高,从而间接应用到计算社会科学

领域。 (4)地理学本来与其他社会科学存在一定的交叉,但相对独立,随着计算社会科学时代的来临,

可视化技术、地图标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地理信息系统可以为此提供良好的技术和方法。 可以这

么说,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都离不开地图,地理学无疑可以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并主要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的相关方法和技术来体现。

2. 技术学科

所谓技术学科,主要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相关技术。 计算社会科学涉及的技术

主要是工学门类下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讯工程、软件工程等,它们肩负着信息的搜集、

加工、传输、处理功能,并且将研究方法通过软件来实现,是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和技术的工学门类、理学门类、管理学门类学科本身就

是互相关联的,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学科门类之间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即使是方法和

技术类学科也是如此,比如大数据的出现,很难将其归类到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

工程、信息资源管理等学科中。

五、结论与讨论

(一)计算社会科学国外论文数量领先于国内论文数量

从中国 CNKI 数据库和 WOS 数据库论文发表数量上看,WOS 数据库领先于中国 CNKI 数据库,

我国计算社会科学尚处于起步阶段。 综合两个数据库看,发表论文的所属国家排名前三的依次是

美国、英国、中国。 整体上,计算社会科学虽然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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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前景。 世界众多著名高校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牛津等都建立计算机与人文社会科学

结合的研究机构,并且开始提供培养专业学生和博士生的课程体系与实训基地,开展理论研究与实

践应用。 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也相继设立专门机构和组建校

际联盟,促进中国计算社会科学建设、科研创新和社会应用。

(二)计算社会科学国内外研究侧重点不同

通过分析中国 CNKI 数据库与 WOS 数据库中论文所有关键词可以知道,从类型看,中国学者对

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围绕着计算社会科学与大数据两大核心,其中包括以大数据为主的数据驱动、

大数据、大众传播和以计算社会科学为核心的互联网模拟、机器学习、图书馆、数字人文、计算教育

学、算法治理、社会模拟。 最新的研究主要倾向于机器学习、互联网实验与算法治理三个方向。 而

WOS 数据库中英文关键词聚类论文研究方向偏向于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社交媒体、大数据等,强调

复杂网络、网络协作、演化,以及计算社会科学、计算思维、动态模拟、主题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

(三)计算社会科学是传统社会科学学科下二级学科的集合

计算社会科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不宜将其定位为一级学科,但可以笼统用计算社会科

学这个词表示若干传统社会科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的集合。 计算社会科学主要是借鉴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来研究传统的社会科学,是一种方法与技术的革命。 计算社会科学无非是借用

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以及相应的工具和方法,如大数据、社会网络、自然语言处理等来研究某个社会

科学领域的问题,其根基仍然是其对应的社会科学学科,如果将计算社会科学设定为一级学科,这

是一种基于研究方法驱动的学科,计算社会科学本身一般也没有能力进行方法的创新,加上不同社

会科学学科方法和技术也相差较大,因此将计算社会科学设为一级学科是不合适的,它只能作为原

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

(四)要严格区分数字人文与计算社会科学

在计算社会科学发展初期,由于数字人文刚刚诞生,因此两者的研究边界各有渗透。 由于数字

人文高度依赖研究方法与研究技术,而相应的方法和技术往往又独立为单一学科,所以某个专门的

数字人文学科往往是传统的人文学科与方法学科、技术学科的交叉学科,比如数字文学就是文学与

情报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等的交叉学科。 计算社会科学发展脉络稍有

不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方法的应用总体上较为丰富,这反而降低了计算社会科学的显示

度。 随着数字人文与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各自脉络越来越清晰,因此要严格区分数字人文与计算

社会科学,两者在方法和技术上有相通之处,但数字人文侧重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而计算社会科

学侧重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 从这个角度,数字人文与计算社会科学的区别,本质

上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应用。

(五)计算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一定限制,研究高度也存在一定不足

计算社会科学大大拓展了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边界,但其本身的研究内容有限,不

是所有的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都可以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 从传统社会科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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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计算社会科学缺乏应有的研究高度。 此外,不同社会科学学科下属的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

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并且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与多样性,这丰富了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 社会科学是

从个体、团体、组织、社会、国家、民族和世界等多个层面考察分析人类行为、社会动态以及社会组织

的一个大学科门类。 计算社会科学是将社会调查与信息处理方法与高级计算媒介、复杂性科学等

多门学科综合起来形成的大跨度交叉学科[29] 。 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有限的,它的研究对象

侧重于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群体现象,其研究工具主要是获取大数据的计算机和大数据网络,不是所

有的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都可以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

(六)方法与技术类学科是计算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

从研究方法来说,管理学门类的信息资源管理、理学门类的统计学、地理学等是计算社会科学

的重要方法和工具,从技术角度看,工学门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讯工程、软件工程是计

算社会科学的重要技术支撑。 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本来就侧重于方法和技术,

因此这两个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不宜再设计算社会科学二级学科。 随着方法与技术学科的发展,计

算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发展有滞后性。 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

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出发,计算社会科学本身也要发展,这方面目前重视程度不够,需要各

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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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driven
 

provides
 

a
 

great
 

space
 

for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nhance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effectively
 

meets
 

the
 

complexity
 

nee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the
 

definition
 

of
 

disciplinary
 

framework
 

and
 

disciplinary
 

structure.
 

By
 

collecting
 

and
 

arrang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then
 

sorts
 

out
 

the
 

disciplinary
 

evolution
 

trend 
 

research
 

paradigm 
 

research
 

method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departments
 

and
 

disciplin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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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definition
 

and
 

discipline
 

structure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re
 

studie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thods
 

and
 

technology
 

disciplines
 

is
 

further
 

analyzed.
 

Then
 

the
 

disciplinary
 

framework
 

and
 

disciplinary
 

structure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re
 

considered
 

from
 

a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Research
 

conclusions 
 

First 
 

the
 

number
 

of
 

foreign
 

papers
 

i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is
 

ahead
 

of
 

the
 

number
 

of
 

domestic
 

papers 
 

and
 

the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Second 
 

the
 

research
 

focus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is
 

different.
 

Domestic
 

research
 

focuses
 

on
 

emerging
 

topic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lex
 

systems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data
 

quality
 

in
 

the
 

data-driven
 

process 
 

and
 

emphasizes
 

the
 

use
 

of
 

methodologies
 

such
 

as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Foreig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takes
 

data
 

science
 

as
 

the
 

core 
 

focuses
 

on
 

social
 

media 
 

social
 

networks
 

and
 

complex
 

systems 
 

and
 

emphasizes
 

the
 

use
 

of
 

methods
 

such
 

a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gent-based
 

model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hird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is
 

a
 

collection
 

of
 

second - level
 

disciplines
 

under
 

traditional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It
 

cannot
 

be
 

set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must
 

be
 

strictly
 

distinguished.
 

Fourth 
 

there
 

are
 

certain
 

limitations
 

in
 

the
 

field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re
 

are
 

also
 

certain
 

deficiencies
 

in
 

height.
 

Fifth 
 

method
 

and
 

technology
 

disciplines
 

are
 

important
 

supports
 

for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t
 

as
 

a
 

discipline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and
 

technology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set
 

up
 

secondary
 

disciplines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uch
 

as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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