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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Altmetrics指标基本情况、Altmetrics指标间关系、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及影响因素等角度

对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研究机构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的

Altmetrics指标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Mendeley读者数是覆盖率最高的指标，且唯一与被引频次中度相关；淘

汰覆盖率低于1%的指标后，剩余Altmetrics指标间共变趋势不明显，在学术论文评价中彼此不可替代；获得在线

关注学术论文的受关注程度普遍较低，且在线关注程度与被引频次之间没有明显关系，但是获得较高在线关注度

的学术论文获得较高被引频次的概率相对更高；在线关注情况受第一/通信作者研究机构国别、研究机构数和基金

资助种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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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是生产贸易的全球化，更

是科学研究的全球化[1]，科研工作者应有国际化的科研

眼光，立足于一个良好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并得到国

际同行的认可[2]。中国学者也日益重视在国际刊物上发

表学术论文，以提高研究机构、学术成果乃至学者个人

的国际影响力。在ESI中，按国家/地区路径查看引文排

名（citation rankings）发现，近十年中国（不含港澳台

地区）被ISI Web of Science（SCIE/SSCI）收录的学术

论文总量和总被引次数仅次于美国[3]，是世界上第二大

SCIE/SSCI学术论文产出国家。可见，在国际学术论文

发表总量和总被引次数上，中国已经超过英国、法国等

欧洲国家，成为科学研究大国。然而，中国的社会科学

学科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矛盾，相比

自然科学来说，更重视本土化，使得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的声音比较微弱[4]。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

载体，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社会科学

研究发展状况和水平[5]。因此，对中国SSCI论文的客观

研究，能反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状况和

水平。目前关于中国SSCI论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

面：①对SSCI论文评价的理论性思考研究[6]；②对国家/地
区或研究机构的SSCI论文的定量研究[7-8]；③对某学科

领域SSCI论文的定量研究[9]；④对SSCI论文合作情况

的研究[10-11]。

随着期刊开放存取平台及社交网络迅速发展，科

研人员的交流渠道及科研成果的传播方式都发生巨

大变化，新媒体环境中学术论文的大量非正式传播

与讨论促进了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的发展[12]。基于社

交软件与基于成果使用率的新型指标——Altmetrics
指标，为学术论文评价体系带来新的维度[13]。伴随着

Altmetrics的诞生，也涌现出多种Altmetrics应用工具，

本文将利用Altmetric.com公司的Altmetric Explore[14]

获取中国SSCI论文的Altmetrics指标数据，从指标情况

和影响因素两个维度对中国SSCI论文的Altmetrics指
标特征进行分析，以揭示中国SSCI论文获得在线关注

情况。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SSCI数据库为数据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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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按地址路径检索“China”，时间不限。在检索结

果界面，按照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和“proceedings 
paper”进行精炼，共得到78 899篇论文，把最终检索结

果保存为全记录格式并下载。得到初始数据后，删除文

献类型为非“article”和非“proceedings paper”的论

文，以及“作者地址”和“通信作者地址”字段均非中

国地址的论文数据，最终得到77 168条学术论文数据。

获取学术论文Altmetrics指标数据的具体方法：

首先提取论文数据的D O I字段，然后把D O I导入

Altmetric Explore进行查询，最后在个人机构库中保存

查询结果并输出。本文77 168条论文数据中，部分论文

的DOI字段值缺失，其中含DOI的学术论文共有69 543
篇，占学术论文总量的90.12%。将69 543篇学术论文

的DOI分批导入Altmetric Explore进行检索，共获得

含Altmetrics指标数据的24 173篇学术论文，保存并输

出，构成本文研究数据集。

2  Altmetrics指标情况分析

2.1  Altmetrics指标基本情况

Altmetric Explore包含新闻报道数等17个指标，为

便于对指标分析，笔者按照指标数据的来源性质，将17
个指标划分为在线社交媒体类指标、在线政策文件与

主流媒体类指标、在线文献管理软件类指标及其他在

线资源类指标4个类别。考虑到Altmetric.com公司成立

于2011年，数据回溯时间不确定，以及学术论文老化，

发表较早的学术论文很难再获得关注，本节仅选取发

表在2012年以后的18 555篇具有Altmetrics指标数据的

论文进行研究，占本文数据集总量的76.76%。对4个来

源类别的17个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指标值总和、非0
值论文数以及覆盖率进行统计，Altmetrics指标基本情

况见表1。

表1  Altmetrics指标基本情况

博客帖子数（B）

推文数（T）

微博帖子数（Wb）

脸谱网帖子数（F）

谷歌帖子数（G）

领英帖子数（L）

红迪网帖子数（R）

新闻报道数（N）

政策文件数（D）

Mendeley读者数（M）

同行评审数（P）

维基百科页面数（W）

订阅数（Ps）

研究推荐平台数（H）

Q&A问答数（Q）

音像数（V）

开放教学大纲数（S）

指标数据来源

在线社交媒体

5.56

75.83

0.71

16.94

2.92

0.02

1.21

5.25

1.91

94.85

2.24

1.27

0.01

0.22

0.07

0.20

0.00

指标（简称） 覆盖率/%
非0值
论文数

1 032

1 4071

131

3 143

542

4

225

975

354

17 600

415

235

1

40

13

38

0

指标值总和

2 185

81 965

739

6 088

1 152

4

337

5 493

413

447 338

486

312

1

41

15

54

0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4

2 320

369

240

58

1

11

202

6

667

10

9

1

2

3

5

-

最大值

在线政策文件

与主流媒体

在线文献管理软件

其他在线资源

2.2  Altmetrics指标间关系

通过对Altmetrics指标基本情况统计，发现微博帖

子数、领英帖子数、研究推荐平台数、音像数、Q&A问答

数、订阅数以及开放教学大纲数等7个指标的非0值论文

数较少，覆盖率均不足1%，后续研究中将不再考虑这7
个指标。对于剩余指标，借助相关性分析方法挖掘指标

间关系及指标与被引频次关系。当前对Altmetrics指标

关系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Altmetrics指标与被引频次、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等关系的揭示[15-17]，少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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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Altmetrics指标间关系的研究仅是对指标间相关系

数数值的描述[18]，缺乏对指标数据来源影响的探讨。笔

者将结合前文对指标数据来源的分类，对Altmetrics指
标间关系进行深入挖掘。

为选择适合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对所有指标进行

Kolmogorov-Smirnov单样本非参数正态分布检验，

检验发现11个指标的渐进显著性水平都为0，拒绝原假

设，因此选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方法。限于篇幅，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在本文不予展示。进一步对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进行整理，得到指标间相关强

度情况，见表2。

表2  指标间相关强度情况

不显著（8）

极弱相关（42）

弱相关（4）

中度相关（1）

强相关（0）

极强相关（0）

相关强度 不同类别指标 同类别指标 与被引频次关系

（F，D）、（G，P）、（R，D）、（R，P）、（D，P）、（D，W）

（B，D 0.044）、（B，M 0.116）、（B，P 0.032）、

（B，W 0.089）、（T，N 0.150）、（T，D -0.028）、

（T，M 0.060）、（T，P -0.036）、（T，W 0.016）、

（F，N 0.159）、（F，M 0.046）、（F，P -0.025）、

（F，W 0.032）、（G，N 0.196）、（G，D 0.032）、

（G，M 0.074）、（G，W 0.082）、（R，N 0.148）、

（R，M 0.033）、（R，W 0.050）、（N，M 0.120）、

（N，P 0.025）、（N，W 0.080）、（D，M 0.087）、

（M，P 0.045）、（M，W 0.058）

（B，N 0.365）

-

-

-

（P，W）

（B，T 0.156）、（B，F 0.145）、

（B，R 0.128）、（T，G 0.144）、

（T，R 0.108）、（F，R 0.091）、

（G，R 0.144）、（N，D 0.039）

（B，G 0.202）、（T，F 0.237）、

（F，G 0.203）

-

-

-

（F，被引频次）

（B，被引频次 0.081）、

（T，被引频次 -0.051）、

（G，被引频次 0.050）、

（R，被引频次 0.015）、

（N，被引频次 0.067）、

（D，被引频次 0.121）、

（P，被引频次 0.040）、

（W，被引频次 0.077）

-

（M，被引频次 0.524）

-

-

表2中，在相关强度列，Sig值大于0.05时，两指标相

关性不显著。Sig值小于0.05情况下，相关系数｜r｜＜0.2
时，两指标极弱相关；相关系数｜r｜［0.2，0.4）时，两指

标弱相关；相关系数｜r｜［0.4，0.6）时，两指标中度相

关；相关系数｜r｜［0.6，0.8）时，两指标强相关；相关系

数｜r｜＞0.8时，两指标极强相关。

对表2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1个指标共构成55组相

关关系（45组Altmetrics指标间关系，10组Altmetrics
指标与被引频次关系），其中，脸谱网帖子数和政策文

件数等7组Altmetrics指标互不相关，且7组指标中仅有

同行评审数和维基百科页面数组指标来源于同类别；

呈极弱相关关系的34组Altmetrics指标中，有8组指标

来源于同类别，约占该组关系指标数的23.53%；呈弱

相关关系的4组Altmetrics指标中，有3组指标来源于

同类别，占该组关系指标数的75.00%；Altmetr ics指
标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4，不存在中度相关以上程度的

Altmetrics指标间关系。从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来源

于同类别的指标相关强度相对较高，指标来源对相关

强度有一定影响，但是从相关系数大小来看，影响并不

显著。由此可见，中国SSCI论文的Altmetrics指标之间

共变趋势不明显，不存在重复可替代的指标。在进行中

国SSCI论文影响力评价等相关研究时，这些指标均具

有独立代表性。此外，在Altmetrics指标与被引频次相

关关系上，除Mendeley读者数外，其他指标均与被引

频次相关性较弱，进一步表明Altmetrics指标作为学术

论文评价的补充指标的必要性。

2.3  Altmetrics指标综合评价值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是Altmetric.com公司

对目标文献在线受关注的数量和质量的综合定量评价

值，在给定权重基础上通过自动算法计算得到。24 173
篇论文的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总分为127 535分，

篇均5.28分，关注度最高的一篇学术论文的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达到3 041分。所有论文的Altmetr ic 

中国SSCI论文的Altmetrics指标特征分析郭凤娇  孙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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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Score区间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继续利用SPSS软件，观察Altmet r ic At tent ion 
Score与被引频次两组数据的关联性，当Alt met r ic 
Attention Score值小于10时，二者的Spearman相关系

数为0.04；当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值大于10时，二

者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17；当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值大于50时，二者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22。
总体来说，中国SSCI论文获得的在线关注情况与被引

用频次之间相关性较弱，但是获得较高在线关注度的

学术论文获得较高被引频次的概率相对更高。

3  Altmetrics指标影响因素分析

对Altmetrics指标影响因素的挖掘有助于指引学

者有针对性地撰写学术论文，提高学术论文的在线受

关注度。影响Altmetrics指标的相关因素可以从学术论

文的自身影响因素（作者、研究机构、论文研究内容、基

金资助情况以及参考文献等）和外界影响因素（期刊影

响因子、使用情况、被引情况等）两方面进行讨论，笔者

主要从学者可控的自身影响因素进行讨论。

具体分析中，由于考察时间范围长，涉及学科领

域多，相对来说每位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少，

作者因素的影响非常小，因此不再考虑作者因素；研

究机构方面，不对具体机构进行分析，只对第一/通信

作者研究机构国别是否为中国以及研究机构数量进行

分别讨论；对于学术论文研究内容，由于论文数量多，

没有有效的方法对单篇学术论文内容进行深层次挖

5 569

8 557

2 849
2 570

857 478
1 346

845 772
267 55 8

0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9 000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

1 000
0 1 2 3 4 5 6~9

10~15
16~50

51~200

201~999

图1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区间分布情况

由图1可知，绝大多数论文的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值为1或者0，其中值为1的论文数量占到论文

总量的35.40%，值为0的论文数量占到论文总量的

23.04%。Altmet r ic At tent ion Score值低于平均值

5.28的学术论文有20 880篇，占论文总量的86.38%。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值高于平均值的学术论文也

主要分布在低区间6~15，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值
高于200的学术论文量仅占论文总量的0.26%。由此可

见，虽然已有部分中国SSCI论文获得在线关注，但在

线受关注程度普遍较低。

被引频次是评价学术论文影响力的常用指标，同

时对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和被引频次进行研究，

可了解学术论文获得的在线关注度与被引频次之间是

否存在关系。考虑到引文时滞问题，仅对发表在2015年
以前的15 133篇论文进行研究。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一

篇学术论文被引用1 197次，其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
值为9；在线关注度最高的一篇学术论文的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值为1 015，被引用173次。对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各区间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进行统计，

见表3。
分析表3可以发现，无论学术论文的在线关注度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值高低，在每个区间都含有

0被引及被引频次很高的学术论文。统计各区间学术论

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可以发现，当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值小于10，处于低关注度区间时，篇均被引频次

随着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区间值增大上下波动；

当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值在10以上时，篇均被引

频次随着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区间值增大开始显

著递增。

表3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各区间学术论文的

被引频次分布

0

1

2

3

4

5

6~9

10~15

16~50

51~200

201~938

≥1 000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分

论文数量/
篇

最小被引/
次

最大被引/
次

总被引/次
篇均被引/

次

4 567

4 756

1 348

1 821

463

255

837

473

439

145

28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

568

504

1 129

2 728

433

286

1 197

400

1 106

346

375

173

67 580

52 968

13 419

56 349

9 106

4 101

26 270

11 085

16 729

7 252

2 022

173

15 

11 

10 

31 

20 

16 

31 

23 

38 

50 

72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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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因此仅从学术论文篇幅角度考察影响；参考文献也

仅考察参考文献的数量影响。此外，考虑到绝大多数

Altmetrics指标覆盖率较低，对单个Altmetrics指标影

响因素挖掘的意义不大，因此选用Altmetrics指标综合

评价值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进行替代研究。对各

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具体情况见表4~表8。

表4  第一/通信作者研究机构国别影响

中国/中国

中国/非中国

非中国/中国

非中国/非中国

第一/通信作者

研究机构国别

论文数量/
篇

占总量

百分比/%
Score
总分

Score
平均分

15 551

1 232

758

6 632

64.33

5.10

3.14

27.43

54 878

7 111

4 971

60 575

3.53

5.77 

6.56 

9.13

表5  研究机构数影响

1

2

3

4

5

≥6

研究机构数/
个

论文数量/
篇

占总量

百分比/%
Score
总分

Score
平均分

3 767

6 858

5 826

3 446

1 678

2 598

15.58

28.37

24.10

14.26

6.94

10.75

11 536

22 463

21 705

16 944

9 552

45 335

3.06 

3.28 

3.73 

4.92 

5.69 

17.45

表6  论文篇幅影响

0

1

2

3

4

5

6~9

10~15

16~50

51~200

201~999

≥1 000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分

论文数量/
篇

最小和

最大篇幅/页
总篇幅/

页

平均

篇幅/页

5 569

8 557

2 849

2 570

857

478

1 346

845

772

267

55

8

2/59

1/67

2/77

2/91

3/55

2/51

2/120

2/79

2/56

3/54

5/61

4/18

83 787

111 023

36 437

35 557

10 955

6 003

17 967

11 134

9 809

3 021

656

74

15.05 

12.97 

12.79 

13.84 

12.78 

12.56 

13.35 

13.18 

12.71 

11.31 

11.93 

9.25 

表7  基金资助情形影响

0

1

2

3

4

≥5

基金资助种数
论文数量/

篇

占总量

百分比/%
Score
总分

Score
平均分

11 856

4 447

3 111

2 046

1 223

1 490

26.41

38.68

36.03

35.88

38.23

46.00

40 780 

23 803 

19 315 

12 211

10 126 

21 300

3.44 

5.35 

6.21 

5.97 

8.28 

14.30

表8  参考文献数影响

0

1

2

3

4

5

6~9

10~15

16~50

51~200

201~999

≥1 000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分

论文数量/
篇

最小和

最大量/条
总量/条

篇均量/
条

5 569

8 557

2 849

2 570

857

478

1 346

845

772

267

55

8

0/369

0/364

0/433

0/274

0/256

6/249

0/218

0/382

3/270

4/225

16/201

28/70

258 836

395 990

139 211

112 948

41 204

23 879

63 345

43 039

41 346

14 814

2 920

307

46 

46 

49 

44 

48 

50 

47 

51 

54 

55 

53 

38

由表4可知，虽然中国研究机构学者同时作为第

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论文数量最多，约占论文总量的

64.33%，但是论文的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平均

分表现最差，且低于整体论文的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平均分5.28；中国研究机构学者或非中国研究

机构学者分别作为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论文数

量较少，两种情形仅占到论文总量的8.24%，论文的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平均分表现较中国研究机

构学者同时为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情形有较大提

升，且非中国研究机构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

获得的在线关注情况优于中国研究机构学者作为第

一作者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同时为非中

国研究机构学者的论文数量占到论文总量的27.43%，

但是论文的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平均分相对其

他3种情形最为突出。进而计算4种情形下，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得分值和对应论文数量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0.123、-0.110、-0.104及-0.100，可见学术论文获得

在线关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第一/通信作者研究机构

国别影响。

由表5可得，具有Altmetrics指标的中国SSCI论文

的研究机构数以2个和3个居多，研究机构数超过5个的

中国SSCI论文的Altmetrics指标特征分析郭凤娇  孙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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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仅占论文总量的10.75%。从不同研究机构数情形

下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平均分表现来看，随着研

究机构数增加，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平均分也不

断增加，且研究机构数大于5个的学术论文的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平均分远大于研究机构数在5个及以下的

学术论文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平均分。进而计算不

同机构数情形下，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得分值和对

应论文数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26、-0.179、-0.173、
-0.154、-0.143及-0.118。综上分析，可以认为学术论文的

研究机构数对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有影响。

分析表6发现，无论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取值

高低，在每个区间都含有篇幅很小和篇幅很大的学术

论文，个别学术论文的篇幅大小与其能获得的在线关

注度之间没有关系。通过对各区间学术论文平均篇幅

的统计可以发现，0区间学术论文平均篇幅为16页（不

足1页按1页算），平均篇幅最大；1 000以上区间学术论

文平均篇幅为10页，平均篇幅最小；其他区间学术论文

的平均篇幅都在12~14页。总体来说，各区间论文的平

均篇幅差异不大。继续计算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
与论文篇幅的相关系数为-0.024，进一步表明学术论文

获得的在线关注情况与篇幅大小之间的关系不明显。

在对学术论文的基金资助情况进行统计时，只

统计基金种数，不考虑个数，如“Nat ional Natu 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31371044，30970910，
31170969，31500903]”只计为1种基金。表7中“占总量

百分比”，是指占总数据77 168篇学术论文中对应基金

资助种数下学术论文总量的百分比。可以发现，受基金

资助的学术论文相对不受基金资助的学术论文更容易

获得在线关注，且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平均分随

基金资助种数的增加而增大。继续计算不同基金资助

情形下，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得分值和对应论文

数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06、-0.151、-0.148、-0.139、 
-0.100及-0.083。由此可见，学术论文获得的在线关注

情况受基金资助情况影响，基金资助种数的增加有助

于学术论文获得更高的在线关注度。

由表8对各区间参考文献最小量和最大量的统计

可以发现，当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在200以下时，

每个区间都存在含极少参考文献和大量参考文献的学

术论文，可见单篇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与其获得

的在线关注程度之间没有关系；当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大于200时，学术论文一般都含一定数量的参考

文献。通过对各区间篇均参考文献量的统计可以发

现，各区间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数量都在38条以上，

且各区间差异不大。继续计算得到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与参考文献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015，再次验证

篇均参考文献数量与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之间没

有明显关系。

综上分析，第一/通信作者研究机构国别、研究机构

数以及基金资助情况对中国SSCI论文的在线关注度值

有正向影响，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数量的影响不显著。

4  结语 

本文对中国SSCI论文的Altmetrics指标情况和影

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揭示出中国SSCI论文的Altmetrics
指标特征如下。

（1）部分中国SSCI论文获得在线关注，但在线

受关注程度普遍较低。获得在线关注的学术论文的

Altmetrics指标中，除Mendeley读者数和推文数以外，

其他Altmetrics指标覆盖率均较低；且Altmetrics指标

之间共变趋势不明显，均具有独立代表性；Mendeley
读者数与被引频次中度相关，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

术论文的被引情况；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与被引

频次之间没有明显关系。

（2）中国SSCI论文获得在线关注情况受第一/通
信作者研究机构国别、研究机构数和基金资助种数的

影响。可通过以下措施提高学术论文的在线关注度：在

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研究机构国别方面，可以加强中国

研究机构与国外同领域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同时鼓励

中国研究机构学者积极参与国外研究机构的社会科学

研究；在研究机构数方面，增加社会科学研究中合作的

研究机构个数，可以是跨国、跨地区或者跨机构的合作

研究；在基金资助方面，研究机构积极申请争取获得更

多基金项目资助，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加大社会科学研究

的基金资助力度。

然而本文研究仅是基于SSCI收录的中国研究机构

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Altmetric Explore提供的指标数

据，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SSCI论文获得的在线

关注情况，且在对学术论文的Altmetrics指标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时，只考虑了学者可控的自身因素，后续研究

将对学术论文质量及研究内容的影响关系进行深层次

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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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metrics Indicators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pers in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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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Altmetrics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pers in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basic situation of Altmetrics index, relationship of Altmetrics index,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Some conclusions have been 
found. Firstly, the number of Mendeley readers is the highest index of coverage, and only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ited frequency. Secondly, after 
eliminating the seven indicators with less than 1% coverage, the remaining 10 Altmetrics indicators have no covariant trend and cannot be replaced by each 
other. Thirdly, most academic papers receive low online attention, and there is no obv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attention and citation frequency, but 
academic papers with higher online attention may get higher citation frequency. Lastly, online attention is influenced by country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where the first author and the correspondent author are located, the number of cooperative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 number of funds f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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