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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图情科研机构研究领域比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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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不同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领域进行分析有助于促

进相互学习并提高合作的可能性。 本文利用自组织映射（ＳＯＭ）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 ８７ 所中美图书馆学情报学（ＬＩＳ）科

研机构在技术维度的图书情报学领域研究进行可视化比较分析。 研究发现，中美图情科研机构都与本国同行具有更相

似的研究领域。 根据其研究领域的相似性，共识别出八组国际潜在合作机构和七组国内潜在合作机构，最后分析了中美

图情机构的热点与特色研究领域。 该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美图情机构在技术维度的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相

似性与差异，为相关科研机构寻找潜在的合作对象，跟踪国外热点研究领域，发现自身研究的不足提供决策支持。 图 １。

表 ６。 参考文献 ４２。 附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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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科研机构是科学与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其

发展受到研究资助机构、高等教育系统和科研机构

自身的关注。 领先的科研机构除了具有优秀的学

术成果外，还应当在热点与前沿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协调各重点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保持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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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为了达到该目标，科研机构需要评估当

前涉及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教师招聘等途径为未来

的研究方向做出积极的规划，而不是任其发展。
科研机构的研究领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进

行跟踪，期刊论文、会议论文集、研究报告、专著

和专利等出版物，以及关键词、分类号和受控词

汇等主题标引都是分析研究领域状况的主要来

源。 众所周知，一所科研机构在一段时间内所产

出的大量出版物往往会涉及多个领域。 因此，科
研机构与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存在多样性与高

维特征。 而信息可视化技术能够将高维数据显

示在低维空间中，揭示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１］ 。
自组织映射（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Ｍａｐ，ＳＯＭ）是一种无

监督学习的人工神经网络方法，该方法能够在保

留输入数据拓扑结构的前提下，将高维的输入数

据显示在低维的输出空间中，不需要用户事先了

解数据的分布［２］ ，并且有助于用户更加全面地了

解被调查数据的结构［３］ 。 信息可视化技术（如自

组织映射（ＳＯＭ））的应用为科研机构研究领域的

分析提供了一种便捷的途径。
随着信息技术与因特网的发展，图书馆学情

报学（ＬＩＳ）的研究重点从传统的研究领域（如图书

馆学、文件分类等）转向了与技术相关的领域（如
电子图书馆、信息系统和知识系统、信息通信技术

及其应用［４］ 、电子政务、计算机应用和素养［５］ 、信息

存储与检索）。 Ｒａｎａ［６］ 指出，印度图书馆学情报学

的新兴主题是开放式接入系统、存储系统和电子图

书馆。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ｅｒ 与 Ｈｒｙｃａｊ［７］ 发现，图情领域高被

引论文中有 ２０％的主题与技术相关，如互联网、自
动化、指标 ／ 数据、电子出版和软件。 由此可见，技
术类研究领域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占据着越来

越重要的位置。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蔓延，各国图情科研机构

与研究资助机构越来越关注以下问题：不同国家图

情科研机构在技术维度的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发展

状况如何？ 其研究有何相似与差异之处？ 世界上

哪些图情科研机构在技术维度的图书情报学领域

有潜在的合作基础？ 各研究机构的优势、特点与不

足是什么？ 本文利用一种可视化的人工神经网络

方法（ＳＯＭ 方法）对 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数据库中收集的

实际数据进行分析，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其研究结

果有助于理解中美图情研究机构在技术维度的图

书情报学领域的分布，揭示两国图情科研机构的优

势、特点与不足，协助各科研机构找到与自身水平

相当且研究领域相似的对应机构，为建立潜在的合

作关系提供决策支持。

２　 相关研究

２ １　 科研机构研究领域的分析

关于科研机构研究领域的分析广泛出现在药

学［８－９］ 、情报学［１０］ 、会计学［１１］ 、犯罪学［１２］ 和材料科

学［１３］等领域。 早期的研究主要是计算各科研机构

在某些领域研究成果的数量，但缺乏特定研究主题

的细致分析。 随后，一些研究不但识别出特定领域

的重要科研机构，而且识别出领先的研究领域，然
而，大多数研究没能深究科研机构及其研究领域之

间的关系。 少数研究涉及科研机构及其研究领域

之间的关系，但是其主要目的是发现科研机构的专

注性是否与更佳的科研绩效相关。
由此可见，在特定领域对各科研机构子领域的

深入分析鲜有涉及，比如图书馆学情报学（ＬＩＳ）领
域。 现有文献通常采用统计学、文献计量学、内容

分析法或者其他方法来研究科研机构的绩效或分

析在特定领域的主要研究课题，少数研究采用了可

视化方法，比如主题图表、内容地图分析、块建模，
来识别核心作者与机构，或揭示在特定领域的核心

主题与子领域。 然而，科研机构研究领域相似性的

可视化挖掘少有涉及。

２ ２　 图情领域的科研机构及研究主题分析

关于图情领域的科研机构分析，较少有研究直

接以科研机构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研究领域或主

题。 与此相关的研究包括：识别情报学领域的核心

作者及其所在的科研机构，并对其进行聚类与多维

标度分析［１４］ ；统计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科研立项

数量较多的科研机构、负责人与项目主题分布［１５］ 。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图情领域的热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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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趋势。 例如调查情报学专家对于若干情报学领

域是否属于前沿领域的看法［１６］ ；分析情报学中外

科研立项、重要期刊与年会的热点主题［１７］ ；确定情

报学前沿研究领域，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讨

论［１８］ ；调查情报学期刊论文的关键词，揭示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１９］ ；通过分析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期

刊论文中的高频关键词与上升趋势明显的关键词，
揭示该学科的研究热点与趋势［２０］ 。 总之，具体针

对国内外各图情科研机构，分析其研究领域的相似

性与差异的文献并不多见，关于哪些科研机构之间

具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并有开展合作研究的可能

性，类似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

２ ３　 信息可视化方法

随着科学出版物数量的指数增长，研究者开

发并应用越来越多的信息可视化方法，从大量科学

出版物中收集有用的知识［２１］ 。 例如 ＩＯＰＥＮＥＲ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２２］ ，后更名为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ＡＳＥ） ［２３］ ，ＧｏＰｕｂＭｅｄ［２４］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的引

用树［２５］ ，ＶｘＩｎｓｉｇｈｔ［２６－２７］ 和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可视化

方法［２８］ 。 这些可视化研究经常是基于引文或共引

网络，聚集在作者或论文层次上。 大量的出版物所

涉及的关键词或分类号为挖掘科研机构的研究领

域提供了潜在的线索，然而，很少有研究是基于其

主题内容在科研机构的层次上展开。

２ ４　 自组织映射方法

自组织映射（ＳＯＭ）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是一种

无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其输出由二维或三维的网

络结点构成。 具有相似属性的输入数据会映射在

同一个 ＳＯＭ 结点或邻近结点中，而具有不同属性

的输入数据则会映射在相距较远的结点中［２９］ 。 统

一距离矩阵（Ｕ⁃ｍａｔｒｉｘ）［３０］是一种常见的 ＳＯＭ 输出

方式，通常应用于 ＳＯＭ 输出的背景颜色。 Ｕ⁃ｍａｔｒｉｘ
值较大的区域表示聚类的边缘，值较小的区域代表

聚类本身。 ＳＯＭ 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领

域，尤其是数据分析。 最近的相关应用包括期刊的

主题分析［３１］ 、主题目录分析［３２］ 以及电子产品及其

属性的分析［３３］ 。 本文利用 ＳＯＭ 算法和统计分析

方法来研究中美图情科研机构研究领域的相似性

与侧重点。

３　 可视化挖掘的方法设计

３ １　 科研机构的选择

本文选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提供的图书馆

与情报研究类别中的前 ４３ 所研究生院［３４］ 和中国

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提供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专业的前 ４４ 所普通高校相关院系［３５］ 作为研究对

象，见附录 １。

３ ２　 数据源的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
ｐｅｎｄｅｘ 数据库。 该数据库全面收录了科学、技术与

工业领域的数据，对数以百万计的引用条目进行索

引，包括数以千计的工业期刊和会议记录的摘

要［３６］ 。 通 过 比 较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ＥＢＳＣＯ， Ｗｉｌｅｙ 和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等数

据库中排名前五名的中美图情机构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期间的论文条目数量，结果发现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的论

文条目数量最多。 因此本文选择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作为

数据来源。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给每篇论文分配多个分类号与受

控词汇，例如分类号 ７２３ 代表计算机软件、数据处

理与应用。 该分类号系统是一个五层的等级结构，
每个分类号至少有三位，第一位代表一级分类（最
宽泛），第二位代表二级分类（比一级分类窄），以
此类推。 该分类层次通过添加小数点和其它位数

予以扩充，从而表示第四、五级分类，涵盖更窄的主

题领域，例如 ９０３ １ 代表信息来源与分析、９０３ ４ １
代表图书馆学。

３ ３　 数据收集

本文收集了中美 ８７ 所图情科研机构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１ 年的论文记录、分类号与受控词汇，共计

９ ０８１ 篇论文，３８３ 个分类号，８７８ 个受控词汇。

３ ４　 ＳＯＭ输入矩阵的构造

本文构造一个 ｍ∗ｎ 输入矩阵。 其中矩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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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代表将在 ＳＯＭ 空间中显示的对象（即研究机

构），列代表对象的属性（即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数据库提供

的分类号），见等式（１），其中 ｃｉｊ（ｉ ＝１， ２， ．．．， ｍ； ｊ ＝
１， ２， ．．．， ｎ）被定义为第 ｉ 所研究机构发表的论文

中涉及第 ｊ 个分类号的次数。 如果第 ｉ 所研究机构

没有发表与第 ｊ 个分类号相关的论文，那么 ｃｉｊ的值

为 ０。

Ｍ１＝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ｎ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ｎ

…
ｃｍ１　 ｃｍ２…　 ｃｍｎ

æ

è

ç
ç
ç
ç

ö

ø

÷
÷
÷
÷

（１）

３ ５　 分析方法

ＳＯＭ 方法具有保留输入数据拓扑结构的优

点。 映射到 ＳＯＭ 输出中同一或相邻结点中的机构

被认为具有相似的分类号。 著名的信息可视化专

家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ｏｍｅｉ 曾提出一种从引文和共引的视角

识别里程碑、枢纽与支点文献的方法［２０］ ，本文将从

分类号的角度研究科研机构的密集性。 如果众多

科研机构在 ＳＯＭ 输出中聚集在一起，则称这些机

构为密集机构。
根据各机构所映射到的 ＳＯＭ 结点之间的几何

距离，结合 Ｕ⁃ｍａｔｒｉｘ 背景色度，判断各机构研究领

域的相似性，识别潜在的合作机构。 最后，统计分

析中美图情科研机构的热点与特色研究领域。

４　 实验过程与数据分析

４ １　 中美图情科研机构研究领域的相似性分析

本文构造一个 ８７ 行 ３８３ 列的输入矩阵 Ｍ１。
鉴于不同的属性（列）具有不同的值域范围，为了

避免数值范围大的属性在 ＳＯＭ 输出中占据统治地

位，首先用 ｖａｒ 方法［３７］将输入矩阵 Ｍ１ 中各元素的

方差规范化为 １。 ＳＯＭ 输出利用超环面输出，从而

克服“边缘效应”的缺点［２１］ 。
相关研究［２２］显示，线性初始化和批学习算法

组合所产生的最终量化误差比其它初始化与学习

算法组合所产生的最终量化误差要小，因此本文采

用线性初始化和批学习算法对输入矩阵进行训练，
将 Ｕ⁃ｍａｔｒｉｘ 的值作为 ＳＯＭ 输出的背景色度，如图 １
所示。 右方的色度条指示出 ＳＯＭ 输出的背景色度

代表的 Ｕ⁃ｍａｔｒｉｘ 值的大小。 结点中的标签（即图情

机构的缩写）代表不同的机构。 标签与机构的对应

关系参见附录 １。 具有“ＣＮ”下标的机构代表国内

机构。

图 １　 中美图情机构的 ＳＯＭ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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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映射到 Ｕ⁃ｍａｔｒｉｘ 值较小的 ＳＯＭ 结点

中的机构倾向于具有相似的分类号，而映射到 Ｕ⁃
ｍａｔｒｉｘ 值较大的 ＳＯＭ 结点中的机构倾向于具有不同

的分类号。 各机构所映射到的 ＳＯＭ 结点之间的几何

距离也能够揭示对应机构分类号之间的相似性。

图 １ 显示，ＳＯＭ 输出的“中间”部分存在明显的

深色区域。 有十一所美国图情机构和两所国内图

情机构映射到 Ｕ⁃ｍａｔｒｉｘ 值很小的 ＳＯＭ 结点上，表示

这些机构的研究领域很相似。 这些机构被视为密

集机构，其列表及其涉及的分类号详见表 １。

表 １　 中美图情研究密集机构及其分类号

国内密集机构 美国密集机构 分类号

ＡＨＵＣＮ（Ｍ）， ＹＮＵＣＮ（ＰＡ）
ＣＵＡ（ＬＩＳ）， ＣＵＮＹ（ＬＩＳ）， ＬＩＵ（ＬＩＳ）， ＮＣＣＵ（ＬＩＳ）， ＳＪＳＵ

（ＬＩＳ）， ＳＣ（ＬＩＳ）， ＳＪＵ（ＬＩＳ），ＴＷＵ（ＬＩＳ）， ＵＮＣＧ（ＬＩＳ）， ＵＲＩ

（ＬＩＳ）， ＷＳＵ（ＬＩＳ）

计算机软件、数据处理与应

用，计算机外围设备，信息检

索与使用等

　 　 另一方面，ＨＬＪＵＣＮ（ＩＭ）和 ＮＥＮＵＣＮ（ＣＳＩＴ）映射

到 Ｕ⁃ｍａｔｒｉｘ 值很大的 ＳＯＭ 结点中，并且被一些空

结点与其他机构相分离。 这意味着，这两个机构涉

及的分类号与其他机构相异性很大。
同样能观察到，中国与美国的图情机构被映

射到 ＳＯＭ 输出中分离的区域。 为了清晰地识别，
我们在图 １ 中画两条白色虚线将 ＳＯＭ 输出划分为

三个部分。 大多数美国的图情机构映射到“中间”
部分，大多数中国的图情机构映射到“左边”或

“右边”部分。 这意味着中美图情机构的研究领

域相异性很大。 为了详细分析中美图情机构研

究领域的相似性，我们依据两所及以上机构之间

的几何距离以及各机构涉及的 Ｕ⁃ｍａｔｒｉｘ 值，为每

一所中国图情机构识别最为相似的中 ／ 美图情机

构，其中确定与机构 ｉ 相似性最高机构的方法描

述如下。
（１）在 ＳＯＭ 输出中，找出与机构 ｉ 的几何距离

最短的机构；
（２）如果在同一个 ＳＯＭ 结点中有一个或多个

机构，那么这些机构被认为与机构 ｉ 最为相似；
（３）如果在不同 ＳＯＭ 结点中有多个机构与机

构 ｉ 的几何距离相等，那么比较其 Ｕ⁃ｍａｔｒｉｘ 值，Ｕ⁃
ｍａｔｒｉｘ 值较小的机构被认为与机构 ｉ 相似度更高。

与每所国内图情机构最为相似的中 ／ 美图情

机构及其几何距离见表 ２。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

显示部分结果。
如表 ２ 所示，国内图情机构与其相似度最高的

国内同行的平均距离为 １ ３６；然而，与其相似度最

高的美国同行的平均距离为 ３ ３４。 这意味着中国

的图情机构与其国内同行有更相似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表 ２ 的全面分析，我们发现有 ３１ 所国

内图情机构（大约占国内图情机构总数的 ７０ ５％）
与其国内同行更相似，即与国内同行机构之间的距

离小于与美国同行之间的距离。 例如，ＨＬＪＵＣＮ

（ＩＭ）与最相似的国内机构 ＳＨＵＣＮ（Ｍ）的距离为 ２，
而 ＨＬＪＵＣＮ（ＩＭ）与最相似的美国机构 ＵＩＵＣ（ＬＩＳ）的
距离为 ４。

反之，有五所国内机构（在表 ２ 中以下划线标

示，大约占国内机构总数的 １１ ４％）与其最相似的

机构为美国同行，即与美国最相似机构的距离小于

与国内最相似机构的距离。 比如，ＮＪＵＣＮ（ＩＭ）到最

相似的美国机构 ＵＴＫ（ＩＳ）的距离为 ０，而 ＮＪＵＣＮ

（ＩＭ）到最相似的国内机构 ＡＨＵＣＮ （Ｍ） 、ＹＮＵＣＮ

（ＰＡ）的距离均为 ３。
另外还有八所国内机构（在表 ２ 中以粗体表示，

占被调查的国内图情机构总数的 １８ ２％）与最相似

的国内机构的距离等于与最相似的美国机构的距

离。 例如，ＰＫＵＣＮ （ＩＭ）到最相似的美国机构 ＵＡ⁃
ＳＵＮＹ（ＩＳ）的距离与到最相似的国内机构 ＬＮＮＵＣＮ

（Ｍ）的距离均为 ２。
总之，在技术维度的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大

多数国内机构与本国同行之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大约 １／ １０ 的国内机构与美国同行之间有更多的相

似之处，不到 １／ ５ 的国内机构与本国和美国同行的

相似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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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与国内图情机构最为相似的中 ／美图情机构（部分结果）

机构名称 最相似的国内机构 几何距离 最相似的美国机构 几何距离

ＨＬＪＵＣＮ（ＩＭ） ＳＨＵＣＮ（Ｍ） ２ ＵＩＵＣ（ＬＩＳ） ４

ＪＬＵＣＮ（Ｍ） ＣＱＵＣＮ（ＥＢＡ） １ ＤＵ（ＩＳＴ），ＵＷ（Ｉ） ６

ＳＹＵＣＮ（ＩＭ） ＪＳＵＣＮ（Ｍ） ０ ＵＡｌ（ＬＩＳ） ２

…

ＰＫＵＣＮ（ＩＭ） ＬＮＮＵＣＮ（Ｍ） ２ ＵＡ⁃ＳＵＮＹ（ＩＳ） ２

ＺＺＵＣＮ（ＩＭ）
ＡＨＵＣＮ （ Ｍ ）， ＹＮＵＣＮ

（ＰＡ）
１

ＣＵＡ（ＬＩＳ）， ＣＵＮＹ（ＬＩＳ）， ＫＳＵ（ＬＩＳ），ＬＩＵ

（ＬＩＳ）， ＮＣＣＵ （ ＬＩＳ ）， ＳＪＳＵ （ ＬＩＳ ）， ＳＣ

（ＬＩＳ）， ＳＪＵ （ ＬＩＳ）， ＴＷＵ （ ＬＩＳ）， ＵＮＣＧ

（ＬＩＳ）， ＵＲＩ（ＬＩＳ）， ＷＳＵ（ＬＩＳ）

１

ＣＲＭＵＣＮ（ＩＲＭ） ＮＪＡＵＣＮ（ＩＳＴ） ２ ＵＭ（ＩＳＬｅａｒＴ） ２

…

ＣＣＮＵＣＮ（ＩＭ） ＮＪＵＣＮ（ＩＭ） ３ ＵＫ（ＬＩＳ），ＵＮＴ（ＬＩＳ） １

ＮＪＵＣＮ（ＩＭ） ＡＨＵＣＮ（Ｍ）， ＹＮＵＣＮ（ＰＡ） ３ ＵＴＫ（ＩＳ） ０

ＷＨＵＣＮ（ＩＭ） ＦＤＵＣＮ（Ｍ） ２ ＤＵ（ＩＳＴ） １

…

平均距离 １ ３６ 平均距离 ３ ３４

　 　 注：如果几何距离为 ０，则两所机构映射到同一结点；如果距离为 １，则两所机构映射到直接相邻结点；如果距离为 ２，

则两所机构映射到对角线相邻结点或两者之间有另一结点，以此类推。

４ ２　 国内外潜在合作机构分析

图 １ 所揭示的各机构在技术维度的图书情报

学领域的相似性为机构之间的潜在合作奠定了基

础。 为了促进国际交流，笔者从表 ２ 中筛选出中美

图情机构组，它们在 ＳＯＭ 输出中的几何距离为 ０
或 １，即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潜在的国际合作机构

组及其共同的研究领域（即受控词汇）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显示，有八组中美图情机构在技术维度的

图书情报学领域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因而可能开展

国际合作。 例如，ＮＪＵＣＮ（ＩＭ）可在搜索引擎、信息

检索、网络等领域与 ＵＴＫ（ＩＳ）进行合作。

鉴于中美图情机构都倾向与本国同行具有更

相似的研究领域，因此，在 ＳＯＭ 输出中挑选几何距

离为 ０ 的机构作为潜在的合作机构。 表 ４ 与表 ５
分别显示了潜在的国内合作机构与潜在的美国合

作机构及其共同的研究领域。
表 ４ 和表 ５ 显示，有四组国内的图情机构与

三组美国图情机构具有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
比如 ＪＳＵＣＮ（Ｍ）可以在学习算法、电子商务、竞争

情报等领域与 ＳＹＵＣＮ（ＩＭ）合作，而 ＵＩ（ＬＩＳ）可以

在数字图书馆、数据挖掘、信息分类与 ＵＷ⁃Ｍａ
（ＬＩ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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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潜在的国际合作机构

国内机构 最相似的美国机构 几何距离 共同的研究领域

ＬＮＮＵＣＮ（Ｍ） ＰＩ（ＩＬＳ） １ 信息检索、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传播

ＸＴＵＣＮ（ＰＡ） ＵＡｌ（ＬＩＳ） ０ 信息技术、知识管理、管理

ＡＨＵＣＮ（Ｍ）， ＹＮＵＣＮ（ＰＡ）

ＣＵＡ （ ＬＩＳ ）， ＣＵＮＹ （ ＬＩＳ ）， ＫＳＵ

（ＬＩＳ ）， ＬＩＵ （ ＬＩＳ ）， ＮＣＣＵ （ ＬＩＳ ），

ＳＪＳＵ（ＬＩＳ）， ＳＣ （ＬＩＳ）， ＳＪＵ （ＬＩＳ），

ＴＷＵ （ ＬＩＳ ）， ＵＮＣＧ （ ＬＩＳ ）， ＵＲＩ

（ＬＩＳ）， ＷＳＵ（ＬＩＳ）

０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电子文件

ＺＺＵＣＮ（ＩＭ）

ＣＵＡ （ ＬＩＳ ）， ＣＵＮＹ （ ＬＩＳ ）， ＫＳＵ

（ＬＩＳ ）， ＬＩＵ （ ＬＩＳ ）， ＮＣＣＵ （ ＬＩＳ ），

ＳＪＳＵ（ＬＩＳ）， ＳＣ （ＬＩＳ）， ＳＪＵ （ＬＩＳ），

ＴＷＵ （ ＬＩＳ ）， ＵＮＣＧ （ ＬＩＳ ）， ＵＲＩ

（ＬＩＳ）， ＷＳＵ（ＬＩＳ）

１ 数字保存系统、搜索引擎、信息分析

ＣＣＮＵＣＮ（ＩＭ） ＵＫ（ＬＩＳ），ＵＮＴ（ＬＩＳ） １ 计算机模拟、信息系统、信息共享

ＴＪＮＵＣＮ（Ｍ） ＵＩ（ＬＩＳ）， ＵＷ⁃Ｍａ（ＬＩＳ） ０ 信息资源管理、网络、情报分析

ＮＪＵＣＮ（ＩＭ） ＵＴＫ（ＩＳ） ０ 搜索引擎、信息检索、网络

ＷＨＵＣＮ（ＩＭ） ＤＵ（ＩＳＴ） １ 信息检索、数字图书馆、本体

表 ４　 潜在的国内合作机构

最相似的国内机构 共同的研究领域

ＢＩＴＣＮ（ＭＥ）， ＴＪＵＣＮ（ＭＥ） 技术创新、知识管理、遗传算法

ＢＪＮＵＣＮ（Ｍ）， ＺＪＵＣＮ（ＰＡ） 组织学习、战略管理、电子商务

ＪＳＵＣＮ（Ｍ）， ＳＹＵＣＮ（ＩＭ） 学习算法、电子商务、竞争情报

ＡＨＵＣＮ（Ｍ）， ＹＮＵＣＮ（ＰＡ） 竞争情报、电子商务、优化

表 ５　 潜在的美国合作机构

最相似的美国机构 共同的研究领域

ＣＵＡ（ＬＩＳ）， ＣＵＮＹ（ＬＩＳ）， ＫＳＵ（ＬＩＳ），ＬＩＵ（ＬＩＳ）， ＮＣＣＵ（ＬＩＳ）， ＳＪＳＵ（ＬＩＳ）， ＳＣ

（ＬＩＳ）， ＳＪＵ（ＬＩＳ）， ＴＷＵ（ＬＩＳ）， ＵＮＣＧ（ＬＩＳ）， ＵＲＩ（ＬＩＳ）， ＷＳＵ（ＬＩＳ）
人机交互、信息检索、用户界面

ＵＩ（ＬＩＳ）， ＵＷ⁃Ｍａ（ＬＩＳ） 数字图书馆、数据挖掘、信息分类

ＵＫ（ＬＩＳ）， ＵＮＴ（ＬＩＳ） 数字图书馆、相关性理论、信息系统

　 　 关于图情领域科研机构的合作网络研究，现有

文献少有涉及。 Ｅｒｆａｎｍａｎｅｓｈ 等人［３８］ 构建了一个

科学计量学领域的科研机构合著网络，但是科学计

量学仅是图情领域的一个子领域。 其他学者要么

构建作者合著网络［３９］ ，要么统计论文的作者数量，
或者研究图情科研机构的类型［４０］ ，还有的学者根

据期刊的论文标题单词、论文作者、引文与编委会

成员这四个角度分别对期刊进行聚类［４１］ ，其思路

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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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较为相似，但是很少有文献以科研机构为研

究对象，分析其（潜在）科研合作状况。 本文所分

析的中美图情科研机构的研究领域相似性与共同

研究领域，为两国相关机构寻求潜在合作机会提供

了数据支持。

４ ３　 中美热点与特色研究主题比较分析

为了识别中美图情机构的热点研究主题，笔
者将两国图情机构发表论文的受控词汇分别汇总

统计，找出最频繁的前十个受控词汇，如表 ６ 所示。
此外，针对每个受控词汇，计算其出现在中美图情

机构被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数据库收录的论文集中的频率

均值，找出中美均值差值最大（含负值最大）的十

个受控词汇，作为中美图情机构的特色研究领域。
在国内图情机构中的频率均值远高于在美国图情

机构中的频率均值的受控词汇被认为是国内图情

机构的特色研究主题，反之则被认为是美国图情机

构的特色研究主题，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中美图情机构的热点与特色研究主题

国内热点

主题

美国热点

主题

国内特色

主题

美国特色

主题

电子商务 信息检索 电子商务 信息检索

算法 用户界面 竞争 用户界面

竞争 数字图书馆 算法 人类工程学

信息管理 人类工程学 创新 人机交互

创新 人机交互 计算机模拟 数字图书馆

计算机模拟 万维网 政府数据处理 万维网

信息技术 搜索引擎 信息管理 搜索引擎

政府数据处理 语义学 管理 元数据

人工智能 信息科学 神经网络 社会网络

神经网络 信息系统 人工智能 网站

表 ６ 显示，中美图情科研机构的热点研究主题

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排名前十的热点研究主题

中，仅有两个较为接近的研究领域，即信息管理 ／ 信
息科学、信息技术 ／ 信息系统。 国内图情机构的热

点研究领域集中在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包括算法、
计算机模拟、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主题）、竞争与

创新、信息管理（包括政府数据处理）等，显示出与

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相结合的特点。 这些热点主题

（除了信息技术以外）同时也是国内图情科研机构

的特色研究主题，即美国图情科研机构关于这些主

题的研究并不突出。 此外，管理是国内图情科研机

构的特色研究主题，这也许是因为大多数国内图书

馆学情报学专业或系设置在管理学院或类似学

院中。
表 ６ 所揭示的国内热点主题与苏新宁［２０］ 研究

发现的热点主题（如信息服务、信息资源、竞争情报

等）以及杨文欣等人［１７］ 研究发现的频繁出现的科

研立项主题（如信息资源管理、知识创新、电子商务

等）部分吻合。 然而，表 ６ 所揭示的国内热点主题

（如算法、计算机模拟、政府数据处理、人工智能与

神经网络）具有技术维度的特点，系本文新发现的

国内图情领域的热点主题。
与国内不同的是，美国图情科研机构的热点研

究领域聚集在信息检索（包括搜索引擎）、人类工

程学（包括用户界面、人机交互）、数字图书馆、万维

网、语义学等，显示出以图情核心领域为主，引领图

情前沿领域的特点。 这些主题（除了语义学、信息

科学、信息系统以外）同时也是美国图情科研机构

的特色主题，即国内图情科研机构在这些主题上的

研究并不突出，而美国图情科研机构的特色研究领

域还包括元数据、社会网络、网站，国内图情机构对

这些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
表 ６ 所揭示的美国热点主题与安璐等人［４２］ 研

究发现的美国图情期刊热点主题（如数字图书馆、
信息技术、网站等）、杨文欣等人［１７］研究发现的《美
国情报科学与技术学会会刊》 （ＪＡＳＩＳＴ）载文的热

点主题（如智能信息检索、网络用户及其行为、数字

图书馆等）以及 ＬＩＳＡ 的热点领域（如网络信息资

源管理、数字图书馆、网络情报学等）部分吻合。 然

而表 ６ 所揭示的美国热点主题（如人类工程学、语
义学等）同样具有较强的技术维度的特点，系本文

新发现的美国图情领域的热点主题。

５　 结论

鉴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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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领域的研究课题，本文采用一种有效的信息可视

化———ＳＯＭ 方法，分析了中美图情科研机构在该领

域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研究数据来自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数据库，选取被研究机构发表论

文的分类号和受控词汇作为研究领域分析的代表。
通过将 ８７ 所中美图情机构映射到 ＳＯＭ 输出，

发现由两所中国机构（ＡＨＵＣＮ（Ｍ）和 ＹＮＵＣＮ（ＰＡ））
与 １１ 所美国机构（ＣＵＡ（ＬＩＳ）， ＣＵＮＹ（ＬＩＳ）等）形

成的密集机构群，这意味着它们的研究领域高度相

似。 研究结果显示有八组潜在的国际合作机构、四
组潜在的国内合作机构以及三组潜在的美国合作

机构。 鉴于它们具有高度相似的研究领域，因此，
建议这些机构组中的成员将同组其它成员机构作

为潜在的合作对象。
中美图情机构有两个相似的热点研究领域，

即信息管理 ／ 信息科学、信息技术 ／ 信息系统。 国内

图情机构的热点领域显示出与管理学、计算机科学

相结合的特点，而美国图情机构的热点领域紧紧围

绕着图情的核心领域，并引导图情学科的研究前

沿。 此外，本文通过比较中美图情机构的研究领

域，找出差异最大的若干研究主题，分别作为两国

各自的特色主题。 国内图情机构的特色研究领域

在于电子商务、竞争与创新、信息技术类（包括算

法、计算机模拟、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政府数据处

理等。 美国图情机构的特色研究领域涉及信息检

索（包括搜索引擎、元数据）、人类工程学（包括用

户界面、人机交互）、数字图书馆、万维网（包括网

站）、社会网络等，而国内图情机构对这些领域的研

究相对薄弱。 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两国相关机构

评估自身的研究现状，找出自身研究的不足，并促

进两国图情机构之间相互学习。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尚未研究被调查机构的

实际合作状况，后续将进一步收集科研机构研究人

员的合著数据，构建科研机构的合作网络，与本文

所揭示的潜在合作机构组进行对照，分析其异同及

其相关原因。
本文所揭示的中美图情科研机构共同的研究

领域为国内科研机构寻求合作伙伴指明了方向，两
国科研机构在研究领域上的差异为国内相关机构

规划未来的研究方向与侧重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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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９９８， １１（３）： ２５９–２８５．

［２７］　 Ｂｏｙａｃｋ Ｋ Ｗ， Ｂöｒｎｅｒ Ｋ．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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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卷　 第二一一期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２１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０３， ５４（５）： ４４７–４６１．

［２８］　 Ｃｈｅｎ Ｃ．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４， １０１（１）： ５３０３－５３１０．

［２９］　 Ｋｏｈｏｎｅｎ Ｔ．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Ｍａｐｓ［Ｍ］． ３ｒｄ ｅｄ．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１．

［３０］　 Ｕｌｔｓｃｈ Ａ．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ｒｔｍｕ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９９２．

［３１］　 Ａｎ Ｌ， Ｚｈａｎｇ Ｊ， Ｙｕ Ｃ．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Ｍａｐ

［Ｊ］．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３８（４）： ２９９－３２０．

［３２］　 Ｚｈａｎｇ Ｊ， Ａｎ Ｌ， Ｔａｎｇ Ｔ， ｅｔ 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ｓｅｒｓ ｔｒａｖｅｒｓ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６０（１０）： １９７７－１９９４．

［３３］　 Ａｎ Ｌ， Ｙｕ Ｃ．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ｍａｐ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４： ８３－９１．

［３４］　 Ｂｅｓｔ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１－１２－０４］． ｈｔｔｐ：／ ／ ｇｒａｄ⁃ｓｃｈｏｏｌｓ．ｕｓｎｅｗ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ａｎ⁃

ｄｒｅｖｉｅｗｓ． ｃｏｍ／ ｂｅ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ｓ ／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ｔｏｐ⁃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ｔｏｐ⁃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ｙ．

［３５］　 邱均平．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Ｑｉｕ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 ｍａｊ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３６］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２－０５－０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ｏ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 ｓｅｒｖｌｅ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ＣＩＤ ＝

ｑｕｉｃｋ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１．

［３７］　 ＳＯＭ＿ｎｏｒｍ＿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２－０５－１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ｓ．ｈｕｔ．ｆｉ ／ ｓｏｍｔｏｏｌｂｏｘ ／ ｐａｃｋａｇｅ ／ ｄｏｃｓ２／ ｓｏｍ＿ｎｏｒｍ＿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ｈｔｍｌ．

［３８］　 Ｅｒｆａｎｍａｎｅｓｈ Ｍ， Ｒｏｈａｎｉ Ｖ Ａ， Ａｂｒｉｚａｈ Ａ．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Ｊ］．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１７（３）： ７３－９３．

［３９］　 Ｈｅ Ｂ， Ｄｉｎｇ Ｙ， Ｔａ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ｂｇｒａｐｈ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 ｍｅｓｏ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７（１）： １１７–１２８．

［４０］　 Ｓｏｕｚａ Ｃ Ｇ，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Ｍ Ｌ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Ｊ］．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３，９５（２）：６７３－６８７．

［４１］　 Ｎｉ Ｃ， Ｓｕｇｉｍｏｔｏ Ｃ Ｒ， Ｃｒｏｎｉｎ Ｂ．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ｆａｃｅｔ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ｓ［Ｊ］．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９４（３）： １１６１－１１７３．

［４２］　 安璐，李纲．国外图书情报类期刊热点主题及发展趋势研究［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０（９）：４８－５５．（Ａｎ Ｌｕ， Ｌｉ

Ｇ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Ｊ］．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０（９）：４８－５５．）

附录 １

被调查的图情科研机构列表

机构名称 标签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ＵＡ（ＬＩＳ）

ＣＵＮＹ———Ｑｕｅ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ＵＮＹ（ＬＩＳ）

Ｄｒｅｘ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Ｕ（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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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璐　 余传明　 李　 纲　 张　 萱： 中美图情科研机构研究领域比较研究
Ａｎ Ｌｕ， ｅｔ ａｌ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Ｍａｙ，２０１４

续表

机构名称 标签

Ｅｍｐｏｒ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ＳＵ（ＬＩＭ）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ＳＵ（Ｉ）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Ｕ（ＬＩＳ）

Ｋ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ＳＵ（ＬＩＳ）

Ｌ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ｒｏｏｋｖｉｌｌｅ （Ｐａｌｍｅｒ） — Ｐａｌｍ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Ｕ（ＬＩＳ）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ｔｏｎ Ｒｏｕｇｅ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ＳＵＢＲ（ＬＩＳ）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ＣＣＵ（ＬＩＳ）

Ｐｒａｔ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Ｉ（ＩＬＳ）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ＳＵＮＪ（ＣＩ）

Ｓａｎ Ｊｏ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ＪＳＵ（ＬＩＳ）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Ｃ（ＬＩＳ）

Ｓｔ． Ｊｏｈ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ＪＵ（ＬＩＳ）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Ｕ（ＩＳ）

Ｔｅｘａｓ Ｗｏｍａ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ＷＵ（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Ａｌｂａｎｙ———ＳＵＮＹ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Ａ—ＳＵＮＹ（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Ｂｕｆｆａｌｏ———ＳＵＮＹ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Ｂ—ＳＵＮＹ（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ａｂａｍａ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Ａｌ（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Ａｒ（ＩＲＬ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ＣＬＡ（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Ｍａｎｏａ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ＵＨＭ（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ｒｂａｎａ 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ＩＵＣ（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ｏｗａ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Ｉ（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Ｋ（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ａｒｋ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ＭＣＰ（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ＭＡ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ＵＭ（ＩＳＬｅａｒ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ＮＣＣＨ（ＩＬ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Ｇｒｅｅｎｓｂｏｒｏ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ＣＧ（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ｘａｓ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Ｔ（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Ｏ（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Ｐ（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ＲＩ（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ＳＣ（ＬＩＳ）

０７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卷　 第二一一期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２１１

　 　 续表

机构名称 标签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Ｆｌｏｒｉｄａ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ＳＦ（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Ｋｎｏｘｖｉｌｌｅ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ＴＫ（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Ａｕｓｔｉｎ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Ｔ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ＵＷ（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Ｍａｄｉｓｏｎ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Ｗ—Ｍａ（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Ｍｉｌｗａｕｋｅｅ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Ｗ—Ｍｉ（ＩＳ）

Ｗａｙｎｅ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ＳＵ（ＬＩＳ）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ＡＨＵＣＮ（Ｍ）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ＰＫＵＣＮ（ＩＭ）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ＢＩＴＣＮ（ＭＥ）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ＢＪＮＵＣＮ（Ｍ）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 ＮＥＮＵＣＮ（ＣＳＩＴ）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ＳＥＵＣＮ（ＥＭ）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ＦＤＵＣＮ（Ｍ）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ＧＸＮＵＣＮ（Ｍ）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ＨＢＵＣＮ（Ｍ）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ＨＬＪＵＣＮ（ＩＭ）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ＥＣＮＵＣＮ（Ｂ）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ＳＣＮＵＣＮ（ＥＭ）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ＣＣＮＵＣＮ（ＩＭ）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ＪＬＵＣＮ（Ｍ）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ＪＳＵＣＮ（Ｍ）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ＬＺＵＣＮ（Ｍ）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ＬＮＮＵＣＮ（Ｍ）

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ＮＣＵＣＮ（ＩＥ）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ＮＪＵＣＮ（ＩＭ）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ＮＪＵＳＴＣＮ（ＥＭ）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ＮＪＡＵＣＮ（ＩＳＴ）

南开大学商学院 ＮＫＵＣＮ（Ｂ）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ＳＤＵＣＮ（Ｍ）

山西大学管理学院 ＳＸＵＣＮ（Ｍ）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ＳＨＵＣＮ（Ｍ）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ＳＨＪＴＵＣＮ（ＥＭ）

０７６



安　 璐　 余传明　 李　 纲　 张　 萱： 中美图情科研机构研究领域比较研究
Ａｎ Ｌｕ， ｅｔ ａｌ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Ｍａｙ，２０１４

续表

机构名称 标签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ＳＣＵＣＮ（ＰＡ）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ＴＪＵＣＮ（ＭＥ）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ＴＪＰＵＣＮ（Ｍ）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ＴＪＮＵＣＮ（Ｍ）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ＴｏｎｇＪｉＣＮ（ＭＥ）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ＷＨＵＣＮ（Ｉ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ＸＤＵＣＮ（ＥＭ）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ＸＡＪＴＵＣＮ（Ｍ）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ＳＷＵＣＮ（ＣＩＳ）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ＸＴＵＣＮ（ＰＡ）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ＹＮＵＣＮ（ＰＡ）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ＺＪＵＣＮ（ＰＡ）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ＺＺＵＣＮ（ＩＭ）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ＣＡＵＣＮ（ＥＭ）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ＣＲＭＵＣＮ（ＩＲＭ）

中南大学商学院 ＺＮＵＣＮ（Ｂ）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ＳＹＵＣＮ（ＩＭ）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ＣＱＵＣＮ（ＥＢＡ）

安　 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 邮编：４３００７２。
余传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 １８２ 号。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３。
李　 纲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 邮编：４３００７２。
张　 萱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本科生。 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１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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