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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情报学的认知结构及其演化∗
∗

张　 斌　 贾　 茜

摘　 要　 共词分析在学科认知结构分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利用信息检索中的“前方一致”原则，从中

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 １４ 种图书情报学期刊的关键词数据集中找出 １００ 个频繁出现的词。 在这 １００ 个词

的基础上，利用层次聚类得到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四个主要分支，利用层次聚类、多维尺度分析和热点图相结合的

方法分析这 １４ 种期刊的内容特征，并研究它们的演化轨迹和使用趋势，从而揭示认知结构及其演化过程。 研究

发现：我国图书情报学在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关注点，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生命周期，目前整个学科越来越将“信

息”作为研究核心，热点偏重于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 图 １２。 表 ４。 参考文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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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由于计算机在文献加工

处理中的应用，国外很多图书馆学院演变为图

书馆与信息学院，或图书情报学院。 在我国，情
报学起源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并与之相互借

鉴、融合［１］ 。 图书情报学（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ＩＳ）作为科学共同体，其成员会自发形

成并共同拥有一定的认知结构，使得成员能对

研究方向和前沿领域形成正确的解释和预期，
从而协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学科发展和其他成

员的需求。 文章关键词是研究者试图表征自我

０３０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网络的形成机制及演化规律研究” （编号：７１１７３２４９）的研究成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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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研究内容心智理解的外在编码形式。 以

文章关键词为基础，探求研究者对研究内容的

认知状态，进而勾画学科整体的认知结构，是一

个可行而有意义的角度。 本文借助中国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题录数据，对我国 １４ 种图

书情报学期刊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间发表的文献中

的关键词进行处理，并进行词频分析、共现分

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热点图呈现，这
种系统性的回顾和整理有助于厘清学科的认知

结构及其演化过程。

１　 相关研究回顾

在阐述图书情报学这一学科概念时，不同

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Ｗｅｂｂｅｒ［２］ 在回顾英国

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史时，使用 Ｂｉｇｌａｎ 学科分

类去评判其学科性质，认为它属于一门应用性

学科（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其中有硬（ ｈａｒｄ） 和软

（ｓｏｆｔ）两种元素。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和 Ｂａｗｄｅｎ［３］ 在分析

英国图书情报学起源和特征时，认为它的主要

驱动力来自文档运动、专业图书馆的建立以及

现代科技信息的爆炸式发展，而它的主要特征

可以总结为五个特点：以主题为导向，广泛的研

究方法，具有职业素养，整合信息和技术，记忆

保存机构的参与。 特别是关于此学科兼具科学

探究和专业领域实践这一点，得到了很多学者

的认同［４］ 。
此外，学者们也观察到了图书情报学的转

向问题。 如：Ｃｒｏｎｉｎ［５］ 重点讨论了图书情报学的

社会学转向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认为认知观点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的介入会过于强调个人知

识状态，这会导致我们忽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

构；但我们毕竟是社会性动物，认知并不完全是

个人现象，也不是很容易能从实验室中得到检

验，相反，它具有多重组成成分且是字符上的一

种互动。 Ｎｏｌｉｎ 和 Åｓｔｒöｍ［６］ 认为图书情报学处于

一种支离破碎的危机中，缺少理论层面的发展，
并列举了若干转向（认知转向、信息转向、以用

户为中心、认识论转向、历史学转向、语用学转

向），鉴于“信息社会”使得信息在不同研究领域

都成为热点，因此“信息转向”会使得我们在研

究合作中处于强势地位。
总的来看，不管是学科性质还是学科转向，

都可以归结到两个研究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上来，即
图书馆学范式和情报学范式［７］ 。 前者关注图书

馆事业，把图书馆当成社会机构看待，研究传统

更多地偏向社会科学；后者则关注信息及其交

流情况，研究传统更多地偏向信息传播的数学

理论和模型构建， 比如信息生命周期［８－１０］ 。
Ｂａｔｅｓ［１１］ 认为情报学范式并不仅仅包括对选择、
采集、组织、存取和检索信息的研究，它还有很

多元素没有被表达出来。
随着计量对象和研究手段的丰富，很多学

者把重点放在图书情报学中的一个特定的子领

域进行实证研究。 比如：选取若干种期刊，进行

作者、文献和期刊的共被引分析［１２－１５］ ；抽取标

题、摘要、 文本中的词或索引词进行共现分

析［１６－１７］ ； 利 用 词—参 考 文 献 共 现［１８］ 、 ＬＤＡ
（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模型［１９］ 等分析研究

主题。 早期的这类研究主要从事的是识别研究

领域和预测研究趋势，较少从认知结构方面入

手。 此外，这些分析大多是共时的，将不同时期

的数据放在一起处理，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去探索潜在的变化。 后续的研究则注意到了这

点，并进行方法上的改进。 比如：马瑞敏和倪超

群［２０］ 整合“聚类分析”和“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算法”，基于

作者共被引（ＡＣＡ）分时段研究图书情报学的知

识结构，并分析其发展演变情况；Ｍｉｌｏｊｅｖｉｃ＇ 等［２１］

抽取标题词（ｔｉｔｌｅ ｗｏｒｄｓ），利用大样本数据，将共

词分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趋势分析整

合在一起研究认知结构；滕立等［２２］ 也注意到了

共词知识网络中的认知结构问题，提出知识群

中具有最高外部连接度的知识单元在知识群形

成的知识链中具有知识基因的功能，并以石墨

烯的发现及其演化为例进行了阐述；任红娟［２３］

进一步阐述了将文献的内容和引用特征融合来

进行知识结构划分的必要性，提出一种最大文

献相似性函数并进行实证。 显然，后续的研究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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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注重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计量

分析，也试图描述知识结构或认知结构。
对于知识结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解释。

心理学将知识结构定义为在人脑中形成的概念

体系，采用概念地图［２４］ 进行表达；而在图书情报

学领域，部分学者将知识结构理解为人类知识

的分类，另一些学者如 Ｂｒｏｏｋｅｓ［２５］ 则认为人类知

识结构应分为客观知识结构和主观知识结构，
前者可以理解为人类知识的分类，具体到学科

分析上就表现为学科结构，后者则是指人脑中

形成的知识状态，比如概念体系。 Ｂｒｏｏｋｅｓ 还提

出用认知地图（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ａｐ）去描述知识结构，
认为它是“由概念间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种概念

结构”，这种概念联结网络可以表示学科认知结

构，更偏向于心理学中的表达。 虽然上述说法

间存在细微差别，究其原因是对于知识单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ｕｎｉｔ）的理解不同［２６］ ，但通常可以认

为它们表达相近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

用。 本研究所强调的认知结构则偏向更为微观

的语言层面。
从语言层面上看，一门学科的概念术语可

以被视为控制该学科科学实践的基础器件，将
自身从日常语言中区分出来，并能保持学者们

在分享观点和实践经验时的稳定性［２７］ 。 在科学

实践中所留下的文本文档不仅是记录和传递知

识的人工载体，其中的概念术语也体现学者们

的认知状态。 因此，许多学者将目光聚焦在科

学共同体共享的概念系统上，通过在文档中使

用的概念术语来辨识认知结构。
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是对特征的独特组合而形成

的知识单元，而术语（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则是在特定学

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的称谓的集合。 本研究所

说的概念术语是一种模糊指代，反映在学者们

撰写文档时对标题词和文章关键词的选取上。
但是，在期刊文章排版和结构上，不同期刊有不

同的要求，文章关键词并不是必须的，比如著名

期刊《美国情报科学技术学会会刊》 （ ＪＡＳＩＳＴ）所

刊发的文章就没有关键词。 此外，由于英文单

词是由空格隔开，抽取单词相对容易，因此，国

外文献大多分析文档标题词以跟踪话语形成的

过程、领域或学科的认知结构。 中文分词技术

的准确率一直有待提升，但国内大多数期刊对

文章关键词是有要求的，因此，国内文献大多分

析文章关键词以达到研究目的。
由文章关键词及其共现关系形成的共词网

络为绘制 “ 认知地图”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

具［２８］ 。 但对于中文来说，文章关键词更多的是

以词组（短语）形式出现，并非最小知识单元（词

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因此用以

分析更为微观的认知结构并不合适。 针对这一

问题，本研究将利用“前方一致”的原则进行知

识单元的粒度划分，运用大样本数据集全面研

究我国图书情报学的认知结构及其演化。

２　 研究设计

在本研究中，为了探究图书情报学的认知

结构，将文章关键词依据信息检索中的“前方一

致”原则进行合并。 研究基于如下假设：文章关

键词表现为词组形式，一组特定的关键词在语

义和认知关联上会更为紧密。 比如：组成要素、
组成因素、组成特征、组成信度、组成要素模型

等，都是“组成” ＋“其它名词或词组”的形式，将
这些关键词合并为“组成”，从宏观上讲，“组成”
在语义表达上更粗一些，但从认知角度来看上

述词组，“组成”描述了这些词组的共同特征和

含义，是一个更细的认知表达，载荷了更多的信

息。 此外，合并还需要最大程度保留词的原意，
如“图书”（ｂｏｏｋ）与“图书馆” （ ｌｉｂｒａｒｙ）为两个截

然不同语义的词，关键词“图书馆事业”应归并

至“图书馆”类，而非“图书”类，即可归并为“图

书馆”类的词则不予归并至“图书”类。 在这一

过程中，一方面利用算法进行循环计算，另一方

面在必要时进行人工干预。 文章关键词经过这

样处理之后，便可以和国外文献分析标题词保

持一致，相关结论亦可以在相同粒度层面进行

比较。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词频分

析、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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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我国图书情报学的认知结

构和演化趋势。

２ １　 研究对象的选取

如同科学计量学一样，本研究也要选择一

组合适的期刊代表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也就

是说，研究基于如下假设：选定的期刊代表了整

个学科领域的认知输出。 显然，这一假设会有

利于那些发表在选定期刊上的文章所研究的主

题，从而带有明显的研究偏好。 但由布拉德福

定律可知，一门学科所发表论文成果中的大多

数会集中在少数核心期刊上。 因此，选择一组

高排名的期刊（排名标准有影响因子、核心 ／ 非
核心、索引来源期刊等）将有利于描述该学科领

域的核心认知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选择

策略同样排除了发表在其它学科期刊上的少量

文章，这样就会消除学科领域间的知识扩散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事实上，这些文章更多地

带有跨学科因素，研究的问题所代表的认知内

容并非本学科领域的核心。
本研 究 选 择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ＣＳＳＣＩ）收录的 １４ 种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来

源期刊（不含档案学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见表

１）。 ＣＳＳＣＩ 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运行，其来源期刊会

根据收录规则动态调整，从公布的来源期刊目

录（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来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曾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被降入扩展版，而《国家图书馆

学刊》 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 图书馆》 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图书馆建设》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均未被

收录，表明这四种期刊历史上有过不稳定状态，
予以剔除，也就是说，该领域从建库至今一直收

录的只有 １４ 种期刊。 因此，本研究认为这 １４ 种

期刊的载文（合计 ４８，９４４ 篇）代表了我国图书

情报学领域研究的主流，这些文章的关键词代

表了作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内容的认知。

表 １　 图书情报学期刊列表（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

中文期刊名

（按音序排列）
英文期刊名 缩写

创刊时间

（年）

文章数量

（篇）

１ 大学图书馆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ＡＬ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６

２ 情报科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Ｓ １９８１ ５，１７０

３ 情报理论与实践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Ａ １９６４ ３，０９４

４ 情报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ＣＳＳＴＩ １９８２ １，７１７

５ 情报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ＪＩ １９８２ ７，３８４

６ 情报资料工作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ＤＳ １９８０ ２，１１８

７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ＬＷＳ １９７９ ３，３５７

８ 图书馆论坛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ＬＴ １９８１ ４，７０１

９ 图书馆杂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Ｊ １９８２ ４，１４３

１０ 图书情报工作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Ｓ １９５６ ６，４１８

１１ 图书情报知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Ｋ １９８４ ２，０８３

１２ 图书与情报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 １９８１ ２，２３６

１３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ＴＬＩＳ １９８５ ２，７２５

１４ 中国图书馆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ＪＳＣ １９５７ １，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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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数据获取与处理

本研究从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中获取这 １４ 种期刊

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１４ 年）之间发表文章的题录

数据，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编程语言、ＳＰＳＳ、Ｒ 语言等多

种方式进行处理，具体过程如图 １ 所示，主要为

关键词处理与数据分析过程。

图 １　 数据获取与处理

　 　 其中，关键词处理过程具体如下：
①获取样本期刊中所有文献的关键词，按

照词频排序；
②按照 “ 前方一致” 的原则进行关键词

合并；
③对归并后的词进行人工调整；
④对人工调整后的词重新计算词频；
词频是内容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频繁出

现的词反映了科学共同体所关心的问题，也反

映了他们的认知。 需要说明的是，人工调整不

包括对同义词的合并（主要涉及中英文对应） ，
如：“网络” 和“ Ｗｅｂ” 、“因特网” 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这主要是因为即便是同义词，其不同形式表

达依然能反映出认知上的细微差异，特别是

在加入时间和空间因素之后，可以很容易辨

析出中国学者在概念上的接受进度及程度。
本研究选取前 １００ 个词作为研究对象，如表 ２
所示。

为了证明所选取的 １００ 个词可以代表大多

数文献，本研究计算了这些词在样本期刊文章

中的覆盖率，如图 ２ 所示。 其中，“信息”一词覆

盖 ２４ ３１％的文献，前四个词“信息”、“图书馆”、
“网络”、“知识”覆盖 ５４ ５８％的文献，超过半数，
所选取的 １００ 个词能覆盖 ９３ ８０％的文献。 因

此，这 １００ 个词能够很好地代表样本期刊的绝大

多数文章，可作为图书情报学认知结构的研究

基础。
随后，本研究以这 １００ 个词为基础探究图书

情报学领域认知结构的特点和发展演化规律。
主要步骤如下：①计算这 １００ 个词的共词矩阵；
②利用 ＳＰＳＳ 绘制聚类图，以代表图书情报学领

域认知结构的总体概况；③按照不同期刊对这

１００ 个词进行词频计算，绘出期刊聚类图、多维

尺度图，并使用 Ｒ 语言绘出热点图；④按照时间

（以年为单位）对这 １００ 个词进行词频计算，进
行多维展开分析；⑤进一步总结这 １００ 个词的使

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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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样本期刊中排序前 １００ 的词

序号 词 词频 序号 词 词频 序号 词 词频 序号 词 词频

１ 信息 １１，８９８ ２６ 学术 ８０３ ５１ 组织 ４４７ ７６ 影响 ３１５

２ 图书馆 １０，５３４ ２７ 研究 ７４８ ５２ 中文 ４４６ ７７ 人才 ３０８

３ 网络 ４，９８０ ２８ 科技 ７０６ ５３ 藏书 ４４６ ７８ 职业 ３０６

４ 知识 ４，８９０ ２９ 虚拟 ６７４ ５４ 因特网 ４４２ ７９ 智能 ２９７

５ 数字 ４，１５５ ３０ 个性 ６５９ ５５ 专利 ４３１ ８０ ＸＭＬ ２９２

６ 文献 ３，３６３ ３１ 评价 ６３９ ５６ 古籍 ４１２ ８１ 现代 ２９１

７ 高校 ２，６６３ ３２ 本体 ６１９ ５７ 自动 ４０１ ８２ 地方 ２８８

８ 电子 ２，３１０ ３３ 政府 ６０１ ５８ 比较 ３８３ ８３ 国家 ２８４

９ 情报 ２，００７ ３４ 技术 ５９８ ５９ 版权 ３７９ ８４ 国际 ２８０

１０ 数据 １，９８３ ３５ 搜索 ５９５ ６０ 著作权 ３７８ ８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２７６

１１ 公共 １，４５６ ３６ 大学 ５８３ ６１ 教育 ３７８ ８６ 高等 ２７５

１２ 企业 １，４１４ ３７ 科学 ５７８ ６２ 专业 ３７６ ８７ 业务 ２６４

１３ 资源 １，４０５ ３８ 语义 ５７６ ６３ 阅读 ３６９ ８８ 内容 ２６３

１４ 图书 １，３６７ ３９ 计算机 ５６２ ６４ 文化 ３６７ ８９ 目录 ２６２

１５ 服务 １，３５１ ４０ 系统 ５５５ ６５ 网站 ３６６ ９０ 人文 ２５２

１６ 竞争 １，１２６ ４１ 核心 ５２８ ６６ 理论 ３６６ ９１ 全文 ２５０

１７ 读者 １，０９８ ４２ 发展 ５２７ ６７ 质量 ３６３ ９２ 法律 ２４９

１８ 用户 １，０８１ ４３ 引文 ５１８ ６８ 文本 ３４６ ９３ 指标 ２４５

１９ 社会 １，０７５ ４４ 元数据 ５０４ ６９ 美国 ３４６ ９４ 多媒体 ２４４

２０ Ｗｅｂ ９８４ ４５ 馆藏 ５０２ ７０ 网上 ３４３ ９５ 统计 ２４３

２１ 中国 ９６２ ４６ 参考 ４９９ ７１ 经济 ３３７ ９６ 隐性 ２４２

２２ 学科 ９４８ ４７ 开放 ４６６ ７２ 创新 ３３５ ９７ 咨询 ２３９

２３ 管理 ８８８ ４８ 分类 ４５８ ７３ 市场 ３２９ ９８ 模糊 ２３８

２４ 期刊 ８５０ ４９ 书目 ４５２ ７４ 特色 ３２８ ９９ 科研 ２３７

２５ 检索 ８１１ ５０ 主题 ４４９ ７５ 教学 ３２２ １００ 编目 ２３６

图 ２　 所选取的 １００ 个词在样本期刊文章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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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析与结果

３ １　 认知结构的概览

研究采用聚类分析中最常用的分层聚类法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 中完成，选择离差平方和法（ Ｗａｒｄｓ
ｍｅｔｈｏｄ）进行聚类，数据类型为计数（Ｃｏｕｎｔｓ），测
度方法为斐方方法 （ Ｐ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这

１００ 个词聚类后，可清晰地分为四大类，将其命

名为数字信息的组织与管理（图 ３）、图书馆学

（图 ４）、信息计量与评价（图 ５）和组织知识管理

（图 ６）。 可以进一步分析每个大类包含的内容

及其子结构。
３ １ １　 数字信息的组织与管理

这一类别从“本体”至“法律”，是最大且最

多样化的一类，主要描述的是数字信息的组织

与管理方面的内容，归属于图书情报学的实践

领域。 数字信息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数

字”体现了当前的新环境，“信息”体现了研究核

心依然是“信息—知识—情报（智能）”的整条信

息链［２９］ 。 图 ３ 显示它可以分为若干小类，包括

语义网、信息检索、计算机与多媒体、主题分类、
用户个性化推荐、元数据、数字版权等。

图 ３　 聚类一：数字信息的组织与管理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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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２　 图书馆学

这一类别从“书目”至“阅读”，主要描述的

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 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

馆的发生发展、组织管理，以及图书馆工作规律

的科学，其目的是总结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

业的实践经验，建立科学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高图书馆在人类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图 ４ 显示它可以分

为若干小类，包括书目工作、高校图书馆、特色

馆藏、图书馆职业教育、读者服务与公共文化建

设等。

图 ４　 聚类二：图书馆学

３ １ ３　 信息计量与评价

这一类别从“期刊”至“国家”，主要描述的

是信息计量与评价的研究内容，属于情报学领

域，是定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信息计量

学的研究开始于 １９ 世纪末，目前可以再分为五

个大的分支，分别为文献计量学（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科学计量学（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信息计量学（ ｉｎｆｏｒ⁃
ｍｅｔｒｉｃｓ）、网络计量学（ｗｅｂｍｅｔｒｉｃｓ）和替代计量学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 ［３０－３２］ 。 图 ５ 显示它可以分为若干小

类，包括计量对象与手段、情报学基础理论、国
家及国际的比较研究等。

３ １ ４　 组织知识管理

这一类别从“评价”至“组织”，主要描述的是

组织知识管理的研究内容。 组织知识管理是把

知识（信息）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把知识和知识活

动作为企业的财富和核心，对信息的获取和传

播、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创新、知识交换，
以及企业内部知识的共享和共享的结构、知识水

平的提高进行管理，发挥员工和集体的智慧，在
知识创新中谋求生存和发展。 图 ６ 显示它可以

分为若干小类，包括指标与评价、技术专利、市场

经济、隐性知识、组织业务管理、人才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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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聚类三：信息计量与评价

图 ６　 聚类四：组织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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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期刊的内容特征

上述聚类结果所展现的分布结构可以从宏

观上勾勒出十几年来中国图书情报学领域的认

知结构。 为了使这一认知结构呈现得更加清

晰，本研究将这 １００ 个词与样本期刊关联起来进

行分析，研究发现这 １００ 个词在各个样本期刊中

有着明显的分布特点。
利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 中的多维尺度

分析（ＡＬＳＣＡＬ）方法，选择从数据创建距离，数
据类型为计数，测度方法为斐方方法，测度水平

为序 数 （ ｏｒｄｉｎａｌ ）， 尺 度 模 型 为 欧 式 距 离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得到期刊多维尺度分析结

果，统计量 Ｓｔｒｅｓｓ ＝ ０ ０８４６２，ＲＳＱ ＝ ０ ９６８９６，表
明取得了较好的拟合效果。 图 ７ 展示了样本期

刊的相似程度，位置相近的期刊其研究内容也

比较一致，如《情报科学》与《情报杂志》两种期

刊较为相似。 维数 １ 在原点处的显示线可视为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学科分界线，越靠近左侧

其研究内容越靠近图书馆学，越靠近右侧其研

究内容越靠近情报学。 其中，情报学类期刊中

《情报科学》、《情报杂志》和《情报理论与实践》
的联系较为紧密，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和《情

报学报》则由于其研究内容的独特性，相对于其

它期刊来说更为孤立。

图 ７　 期刊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期刊对这 １００ 个词的选

择倾向，将其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尽量减小词间

词频大小的纵向对比，更突出期刊间的横向对

比。 具体公式如下：
ｑｉｊ ＝ｎｉｊ ／ Ｎｉ （公式 １）

其中，ｎｉｊ为词 ｉ 在期刊 ｊ 出现的频次，Ｎｉ 为

词 ｉ 出现的总频次，ｑｉｊ为词 ｉ 在期刊 ｊ 出现频次

的归一化结果，ｉ＝ １．２，，１００，ｊ＝ １，２，，１４。
由 Ｒ 语言绘制了样本期刊与 １００ 个词之间

的热点图，如图 ８ 所示。 图中方格颜色由紫（暗

色）变蓝变绿再变黄（亮色），亮色表明该期刊对

于某些词具有偏好。 从图中可明显看出，情报

学期刊中的《情报科学》、《情报杂志》 和《情报

理论与实践》，明显偏好信息计量与评价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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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内容（区域 １），而《情报学

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更加偏好数字信息

的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内容（区域 ２）。 图书

馆学期刊中，《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论

坛》、《图书馆杂志》、《图书与情报》和《大学图

书馆学报》偏好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区域 ３）。
另外四种期刊《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

识》、《情报资料工作》和《中国图书馆学报》 则

无特别明显的偏好，可归属于两栖刊物，这也和

各个期刊的定位较为一致。

图 ８　 “期刊—１００ 个词”热点图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情报学报》和《现代图

书情报技术》本身的特殊性。 通过词频统计发

现，《情报学报》偏好的词有文本、自动、语义等

（大于 ０ １４），特别是“文本”一词所在的方格颜

色为米黄色，表明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本的分

析与处理上。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偏好的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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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ＭＬ、语义、本体、自动、Ｗｅｂ、全文、系统、元数

据、搜索、数据、文本等（大于 ０ １４），研究主要集

中在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自动处理上。 此

外，《情报学报》还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

理学部的重要期刊（ Ａ 类），许多管理学领域的

学者尤其是从事信息系统、商务智能和知识管

理研究的学者会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增加

了它的特殊性。 不妨这样推断，由于这两种期

刊在研究内容上偏好信息技术应用，与其它期

刊明显不同，因此被孤立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除《情报学报》的“文本”之

外，图 ８ 中还有两个方块呈米黄色，即《情报理论

与实践》的“理论”和《大学图书馆学报》 的“大

学”。 前者指出《情报理论与实践》的特色是研

究探讨图书情报学的理论方法，后者指出《大学

图书馆学报》的特色是研究探讨大学和高校图

书馆相关理论与实践，有强烈的针对性。
利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 中的分层聚类

法对期刊进行聚类分析，如图 ９ 所示。 通过多维

尺度分析所得出的期刊间相似关系被进一步肯

定，同时树状图也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即期刊

在距离 ５ 以内可以明显地被划分为三类，而《情

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依然非常特殊。
图 ７、图 ８ 和图 ９ 所展现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

图 ９　 期刊聚类分析结果

３ ３　 认知结构的演化

除期刊维度外，词在时间维度上的分布结

构也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 为此也进行了归一

化处理，尽量减小词间词频大小的纵向对比，更
突出时间上的横向对比。 具体的公式如下：

Ｐｉｙ ＝ｎｉｙ ／ Ｎｉ （公式 ２）
其中，ｎｉｙ为词 ｉ 在年份 ｙ 出现的频次，Ｎｉ 为

词 ｉ 出现的总频次，ｐｉｙ为词 ｉ 在年份 ｙ 出现频次

的归一化结果，ｉ＝ １，２，，１００，ｙ＝ １，２，，１４。
利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 中的多维展开

分析（ＰＲＥＦＳＣＡＬ）方法，尺度模型为加权欧几里

得，近似值为相似性，初始配置为 Ｒｏｓｓ－Ｃｌｉｆｆ，得
到时间—１００ 个词多维展开结果，统计量 Ｎｏｒ⁃
ｍ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 ０ ００８７５５２，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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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 ０ ９９１２４４８，表明取得了较好的拟合效果，
如图 １０ 所示。 在这种可视化表达方式中，同一

时间段内所使用到的词被聚集在一起，旁边显

示了时间标签。 换句话说，环绕在某时间标签

周围的词代表该年份中这些词出现的次数相对

较多，即该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 时间标签

按逆时针方向均匀地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环”，
这表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间认知一直在发生变化，
由此可以展现出认知结构在时间上的演化

轨迹。

图 １０　 “时间—１００ 个词”多维展开分析

　 　 在图 １０ 中，高频次的词（如：信息）会集中

在中心位置，反映了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核心，这
些词在各个年份中均有出现，研究较为持续。
从演化轨迹上看，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研究关注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因特网、计算机等词上；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研究转向全文、网上、检索等词上；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研究显然已经转移到“ ＸＭＬ”上；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研究关注在“本体”和“语义”这两个词上，表
明语义网成为热点；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研究关注在

开放、评价、用户、政府、公共、阅读、专利、影响、

创新等词上。 显然，不同时间段的研究关注点

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有偏好的认知概念，但总体

来说，每年的变化与跨度不大，认知结构基本

稳定。

３ ４　 术语的使用趋势

科学共同体中的成员在自发形成并共同拥

有一定的认知结构后，会对研究方向和前沿领

域形成正确的解释和预期，并使用不同的概念

术语进行表达，从而呈现出研究主题的总体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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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 本研究定量分析了这 １００ 个词的使用

变化，总结出术语的五种使用趋势。 利用这些

术语的使用趋势，可以探究图书情报学领域认

知结构的演化，亦可以揭示研究主题的个体呈

现趋势。
首先，笔者分别通过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数据的

发展变化热点图、线图等，按照个人主观理解，
将所有词的使用分为五类，包括上升趋势、下降

趋势、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平稳发展。 但笔者将结果进行比对时发现，由
于判断标准的不明确，导致对词的分类差异较

大，且由于统计数据较少，波动较大，很难看出

真正的趋势。 因此，研究进行了改进，分别求得

２０１１ 年数据对于 １９９８ 年数据的增长率（以下简

称为总增长率），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最大值对于 １９９８
年数据的增长率 （以下简称为最大值头增长

率），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最大值对于 ２０１１ 年数据的

增长率 （以下简称最大值尾增长率）， １９９８—
２０１１ 年最小值对于 １９９８ 年数据的增长率（以下

简称为最小值头增长率），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最小值

对于 ２０１１ 年数据的增长率（以下简称为最小值

尾增长率），通过对五个值的限定来定义使用趋

势，具体标准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术语使用趋势的确定标准

趋势 总增长率
最大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头增长率 尾增长率 头增长率 尾增长率

上升 ＞３ — ＜２ ＞－０ ５ —

下降 ＜０ ＜１ — — ＞－０ ５

先升后降
＞０ — ＞２ ＞－０ ５ —

＜０ ＞１ — — ＞－０ ５

先降后升
＞０ — ＜２ ＜－０ ５ —

＜０ ＜１ — — ＜－０ ５

ＦＡＬＳＥ 其它，进行人工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阈值是根据经验确定的，参
数的设置保证能够最大程度体现词的真正使用

趋势，尽量将正常波动排除在外。 将按照上述

方法获得的词的类型与人工判断的词的类型进

行比较，两者结果较为吻合。
术语使用趋势的计算结果如表 ４ 所示，表

中列举了四个词聚类中除平稳发展之外的四种

使用趋势，每种使用趋势中的词按变化程度从

大到小依次排列。 在“数字信息的组织与管理”
中，一方面，因特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计算机、多媒体、检
索等词呈现下降趋势，而元数据、智能、ＸＭＬ、全
文、网上、搜索、参考等词在上升一段时间后急

速下降，这说明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基础研究逐

渐减少；另一方面，个性、本体、语义、文本、Ｗｅｂ、
内容、用户、虚拟、数字等词呈现上升趋势，这说

明数字信息的组织、管理与利用的研究逐渐增

多，强调在新环境下应用新技术开展面向用户

的信息服务。 在“图书馆学”中，有变化的词较

少，但值得注意的是，阅读、人文、特色、编目等

词在下降一段时间后急速上升，凸显了图书馆

学的人文导向；“服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藏

书”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当前研究更加重

视服务，对传统的藏书关注降低。 在“信息计量

与评价”中，开放、影响、国家、研究、发展、学科

等词呈现上升趋势，比较、美国、中国等词在下

降一段时间后急速上升，这说明信息计量与评

价一直侧重于应用，重点关注学科的影响、发展

与比较，特别是对中美两国的比较研究重新成

为热点。 在“组织知识管理”中，整体来看，呈现

上升趋势的词有很多，这表明研究者们在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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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转向这一分支，研究热点轮转很快。 为

更清晰地表明术语使用趋势的演化特点，本研

究在四类趋势中选取一个特点明显的词，生成

趋势图，如图 １１ 所示。

表 ４　 术语的使用趋势

使用趋势 数字信息的组织与管理 图书馆学 信息计量与评价 组织知识管理

上升

个性　 本体　 语义

文本　 Ｗｅｂ　 内容

用户　 虚拟　 数字

服务
开放　 影响　 国家

研究　 发展　 学科

政府　 组织　 创新

网站　 业务　 知识

技术　 隐性　 评价

竞争　 社会

下降

因特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计算机　 多媒体

检索

藏书 市场

先升后降

元数据　 智能　 ＸＭＬ
全文　 网上　 搜索

参考

现代　 书目　 目录 国际

先降后升 咨询
阅读　 人文　 特色

编目
比较　 美国　 中国 指标　 模糊

图 １１　 术语的四种使用趋势

　 　 利用这一方法，本研究又观察了同义词“网

络”和“ Ｗｅｂ”、“因特网” 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使用趋

势，如图 １２ 所示。 显然，“因特网”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保持了高度一致，这可以理解为由于英汉的直

译所致；而“网络”和“ Ｗｅｂ”在 ２００６ 年之后出现

了反差，回顾“前方一致”原则，Ｗｅｂ 中被合并的

一部分关键词是 Ｗｅｂ ２ ０， 其占比约为 ２５％
（２４１ ／ ９８４），而这正是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成为研究

热点的，Ｗｅｂ ２ ０ 无法很好地进行对应翻译，于
是也自然成为一个常用的概念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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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４

图 １２　 同义词的使用趋势

４　 讨论与总结

本文回顾图书情报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转

向，并总结描述学科认知结构的方法。 一门学

科中的概念术语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认知状

态，并可由文章关键词进行表征。 但文章关键

词大多以词组（短语）形式出现，并非最小语言

单位（词），因此用来分析学科认知结构并不合

适。 针对这一问题，利用“前方一致”原则对文

章关键词进行合并处理，找出能代表图书情报

学领域认知结构的 １００ 个频繁出现的词。 在这

１００ 个词的基础上，分析它们之间的聚类分布，
在 １４ 种样本期刊中的分布，以及在时间上的演

化轨迹和使用趋势。
在对 １００ 个词进行聚类分析的过程中，本研

究确定了中国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四个主要分

支，分别为数字信息的组织与管理、图书馆学、
信息计量与评价、组织知识管理。 需要强调的

是，这一聚类结果在识别各个分支时，并不是基

于论文、期刊或作者的数量“大小”，而是基于文

章关键词中常用概念术语的清晰度。 将这 １００

个词与期刊关联起来分析，可以观察出不同期

刊的认知偏好，也能得出期刊间的相似度。 针

对最常使用的概念“信息”和“图书馆”，可以明

显观察到期刊的分类，图书馆类期刊关注图书

馆，而情报类期刊关注信息。 尽管有部分两栖

刊物在期刊定位上不刻意强调认知偏好，但依

然可以看出其关注点的分布情况。 研究还具体

给出了《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和《情报学报》这两

种期刊的特殊偏好，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加以

分析。
这 １００ 个词在时间上的演化轨迹和使用趋

势可以清晰地表明概念术语的变化情况。 不同

时间段有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概念术语有着

自身的生命周期。 当然，对这部分内容的解释

需要和中国图书情报学的起源和特征相结合，
同时还需要考虑图书情报学的转向问题。 图 １０
和表 ４ 显示了中国图书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整

体在 １４ 年时间跨度上的整体概况，显然，中国图

书情报学领域似乎越来越将“信息”作为它的研

究核心，热点更偏重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
本文主要针对图书情报学的认知结构，在

方法论上补充了共词分析方法，相对于以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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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特色是：在一个大样本基础上，通过“前方

一致”原则将关键词聚合为关键词族，利用词的

共现和聚类来揭示中国图书情报学领域在 １４ 年

间的认知结构及其演化。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
本文所采用的“前方一致”原则，实际上是对关

键词进行压缩和聚合，将科学共同体共享的核

心概念术语精炼出来，此时词频分析和共词分

析就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来分析学

科认知结构，因此这一方法也能应用于对其它

学科领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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