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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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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立　 刘　 竟　 汪满容　 卢章平

摘　 要　 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识可视化工具， 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法、 膨胀词探测法和内容分析法， 重点对 ＰＱＤＤ
数据库中 ３ ９７３ 篇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 此外， 还探讨研究热点的演化、 研究前沿及其

演化。 总体上，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特征表现在： 研究内容偏重应用， 绝大多数论文面向具体

图书馆服务与管理， 以及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工作实践。 这与欧美整体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和实证性价值取

向是一致的。 此外， 研究主题多样和细致， 非常注重具有特殊身份和职业特征的小用户群体和图书馆馆员研

究。 图 ４。 表 ３。 参考文献 ２３。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博士学位论文　 ＰＱＤＤ 数据库　 知识图谱　 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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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ｅｖｏｌｖ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ｓｅｒ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ｉ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ｔｉｍｅ ｓｐａｎ ｕｐ ｔｏ ８９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ｏ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ｕｅ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ｎ⁃
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ｍａ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ｏ ｄ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 ｆｉｇｓ． ３ ｔａｂｓ． ２３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ＱＤ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ＵＳ．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研究课题的总结，
是他们研究过程和研究水平的缩影， 也可反映

某一国家、 某一时期、 某一学科博士研究生教

育的整体状况；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科发展

的缩影， 可以反映相应学科的新思想、 新方

法、 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欧美是图书馆

学研究较为活跃和领先的地区， 其博士学位论

文对于研究和跟踪国外图书馆学的发展和研究

生的教育状况具有重要作用。 自世界上第一篇

图书馆学博士论文于 １９２５ 年问世以来［１－３］ ， 该

学科博士论文的数量迅速增加。 与此同时， 对

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的分析也引起了许

多研究者的兴趣。 纵观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结

果［３－７］ 发现， 对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的

研究还存在不足， 主要表现在： ①统计分析数

据的时间跨度较小， 无法纵向分析图书馆学及

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的历史演进。 如， 现有研究

数据统计的时间一般起始于 ２０００ 年前后， 跨度

一般不超过 １５ 年。 ②研究方法和角度单一。 现

有研究或是对论文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分析，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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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仅采用共词聚类、 关键词词频统计等方法对

研究热点进行分析， 使本就在较小时间跨度内

的研究显得更为局限。
本研究的数据跨越 １９２５—２０１３ 年共 ８９ 年

时间， 囊括了第一篇图书馆学博士论文诞生至

今所有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 力图在更广范

围内分析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的主题， 客观

反映研究课题的演进特征。 本文采用时下最常

用的可视化分析手段， 通过关键词共现、 膨胀

词探测 （ｂｕ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并结合深入文献内部

的内容分析， 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热点、 前沿

及其演化分析， 以期较为客观地对 １９２５—２０１３
年 ８９ 年的博士学位研究课题进行全景扫描， 为

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提供一定

的参考。

１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１ １　 数据获取

（１） 数据来源

ＰＱＤＤ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是美

国 ＵＭＩ 公司出版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是

ＤＡＯ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ｎｄｉｓｃ） 的网络版。
它收录了美国、 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及世界其他

国家 １ ０００ 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学位

论文 １６０ 多万篇， 数据可追溯到 １８６１ 年， 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和使用最广泛的学位论文数据

库， 内容覆盖理工和人文、 社科等领域。 该数

据库对学科和学校进行了规范， 提供学科和学

校的索引， 在需要检索特定学科、 学校的相关

论文时， 可以利用系统提供的学科树和学校索

引添加检索内容［８－１０］ 。 “以 ＰＱＤＤ 博硕士论文

数据库为样本采集对象开展的调查， 能够比较

客观地反映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

本概况。” ［６］ 因此， 本课题以此数据库为主要数

据来源。
（２） 检索策略

检索式： ｓｕ Ｅｘａｃ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其他限制：

日期： 自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０１ １９２５ 至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３；

稿件类型： 博士论文；
语言： 英语。
（３） 检索结果及数据处理

采用以上检索策略， 在数据库中共检索到

４ ６３３条记录， 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①下载 ４ ６３３ 条记录的题录信息， 系统提

供的题录为 ＴＸＴ 文本文件。 利用编程语言将题

录数据提取到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中。 提取的数据

信息包括： Ｔｉｔｌｅ （篇名）、 Ａｕｔｈｏｒ （作者）、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文摘）、 Ｓｕｂｊｅｃｔ （学科主题）、 ＰｕｂＹｅａｒ
（出版年）、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关键词）、 Ｃｏｕｎｔｒｙ （国

家）、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语种）、 ＤｅｇｒｅｅＴｙｐｅ （ 学位类

型）、 Ｓｃｈｏｏｌ （毕业院校）。
②对 ＡＣＣＥＳＳ 题录数据中的 “国家” 字段

进行筛选， 去除非欧美国家的学位论文。
③使用 Ｓｃｈｌａｃｈｔｅｒ 和 Ｔｈｏｍｉｓｏｎ 编纂的图书

馆学博士论文目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２５ － １９７２：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１］ 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７３－１９８１： ａｎ ａｎｎｏ⁃
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２］ 对题录数据进行补充和

校对。
经过对检索结果的处理， 最终得到 １９２５—

２０１３ 年间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题录信息

３ ９７３ 条。

１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嵌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的关键词共

现分析法和膨胀词探测法作为基本分析方法。
关键词共现分析法是对当前发表文献的直接统

计， 寻找的是当前论文集中关注的主题， 反映

的是在趋势形成之后的焦点、 热点［１３］ 。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 可以清

晰地看到论文研究的热点。 陈超美认为， 研究

前沿是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

题［１４］ ，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提供的膨胀词探测技

术和算法， 通过考察词频的时间分布， 将频次

变化率高的词从大量的主题词中探测出来，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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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靠词频的变动趋势， 而不仅仅是频次的高低，
来确定领域的前沿主题［１５］ 。
１ ２ １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绘制

将下载的 ３ ９７３ 篇论文数据通过自行开发

的题录转换工具， 转换为可被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支持的

题录格式， 设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相关参数： 时间范围

为 １９２５—２０１３ 年， 以标题、 摘要和关键词作为

主题词来源， 节点类型选为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运行程

序， 得到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关键词共现知

识图谱 （见图 １）。 图 １ 中， 节点大小与关键词

词频成正比， 节点之间的连线表明了节点所代

表的关键词具有共现关系。 该研究并未对相似

关键词 （如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进行合并， 因为每个关键词都有其自身固定的

膨胀度， 若把相似关键词进行合并， 膨胀度便

无法衡量。 图谱绘制好后， 通过对各关键词的

分析， 手动将关键词进行聚类， 共形成 １４ 个

主题。

图 １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１ ２ ２　 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绘制 （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及膨胀词探测

在上述关键词共现图谱对话框中， 选择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绘制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见图

２）。 时区视图是一种侧重于从时间维度来表示

知识演进的视图， 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文献的更

新和互相影响情况。 时区视图实际上是将结点

定位到一个二维坐标系中。 结点按照首次被引

用的时间， 被放在不同的时区中， 并且所放位

置的高度依次增加。 一个从左到右、 至下而上

的知识演进图就直观地展示出来了［１６］ 。
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膨胀词探测方法， 对论文中

膨胀度较高的关键词进行探测， 共获得 １８ 个具

有膨胀性的关键词 （见表 １）， 根据这些关键词

的膨胀起止时间， 可识别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

位论文研究前沿及随时间演化态势。
由表 １ 可知， 有些关键词膨胀起止时间较

长， 如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膨胀时间从 ２００１ 年一直

延续到 ２０１３ 年， 跨越了 １３ 年，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膨胀持续时间达 １２ 年，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持续时间也达到了 １１ 年， 这些关键

词所反映的研究主题处于前沿位置的时间较

久， 说明其在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受重视程度

较高。 有些关键词膨胀持续时间较短， 如 “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和 “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膨胀持续时

间 ４—５ 年， 这与本课题数据选取的截止时间有

一定关系， 但结合图情领域研究发展， 更重要

的原因是它们所代表的主题领域或者被分化，
如信息行为研究被分化为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

需求行为， 或者研究达到成熟期， 被其他主题

所替代， 如元数据研究。 因此， 这些主题处于

研究前沿位置的持续时间较短。 下文根据各关

键词膨胀起止时间来具体分析它们所代表的主

题领域研究前沿及演化特征。

０９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八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８

图 ２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

表 １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具有较高膨胀度的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膨胀度 开始时间 截止时间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９ 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５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 ９ ２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６

ｗｏｍｅｎ ４ ５３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６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６ ６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 １２ ２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 ６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６ ３３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９ ３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６ ６４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４ ７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１８ ７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９ ２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７ ５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７ ０３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６ ０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４ ９６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４ ７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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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热点主题分布

总体上， ３ ７９３ 篇博士学位论文可分成两

部分。 一部分是具有显著交叉性的研究主题，
这部分是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

体， 主要包括各类图书馆研究、 图书馆管理研

究、 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研究、 信息素养及相

关问题研究、 图书馆服务研究、 数字图书馆研

究、 用户研究、 信息资源研究和文献研究九大

主题。 其中， 用户研究、 信息资源研究包含于

各类图书馆研究、 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研究和

数字图书馆研究之中， 文献研究包含于图书馆

管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之中。 图 ３ 显示了具有

交叉结构的各主题及其代表性关键词。 图中，
虚线部分代表具有交叉性的主题。 下文采用内

容分析法对各类图书馆研究、 图书馆管理研

究、 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研究、 信息素养及相

关问题研究、 图书馆服务研究、 数字图书馆研

究六大主题进行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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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具有交叉性的研究主题

另一部分是具有独立性的研究主题 （见表

２）， 这些主题包括方法论方面的研究， 如内容

分析、 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

研究， 包括与档案学的跨学科研究， 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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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民族志研究等， 此外还包括学术交流研

究， 以及版权、 知识管理、 知识自由、 社会资

本、 话语分析和社会媒体研究等。

表 ２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部分研究主题关键词分布

主题领域 关键词 （词频） 主题领域 （论文量）①

文献计量与社会网络分析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１３ ）；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 １１ ）；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１０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

内容分析 （ ３５）； 文献计量学

（４）； 引文分析 （８）； 社会网络

分析 （１）

学术交流研究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２） 学术交流 （９）

档案学研究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１）；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６） 档案学 （２３）； 民族志 （５）

其他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 １１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９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 ７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５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５）

版权 （１３）； 知识管理 （７）； 知

识自由 （ １５）； 社会资本 （ ３）；
话语分析 （３）； 社会媒体 （２）

２ １　 各类图书馆研究

从关键词词频和丰富度看， 对各类图书馆

的研究无疑是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最为

集中的研究主题， 其中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包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和 “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等。
其中“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包含了一

部分中小学图书馆研究， 研究主题较为零散，
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本研究重点对欧美博士学

位论文中占显著地位的公共图书馆和学术图书

馆两个主题展开分析。 其中， 美国在这两个领

域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 其次为加拿大 （主要

包括多伦多大学、 西安大略大学、 阿尔伯塔大

学） 和英国 （主要包括拉夫堡大学）， 这两国

在公共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研究中与美国保持

同步。 下文重点以美国各高校研究为代表进行

分析。
２ １ １　 公共图书馆研究

１９２５ 年， 美国布朗大学的 Ｊａｍｅｓ 以一篇题

为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
ｂｒａｒｙ 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１７］ ， 并开启了博士

论文研究公共图书馆的先河。 在 ３ ９７３ 篇博士

论文中， 共有 ３０６ 篇论文研究主题为公共图书

馆， 可分为三类。 ①公共图书馆的历史考察。
在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历史考察中， 考察时间最

早可追溯到 １８４９ 年， 一直到 １９１６ 年， 多篇论

文的分阶段探索， 在 ６０ 余年中形成了一个连续

的整体。 在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考察中， 既

包括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历史， 如巴

罗 达 （ １９０１—１９４９ ）、 印 第 安 纳 （ １８１６—
１９５３）、 美国图书馆体系结构 （ １８５０—１９４０）、
关岛 （ １９４７—１９７５）、 洛杉矶 （ １８７２—１９１０）、
安大略 （１８８０—１９２０）、 夏威夷 （ １９１３—１９７１）
等， 也涵盖了一些公共图书馆具体领域的发展

分析， 如社会、 经济、 文化背景中的图书馆发

展， 包括社会变革中的大城市图书馆发展历史

（１８９０—１９１５）， 公共图书馆利用模式与当地经

济条件的关系 （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 英国公共图书

馆在社会稳定性中的作用 （ １８５０—１９１９）， 阿

拉巴马州公共图书馆公民权利 （１９１８—１９６５），
犹他州公共图书馆发展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１８９０—１９２０）， 公共图书馆与美国社会关系的

历史考察等。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历史研究， 包

括儿童服务 （１８７５—１９０６，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移民

１０２

① 鉴于标题比关键词更能反映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 因此， 根据关键词统计的学位论文量均是以关键词

在题名中出现为统计原则，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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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１８７６—１９４８）、 成人教育 （ １９５０—２００６，
１９６９—１９９１） 等。 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发展历

史， 包括伊朗国家公共图书馆系统发展历史

（１９４８—１９７８）， 威斯康辛州图书馆系统发展历

史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等。 同时， 还包括一些其他

零散的研究课题， 如自动化对编目部工作与人

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 １９７０—１９８６）， 马里兰州

农村公共图书馆历史 （ １８７８—１９２０）， 公共图

书馆阅览室壁画历史演变 （ １８９０—１９３０）， 美

国公共图书馆的小说馆藏史 （ １８７６—１９００），
英国 公 共 图 书 馆 基 于 团 队 的 组 织 结 构 史

（１９６９—１９８６）， 图书馆员计算机素养需求发展

演变 （１９７４—１９８９）， 法国和苏联模式对罗马

尼亚公共图书馆的影响 （１８３０—１９９０） 等。 ②
公共图书馆服务研究。 既包括了针对不同用户

群体的不同服务内容研究， 如针对成年人或青

年人的一般性咨询服务和教育服务， 阅读推广

服务， 针对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健康和法律等信

息的服务、 电影服务， 针对政府的决策支持服

务， 针对儿童的教育与阅读服务， 针对留学生

的服务； 也包括了对服务评价和服务影响的研

究， 如服务的有效性指数构建， 有线电视广告

对流通服务的影响， 服务成本效益分析， 服务

可获取性评估， 公共图书馆与公立学校的合作

服务， 服务质量评价的方法， 不同天赋用户的

公共图书馆利用模式， 规模和治理结构对服务

的影响等。 ③公共图书馆的物理环境、 技术和

设施研究。 如物理位置的可获性， 馆员参与式

物理设施设计， 建筑特征与标志性建筑， ＲＦＩＤ
技术实现， 网站设计， 整合计算机系统对工作

特征的影响等。
２ １ ２　 学术图书馆研究

高校教育和研究机构图书馆构成了学术图

书馆的主体。 因此， 在高频关键词中“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和“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等均

属于学术图书馆研究范畴。 １９４１ 年， 芝加哥大

学 Ｔａｕｂｅｒ 的论文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是第一篇以学术

图书馆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１８］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１ 所博士授予单位共有 ４０９ 篇关于学术

图书馆研究的论文， 其中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

２７ 篇， ５０ 年代 ９ 篇， ６０ 年代 １３ 篇， ７０ 年代

８６ 篇， ８０ 年代 １２５ 篇， ９０ 年代 ８１ 篇， ２１ 世

纪头 １３ 年 ６８ 篇。 可见， ８０ 年代是欧美图书

馆学博士论文以学术图书馆为选题最为集中

的时期。
纵观学术图书馆研究的主题， 图书馆史研

究仍是重点。 有多篇论文对各特定高校图书馆

发展史进行探究， 尤其是 ５０、 ６０ 年代的博士论

文对此研究尤为集中， 到了 ８０ 年代后期相关研

究开始减少， 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对印第安纳

大学 （ １８２９—１９４２）、 哥伦比亚大学 （ １８７６—
１９２６）、 俄亥俄州立大学 （１８４５—１９１９）、 贝勒

大 学 （ １８４５—１９１９ ）、 西 弗 吉 尼 亚 大 学

（１８６７—１９１７ ）、 华 盛 顿 州 立 大 学 （ １８９２—
１９４６）、 印第安纳大学 （１８００—１９８３）、 耶鲁大

学 （ １８６５—１９３１ ）、 内 布 拉 斯 加 州 大 学

（ １８９１—１９０９ ）、 纽 约 州 立 大 学 布 法 罗 分 校

（１９６２—１９８１） 等十几所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历

史进行了研究。 此外， 相比公共图书馆研究而

言， 学术图书馆研究在宏观上更注重战略层面

的发展研究， 如图书馆联盟与合作研究 （包括

图书馆联盟、 资源共享网络、 馆际互借、 协作

馆藏）， 图书馆发展规划等。 在微观上， 研究

的问题更为具体和细致， 如分类与编目研究

（包 括 穿 孔 卡 片、 在 线 编 目、 编 目 质 量、
ＯＰＡＣ）， 流通服务研究 （包括图书利用记录分

析、 超期读者、 社会科学专著流通、 期刊名称

与可用性间的关系、 编目延迟与图书流通间的

关系、 书评与图书流通的关系、 自动借还），
图书代理商、 社会环境和文献规模等对图书馆

利用的影响。 此外， ８０ 年代后， 博士论文选题

对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在图书馆馆藏评估与资

源获取、 管理变革、 流通模式等方面的影响给

予了较为集中的关注， ２１ 世纪初， 服务质量的

提升与评价受到了较高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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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研究

之所以将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整合起来进

行分析， 原因在于通过对相关博士论文的主题

分析发现， 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有一个较为显

著的重合点， 即信息检索与搜寻行为研究。 关

于信息检索的研究是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第

三大重要研究主题 （各类图书馆研究和图书馆

管理研究依次排在前两位）， 共有 １８０ 篇相关

博士论文。 涉及的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ａｃｃｅｓｓ”“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ｓ”“ｇｏｏｇｌｅ”“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等， 同时这些关键词又不同程度

地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ｎｌｉｎｅ”形成共现关系， 使信息检

索又进一步涉及网络信息检索领域。 关于信息

行为的研究， 除了信息搜寻行为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外， 还 包 括 关 键 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等， 这

些词又与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形成了较强的共现关

系， 体现了对青少年信息行为的集中关注。 除

信息检索与搜寻行为外， 涉及其他的信息行为

研究有 ３５ 篇论文。 ２１５ 篇博士学位论文由 ２１４
所机构完成， 可见该主题领域的研究机构分布

十分分散。 表 ３ 按时间维度列出了各相关热点

主题。

表 ３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中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研究热点主题

时间阶段 热点主题 论文篇数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

信息检索效率、 过程及系统， 不同用户 （如学生和教师） 信息检索特征评价，
大学教师和初中生的信息需求行为研究。

１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不同用户群体的信息搜寻与需求行为 （包括图书出版行业人员、 不同社会经济

背景的用户、 高校教师、 城市贫民、 博物馆和高校艺术史学家、 大学本科生、
记者、 初中生、 文学学者、 成人教育教师、 医生、 老年人等）， 信息搜寻行为

的影响因素 （包括用户在线搜索行为、 搜索结果与对搜索结果满意度三者之间

的关系， 信息搜寻行为与信息渠道认知之间的关系， 信息搜寻模式与资源利用

之间的关系， 成人教育教师信息行为与学术角色间的关系， 书目教育对本科生

信息检索行为的影响）， 信息检索效果的评价 （包括在线信息检索效果分析，
信息检索效率评价）。

３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不同特征用户群体的信息需求和搜寻行为研究 （包括大学本科生、 法官、 视障

大学生、 在美韩国人、 家庭自我教育的儿童、 移民洛杉矶的中国老年人、 城市

居民、 老年人、 妇女、 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妇女、 农村妇女、 妇女研究教师、
小学生、 证券分析师、 家庭购物者、 神职人员、 护士、 日本航空航天工程师、
肿瘤学者、 乡村医生、 历史教师和商业银行管理者）， 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

（包括工作角色、 决策过程、 超媒体信息环境、 用户性别、 认知模式、 检索经

验、 任务类型等对信息检索行为的影响）， 在线信息检索的中断行为， 信息检

索效率评价 （包括信息检索交互性评价， 动态分布式信息检索系统评价， 互联

网信息检索评价， 基于模糊集方法的信息检索系统评价， 多媒体信息搜寻评

价， 面向儿童的信息系统评价， 主题词表的影响， 信息检索精度的评价， 面向

任务的信息检索影响因素等）， 信息检索技术与方法 （包括信息检索可视化，
引文法， 归纳学习算法， ＢＰ 神经网络法， 自动文本和短语索引法， 文献相似性

探测法， 模式识别和统计回归方法， 基于关系主题词表的书目信息检索系统，
信息检索中的优化排序功能， 信息搜寻中的信息偶遇， 信息检索系统的功能模

型等）。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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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时间阶段 热点主题 论文篇数

２１ 世纪以来

各种不同用户群体的信息搜寻行为 （包括农村消费者、 韩国移民、 高级艺术管

理员、 老年人、 农村妇女、 中年妇女、 大学本科生、 青少年女性、 博士生、 医

生、 服务行业员工等）， 信息检索系统研究 （包括基于自适应共振理论神经网

络的信息检索， 跨语言信息检索， 本体驱动的信息检索等）， 不同内容信息检

索 （音乐信息检索、 图像信息检索等）， 信息公平获取， 协同信息检索， 个性

化信息检索， 信息检索效率评价， 搜索引擎研究等。

８８

整体而言，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 欧美

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便十分重视用户的信息

行为研究， 而且选择的用户群体十分丰富， 几

乎涵盖了社会主要职业类别和不同年龄阶层的

人员， 大学生、 老年人、 妇女、 医生和学者被

持续关注。 此外， 十分注重社会上特定职业或

特殊背景的小用户群体。 同时， 信息行为影响

因素、 信息检索效率评价和信息检索系统也是

较为集中的热点主题。 ９０ 年代开始， 信息检索

不再局限于本学科领域， 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方

法逐渐渗透其中， 出现了信息检索可视化、 自

动文本和短语索引法、 跨语言信息检索、 本体

驱动的信息检索、 自适应共振理论神经网络等

较新颖的研究主题。 信息检索技术逐渐向智能

化发展的同时， 信息检索内容研究也突破文本

检索的局限， 向以音乐和图像为代表的多媒体

检索拓展。 因此， 相比而言， 信息检索与信息

行为研究是创新性发展最为显著的主题领域。

２ ３　 信息素养及相关问题研究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以 ７１ 次的词频排在

所有关键词的第二位， 显示了信息素养研究的

热度之高， 与信息素养相关的主题还包括以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ｂｉｂｌ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等关键词为代表的远程教

育、 图书馆教育、 书目教育等。 这些关键词分

布 于 ９９ 篇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中， 其 中 以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为关键词的论文共有 ５４
篇， 以 “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为关键词的

论文共有 １７ 篇， 以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为关键词的论文分别有 １５

篇和 １３ 篇。
以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为关键词的信息

素养研究起步于 １９９３ 年， 最早将其作为博士选

题的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的 Ｂｒｏｃｋ， 他的论文主

要对图书馆媒介专家在信息素养开发中的作用

进行了论述［１９］ 。 归纳起来， ５４ 篇与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相关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包括四

个类别的主题领域。 ①信息素养的评价研究。
在评价对象上主要指向大学生尤其是新入学的

大学新生， 此外还包括老年人、 图书馆员等；
在评价方法上， 主要涉及改进的德尔菲法； 在

评价内容上， 主要是对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

系的开发。 ②信息素养教育研究。 主要包括图

书馆员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 信息素养课

程设计， 信息素养作为一个学科的边界问题，
Ｗｅｂ ２ ０ 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应用， 以及信息

素养教育的 Ｉ－ＬＥＡＲＮ 模式等。 ③信息素养对

教师、 大学生学习和图书馆网站利用的影响研

究。 ④学生和教师视角下信息素养与其他课程

的整合研究。
书目教育和图书馆教育共有 ３２ 篇论文， 书

目教育主要关注的是教学方法 （如计算机辅助

教学、 传统教学、 基于网络的教学） 和书目教

育对于大学生各方面的影响 （如书目教育对大

学生学习成绩、 图书馆利用技能、 降低图书馆

利用焦虑、 信息搜寻技能的影响等）。 书目教

育是图书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图书馆

教育的具体体现。 从时间上看， 图书馆教育比

书目教育早了整整 ２２ 年， 也就是说书目教育是

在图书馆教育逐渐具体化过程中产生的。 １９５４
年，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 Ｂｒｅｅｎ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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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以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为研究对象的博

士学位论文， 主要对美国大学教师教育中的图

书馆教育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探讨［２０］ 。 经历了二

十五年的沉寂后， １９７７ 年，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

Ｂｅｎｓｏｎ 重拾图书馆教育这一主题， 对与专业课

程相关的图书馆教育进行了研究［２１］ 。 随后，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９０ 年代至今， １５ 位博士生连续将

该主题领域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这些论文的研

究主题包括： 图书馆书目教育服务以及教育效

果的评估、 书目教育程序设计等。
作为教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远程教

育是以与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身份出

现在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中的。 具体而言，
１３ 篇远程教育的论文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图书

馆学情报学大学生远程教育学习模式研究， 广

播电视大学生远程教育中的图书馆和信息需求

分析， 图书馆在远程教育中的服务研究， 远程

教育中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 ０ 和信息能力等。

２ ４　 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图书馆管理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本研究

结合图谱运行结果和频次较高关键词及其共现

关键词分析发现，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

中的图书馆管理研究类别侧重于图书馆的人力

资源管理， 因此， 将以下 ５ 个高频关键词归为

此类：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ｉ⁃
ｒｅｃｔｏｒ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从涵盖各关键词的论文分布来看，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ｓ） ” 以 ３１２ 篇论文量不仅高居图书馆管理类

研究主题的榜首， 同时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类

别主题关键词所代表的论文量， 反映了欧美图

书馆学博士论文对图书馆员关注热度之高。 同

时， 鉴于图书馆员是图书馆服务的实践者这一

事实， 众多与图书馆员相关的博士论文的出

现， 一定程度上说明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

文对于图书馆实践研究的重视。 当然， 这一数

量高的另一个原因也在于该关键词与其他部分

主题领域具有较强的交叉重复性， 如上文提到

的各类图书馆、 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 信息素

养相关问题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图书馆员的相

关研究。 下文主要从图书馆管理角度对论文中

的图书馆员研究进行分析， 其他类别主题的图

书馆员研究不再赘述。 与代表图书馆事业相关

的关键词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以 ８１ 篇的论文量排

名第二， 同样展现了该领域在博士论文研究中

的重要地位。 其他关键词的文献量分别为：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论文量 ４５ 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论文量 ３５ 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论文量

５ 篇。
去除与公共图书馆、 学术图书馆、 信息检

索与信息行为、 信息素养相关的图书馆员研

究， 图书馆管理角度的图书馆员研究共 ２６５ 篇。
这些论文主要关注的是图书馆员的自身发展、
图书馆用户对图书馆员的认知和图书馆员与用

户的关系三方面。 其中， 图书馆员自身发展研

究在论文数量和主题丰富度上占有绝对优势，
主要关注以下五个具体领域： ①图书馆员的自

身特征分析。 主要包括图书馆员个性特征， 美

国学术图书馆馆员的社会来源、 教育背景、 职

业经历和个性特征， 与课程教师合作的图书馆

员的兴趣和背景特征， 图书馆员的社会科学背

景， 黑人女性图书馆员的职业背景， 图书馆员

的职业兴趣与个性风格， 不同特征图书馆员的

思考风格， 编目和参考馆员的行为风格、 工作

偏好和职业价值研究等。 ②图书馆员工作满意

度分析。 重点包括图书馆员人生价值和工作满

意度调研分析， 图书馆员工作满意度、 动机和

工作绩效的关系， 图书馆继续教育与工作满意

度之间的关系等。 ③图书馆员职业发展研究。
主要包括女性图书馆员的工作流动性与职业发

展的关系， 图书馆协会对图书馆员职业发展的

影响， 职业生涯对图书馆员管理才能的影响，
技术对图书馆员工作经历的影响， 技术给参考

馆员工作职责带来的挑战， 早期接触互联网的

女性图书馆员的职业模式， 动机和人口统计学

特征对学术图书馆员职业选择的影响， 生理和

心理障碍对残疾馆员职业生涯的影响。 ④图书

馆员作用研究。 主要包括图书馆员身份与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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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学术图书馆员与馆藏资源

和图书馆决策之间的关系， 图书馆员在图书馆

馆藏资源建设、 知识管理、 高等教育和在线学

习环境中的作用等。 ⑤图书馆员的能力与教育

研究。 主要包括学术图书馆员的学位教育， 图

书馆员教育模型， 临床学科馆员能力评价模

型， 图书馆员的继续教育， 图书馆员自我导向

型的职业学习等。 在图书馆用户对图书馆员的

认知方面， 部分论文主要对学校管理者、 学校

教师、 大学生、 图书馆员自身等人群对图书馆

员角色的认知与期待进行调研分析。 在图书馆

员与用户的关系研究中， 少部分论文对图书馆

与教师间的信息交流方式与模式、 图书馆协会

会员间的职业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除上述

研究主题外， 也出现了当今图书馆界十分关注

的研究主题， 如在线嵌入式图书馆员研究 （如

在英语课程中的嵌入）、 图书馆员对开放获取

资源的利用研究、 学生兼职馆员研究等。
相比图书馆员研究而言， 图书馆事业研究

显得十分宏观， 并且起步更早。 １９２５ 年， 以爱

荷华大学图书馆事业中的职业教育为选题， 该

校的 Ｔａｉ 完成了首篇图书馆事业的博士学位论

文［２２］ 。 之后， 又陆续有 ８ 名博士生以图书馆事

业教育为选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除此之

外， 研究较为集中的主题主要包括两个： 一是

特定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研究， 这其中

主要是以美国各高校为例， 也有个别论文对韩

国、 前苏联、 挪威、 日本、 巴西、 法国等国

家， 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图书馆事业进行了历史

考察， 与前文所述的图书馆历史所侧重的历史

事件考察不同， 此处的图书馆事业主要侧重与

图书馆各项活动相关的研究； 另一个热点是将

图书馆事业作为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２ ５　 数字图书馆研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美国记忆、 数字图书

馆先导计划 （ＤＬＩ） 等数字图书馆项目投入建

设为代表的数字图书馆研究达到高潮。 网络

化、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改变了信息生

产、 组织、 传递、 存贮与利用的原有格局， 改

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原有方式与阅读行为， 进

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馆生存的信息环境。 ９０
年代初， 随着技术应用框架的逐步清晰， 博士

论文逐渐开始关注具体技术的研究， 在数字图

书馆研究主题中， 关键词主要包括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 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从关键词中可以看出，
元数据、 数字图书馆的可用性及其评价和数字

化存储是博士学位论文中较为集中的领域， 除

此之外， 在 ２８ 篇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中， 还重

点包括数字图书馆的用户研究 （包括高校教

师、 科研工作者、 大学生）、 检索研究 （包括

检索界面的设计、 不同用户群体的搜寻行为）、
资源建设 （包括纸本期刊和电子期刊的平衡、
数字环境下纸本期刊的价值分析、 资源发现服

务） 等。 同时， 一部分论文开始将注意力转移

到影响图书馆未来的除技术以外的因素， 如社

会、 心理、 经济、 政治等。

２ ６　 图书馆服务及相关问题研究

与图书馆服务相关的关键词主要包括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等。 其中以“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
为关键词的论文 ３６ 篇、 以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为关键词的论文 ２１ 篇、 以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 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为关键词的论文分别为 １２
篇和 １１ 篇。 在图书馆利用研究中， 主要研究领

域是图书馆利用的影响因素， 如图书馆资源可

获取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环境、 图书馆地

理位置、 地方经济条件、 图书馆教育方法、 对

图书馆认知等对图书馆利用的影响研究。 此

外， 有 ４ 篇论文对不同用户群体 （包括大学

生、 教师和农村成年人） 的图书馆利用模式与

规律进行分析。 信息服务研究主要针对信息服

务的评价 （如信息服务效率、 用户满意）、 不

同学科的信息服务实践 （如物理学和工程学）、
信息服务的管理 （如信息服务资源的分配、 信

息服务的战略规划）、 信息服务的方法 （如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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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辅助信息服务）。 在信息利用研究中， 论

文主要关注诸如石油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 发

展中国家的农业科学家、 心理和医学诺贝尔奖

得主、 大学本科生等用户群体的信息利用模

式。 参考服务研究主要包括参考服务的历史、
参考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等。 同时， 面对来自搜

索引擎等其他信息获取服务的竞争， 图书馆的

发展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

同样会作用于图书馆学教育， 进而推动图书馆

服务研究的革新， 因此， 未来图书馆服务研究

将会重点关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的深度变

革 （如资源发现服务已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有所

体现）。

３　 研究前沿分析

３ １　 研究热点主题演化

１９６４ 年以前，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主题十分分散，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 １９８９
年， 但在 １９６５—１９８９ 年间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中， 图书馆员研究呈集中态势。 与之前主题显

著分散态势不同， １９９０ 年以后， 论文主题明显

集中， 一些热点主题逐渐出现。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１ 年间， 三大热点主题

包括信息检索、 学术图书馆和互联网， 此外，
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馆员、 儿童文献、 图书馆

服务和信息素养相关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
２００１ 年以后， 研究主题不仅更加丰富， 热

点主题优势更加明显。 在此阶段中， 与上述两

阶段表达相同热点主题的关键词词频显著升

高，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 以学术

图书馆、 信息素养、 图书馆员、 公共图书馆、
信息检索、 文献研究、 图书馆领导、 互联网、
数字图书馆、 档案学、 信息行为等为代表的绝

大多数前期热点主题， 相关关键词显著增长，

研究热度进一步提升。 但也有个别关键词呈下

降态势， 如编目研究。 同时， 此阶段也出现了

一些较新的微观研究主题， 使相关主题与之前

对应的主题相比， 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多样。 在

图书馆员研究中， 除延续以往的研究内容外，
又有部分论文对图书馆员的职业发展和职业身

份进行了研究； 在文献研究中， 除继续关注儿

童文献外， 青少年文献也被给予了足够重视；
在数字图书馆研究中， 也出现了更为具体和微

观的研究领域， 如数字图书馆的元数据研究，
数字图书馆的可用性和可获取性评价研究， 数

字化存储研究以及机构知识库研究等； 在档案

学研究中， 出现了数字档案研究。 除此之外，
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 如内容分析法的

应用、 图书馆与其他机构间的学术交流、 自动

书目、 开放获取、 引文分析、 信息组织、 知识

管理、 知识自由、 图书馆公平利用、 社会网络

分析、 社会资本、 社会媒体、 社会标签等。

３ ２　 研究前沿及其演化分析

根据关键词膨胀的起止时间， 可以探测出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各阶段的研究前

沿［２３］ （见图 ４）。 由图 ４ 可知， 学术图书馆和

公共图书馆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成为研究前沿后，
经过两年的沉寂， ２０１３ 年再度成为研究前沿。
而除了这两个主题领域外， 其他各主题领域的

研究前沿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垄断地位， 如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的研究前沿以互联网、 妇女用

户、 信息搜寻和内容分析为代表①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的两年时间内， 图书馆员和中学图书馆

占据了前沿的地位， ２０１３ 年研究前沿的主题领

域最为丰富， 不仅包括与人相关的信息素养、
信息行为、 图书馆领导， 同时还包括与学科相

关的档案学， 和与图书馆自身建设相关的元数

据和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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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对膨胀词的探测， 最早出现较强膨胀度的截止时间是 ２００５ 年， 因此， 基于膨胀度检测的研究前沿

也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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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论文各阶段研究前沿

４　 结论与讨论

４ １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分析，
得出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的六大热点研究主

题， 采用时区视图和膨胀词探测法总结出研究

主题的演化和研究前沿的阶段性变化， 为国内

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有效补充。
（１）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发现： ８９ 年

间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的热点主题包括 １４ 个

一级主题， 即各类图书馆研究、 信息检索研

究、 信息行为研究、 信息素养及相关问题研

究、 图书馆管理研究、 数字图书馆研究、 图书

馆服务及相关问题、 信息资源研究、 用户研

究、 学术交流研究、 文献计量与社会网络分

析、 档案学研究、 文献研究和其他较为分散的

主题研究。 根据这一线索， 进行内容分析， 发

现这些一级主题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与融合。
通过归纳梳理， 本文将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

热点主题整合为各类图书馆研究、 信息检索与

信息行为研究、 信息素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数字图书馆研究、
图书馆服务及相关问题研究。

（２） 关键词阶段性分析发现： 绝大多数主

题研究热度呈上升态势， 尤其是一些伴随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热度不断升高， 研究内容更加多样， 如馆员的

职业发展研究、 青少年文献研究、 机构知识库

研究、 数字档案研究等。 只有个别研究主题

（编目研究） 受关注度在下降。 一些具有跨学

科性质的主题逐渐被纳入到图书馆学研究中，
如自动书目、 知识自由、 图书馆公平利用、 社

会网络分析、 社会资本、 社会媒体、 社会标签

等， 它们拓展了图书馆学研究的领域， 促进了

图书馆学研究的创新。
（３） 时区知识图谱和膨胀词探测研究发

现： ２００５ 年开始研究的前沿主题较为集中， 并

在各阶段交替转换， 如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 互联

网、 妇女、 学术图书馆、 信息搜寻、 内容分析

和公共图书馆研究构成了此阶段的研究前沿；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研究前沿转换为图书馆员和中

学图书馆研究； 到了 ２０１３ 年， 除学术图书馆和

公共图书馆在沉寂两年后又一次成为研究前

沿， 信息素养、 信息行为、 图书馆领导、 档案

学、 元数据、 数字图书馆又替代原有研究前

沿， 成为最新的研究前沿。
上述研究热点和前沿的形成与欧美图书馆

界在信息技术、 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密

切相关， 因此， 可以认为，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

生紧紧围绕图书馆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确定其论

文选题， 在实际研究中， 十分注重实践性、 指

导性的研究内容和实证性的研究方法。

４ ２　 研究趋势分析

以 Ｗｅｂ ２ ０、 Ｗｅｂ ３ ０ 为代表的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 使用户广泛地参与到信

息生产、 发布与使用的过程之中。 ２００７ 年， 亚

马逊 Ｋｉｎｄｌｅ， 以及随后苹果 ｉＰｈｏｎｅ、 ｉＰａｄ 等移

动和智能终端的推出， 更是将信息技术和网络

１０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八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８

渗透到普通用户之中。 这种外在信息环境和用

户信息行为的改变， 推动着图书馆进行继资源

数字化之后的新一轮变革。 复合图书馆、 泛在

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 开放获取、 嵌入式服

务、 数字出版等概念被相继提出， 这必将使图

书馆学教育向跨学科联合的纵深方向发展， 使

教育适应更宽的信息职业需要。 在持续的技术

影响和教育改革背景下， 图书馆学研究视野将

越来越开阔， 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和延伸， 由此

推动研究必将沿着图书馆学与情报学、 计算机

与信息科学、 传播与新闻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等相交叉与融合的路径， 以用户信息需求的满

足为基本指向， 以管理与服务的变革为手段，
不断向内深化， 向外拓展。

４ ３　 研究局限

探测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 不仅可

以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 还可以结合文献共被

引分析， 通过对高被引文献的被引突现和中心

性分析， 确定研究热点， 识别研究前沿。 本研

究仅采用关键词共现分析， 虽然大体上可以揭

示欧美图书馆学博士论文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前

沿， 但与多种方法融合相比， 细致性上还存在

一定缺陷， 这也是本课题后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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