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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

的制高点, 这不仅是由于以用户研究为重心

符合情报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且是由

于社科情报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是

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1 ]。近年来,

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鉴于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意

义, 有必要对其进行回顾和总结。

1　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回顾

“情报用户研究起源于图书馆读者研

究”[2 ]。50 年代末, 王重民、朱天俊就认为目

录的选题决定于图书馆参考咨询部门的任务

和读者需要, 可以为解决读者咨询问题或根

据读者的意见而确定题目。之后, 彭斐章、谢

灼华提出要重视“掌握文献发展与变化规律,

认识文献的发展与读者需求的直接关系”的

研究[3 ]。

然而, 80 年代以前, 我国几乎没有专论

社科情报用户的文章。1982 年,《情报科学》

第 3 期发表了梁林德的《社会科学情报用户

研究》一文[4 ] , 揭开了这一领域专门研究的序

幕。据统计, 到 1995 年底, 我国专业刊物上发

表的研究社科情报用户的论文、译文有 50 篇

左右 (不计企业用户研究的文章) , 约占同期

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总数 609 篇 [5 ] 的

812%。同时也出现了专论社科情报用户与需

求的硕士学位论文, 如宋晓亮的《试论社会科

学研究的情报需求》, 张天俊的《我国社科情

报用户需求分析与预测研究》。80 年代以来,

我国专门的社会科学情报用户调研时有进

行, 如全国社科院系统情报单位对社会科学

家的调查、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组织

的对北京部分文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调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研究课题

“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对我国社科情报

用户的大规模抽样调查[6 ] , 以及最近国家社

科基金资助的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下社会科学信息用户需求与对策”进行的“社

会科学信息需求调查”[7 ]。除专门研究以外,

若干涉及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著作陆续出

版, 如 1985 年出版的赵惠丰等编著的《社会

科学情报工作概论》中有专节论述社科情报

用户的需求特点, 随后出版的梁邻德主编的

《社会科学情报学》、陈誉主编的《社会科学情

报工作导论》和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的《社会

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都有专章论述社科情

报用户与需求。另外, 胡昌平的《情报用户研

究》及《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彭斐章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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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等也论及了这方面

的内容。李正平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

方法初探》收录了社科情报需求方面的论

文[8～ 15 ]。涉及社科情报用户的调研活动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对该省 8538 名读者的调

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的“书目文献与社会需求”大型抽样调

查[16 ]、我国科技情报系统对国内大、中、小型

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情报需求的调查等[17 ]。许

多大学的情报学研究生结合学位论文的撰

写, 也对社科情报用户进行了调查[18 ]。一些

社科情报人员单独进行的社科情报用户需求

调研成果也陆续见诸图书情报刊物。

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可以分为 3 个不

同的发展阶段。
1. 1 起步阶段 (1982～ 1986 年)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第一, 论文数量少,

平均每年仅 116 篇, 6 年出版有关著作仅 1

部。第二, 对用户的分类研究较粗浅, 主要是

对研究型用户需求进行分析。如赵惠丰的《社

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一书只把用户分为科

研人员、教学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 4 类, 且

仅对前 3 类用户需求特点作了概略性分

析[19 ]。第三, 尚未脱离图书馆读者研究和科

技情报用户研究的模式, 照搬的情况较为普

遍。
1. 2　迅速发展阶段 (1987～ 1989 年)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第一, 论文数量多,

平均每年达 813 篇, 3 年出版有关著作 2 部。

第二, 对用户需求分类研究较细致, 出现了一

批专论某类用户需求的文章, 如《领导决策需

要社科情报系统的支持》、《社会科学专家的

情报需求状况》、《近期经济理论研究文献利

用的分析》、《史学情报用户需求特点探析》、

《试析理工科高校社科文献需求与服务》、《党

校情报用户短期需求研究》等等[20～ 32 ]。第三,

重视用户调研方法研究, 并介绍国外的新思

路和新方法[33～ 34 ]。
1. 3　提高拓展阶段 (1990～ )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第一, 社科情报用户

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如出现了从哲学层次

思考社科情报需求的文章和探讨社科情报对

用户的作用机制的文章[35～ 36 ], 还出现了对某

类社科情报产品需求与利用的研究文

章[37～ 38 ]。第二, 研究层次有所提高。如研究者

普遍重视对社科情报需求趋势进行预测和展

望[39～ 42 ], 还出现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

研究社科情报需求的文章[43～ 45 ]。第三, 针对

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拓宽了用户研

究领域。如发表了不少研究企业社科情报需

求的论著[46～ 49 ], 还出现了研究农民、市民和

消费者对社科情报需求的文章[50～ 52 ]。第四,

从分散研究走向有组织的研究。如 1996 年中

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学术委员会和《情报资

料工作》编辑部联合举办“当前我国社会对社

会科学信息的需求与对策”征文活动, 得到各

地社会科学信息界的积极响应并踊跃投稿。

学术委员会和编辑部组织专家对应征论文进

行了细致、认真的评审, 评出了 14 篇获奖文

章并陆续发表[53 ]。

2　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主要方面

2. 1　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意义

许多论著都强调了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

意义。赵惠丰认为,“情报用户需求研究, 是情

报学的重要内容, 是情报机构确定任务的必

要准备, 也是开展情报工作的第一步; 加强情

报用户需求研究, 可以为情报工作提供反馈

信息; 情报用户需求研究, 是情报工作的基础

工作之一”[54 ]。梁邻德认为, 研究情报用户及

其需求, 为设计情报系统指明了方向, 有助于

情报人员围绕用户这个中心开展服务, 能使

越来越多的潜在用户转变为现实用户, 为社

科情报事业发展争取广泛的支持[55 ]。易克信

等认为, 由于情报用户已成为至关重要的社

会因素, 情报学研究的重点必须向这一领域

转移, 情报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情报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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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都取决于用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56 ]。宋

晓亮认为,“发展我国社科情报事业, 用户需

求研究是一个重要环节, 而且是一个富有战

略意义的问题”[57 ]。刘磊认为, 由于社科信息

用户的需求随时代进程不断变化, 在社会发

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分析当前我国社科信息

需求的新特点并探讨相应的对策, 对于有效

地开展社科信息服务,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58 ]。正如中国社科信息学会学术委员会最

近指出的那样,“只有对各领域的社科信息需

求了如指掌, 才能提供针对性强的适销对路

的社科信息产品与服务”。“社科信息领域的

需求研究尚需深化, 尚需大力提倡”[59 ]。
2. 2　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内容

关于社科情报用户的研究内容, 研究者

的看法比较趋向一致, 但亦各有特色。梁邻德

认为用户研究内容应包括: 影响用户需求因

素的研究, 用户查找和利用情报行为调查; 用

户类型和不同类型用户情报需求特点研究;

社会情报需求分析与预测; 情报服务评价研

究; 情报用户心理研究; 用户教育; 情报用户

研究的方法[60 ]。陈誉认为用户研究可以概括

为两个方面, 即理论性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和

实践性社科情报用户研究[61 ]。易克信等认为

用户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5 个方面, 即“用户自

身因素的研究; 用户社会环境因素的研究; 用

户的情报需求研究; 用户研究方法、理论的研

究; 满足用户需求对策与方式的研究”[62 ]。
2. 3　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方法

对于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方法, 学者们从

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邓小昭把社科

情报用户研究方法分为 3 个层次: (1) 方法

论, 即哲学方法; (2) 基本方式和具体方法;

(3) 一般程序和技术工具[63 ]。易克信等认为

其内容主要有: (1) 用户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2)用户研究的社会学方法; (3) 用户研究的

调查与分析方法; (4)用户研究的一般途径与

步骤; (5) 用户研究效益评价及反馈方法

等[64 ]。梁邻德将用户研究方法归纳为: (1)图

书馆文献利用分析方法; (2)社会学方法; (3)

新方法[65 ]。陈誉则将其分为情报市场调查方

法和个别深入的用户研究方法两大类[66 ]。董

小英认为, 用户调查的主要方法是邮寄问卷,

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可采用面谈的方式; 同

时又指出, 引文分析是研究用户利用社科文

献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比其它用户调查方法

容易、客观, 调查结果也更深入精确[67 ]。
2. 4　社科情报用户的含义、地位与作用

赵惠丰等认为,“在科学研究、教学工作、

组织管理、生产活动、技术应用以及其他各种

活动中需要利用情报的个人和团体, 称为情

报用户”[68 ]。梁邻德指出,“凡社会上一切需

要利用社会科学情报的人, 都可以看作是社

科情报用户”[69 ]。陈誉认为, 社科情报用户广

义上指“在各种社会实际活动中需要和利用

社科情报的个人或团体”, 狭义上仅仅是指

“特定社科情报系统的特定服务对象”[70 ]。

论及社科情报用户的地位与作用, 易克

信等赞成把用户看成是情报系统的有机组成

部分, 认为这是情报用户的新界说[71 ]。梁邻

德认为,“任何情报机构都是为用户而存在

的, 满足用户的情报需求是情报工作的根本

宗旨; 用户是情报活动的真正中心, 用户的评

价是检验社科情报工作的公正标尺; 用户及

其情报需求是推动社科情报事业发展的动

力”[72 ]。陈誉指出,“用户是社科情报系统建

设的当然设计者; 用户是社科情报系统效率

的评价者和检验者; 用户是社科情报系统不

断发展和完善的决定因素”[73 ]。
2. 5　社科情报用户的分类

划分用户类型, 是研究用户需求的一个

重要方面, 也是研究用户需求的一种有效方

法[74 ]。其划分方法有:

2. 5. 1 根据用户的工作环境分类

董小英将用户划分为: (1)学术环境中的

社会科学家; (2) 非学术环境中的社科工作

者; (3)决策过程中利用社科情报的非社科工

作者[75 ]。

—95—

刘　磊: 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进展
L iu L ei: Recen t A dvances in the Research of Info rm ation U sers in Social⋯



2. 5. 2 按照用户的职业活动分类

陈誉将社科情报用户划分为: (1)社会科

学研究型用户; (2) 社会管理和决策型用户;

(3)社会实际工作型用户[76 ]。

赵惠丰将用户划分为: (1) 科学研究人

员; (2)教学人员; (3)管理人员; (4)学生[77 ]。

董小英认为用户可分为: (1) 研究人员;

(2)教学人员; (3) 政府决策人员; (4) 机构管

理者; (5) 工商企业负责人; (6) 社会工作者;

(7)律师; (8)医生; (9)一般公众⋯⋯[78 ]。

邓小昭把用户分为: (1) 社科研究人员;

(2)教学工作人员; (3) 决策工作者; (4) 企业

用户; (5)一般公众[79 ]。

梁邻德把用户划分为: (1)社会科学研究

人员; (2)高等文科教学人员; (3)文科大学生

和研究生; (4)各领域的实际工作者; (5)在地

方和中央机关、科教文等单位负责决策和管

理的领导干部[80 ]。

2. 5. 3 其他分类方法

从用户利用系统服务的时间角度出发将

用户分为当前用户 (现实用户) 和潜在用户;

按用户的知识水平将其分为高层 (高级) 用

户、中层 (中级)用户和一般 (初级)用户; 按用

户的不同思维类型将其分为非评判型用户、

表层评判型用户和深层评判型用户等[81～ 82 ]。
2. 6　影响社科情报用户的因素及用户需求心理

关于影响用户社科情报需求的因素, 一

般认为有内因 (个人因素)和外因 (社会因素)

两个方面。内因包括用户的职业、职务、工作

(活动领域)、年龄、阅历、专长、心理、爱好、立

场、世界观、知识 (教育)水平、语言能力、情报

素养等因素。外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科技、风俗习惯、民族特点、历史传统、人口状

况、国家情报能力、情报环境、小群体影响等

因素。陈誉还认为, 社会发展趋势、经济变化

趋势、商业贸易发展趋势会直接引起社科情

报需求的变化[83～ 85 ]。

论及用户社科情报需求心理, 梁邻德认

为用户情报需求的产生及表达与其动机、目

的和情感关系密切; 用户的气质、性格和情报

能力对其情报需求行为都有影响; 社科情报

人员应帮助用户克服获取和利用情报的“心

理障碍”[86 ]。易克信等认为, 社科情报用户需

求具有价值心理、求近、求便心理、求实心理、

求新心理等心理规律[87 ]。
2. 7　社科情报用户需求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策

对用户需求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策的

研究是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成果最多的领

域, 这方面的论文占社科情报用户研究论文

总数的 2ö3 以上, 根据其研究视角, 可以分为

3 个层次。

2. 7. 1 对社科情报用户需求的总体研究

吴育群认为, 当前我国社科信息领域总

的状况是“需求旺盛, 供应不足”[88 ]。刘磊认

为我国社科信息需求的总特征是,“社科信息

需求日益高涨; 社科信息消费逐步市场化; 社

科信息需求强调新颖高效; 社科信息需求结

构呈现多样化; 社会科学研究对社科信息需

求出现新趋势; 管理决策人员对社科信息提

出新要求; 企业对社科信息需求有了新发展;

农民的社科信息需求正在崛起; 居民的社科

信息需求市场广阔”[89 ]。王酉梅认为, 社科信

息需求是随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发展而

发展的[90 ]。张天俊认为, 我国社科情报用户

需求总体上具有 5 个特点: (1)对学术专著和

期刊需求量大, 使用效率高, 超过其他情报

源。 (2)灰色文献需求大。 (3)情报需求具有

较大模糊性。(4)情报需求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和分散性。(5)用户阅读文献的目的以写作和

引证为主。他认为今后社科用户的情报需求

变化是: 总需求趋于更加丰富和多样; 对专指

度强的目录、索引、文摘以及资料汇编需求大

大上升; 对分析研究型情报需求量增大; 要求

更多地提供委托翻译服务和数据型情报; 要

求情报提供具有可近性和易用性。

为满足我国社会对社科情报的总体需

求, 研究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综合如下: (1)

以需求为导向, 树立“用户第一”思想, 确立社

—06—

第 23 卷第 112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7 年 11 月
V o l. 23. N o. 112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N ov, 1997



科信息业今后的奋斗目标; (2) 开拓创新, 加

强协作, 突出情报功能, 形成广泛联合的社科

信息开发提供保障体系; (3) 以效益为中心,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社科信息工作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 (4) 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加强

社科情报队伍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 加强用

户培训[91～ 92 ]。

2. 7. 2 对某类社科情报用户需求总的研究

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社科研究型用户

信息需求上。对研究型用户社科情报需求的

总特点和发展趋势, 不少学者提出了相近的

看法, 也有相互补充。如易克信认为, 就研究

型用户而言, 图书、期刊论文是其需求主体;

群体用户情报需求呈趋同性, 个体用户需求

呈阶段性; 社科理论信息、学科发展信息是其

需求的重点; 用户对文献需求以汉文献为主,

对外文文献需求往往集中于英、日、俄三种文

种; 对图书、报刊的需求年限一般以 10 年内

为主, 并随时间推移锐减, 30 年以上的文献

需求人数又逐渐回升。对于研究型用户需求

发展趋势, 易克信指出,“用户情报需求同国

家的社会现实日益紧密, 情报需求内容具有

强烈的时代性, 社科情报需求与社会科学发

展特点具有趋同性。”赵涛认为, 社科研究型

用户的情报需求特点可以从对情报的需求特

点、对情报检索工具的需求特点和对情报服

务的需求特点 3 方面进行分析; 并指出社会

科学研究的情报需求是: 对综合性、跨学科

情报需求将会增加; 对数据资料、灰色文献的

需求将会增加, 对国外情报的需求将会增加;

现代信息技术将对情报需求产生深刻影响”。

易克信、任月娟等还对如何满足研究型用户

社科情报需求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措

施[93～ 98 ]。

2. 7. 3 对某类社科情报用户需求细分研究

这部分论文数量日益增多, 情况比较复

杂。如对研究型用户细分为文学、历史、经济、

法学、心理学等不同类别的用户, 分别对其社

科情报需求特点进行分析[99～ 103 ]。又如对企

业用户细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乡镇企业及

“三资”企业, 分别对其社科信息需求特点进

行研究[104～ 106 ]。

3　问题与建议

80 年代以来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取

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 我国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水平无论与国

外还是与科技情报用户研究相比, 尚存在明

显差距。如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缺乏计划组织,

研究视野狭窄, 方法单调, 深入研究的成果少

等等。建议今后作以下几方面的改进:

第一, 进一步加强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

计划管理。如社科信息学会应经常组织这一

领域的调查和研讨活动, 会刊《情报资料工

作》也应设立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常规栏目,

有意识地推动用户研究的发展, 把个体分散

研究逐步引向有计划、有组织的研究。

第二, 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 改进研究方

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高, 要加强对企业、农民、居民等用户的社

科信息需求研究, 广泛深入地开展社科信息

市场调研。要克服研究方法简单的普遍现象,

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各种方法进行研究, 以

便相互验证, 提高成果质量。

第三, 重视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理论建

设。在用户研究中, 单纯的实用主义观点必然

限制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深入进行, 只有加

强对用户社科情报需求机制和规律、用户获

取利用社科情报行为规律等方面的深层研

究, 才能使用户研究在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中

确立科学的地位[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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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资料 中国图书馆学报 (双月刊) 1997 年第 6 期

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庆祝《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 40 周年座谈会召开

　　为庆祝《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 40 周年,

北京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

学报》编辑部于 9 月 24 日在北京图书馆红厅

举办了专家、学者座谈会。文化部图书馆司副

司长周小璞、中科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徐引

篪、北大信息管理系教授周文骏、首都图书馆

馆长金沛霖、北图业务处处长李致忠等 30 余

位图书情报界的专家及专业刊物的同行参加

了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

长北图副馆长孙蓓欣主持。中国图书馆学会

常务副理事长、北图主持工作的副馆长周和

平首先致欢迎词。他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

热烈的欢迎, 恳请大家把对“学报”的意见、建

议留下来, 进一步关心、支持、爱护学报。文化

部副部长徐文伯发来了书面讲话。对“学报”

创刊 4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肯定了“学

报”40 年的成绩, 勉励“学报”在新形势下更

加努力, 不断提高刊物的水平, 为图书情报事

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学报”编辑部向与会

领导和专家汇报了 40 年来学报的成长情况,

以及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40 年来“学报”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

部门的关怀下, 在图书情报界专家学者的大

力支持下, 经过几代编辑的不懈努力, 办成了

图书情报界首屈一指的核心期刊, 在国内外

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与会的专家盛赞“学

报”是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的良师益友, 培养了

专业人才, 提高了专业队伍素质, 指导了图书

馆工作, 为推进图书情报专业理论研究、发展

图书馆事业做出了贡献。刊物在学术性、先进

性、严肃性、规范性等方面堪称一流, 是图书

馆学专业“第一刊”。同时也指出“学报”应进

一步提高学术质量, 加强针对性, 加大信息

量, 加强与作者的广泛联系, 在形式上既要严

肃也要活泼, 在装帧上要更加讲究, 使“学报”

真正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跻身世界一流专业刊物的行列。

(赵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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