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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学科的发展, 是以该学科是否出现新

理论、新观点为条件的, 并且这些观点出现的

多少与快慢, 直接反映了该学科的发展速度。

文献著者的科研方向影响着学科的发展动态,

其科研成果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 从某一学科

的著者分布及其构成情况可以反映该学科的

发展潜力。可见, 著者是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

且标志鲜明, 容易计数。从文献计量学的观点

来说, 把同一学科某一时间段不同期刊的著者

作为计量源, 通过对其职称差别、年龄结构、合

著情况以及著者系统分布的统计分析, 一方面

可以反映该学科的发展现状、发展前景, 另一

方面可以找出不同期刊所统计的数据差异的

原因, 并探讨其规律。本文选取《中国图书馆学

报》(以下简称《学报》)、《图书馆》、《图书馆杂

志》(以下简称《杂志》)等 3 种图书馆学的核心

期刊为计量源, 统计它们 1996 年的著者情况,

以探讨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发展态势。

1　著者的地区分布

从地域角度出发, 可把这 3 种期刊的著

者按两种方法来划分: 其一是把著者分为 7

大区域, 即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

以及国外; 其二是按城市划分, 重点选取经

济、文化、政治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长沙、

武汉、天津、南京以及广州。以此统计制成表

1 和表 2。
表 1　著者地区分布

期　　刊

东北 华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国外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中国图书馆学报

C= 178
10 5. 62 57 32. 02 63 35. 39 38 21. 35 2 1. 12 6 3. 37 2 1. 12

图书馆

C= 175
2 1. 14 28 16. 00 26 14. 86 110 62. 86 4 2. 29 5 2. 86 0 0

图书馆杂志

C= 164
5 3. 05 25 15. 24 92 56. 10 25 15. 24 2 1. 22 9 5. 49 6 3. 66

合计

C= 178+ 175+ 164
17 3. 29 110 21. 28 181 35. 01 173 33. 46 8 1. 55 20 3. 87 8 1. 55

注: C 为期刊的著者总人次,N 为属于某地区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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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著者城市分布

期　　刊

北京 上海 长沙 武汉 天津 南京 广州 合计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人次

(N )

比例

N öC%

中国图书馆学报

C= 178
31 17. 42 22 12. 36 0 0 13 7. 30 9 5. 06 15 8. 43 10 5. 62 100 56. 18

图书馆

C= 175
14 8. 00 9 5. 14 50 28. 57 16 9. 14 0 0 5 2. 86 5 2. 86 99 56. 57

图书馆杂志

C= 164
7 4. 27 52 31. 71 1 0. 61 5 3. 05 2 1. 22 8 4. 89 7 4. 27 82 50. 00

合计

C= 178+ 175+ 164
52 10. 06 83 16. 05 51 9. 86 34 6. 58 11 2. 13 28 5. 42 22 4. 26 281 54. 35

注: C 为期刊的著者总人次,N 为属于某城市的人次。

　　从表 1、表 2 分析可见, 虽然两者划分的

标准不同, 但反映出了共同的规律, 概括起来

有以下 3 个方面:

1. 1　著者分布与期刊所在地区有关

《学报》、《图书馆》、《杂志》的编辑部地址

分别设在北京、长沙、上海。在 3 种期刊的著

者中,“本地人”所占比例分别为 17. 42%、

28. 57%、31. 71% , 比东北、西南、西北三地区

之和还高。这种明显的“地方性现象”, 其原

因, 一是由于这些期刊在当地影响较大, 读者

较多, 因此, 专家、学者向其投稿也较多; 二

是, 可能期刊为了维护本地的影响, 寻求本地

著者的支持, 在选稿方面带有一些倾向。由于

核心期刊是面向全国征稿和服务的, 因此, 一

种期刊所在地著者所占比例的大小, 反映了

该期刊的局限程度。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杂志》本地著者占的比例高达 31. 71% , 作

为一个全国性的核心期刊, 应该考虑采取适

当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1. 2　著者分布比重与地区经济有关

除去上述杂志所在地的原因, 经济发展

程度也是影响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原因。统

计表明: 武汉、天津、南京、广州 4 个城市的著

者人次较多, 分别占 3 种期刊总人次的 6.

58%、2. 13%、5. 42%、4. 26% , 而东北、西南、

西北 3 地区所占的比例都不超过 4% (见表

1)。由此可见, 一个地区的学术水平、科研力

量与该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分不开的, 学

科的发展, 需要学者、科研人员深入的、创造

性的研究来推动。在经济发达地区, 由于其待

遇高, 科研条件好, 资金容易获得, 不仅可以

激发本地区著者的潜力, 而且还能够起到“招

凤入巢”的作用; 同时, 这也是造成了著者分

布地区不均衡性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地区

经济之间的差距在近期内还将拉大, 这种趋

势在未来几年内可能还会加强。

1. 3　著者分布与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的数量

有关

前面谈到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与该地区

学科发展水平、科研人员的多少有密切的联

系, 这是一般性的规律, 并非绝对的, 如表 1

中的中南地区与华东地区以及表 2 中的武汉

与广州, 虽然后者经济发达一些, 但从事图书

馆学研究的著者人数却比中南、武汉要少。这

是因为中南地区, 尤其是武汉的科研机构、高

等学校较多, 文化基础较好, 科研氛围也很浓

厚, 这些情况弥补了其经济的差距, 从而促使

该地区图书馆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2　著者的合著情况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 一方

面各种知识的分类越来越专, 另一方面各类

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在加强, 这样合作研究

就成为了当代科研的一大特征。

在合著研究中, 有许多的文献计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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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合著度与合著率最为重要, 它们作为

两个主要参数, 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 合

著度是指在确定时域内, 某种或某类期刊每

篇论文的平均著者数, 是衡量期刊论文著者

合作研究程度的重要指标。合著率则指在确

定的时域内某种或某类期刊发表的合著者论

文数与论文总数之比。对合著度与合著率的

研究, 不仅可以探知某一学科 (或某一期刊)

著者合作程度, 而且还可以与其它学科 (或期

刊) 相比较, 来寻找差别的原因, 以及借鉴可

利用的规律。具体体现在以下 3 方面:

(1) 3 种期刊合著度与合著率的比较。
表 3　合著情况统计

项　　目
个 人 著 者

2 人合著 3 人合著
合　　计 合 著 度

合 著 率

(% )

中国图书馆学报

C= 178

人次 26 9 35

% 14. 61 5. 06 19. 67
1. 12 10. 1

图书馆

C= 175

人次 44 6 50

% 25. 14 3. 43 28. 57
1. 17 16. 1

图书馆杂志

C= 178

人次 42 9 51

% 25. 61 5. 49 31. 10
1. 20 17. 5

从表 3 中可以了解到, 尽管合著度与合著率的

随机性很强, 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

系, 即合著度高, 合著率也高; 合著度低, 合著

率也低, 因此本文只对后者进行讨论。据统计,

无论国内外, 随着学科的发展, 合著率的比值

也不断地增加, 而且学科发展程度高, 合著率

也高, 合著率高, 学科发展程度也高。合著率的

这一规律就成为了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

重要标志。观察表 3 可知,《学报》、《图书馆》、

《杂志》三者的合著率是比较高的, 其中《杂志》

达到了 17. 5%。这反映出它们在紧跟着学科

的发展潮流, 并且《杂志》走在了前面。

(2) 与国外图书馆学期刊比较。据调查, 美

国的《大学与研究图书馆》1991～ 1993 年间的

合著率为 29. 2% , 比《杂志》还要高 12 个百分

点, 这表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还需要加强合作。

(3) 与自然科学相比较。《学报》的合著

率为 10. 1% ,《图书馆》和《杂志》的合著率分

别为 16. 1%、17. 5% (见表 3)。据文献统计,

我国自然学科期刊的平均合著率为 70% , 远

远高于这 3 种期刊。这种差别一方面与图书

馆学是社会学科的性质有关, 另一方面也说

明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 著者喜欢追求短、

平、快, 缺乏足够的协作意识和团结精神。

3　著者的职称情况

职称是一个人工作能力与学术水平的综

合反映, 是著者理论水平的一个标志, 本文按

图书资料系统的职称来分析, 对于一些非图

书资料系统的职称, 以职称级别相等的原则

进行处理, 即把助教归入助理馆员, 讲师归入

馆员, 副教授和教授就相应归入副研究员和

研究员, 还有一些无职称的或只有职务而职

称不详的则归入其它职称类。经过统计分析,

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著者职称情况

项　　目 研 究 员 副研究员 馆　　员 助理馆员 其它职称 总计

人次 比例 (% ) 人次 比例 (% ) 人次 比例 (% ) 人次 比例 (% ) 人次 比例 (% ) 人数
学　报 44 24. 7 38 21. 3 27 15. 2 11 6. 2 58 32. 6 178

图书馆 25 14. 3 43 24. 6 50 28. 6 6 3. 4 51 29. 1 175

杂　志 12 7. 3 26 15. 9 56 34. 1 16 9. 8 54 32. 9 164

总　计 81 107 133 33 163 517

比例 (% ) 15. 7 20. 7 25. 7 6. 4 31.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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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4 可知: (1) 在 3 种期刊著者中, 馆

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的比例是依次递减的,

这说明, 虽然高级职称的著者继续保持自己

的活力, 但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中级职称的著

者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仅从数量上

看。在图书馆事业中, 存在着大批潜在的人

才, 并且人才接替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2)通过比较 3 种期刊职称的比例分布得

知:《学报》偏重于中高级职称, 其中研究员高

达 24. 7% ,《图书馆》与《杂志》则偏重于馆员

这一层次, 所占比例分别是 28. 6% 和 34.

1%。高级职称占有的比例多少可以反映该期

刊论文质量的高低。《学报》著者中的研究员

占有 24. 7% , 证明了其追求高层次著者群的

宗旨。

4　三大图书馆系统分布情况

统计三大系统著者的分布情况, 一方面,

可以了解 3 种期刊稿件的主要来源, 揭示三

大系统中学者、工作人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

能力, 并根据其反映的情况进行追根溯源; 另

一方面, 根据统计所反映出的 3 种期刊关于

系统分布的差异, 查找原因, 寻求其规律。现

把 3 种期刊的著者分为 4 个部分, 制成表 5。

表 5　三大图书馆系统的著者构成

中科院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人次 比例 (% ) 人次 比例 (% ) 人次 比例 (% )

其　　他

教师 非教师

人次 比例 (% ) 人次 比例 (% )

学　报

C= 178
8 4. 5 71 40 36 20. 2 39 21. 9 24 13. 5

图书馆

C= 175
14 8. 0 45 25. 7 50 28. 6 41 23. 4 25 14. 3

杂　志

C= 164
10 6. 1 75 45. 7 39 23. 8 13 7. 9 27 16. 5

总计 (N ) 32 191 125 93 75

比例 (N öC% )

C= C1+ C2+ C3

6. 2 37. 0 24. 2 18. 1 14. 5

注: C1、C2、C3 分别为三种期刊的著者总人次。

　　 (1) 中科院系统占的平均比例最低, 为

6. 2% , 高校系统所占的比例最高, 为 37.

0%。说明高校系统是图书馆学期刊的重要撰

稿来源, 是图书馆学科研的主力军。高校系统

与中科院系统之所以形成如此反差是由于全

国高校图书馆有上千所, 而中科院图书馆不

到百所, 形成了高校图书馆从事该学科研究

事业人员的绝对优势。另外, 中科院人员从事

情报专业的人较多, 他们的一部分稿件投向

情报学期刊是造成其在图书馆学期刊发文比

例偏低的另一原因。

(2) 非图书馆系统的著者也占有较大的

比例, 在 3 种期刊中平均比例为 32. 6%。他们

虽然不在图书馆工作, 但是关心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 在理论研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

教师, 占有比例为 18. 1% , 比中科院系统还

多, 究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在全国高校

中, 许多高校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业, 这些专业

的教师是该学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是老

师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 而且他们的水平

比较高, 平均每人发表的论文数较多, 是促进

图书馆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5　年龄构成

科研活动是一种复杂的智力劳动, 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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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更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而

人的创造力往往取决于记忆力的强弱、实践

经验的多少、知识面的宽窄和精力的充沛程

度等。人的记忆力、实践经验和知识面又与人

的年龄直接相关。科学上, 将记忆力强、精力

充沛、实践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富于想象、勇

于创新、易出成果的年龄作为科学发现的最

佳年龄区, 而将其中最易出成果、最能作贡献

的年龄作为最佳年龄峰值。虽然最佳年龄区

和最佳年龄峰值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

民族、不同学科的不同人员有所差异, 但一般

可以认为最佳年龄区为 30～ 50 岁, 最佳年龄

峰值为 35～ 45 岁。处于最佳年龄区以下的文

献著者, 虽然知识面较窄、理论水平不高, 但

其精力充沛、勤奋好学、接受事物较快, 是学

科发展的后继人才; 处于最佳年龄区的文献

著者, 其发表论文较多, 且质量也较高, 是带

动学科发展的主要群体; 而处于最佳年龄区

以上的著者, 虽然经验丰富、知识面广、理论

水平也较高, 但精力有限。现以上述的几个年

龄段划分为依据, 制成表 6。

表 6　著者年龄构成

项　　目 30 岁以下 (b1) 30～ 50 岁 (b2) 50 岁以上 (b3) 合计 (c) 35～ 45 岁 (b)

图书馆

C= 94

人次 12 59 23 94 33

比例 (% ) 12. 8 62. 8 24. 5 100 35. 1

图书馆杂志

C= 127

人次 19 79 29 127 46

比例 (% ) 14. 9 62. 2 22. 8 100 36. 2

注: b、b1、b2、b3 分别为四个时间段内的著者人次。

　　由表 6 可知, b2> b3> b1, 而且最佳年龄

峰值人次占 36. 2% , 这些表明本学科当前研

究实力强, 研究成果丰富, 图书馆事业发展较

快, 但学科发展潜力不十分看好, 发展前景不

容乐观。图书馆学的核心期刊在培养青年学

者方面应该继续努力, 应该给新人以及年龄

较小的文献著者提供更宽松、更方便、更公正

的条件; 在选稿时, 不能钻进名人效应的怪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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