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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情报学园地中的又一朵奇葩
———写在《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诞生之时

摘　要　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 ,目前已培养博士近百名。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从这些博士的毕业论文中选取优秀者 ,编成《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文库”对

于传播、交流专业前沿研究成果、检阅学术研究水平、促进博士生教育、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提供

研究资料和活跃科学研究 ,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图书馆学情报学　博士论文　文库　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　书评

分类号　G236

ABSTRACT　The doctor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 and about one hundred candidates have got their degrees. Recently , the Beijing

Library Press selects some good dissertations to form L 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ations in Inf ormation

M anagement , which has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exchange of new research results , the review of

academic research levels , the promotion of doctor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 the dissemination of re2
search materials and the ac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

KEY 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s. 　Library of doctoral dis2
sertations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Review.

CLASS NUMBER　G236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系列中最高层次的学历

教育。一个国家有没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 ,是衡

量这个国家教育水平的一个标志 ;而一个学科有没

有博士学位的授予权 ,则是衡量该学科是否成熟的

一个标志。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自 1991 年在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设立博士学位授权点以来 ,博士

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目前已拥有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3 个 ,情报学

博士学位授权点 4 个 ,培养的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多 ,

而已经毕业的近百名博士大多已成为我国图书馆学

情报学和信息管理领域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领

导者或业务骨干。高层次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为我国

的图书馆事业和信息管理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博士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博士学

位论文的写作。通常 ,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是

博士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 ,就某一学科领域中的

某一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进行选题 ,然后围绕该课

题进行广泛调查研究 ,系统地搜集相关的资料 ,在综

合分析或实验操作的基础上对该课题做出全面系统

的评价和论述 ,提出新的见解 ,形成系统的研究结

论 ,再经过答辩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和答辩 ,最终使论

文获得通过。由此可见 ,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一

个有组织的规范化的科学研究过程 ,它的选题往往

与本领域当前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密切相关 ,有的甚

至本身就是某一科研项目的组成部分 ;它的研究方

法也往往具有时代的特征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因

此 ,博士学位论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学科领

域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及其未来的趋

势 ,代表了该学科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对整个

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从目前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情

况看 ,大多数论文的选题都在学科研究的前沿 ,具有

理论或方法上的开创性 ;大多数论文的理论意义或

现实意义明显 ,在解决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或实践

问题方面有重大的突破 ;大多数论文观点明确、论证

充分、资料翔实、逻辑严密 ,写作规范 ,体现了博士研

究生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学风、文风。这些论文

不仅是博士研究生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多年学习和研

究所取得的成果 ,也是博士生导师精心指导所付出

心血的结晶 ,理应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宝库中

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学术财富 ,应该得到广泛的传

播和充分的利用。

然而遗憾的是 ,10 余年来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

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多没有得到广泛的交流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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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少量的论文由出版社出版 ,但也只是零星的、

分散的 ,没有形成规模和体系 ,未能引起人们的注

意 ,社会影响不大 ,博士学位论文的使用价值和社会

作用未能很好地实现。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教

学、科研人员 ,我们一直盼望有一家出版社能独具慧

眼 ,致力于开发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领域中的这些

宝藏 ,让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论文能够成

规模、集中性地得到出版 ,不仅扩大我们这个学科在

社会上的影响 ,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利用这些信

息资源的条件。

感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个愿

望。2003 年新年伊始 ,装帧精美、印刷优良的《信息

管理科学博士文库》诞生了。我有幸较早地读到了

首批入选的两部博士学位论文 ,即董焱博士的《信息

文化论 ———数字化生存状态冷思考》和高波博士的

《网络时代的知识共享 ———中日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比较研究》,不禁感慨万分 :我们图书馆学情报学终

于有了自己的博士文库 ! 读了这些博士论文 ,使人

深切感到图书馆学情报学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

太多 ,学科发展前途远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举

措 ,对于传播、利用研究成果 ,对于向社会宣传图书

馆学情报学 ,提高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 ,

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收入《信息管理科学文库》的博士学位论文 ,是

经过“文库”编辑委员会推荐并严格审查 ,从已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者的论文中选出的 ,

在出版时作者又进行了修订增补 ,使之更臻完善。

读着论文 ,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博士们敏锐

的观察能力、睿智的分析能力、严谨的思辨能力、活

跃的创新能力和熟练的文字能力。这些论文涉及的

内容 ,要么是前人未曾涉及过的 ,为图书馆学情报学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要么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

虽然对这些热点问题研究的人员众多 ,但博士论文

却能独辟蹊径 ,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 ,

得出前人没有得出的结论。我们之所以说博士学位

论文学术价值较高 ,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有了《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图书馆学情报

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集中出版的机会 ,陆续将

有更多的论文被收入文库与读者见面。对于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所做的这件大好事 ,其意义与作用也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目前 ,我们至少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该文库的作用 :

(1) 检阅图书馆学情报学当前达到的研究水平。

博士学位是最高层次的学衔 ,反映博士生水平的学

位论文必须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为了达到这个要

求 ,博士学位论文无论在选题还是在资料搜集方面 ,

都非常注意新颖性 ,在研究过程中更是特别注重理

论或方法上的创新 ,研究结论也一定是前人未曾有

过的。这样 ,博士学位论文总是站在学科的前沿 ,其

研究成果自然代表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当前的研究水

平。“文库”可为集中检阅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当前

的研究水平提供方便。

(2) 开发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情报学课程内容。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必须随着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

进步不断更新内容 ,而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论

文对某一领域的资料收集详尽全面、研究问题系统

深入、分析论证符合逻辑 ,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往

往可以直接转化为高等学校的课程。“文库”能够为

各高等学校图书情报专业的课程更新提供较大范围

的可选择的内容。

(3) 帮助研究人员确定科研选题。图书馆学情

报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课题通常是与本学科发展

密切相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研

究具有导向的作用。参考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在

某一方面进行补充或继续深入研究 ,都能够形成很

好的新的研究选题 ,而这样的选题不仅具有现实性 ,

而且具有前沿性。显然 ,“文库”对于处于无组织状

态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队伍选择研究方向 ,集中研

究力量肯定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4) 为在读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提供范本。博

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 ,无论是谋篇布局 ,还是遣词造

句 ,都有一定的规矩 ,但又绝不是按“八股”行文。在

博士学位论文中 ,哪些内容该详、哪些内容该略、章

节标题怎样安排、参考引用文献怎样著录等 ,一般都

作得得当、规范 ,这对于较少受到写作规范训练的研

究生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文库”可

以成为在读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范本。

(5) 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提供重要的背景资

料。博士学位论文能够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提供

背景资料有两层含义 :一是博士学位论文在对某一

课题进行研究时 ,曾经参考过大量的文献 ,对这些文

献的分析研究通常会形成一个综述 ,成为学位论文

的一部分 ,而这部分内容对于我们迅速全面地掌握

该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一条捷径 ;二是博士学

位论文本身由于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又可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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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湖北、上海社会科学生产力评析
3

摘　要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评价社会科学生产力的重要工具。基于 CSSCI 的

数据分析 ,江苏、湖北、上海三省市 1998～2000 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水平位列全国 2、3、4 名 (北

京为第 1 名) 。三省市社会科学研究分别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具有发展优势 ,但也存在某些不足。

表 2。参考文献 5。

关键词　社会科学　科学生产力　CSSCI 　引文分析

分类号　G35312

ABSTRACT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SSCI)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evalu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 of social scienc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CSSCI data , we can rank the productive

force of social sciences in Jiangsu , Hubei and Shanghai respectively in the second , third and fourth

places , while Beijing is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 the author analyzes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2 tab. 5 refs.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s. 　Productive force of sciences. 　CSSCI. 　Citation 　analysis.

CLASS NUMBER　G35312

1 　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

畴 ,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

果是物质的、有形的 ,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 ,

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

为他人新的研究的起点 ,不仅可供研究参考 ,也可避

免研究中的重复和浪费。

(6) 有利于促进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过去 ,

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大多不能公开

出版 ,使不同博士学位授权点产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难

以得到社会的评价和检验 ,不利于博士点之间的竞

争。“文库”使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有组织的评价 ,真

正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文库编委会的严格评审中

能够脱颖而出 ,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各博士点将形成一

种压力 ,必将促使各博士点努力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

质量 ,争取其博士学位论文能够有较多的入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曾经是一些在读博士研究生

的导师组成员 ,经历了他们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论证、

预答辩和正式答辩等全过程。我深深体会到 ,要保证博

士学位论文的质量 ,除了博士研究生自己的辛勤努力之

外 ,导师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我经常看见博士导师吴慰

慈教授与他们在一起交流 ,共同研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

前沿问题 ,也经常看见吴慰慈教授逐句为他们修改论

文。可以断言 ,透过每一部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我们

都能够看到导师学术思想的影响 ,导师的学术风格、治

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对博士研究生的影响贯穿于整个博

士学位论文的始终。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 ,博士学位论

文的质量是衡量导师的指导水平 ,甚至是学术水平的重

要指标之一。可喜的是 ,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

实践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较高学

术水平并熟悉博士研究生培养规律的博士生导师 ,这是

保持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的根

本保证。可以预言 ,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研究生

培养质量将会越来越好 ,博士论文质量会越来越高。因

此 ,《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这一奇葩也一定会枝繁叶

茂花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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