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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8 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证分析(上)
邱均平摇 丁敬达摇 周春雷

摘摇 要摇 为深入揭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变化,为我国图书馆学领域论文选题、科研立项和学科规划提供决

策和参考信息,本研究采用关键词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方法,以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为数据源,选取《中国图书馆学报》
等七种代表性学术期刊,对1999 -2008 年刊载文献进行分析,统计出反映最近十年内图书馆学研究热点的高频关键词68
个,概括出当前我国图书馆学领域存在九大研究结构。 这些研究结构与社会大背景密切结合,呈现出管理、技术、人文和

相互融合等四个研究维度以及面向应用、立足服务、深化发展的特征。 图2。 表5。 参考文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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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eal the periodic changes in th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熏 and
provide decision鄄making and reference information for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thesis熏 project establishment and
educational program planning in this field. By using keywords frequency analysis and co鄄words analysis熏 this study takes
the CNKI database as its data sources to conduct an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7 representative library science
journals in 1999 - 2008熏 including the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t collects 68 high鄄frequency keywords that
reflect the focal point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last ten years and summarizes nine research structures in this field.
These structur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ner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have four research dimensions熏 including
management熏 technology熏 humanities and mutual integration熏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s of facing application熏 relying on
services and in鄄depth development. 2 figs. 5 tabs. 19 refs.
KEY WORDS摇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摇 Co鄄words analysis. 摇 Multi鄄analysis. 摇 Research focal points. 摇 Research
structures. 摇 Research characters.
CLASS NUMBER摇 G250

摇 摇 我国图书馆学界历来重视对研究历程的回

顾和思考, 综述总结性的学术成果不断涌

现[1 - 5] 。 但大部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较偏重定

性的总结描述,定量分析刻化手段略显单薄,无
法深入探讨文献内容所隐含的内在信息。 为深

入揭示 1999 - 2008 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

变化,本文拟采用关键词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

方法,通过对最近十年我国图书馆学文献中关

键词词频和共现频次的统计分析,科学客观地

反映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和研究结

构、发展动态和发展趋势,为我国图书馆学领域

论文选题、科研立项和学科规划提供决策和参

考信息。

1摇 词频分析与共词分析

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

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

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

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6]163。 由于一篇文献的

关键词或主题词是文章核心内容以及作者学术

思想、学术观点的高度概括,因此,如果某一关

键词或主题词在其所在领域的文献中反复出

现,则可反映出该关键词或主题词所表征的研

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该方法在国内外

已经得到运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 Robert
D 博士等人曾于 1997 年采用词频分析法完成了

一份关于世界纳米科技研究状况的计量分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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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交给了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 The Na鄄
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NRC) [7] ;国内

的邱均平[8] 、梁立明[9] 、马费成[6]164等人也运用

词频分析法研究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

动向。
共词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一种,是文献计

量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其思想来源于文献计量

学的引文耦合与共被引概念,即当两个能够表

达某一学科领域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专业术

语(一般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

现时,表明这两个词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并且出现的次数越多,表明它们的关系越密切、
距离越近[10]94。 因此,可以利用现代多元统计分

析技术(如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按这种“距
离冶将一个学科内的重要主题词或关键词加以

分类,从而展现该学科的研究结构,判断出学科

领域内主题之间的关系。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

期,法国文献计量学家最早提出共词分析这个

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该方法得到了逐步的

完善和广泛的应用,学者们利用共词分析法做

了很多领域的分析研究,如知识管理、信息检

索等[11] 。

2摇 数据采集

2. 1摇 采集样本

由布拉德福定律[12] 可知,学科核心期刊刊

载文献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该学科的研究热点和

水平。 因此,本研究结合 2004、2008 年版北大中

文核心期刊目录和 2000 - 2009 年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CSSCI)每年来源期刊以及武汉大学中国

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

报告———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排行榜》,按照权

威性、代表性和可靠性的原则,选择图书情报学

科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建设》四种图书馆学专

业核心期刊和《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图书情报

技术》、《图书情报知识》三种图书情报综合核心

期刊所载文献为样本,参考图情档学期刊的半

衰期[13] ,以 5 年作为一个考察区间。 为方便对

不同区间的研究主题进行比较,按“最近冶原则

将样本的采集区间选定为 1999 - 2008 年,数据

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其中 2008
年的数据更新至当年 10 月份)。
2. 2摇 采集方法

在文献检索时,选择图书馆学专辑,检索项

中选择“刊名冶,期限为 1999 年 1 月至 2008 年

10 月。 获取数据是选中每页显示的 50 条检索

结果中除会议通知、会议报道、刊物征稿等消息

类文献(702 篇) 之外的全部学术研究性文献

(11673 篇),将其题录(包括作者、题名、期刊名、
年份、期号、关键词、摘要等)导出并保存为文本

文件,然后再将文本文件分别导入自编软件

CnkiRef[14]中进行处理和统计。 同时,为保证研

究结果的可信度,在处理时删除没有关键词的

学术论文(1718 篇),只保留有关键词的学术论

文(9955 篇),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学术论文统计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合计

保留论文数目 605 872 1118 1091 1165 1076 1104 1210 981 733 9955

删除论文数目 461 274 263 171 101 68 118 99 100 63 1718

3摇 基于词频统计的最近十年国内图书

馆学研究热点分析

利用自编软件 CnkiRef 的词频统计输出功

能,将上述 7 种图书情报学学术刊物 1999 -
2008 年间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出现的关键词

按词频的高低排序输出,并将 10 年中总共出现

的关键词也按总词频的高低排序输出,研究发

现 10 年中总词频频次超 40(含 40)的前 77 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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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的累计词频已达 9004,是 10 年总词频之和

(35698)的 25. 2% ,并且在每年关键词总频次与

每年关键词总数之比呈下降态势的情况下(表
明文献主题越来越分散),这些关键词每年的累

积频次都达到或超过当年关键词总频次的

20% ,符合集中分散的“二八定律冶,说明了这些

关键词无论是在绝对频次上还是相对比率上都

是高频关键词,代表了我国图书馆学最近十年

的研究热点(见表 2)。

表 2摇 关键词及其词频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总计

高频词频次 527 892 1189 1055 1149 973 944 989 710 576 9004
关键词总频次 1956 2921 3853 3845 4160 3887 4075 4512 3623 2866 35698
高频词频次与关键
词总频次之比(% ) 27 31 31 27 28 25 23 22 20 20 25

关键词总数 1093 1579 1936 2077 2330 2258 2345 2652 2340 1849 20459
关键词总频次与关
键词总数之比(% ) 1. 79 1. 85 1. 99 1. 85 1. 79 1. 72 1. 738 1. 70 1. 548 1. 55 1. 745

摇 摇 对这些高频关键词中的以下 6 组同义词进

行合并:数字图书馆、数字化图书馆合并为数字

图书馆;网络、因特网、计算机网络、internet 合并

为网络;机读目录、marc、cnmarc 合并为机读目

录;网络信息资源、网络资源合并为网络信息资

源;中图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合并为中图法;
开发利用、利用合并为开发利用。 高频关键词

由原来的 77 个缩减为现在的 68 个,重新排序

后,它们的位次和总频次如表 3 所示。

表 3摇 前 68 位高频关键词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位次 关键词 频次

1 图书馆 1548 24 图书馆自动化 89 47 信息组织 48
2 数字图书馆 950 25 数字化 84 48 电子出版物 47
3 高校图书馆 778 26 参考咨询 80 49 图书馆建设 47
4 信息服务 318 27 图书馆事业 80 50 虚拟图书馆 47
5 网络 278 28 文献资源建设 72 51 情报学 46
6 公共图书馆 256 29 知识经济 70 52 数字参考咨询 46
7 图书馆学 244 30 开发利用 68 53 图书馆建筑 46
8 图书馆管理 198 31 数字资源 66 54 著录 46
9 资源共享 197 32 信息检索 66 55 评价 45
10 网络环境 194 33 信息资源建设 62 56 文献资源 45
11 数据库 175 34 编目 61 57 版权 43
12 信息资源 154 35 学科馆员 61 58 管理模式 43
13 读者服务 153 36 创新 58 59 搜索引擎 43
14 发展 138 37 电子阅览室 57 60 文献传递 43
15 知识管理 132 38 个性化服务 56 61 资源整合 43
16 机读目录 125 39 calis 55 62 改革 42
17 元数据 121 40 知识服务 53 63 虚拟参考咨询 42
18 图书馆员 118 41 馆际互借 52 64 藏书建设 41
19 图书馆服务 106 42 图书馆学教育 52 65 图书馆联盟 41
20 网络信息资源 106 43 知识组织 52 66 信息素质 41
21 期刊 106 44 服务模式 51 67 复合图书馆 40
22 中图法 104 45 知识产权 49 68 共建共享 40
23 电子资源 98 46 文献检索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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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基于共词分析法和多元统计技术的

当前国内图书馆学研究结构分析

根据前面的叙述,我们采用共词分析法来

描述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的关联与结合,以便

进一步揭示图书馆学学术研究内容的内在相关

性和学科领域的微观结构。 有以下四个步骤:
淤从相关文献数据库中抽取能够代表该学科研

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高频关键词或主题词,所
选词为表 3 中所列的前 68 个高频关键词;于两

两统计这些高频词同时出现在相关文献中的累

计次数,形成共词矩阵并进行标准化;盂选取多

元统计方法分析这个标准化共词矩阵中高频词

之间的亲疏关系;榆对所获得的数据进一步分

析,以探讨其所代表的学术研究内容的内在相

关性和学科领域的微观结构。
4. 1摇 建立共词矩阵并进行标准化

利用自编软件 CnkiRef 的共词分析功能并

结合 SQL Server2000 数据库管理系统,对确定的

68 个高频关键词统计出它们在 9955 篇学术论

文中两两同时出现的频次,形成一个 68 伊 68 的

共词矩阵(部分数据如表 4 所示)。 该矩阵为对

称矩阵,对角线上的数据为该词出现的频次,如
关键词图书馆共出现了 1548 次,它与数字图书

馆同时在 12 篇论文中出现,即表示有 12 篇论文

同时使用了这两个关键词。

表 4摇 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部分)
高频关键词 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 信息服务 网络 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 1548 12 5 62 40 2
数字图书馆 12 950 16 37 42 17
高校图书馆 5 16 778 64 10 4
信息服务 62 37 64 318 24 18

网络 40 42 10 24 278 2
公共图书馆 2 17 4 18 2 256

摇 摇 表 4 中列出的是关键词两两共现频次的观

察值矩阵,反映的是一种表象,因为两个关键词

共现频次的多少直接受两个关键词各自词频大

小的影响。 为消除原始共词矩阵绝对值差异的

影响,真正揭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我们利

用表示关键词共现相对强度的 Salton 系数[15] 对

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计算公式为:Sij = nij /
(ni营nj) 1 / 2, 式中,Sij值在 0 ~ 1 之间,它代表关

键词 i 和 j 共同出现的概率, ni、nj 分别表示关

键词 i 和 j 的频次,nij表示关键词 i 和 j 共现的频

次。 比如,关键词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 Salton 系

数 = 62 / (1548营318) 1 / 2 = 0. 088。 两词的对角

线上的数据表示某个词与自身的相关程度,换
上式计算均为 1,从而将共词矩阵转化为标准相

关矩阵(见表 5)。

表 5 标准化后的共词相关矩阵(部分)

高频关键词 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 信息服务 网络 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 1 0. 009895 0. 004556 0. 0883675 0. 060975 0. 003177

数字图书馆 0. 009895 1 0. 018611 0. 067317 0. 081727 0. 034472

高校图书馆 0. 004556 0. 018611 1 0. 12867 0. 021502 0. 008963

信息服务 0. 088367 0. 067317 0. 12867 1 0. 080719 0. 063087

网络 0. 060975 0. 081727 0. 021502 0. 080719 1 0. 007497

公共图书馆 0. 003177 0. 034472 0. 008963 0. 063087 0. 00749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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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摇 多元统计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是共词分析的核心内容,研究

采用其中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中文关键

词进行类属分析,揭示国内图书馆学的研究结构。
4. 2. 1摇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标是用尽可能少的因子去描

述众多的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其基本原理是

根据相关性大小把研究对象的变量进行分组,使
得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

为公共因子,这样较少的几个公共因子就可以反

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10]95。 可根据因子个

数碎石图,帮助聚类分析时确定最佳分类数。
以标准化后的共词相关矩阵为基础对 68 个

关键词进行因子分析,在统计软件 SPSS13. 0 中,
选取 Principal Components 主成分法进行操作。
结果表明有 9 个因子被提取,其累计方差解释贡

献率为 87. 097%。 也就是说,将 68 个关键词分

为 9 个类别,就可以解释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

87. 097%的信息,其信息损失率仅为 12%。 与因

子抽取相配套的因子个数碎石图见图 1。

图 1摇 因子个数碎石图

4. 2. 2摇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通过一定方法将没有分类信息

的资料按相似程度归类的过程。 本文采用聚类

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分层聚类 ( hierachical
cluster)。 其原理是:先将所有 n 个变量看成不

同的 N 类,然后将性质最接近的两类合并为一

类,再从 N - 1 类中找到最接近的两类加以合

并,依次类推,直到所有的变量被合并为一个大

类。 最后再把整个分类系统画成一张谱系图,
用它把所有变量间的亲疏关系表示出来。

由于共词矩阵经过标准化后,已由 Counts
(计数)类型转变为 Interval(连续)类型,因此,
我们在利用软件 SPSS13. 0 进行聚类时,选择

Squared Euclidean distan(欧氏距离平方)作为变

量距离的测度方法,类间距离的计算方法采用

Between鄄groups linkage(组间连接)。 根据因子分

析的结果,指定聚为 9 ~ 13 类(见图 1),通过分

析比较,我们认为将 68 个高频关键词聚为 9 类

较为合理。 其聚类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聚类结果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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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摇 聚类结果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结合相关文献对当前我国图

书馆学领域的研究结构逐一进行解读和阐释。
(1)知识经济下的图书馆发展。 吴慰慈先

生曾指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是一门致用的科学,图书馆学研究不能游离

于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之外,因而它与技术、经济

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离开或割裂了这

种联系,图书馆学研究就无法开展下去。冶 [16] 因

此,置身于“图书馆冶内外环境和“知识经济冶整
个社会大背景中的“图书馆事业冶 的“改革冶、
“发展冶、“创新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主

题,这也可从最近十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年会

主题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中图书馆学的研

究主题得到验证。 图书馆学研究客体正沿着文

献寅信息寅知识的方向逐步深化,“知识管理冶
和“知识服务冶成为图书馆学新的研究热点和学

科增长点。 加强“图书馆管理冶和创新“管理模

式冶以及对“图书馆员冶角色和素质的研究是提

高图书馆“知识服务冶能力的重要途径。 “知识

服务冶是为了满足社会“知识经济冶发展的需要,
而图书馆可以成为“知识服务冶的主战场。 所

以,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图书馆发展已成为目前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结构,这也和美国芝

加哥学派谢拉和巴特勒的“社会认知论冶一致,
即将图书馆、知识与社会三者有机结合,从社会

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学[17]69。
(2)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建设。 以计算机、

网络为主的当代信息技术推动“图书馆建设冶从
传统的“电子阅览室冶过渡到“复合图书馆冶,现又

向“网络冶环境下的“虚拟图书馆冶和“数字图书

馆冶发展。 相应地,“信息资源建设冶也从传统的

纸质收藏逐步向“数字化冶和“数字资源冶过渡,现
又向“资源整合冶发展,由此又引起了对信息资源

的“评价冶、“版权冶和“知识产权冶的研究;“信息

组织冶从“元数据冶逐步迈向“知识组织冶;“信息

检索冶从“搜索引擎冶向“个性化服务冶发展 ,这是

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另一重要主题。
(3)高校图书馆及服务。 随着当前我国高

校的快速发展, “高校图书馆冶只有不断加强

“藏书建设冶才能满足广大师生的阅读需求。 另

外,当前开放的“网络环境冶对高校图书馆员提

出了严峻挑战,他们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信息

素质冶和改进“服务模式冶才能为广大师生提供

满意的“信息服务冶。 同时,实行“学科馆员冶制
度,为某一领域或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专深

的“信息服务冶。
(4)公共图书馆及服务。 “公共图书馆冶是

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也是“图书馆学

教育冶研究的主要内容。 “公共图书馆冶为社会

公众提供的“读者服务冶、“图书馆服务冶等是图

书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5)图书情报学。 众所周知,“图书馆学冶与

“情报学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它们在理论、方
法、技术、内容、性质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相同点

或近似点,很多研究内容既属于图书馆学也属于

情报学研究范畴。 在当今数字环境中,“图书馆

学冶与 “情报学冶 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世界性

潮流[18]。
(6)文献资源建设与共享。 “文献资源冶为

图书馆的服务提供保障并决定其服务能力。 但

是在当今信息时代, “文献资源冶的有限性和用

户信息需求无限性的矛盾使任何一个图书馆都

不可能仅凭自身“文献资源建设冶来满足用户的

信息需求,所以,“馆际互借冶、“文献传递冶、“图
书馆联盟冶 、“共建共享冶、“资源共享冶等就被提

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于目前大范围的文

献资源共享还不尽如人意,文献资源建设与共

享从理论到实践便成为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领域。
(7)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信息资源的“开

发利用冶涉及到“期刊冶、“电子出版物冶、“电子资

源冶、“信息资源冶、“网络信息资源冶、“数据库冶、
“CALIS冶等的建设过程,管理上涉及到“中图法冶
等,技术上涉及到“文献检索冶、“图书馆自动化冶
等。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是图书

馆学理论、实践、管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我

国当前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典范,但它仍有待

完善和发展。 另外,当前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

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8)文献标引与编目。 文献标引与编目是

图书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 随着信息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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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读目录冶、“编目冶、“著录冶从理论到实

践新问题层出不穷,比如改进编目的原则和方

法、CALIS 联合目录等,它一直受到我国图书馆

界的重视。
(9)参考咨询。 随着传统环境下的“参考咨

询冶逐渐过渡到网络环境下的“虚拟参考咨询冶、
“数字参考咨询冶,其功能和内涵都有了较大拓

展,其标准和规范、服务质量的评价、合作数字

参考咨询以及合作数字参考咨询中的知识管理

等都是目前较新的研究方向。

5摇 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结构的特征

根据聚类结果以及结合相关文献进一步的

分析,发现和归纳出当前我国图书馆学微观研

究结构有以下三个特点:
(1)与社会大背景结合紧密。 从“知识经济

下的图书馆发展冶、“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建设冶、
“文献资源建设与共享冶、“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冶
等研究结构可以看出,图书馆学越来越注重将图

书馆融入整个社会体系中去研究,与社会大背景

紧密相结合。 其外在驱动力是社会实践所面临

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如“资源共享冶、“知识产权冶、
“知识服务冶等需要图书馆学研究和解决;内在驱

动力是图书馆学自身发展和创新的需要,在社会

的知识活动中研究图书馆问题的基本理念已逐

渐普及。 另外,随着对图书馆要素和工作等微观

对象研究的深入, 图书馆学研究需要在战略发展

的高度(如图书馆事业在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和国

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等)对微观探索予以正确指

导,对图书馆事业进行正确的把握[17]69。 这也与

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所提供的图书馆

学研究主题多倾向宏观层面,立足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趋势相一致[19]。
(2)存在管理、技术、人文以及相互融合四

个研究维度。 “知识经济下的图书馆发展冶类关

键词除“图书馆员冶明显偏向人文外,整体上较

偏重管理方面;“文献资源建设与共享冶、“信息

资源开发与利用冶类关键词比较偏向技术方面;
“高校图书馆及服务冶、“公共图书馆及服务冶类
关键词比较偏向人文方面;“数字环境下的图书

馆建设冶和“参考咨询冶则兼具管理、技术和人文

三方面的特征,即相互融合。 如以“数字环境下

的图书馆建设冶为例,关键词“评价冶、“版权冶和
“知识产权冶等偏向管理;关键词“网络冶、“虚拟

图书馆冶、“数字化冶、“元数据冶、“信息组织冶、
“知识组织冶、“信息检索冶、“搜索引擎冶等偏向

技术;关键词“资源整合冶等偏向管理和技术;关
键词“个性化服务冶偏向技术和人文等。 由此说

明,最近十年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主要是沿着

管理、技术、人文和相互融合四个维度展开,体
现了主体与客体[4]并重、管理与技术兼顾、科学

与人文协调发展的理念。
(3)面向应用,立足服务,深化发展。 最近

十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面向应用和社会实践需

求,围绕建设———开发———服务这一轴线逐渐

深化发展。 尤其重视服务的研究,研究热点中

出现了多个与服务相关的关键词,如“信息服

务冶、“读者服务冶、“图书馆服务冶、“个性化服

务冶、“知识服务冶、“服务模式冶、“参考咨询冶、
“虚拟参考咨询冶、“数字参考咨询冶等,其“服务

模式冶由以藏书建设为轴心的被动式“图书馆服

务冶、“读者服务冶向以满足用户需求、以用户为

中心的主动式“信息服务冶、“知识服务冶、“个性

化服务冶转化;其服务手段由传统的“参考咨询冶
向“虚拟参考咨询冶、“数字参考咨询冶、“合作数

字参考咨询冶等方向发展;而服务内容则沿着文

献寅信息寅知识的方向逐渐深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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