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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的回顾、现状与前

瞻：基于博硕士论文内容的分析

严贝妮　 张　 彤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内容的分析，梳理其图书资讯学研究历程，把握研究现状，

预测未来发展方向。 利用主题分类编码表，对 “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 所收录的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间的

１ ２１６篇博硕士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和计量分析。 将 ３０ 年来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１９８２—１９９３ 年为奠基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５ 年为转型阶段，２００６ 年至今为突破阶段；图书资讯学研究的重点仍是资讯

服务与使用者研究，图书资讯学与现代信息科技发展亦步亦趋，渐呈与社会及相关领域或学科融合之势；其未来

的研究重点在基础理论、学科融合、数位技术、社会交融四个方面。 图 １。 表 ３。 参考文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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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ｔ ｆｉｔ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ｄｅ ｔａｂｌ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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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ｒｅａ

０　 引言

我国台湾地区的图书资讯学与大陆地区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同根同源，最早可追溯到 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成立。

１９４９ 年后，两岸图书资讯学发展模式各异，大陆

地区参照苏联模式，而台湾地区受美国影响颇

深［１］ 。 台湾地区的图书资讯学始于 １９５５ 年台

湾师范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组。 １９６１ 年，台湾大

学文学院正式设立了图书馆学系，图书资讯学

研究初见端倪，但直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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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两岸恢复交

流与合作，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两岸图书资讯学

研究蓬勃发展，相关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进入

２１ 世纪，台湾地区的图书资讯学研究迎来了一

个高峰［２］ 。
促进图书资讯学研究的发展，加强两岸学

术交流尤为重要。 已有学者对台湾地区图书资

讯学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①研究现状：从台湾地区图书馆学研究核心期

刊发文的状况推断高产活跃作者不多，发文数

量显示其研究经历了由慢至快的发展过程，呈
现篇数少但篇幅长，学科交叉比例高的特点［２］ ，
研究水平相对较高，大陆地区应加强与其交流

与合作，以期共同发展［３］ 。 ②研究主题：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台湾地区核心期刊研究主题以“使用者

研究”为主，同时侧重于对图书资讯工作者与使

用者的教育与培养，显示出浓厚的服务精神，但
论文发表数量呈下滑趋势［４－５］ ，也有研究者综合

期刊与博硕士论文，将主题分为图书资讯学发

展与原理、使用者服务等 ８ 大类别，各研究分布

较为均匀［６］ 。 ③研究方法：调查法（含问卷调查

法）是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最常用

的研究方法，访谈法、焦点团体法、文献分析法、
历史研究法、书目计量法等 １３ 种是主要研究方

法，叙述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实证研究、馆藏分

析法等 １９ 种为其他研究方法［７］ ，为适应技术发

展，还提出一整套适用于系统开发研究的新

方法［８］ 。
博硕士研究生接受学科专业教育，从事学

术科研活动，其学位论文更能直观地反映图书

资讯学研究状况，不失为了解一门学科研究发

展情况的重要媒介。 本文从台湾博硕士论文切

入，对“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中收录

的１ ２１６篇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采取内容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研究

方法，依次对其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进行分析。
“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是台湾省图书

馆提供的学位论文在线服务系统。 台湾省图书

馆系台湾地区唯一的学位论文法定寄存图书

馆，负责搜集、典藏整个台湾地区的学位论文。
该系统是全台湾地区最完整的博硕士学位论文

总书目数据库和资讯整合平台，收录的台湾地

区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相对也最为完整与全

面。 本文通过对上述博硕士论文的分析，呈现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的发展脉络，预测未

来的发展趋势。

１　 研究设计

１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数据样本为“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

值系统”收录的 １９７４—２０１４ 年间图书资讯学各

系所的博硕士论文。 因 １９７４ 年至 １９８１ 年间，
该系统仅收录了 １９７４ 年的 １ 篇图书资讯学硕

士论文，因此本文以开始连续收录图书资讯学

博硕士论文的 １９８２ 年为样本采集的起点。 由

于博硕士论文收录工作具有滞后性，２０１３ 年博

硕士论文可能存在少许缺失，但不影响研究结

果，而 ２０１４ 年学位论文尚未进入系统，故以

２０１３ 年为样本采集的终点。 基于此，共搜集 １
２１６ 篇博硕士论文，以内容分析法为主、定量分

析法为辅开展研究。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研究

对象的内容进行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

研究方法［９］ 。 本文参照类目系统，统计每类内

容元素出现的频数及所占百分比（即频数计量

法） ，以揭示博硕士论文明显的内容特征［１０］ ，利
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定量统计分析，以揭示其外

部特征。

１ ２　 数据搜集与研究步骤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研究人员”身份在

“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中实施检索，
在“百科主题” 版块其他浏览方式中选择“系

所”，进入“选择系所首字笔画”页面，选择 １４ 画

（繁体字“图”为 １４ 画），在“选择系所首字” 列

表中选择“图”，共检索出 １６ 个结果，筛选后得

出 ６ 所院校设置了图书资讯系所，剔重后共得到

１ ２１６篇博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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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处理阶段， 第一步， 利用 Ｅｘｃｅｌ 对

１ ２１６篇论文的发表时间及数量、发文机构及数

量等明显的外部特征进行定量统计分析，描述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发文趋势及各发文机

构在研究中所处地位，整体把握其学术生产力

状况。 第二步，进一步确立分类体系及编码表，
以台湾《图书资讯研究领域及学术专长分类表》
的 ９ 大类为主要依据［１１］ ，根据原文关键词与主

题分析，编制本文所用的主题分类编码表。 第

三步，通过人工检视进行主题内容分析，将每篇

论文归入大类中，而后根据每篇论文的名称及

关键词将其归入相应的二级类并予以编码，若
有难以判断者，则追溯全文；通过 Ｅｘｃｅｌ 软件，结
合主题分类编码表，进行内容时间序列分析，横
向观察各大类随时间发展的历程，纵向观察各

时间阶段不同大类发展异同。 第四步，根据分

析结果，归纳总结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的

发展历程、发展现状，进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方

向和趋势。

２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分析

２ １　 外部特征分析

２ １ １　 时间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得出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间台

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发文篇数及随年

份变化的折线图（见图 １），可以直观反映图书资

讯学研究随时间的动态发展趋势，便于划分各

个发展阶段，理清其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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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发表时间与数量

从图 １ 可以看出，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台湾地区

图书资讯学研究的发文趋势可划分为三个阶

段。 ①１９８２—１９９１ 年为萌芽阶段，年均发文量

均低于 １５ 篇，且均为硕士论文。 ②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为缓慢发展阶段，年均发文量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６
篇增长至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０ 篇，１０ 年间博士论文共 ９
篇，硕士论文 ２３５ 篇，说明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

研究在这一阶段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数

量和深度有了较大提高。 ③２００２ 年至今为高速

发展阶段，１２ 年间博士论文共 ２４ 篇，硕士论文

８６９ 篇，尤其是 ２００９ 年的数量增长至 １１６ 篇，达

到一个高峰；从数量上看，该阶段发文量占总体

发文量的 ７３％。 该阶段发文数量猛增，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图书资讯学研究已经走上平

稳且快速发展的道路。
２ １ ２　 机构分析

通过对发文机构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这

一领域研究主体的构成，结合内容分析准确把

握各研究主体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从而全

方位掌握研究现状，科学预测研究前景。 通过

对 １ ２１６ 篇博硕士论文进行数据统计，得出各研

究主体的发文情况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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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系所博硕士论文发文篇数及所占比例统计表

发文机构 台湾大学 政治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 辅仁大学 中兴大学 文化大学 总计

篇数 ４２４ ２５４ ２３３ ２１２ ９２ １ １ ２１６

比例（％） ３４ ８７ ２０ ８９ １９ １６ １７ ４３ ７ ５７ ０ ０８ １００

分析机构发文篇数可知，台湾大学是主要

研究主体，研究始于 １９８２ 年，起步早，数量多；政
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是次主要研究

主体，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共有 ６９９ 篇论文，发展

之迅速由此可见一斑；中兴大学是新兴研究主

体，其首篇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始于 ２００１
年，且研究持续至今，有望进入主要研究主体行

列；文化大学仅有 １ 篇 １９８６ 年的硕士论文，
此后，“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并未收

录该机构的相关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台湾地

区图书资讯学研究的机构分布不均，两极分化

较为严重。

２ ２　 内容分析

２ ２ １　 文献分类编码流程

由于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受美国影

响，具有异于大陆地区的特点，为保证研究的科

学性、准确性，内容分析所依据的主题分类标准

应符合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状况。 台湾地

区 ２００２ 年图书馆年鉴主题类目分为文献学、图
书馆学、资讯科学 ３ 大类［１２］ 。 施孟雅将图书馆

学研究分为 １１ 大类：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图书

馆行政与管理、技术服务、读者服务、馆际合作、
特殊资料处理及利用、资讯科学与图书馆自动

化、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教育、各类型图书馆、
目录学与版本学、出版事业与图书馆法规与标

准［１３］ 。 还有很多研究者对其做了相应分类。 本

文选用台湾地区科学委员会《图书资讯研究领

域及学术专长分类表》主题领域的 ９ 大类：Ａ 图

书资讯学理论与发展、Ｂ 图书资讯学教育、Ｃ
馆藏发展、Ｄ 资讯与知识组织、Ｅ 资讯服务与

使用者研究、Ｆ 图书馆与资讯服务机构管理、
Ｇ 资讯系统与检索、Ｈ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研

究、Ｉ 资讯与社会，及相应的 ９１ 个子领域，作为

编制本文所用分类编码表的参考依据［１１］ 。 选用

该分类架构作为参考标准的原因是，一方面，制
定主体较为权威，另一方面，该分类架构涵盖内

容较为广泛全面。
文献分类编码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分类

编码表则为重中之重。 一方面，字母与数字结

合的方式简单清晰，一目了然，有助于对分类体

系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其简洁性为归类格式

的统一提供了有力保证，并且为后期统计各类

数量，总结研究规律提供便利。
依照上述主题分类参考标准，将所有博硕

士论文按主题与关键词划入 ９ 大类，发现部分论

文难以归入现有大类，说明随着时间推移，图书

资讯学研究发展出现新的内容。 此类论文多涉

及与图书资讯学相关的其他学科或领域，体现

了与其他学科或领域相交融的新特点，为了便

于分类剖析，将 ９ 大类增至 １０ 大类，增加“资讯

应用于相关学科与领域研究”大类。
由于 ９１ 个子领域中大部分研究主题是多元

的，故秉着“紧扣主题、提出交叉、高度概括、无
一遗漏”的原则，对多元的主题进行拆分、合并，
细化成二级类目。 例如，Ｃ 大类“馆藏发展” 参

照中兴大学张慧铢老师馆藏管理课程中的馆藏

发展与管理概论部分，根据 ＡＬＡ 对馆藏发展的

定义初次划分为 ６ 个二级类，随后发现在馆藏保

存、维护、淘汰方面论文较少，三者之间又存在

联系，故合为一类。 Ｅ 大类“资讯服务与使用者

研究”下有 １４ 个二级类，各类之间存在交叉重

复情况，通过合并大类下的论文主题与关键词，
分别从资讯服务和使用者两个角度予以划分，
资讯服务涵盖具体服务内容、推广宣传以及品

质升级，使用者涉及心理、需求与行为，另一主

题为资讯素养部分，故分为 ７ 个二级类。
给予各大类、二级类一个编码，在 Ｅｘｃｅｌ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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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中为每篇论文分配对应编码，如徐枚伶的《大

学院校学生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之意愿研究———
以台湾师范大学为例》一文的编码为 Ｅ６［１４］ 。 码

的分布可以检验主题分类体系是否合理，数量

过少说明不具通用性，属于冷门或新兴主题，可
进行合并处理。 经过深入推敲与分析，不断对

编码表进行改进，最终形成涵盖 １０ 个大类与 ６６
个二级类的主题分类编码表，并将所有博硕士

论文归类编码。
２ ２ ２　 内容分析结果

（１）内容主题分析

利用主题分类编码表对论文进行归类，并
通过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数量统计，依大类论文数量

降序排列得到统计结果（见表 ２）。 每个研究主

题二级类后圆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研究主题的

论文篇数。

表 ２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主题分析统计表（依论文数量排序）
大　 类 篇数 二级类

Ｅ 资讯服务与使用者研究 ３９９
Ｅ１ 资讯服务内容（８５）、Ｅ２ 资讯服务推广（１０）、Ｅ３ 资讯服务品

质（４２）、Ｅ４ 资讯使用者需求（３３）、Ｅ５ 资讯使用者行为（１５０）、
Ｅ６ 资讯使用者心理（２５）、Ｅ７ 资讯素养（５４）

Ｆ 图书馆与资讯服务机构管理 １９８

Ｆ１ 图书馆事业（３）、Ｆ２ 图书馆一般管理（５９）、Ｆ３ 图书馆经费管

理（３）、Ｆ４ 图书馆人力资源与绩效管理（５７）、Ｆ５ 图书馆建筑管

理（１５）、Ｆ６ 图书馆知识管理（１１）、Ｆ７ 图书馆评估（２０）、Ｆ８ 博

物馆与档案馆管理（１１）、Ｆ９ 其他资讯机构管理（８）、Ｆ１０ 其他资

讯机构评估（１１）

Ｄ 资讯与知识组织 １４５
Ｄ１ 资讯与知识表征（９）、Ｄ２ 资讯与知识分类（１３）、Ｄ３ 资讯与知识

编目（２９）、Ｄ４ 资讯与知识计量（５９）、Ｄ５ 网络资讯与知识组织（３５）

Ｇ 资讯系统与检索
１１４

Ｇ１ 资讯架构（１１）、Ｇ２ 资讯视觉化（１６）、Ｇ３ 资讯科学技术应用

（８）、Ｇ４ 图书馆自动化（８）、Ｇ５ 图书馆网站设计（１７）、Ｇ６ 网站

使用性评估（１４）、Ｇ７ 资讯管理系统开发与设计（１６）、Ｇ８ 系统

使用性评估（２４）

Ｈ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研究 １０６

Ｈ１ 数位学习资源（２７）、Ｈ２ 数位学习教学（２１）、Ｈ３ 数位内容管

理（５）、Ｈ４ 数位版权管理（６）、Ｈ５ 数位典藏技术应用（１４）、Ｈ６
机构数位典藏（５）、Ｈ７ 数位落差（６）、Ｈ８ 数位阅读（１８）、Ｈ９ 数

位保存计划（４）

Ｃ 馆藏发展 ７７
Ｃ１ 馆藏发展政策的订定（２４）、Ｃ２ 馆藏选择（馆藏选择政策）
（３）、Ｃ３ 采访（采访政策） （１０）、Ｃ４ 馆藏评鉴（２７）、Ｃ５ 馆藏保

存、维护、淘汰（１３）

Ｉ 资讯与社会 ７６
Ｉ１ 资讯法律（７）、Ｉ２ 资讯政策（５）、Ｉ３ 资讯伦理（３）、Ｉ４ 出版事业

（５）、Ｉ５ 学术评鉴（２１）、Ｉ６ 学术传播（６）、Ｉ７ 知识分享（１２）、Ｉ８ 资

讯社会学（７）、Ｉ９ 图书馆与社会互动（３）、Ｉ１０ 专利资讯与分析（７）

Ａ 图书资讯学理论与发展 ５９
Ａ１ 比较图书馆学（１２）、Ａ２ 分类法（７）、Ａ３ 目录学（１８）、Ａ４ 文献学

（１１）、Ａ５ 版本学（３）、Ａ６ 档案学（１）、Ａ７ 图书资讯学研究发展（７）

Ｂ 图书资讯学教育 ２８
Ｂ１ 图书资讯学理论教育课程研究（６）、Ｂ２ 图书资讯学实习教育

课程研究（３）、Ｂ３ 图书资讯学教育评鉴（１０）、Ｂ４ 图书资讯专业

继续教育研究（８）、Ｂ５ 档案学教育（１）

Ｊ 资讯应用于相关学科与领域

研究
１４ 按照学科或者行业划分，不再另行列举细化二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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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直观反映出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的研

究主题：核心主题是资讯服务与使用者研究；热
门主题主要有图书馆与资讯服务机构管理、资
讯与知识组织、资讯系统与检索、数位典藏与数

位学习研究；一般主题包括馆藏发展、资讯与社

会、图书资讯学理论与发展；冷门主题有图书资

讯学教育、资讯应用于相关学科与领域研究。
（２）内容时间序列分析

为把握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主题在时

间上呈现的规律，从时间角度出发，结合分类编

码表，得到内容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博硕士论文主题和内容时间序列分析统计表

时间

大类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总计

Ｅ 资讯服务与使用者研究 １ ３ １１ ２５ ５４ ７９ １１９ １０７ ３９９

Ｆ 图书馆与资讯服务机构

管理
７ １０ １３ １４ ２７ ３５ ５４ ３８ １９８

Ｄ 资讯与知识组织 ２ １ ５ １０ １６ １３ ５２ ４６ １４５

Ｇ 资讯系统与检索 １ ３ １ ７ ２０ １８ ２７ ３７ １１４

Ｈ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研究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１ ３０ ５３ １０６

Ｃ 馆藏发展 ３ １ ８ ９ ７ １４ ２２ １３ ７７

Ｉ 资讯与社会 ０ １ ２ ３ ３ １７ ２５ ２５ ７６

Ａ 图书资讯学理论与发展 ５ ９ ８ ９ ８ ４ ９ ７ ５９

Ｂ 图书资讯学教育 ３ １ １ １ ５ ７ ５ ５ ２８

Ｊ 资讯应用于相关学科与领

域研究
１ １ ０ １ ０ ４ ３ ４ １４

总计 ２３ ３０ ４９ ７９ １４２ ２１２ ３４６ ３３５ １ ２１６

表 ３ 结合内容和主题分析可以还原台湾地

区图书资讯学研究各主题变化发展的时间序

列：１９８２—１９９３ 年奠定了台湾地区图书资讯研

究体系基础，主要进行诸如图书资讯学理论与

发展、馆藏发展、图书馆一般管理等基础性理论

研究，该阶段研究成果是各类研究的基石，但往

往没有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改善实践的影响力，
虽研究从未间断，但研究力度不足，生产力低

下，较长时间未出现颇有新意的成果；１９９４—
２００５ 年图书资讯学研究体系基本形成，与上文

内容主题分析结论高度契合，资讯服务与使用

者研究异军突起，资讯系统与检索研究迅猛增

加，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研究开始起步，该阶段

研究成果开始应用于实践，是理论成果转化为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转型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图书

资讯学研究体系形成并持续发展，诸如数位典

藏与数位学习、资讯系统与检索、电子资源与网

络资源相关问题的研究渐呈热门趋势，反映出

与新兴信息技术结合日趋紧密的特点。
总体而言，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与时

俱进，能跟随具体实践的变化调整研究方向与

方法，可指导图书资讯的实际业务操作，可以预

见，其未来发展具有无限张力。

３　 由内容分析结果透视台湾地区图书资
讯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３ １　 研究历程

综合上述计量分析、内容分析结果，台湾地

区图书资讯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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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段。
３ １ １　 第一阶段———奠基阶段（１９８２—１９９３ 年）

该阶段主要以图书室或图书馆的纸本文献

为研究对象，研究层次较低，总体学术生产力低

下。 首先，从论文数量来看，各周期内各大类均

少于 １４ 篇，总数均小于 ５０ 篇，各大类分布较均。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进行诸如图书资讯

学理论与发展、馆藏发展、图书馆一般管理、图
书馆人力资源与绩效管理等基础性理论研究，
以及通过纸本文献的多样利用，如读书会、阅读

推广、馆际互借等，拓展文献服务形式的资讯服

务研究。 再次，从研究视角来看，探析各类问

题、现象的原因与影响，多属于设想或设计阶

段，忽视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 该阶段的研究

结果是后续研究的理论依据，虽成果不多，但对

于图书资讯学研究的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
３ １ ２　 第二阶段———转型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５ 年）

该阶段跳出传统文献观、图书资讯学思想

的束缚，以其拓展内容为研究对象，研究层次较

高，但总体学术生产力较低。 首先，从论文数量

来看，各周期内各大类除资讯服务与使用者研

究、图书馆与资讯服务机构管理外，其他大部分

大类均小于等于 ２１ 篇，各周期总数均小于等于

２１２ 篇，各大类渐呈两极分化趋势。 其次，从研

究内容来看，主要进行资讯服务使用者与服务

品质、图书馆管理职能升级、其他同类机构管

理、图书馆系统及网站设计，以及实用性评估等

研究，通过使用者评价或反馈机制研究其心理

及资讯素养、资讯服务品质，总结优劣，为有针

对性地改善资讯服务实践提供可靠依据。 再

次，从研究视角来看，探讨各类问题、现象、主体

的实际情况或具体行为，属于实现或调整阶段，
对应用于实践的理论加以深入分析与改进，以
期指导资讯服务内容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该阶

段逐渐解决各类实践问题，研究对象不断拓展，
与新兴信息技术结合日趋紧密，由图书馆延伸

至各行各业的资讯部门，旨在扩大研究广度，提
高研究影响力，在不断延伸探索中找寻图书资

讯研究的新入口，这一阶段是台湾地区传统图

书资讯学向新型图书资讯学发展的重要转型

阶段。
３ １ ３　 第三阶段———突破阶段（２００６ 年至今）

２１ 世纪以来，现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资源

交流与共享日益频繁，冲击着图书资讯学的传

统架构。 该阶段主要进行采纳新技术、实现学

科融合的研究，研究层次高，总体学术生产力

高。 首先，从论文数量来看，各周期内各大类除

图书资讯学理论与发展研究、图书资讯学教育

和资讯应用于相关学科与领域研究外，其他大

类均大于等于 １３ 篇，各周期总数大于等于 ３３５
篇，各大类两极分化明显。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

看，主要进行资讯服务品质评价与提升、资讯与

知识计量、资讯与知识表征、系统及网站实用性

评估、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网络资源等研究，
通过对新型资源、技术、学科融合的研究，利用

反馈信息，改善资讯服务品质，谋求图书资讯学

发展新机遇。 再次，从研究视角来看，分析各类

反馈信息，属于发展与改革阶段，通过向其他学

科或领域的借鉴实现突破。

３ ２　 研究现状

目前，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研究的核心主

题涉及资讯使用者行为、资讯服务内容、图书馆

一般管理、资讯与知识计量、图书馆人力资源与

绩效管理、资讯素养、资讯服务品质七个方面。
资讯服务与使用者研究最为突出，数位资源以

及资讯系统研究后来居上。 将研究视野置于 ２１
世纪人文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中，传统的围

绕纸本文献开展的研究逐渐发生变化，总体呈

现五个新的研究特点。
３ ２ １　 同时关注资讯服务使用者与提供者

资讯服务的使用者和提供者这两端同样重

要。 ①使用者对服务有了更高层次、更为多样

的要求，为了准确定位服务内容，使用者心理和

资讯素养这两个相对复杂的概念进入研究人员

的视野。 研究者以特定类型或处于特定情境下

的使用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心理偏好、意愿、
资讯素养，有针对性地实行资讯服务或资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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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教育服务，实现使用者与资讯服务间的协调，
如陈冠雯的《点读笔支援纸本绘本阅读对于儿

童阅读动机、情绪、注意力与理解成效之影响研

究》 ［１５］ ，沈珮琴的《信息素养教育融入学科课程

之实施成效》 ［１６］ 。 ②提供者被摆在举足轻重的

位置，不仅指馆员（既包括图书馆正式馆员，又
包括如社会志愿者、学生志愿者等非典型劳动

力）这一个体，同时涵盖资讯服务机构。 一方

面，针对个体而言，教育与管理是重点。 图书资

讯学教育主要研究理论和实习教育课程实施现

状以及效益，以毕业生就业情况及社会认可度

为指标，评鉴教育制度和教育成果，讨论存在问

题，提出改革措施，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如王彦

翔的《图书馆实习效益及其问题之研究———以

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为例》 ［１７］ 。 而图书馆人

力资源与绩效管理，既包括正式馆员的任用制

度、升迁制度、绩效制度、培训教育、工作满意

度、角色定位等，也包括非典型劳动力的运用与

管理制度、工作动机等，是保障资讯服务品质的

基本要素，如吕宜欣的《公共图书馆使用非典型

劳动力的影响与策略之研究》 ［１８］ 。 另一方面，
针对资讯服务机构而言，管理与改革是重点。
常以某一具体或某一特定类型资讯服务机构的

具体业务为研究对象，以点带面，通过概括具有

相同特征的管理内容，如一般管理、知识管理、
经费管理、建筑管理等，为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

导，如蔡玉珍的《台湾地区技职体系大学院校图

书馆空间规划设计之研究》 ［１９］ 。
３ ２ ２　 创新服务方式，提升资讯服务产品质量

图书资讯学具有浓厚的服务性，而资讯服

务内容、品质与推广研究一直是研究的核心内

容，经过三十年来的沉淀与升华，该类研究从注

重资讯服务的浅层基本内容———服务本身与服

务对象行为，逐渐发展为关注资讯服务的中层

拓展内容———服务推广与服务对象内心，到如

今，涉及资讯服务的深层反馈内容———资讯品

质评价与提升。 资讯服务品质提升研究不再闭

门造车、自说自话，而是着眼于当前环境，利用

使用者反馈信息或科学量化表的评价方法，采

集评估信息，作为创新资讯服务内容的具体依

据。 置身于图书资讯学研究之中，需秉持“资讯

服务来源于使用者需求，却超出使用者需求”的

理念，如徐瑜君《从婴儿潮世代网络使用行为探

讨公共图书馆老人科技服务》 ［２０］ 、翁郁婷的《图

书馆图书展示吸睛效果之研究》 ［２１］ 。 这种反馈

评价的研究思路随处可见，无论是传统图书馆

的资讯服务，还是伴随信息技术应运而生的资

讯网络、资讯系统以及数位服务等方面的相关

研究，都囊括了机构评估或使用性评估的内容。
该类研究围绕新环境下如何提高服务品质而展

开，大都以使用者为中心，通过使用者满意度、
使用者评论等角度切入研究，针对某一特定的

资讯网站、系统界面、检索功能和其他功能或具

体的资讯服务内容进行分析，以挖掘其发展潜

力和未来发展方向。 此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但发展势头正猛，契合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

研究“以人为本”的浓厚人文情怀。
３ ２ ３　 深入挖掘图书资讯资源价值

古人重藏，今人重用，有关图书资讯资源价

值的研究与日俱增。 图书资讯资源包括两方面

内涵：图书资讯学相关技术与知识；资讯服务机

构文献信息资源，也称馆藏资源。 现今，二者中

较受关注的是图书资讯学相关技术与知识。 大

量研究者利用书目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网络计

量学、引文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或评价其他学

科研究现状或学术成果质量，如潘梓其《开放取

用系统与商业数据库之书目计量比较研究———
以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为例》 ［２２］ 、李家宁《〈女性

研究〉文献之书目计量学研究》 ［２３］ 。 另外，馆藏

资源的形式逐渐拓展为电子资源、网络资源，如
何通过知识组织、分类、编目等技术手段使有限

的馆藏资源提供无限的服务体验也是研究的重

点，诸如如何组织网络资讯（包括资讯架构、资
讯视觉化、资讯科学技术应用与资讯管理系统

开发与设计等）以提高检索效率，如何使以推广

阅读和资源共享为目的的馆际合作效益最大

化。 资讯应用于相关学科与领域研究是新的尝

试，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占论文总数的 １ ２％，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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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涉及公营事业民营化企业及银行产业档案管

理体系、企业技术研发中的专利引用、银行及项

目知识管理以及语言保存、企业网站地图设计、
输入系统设计、内容分析在访谈设计中的应用、
导游人员使用平板电脑获取资讯、发展性书目

疗法、戏剧小说类按照年目统计等，实现了学科

双赢。 最后，馆藏资源受信息技术的影响逐渐

增强，各种管理问题相继出现，馆藏维护、清理、
淘汰等问题也提上研究日程，而这一系列业务

操作均以馆藏评鉴结果作为判断采购、清理资

源的依据，评鉴馆藏资源开始由评鉴资源本身

转变为评鉴其服务效果，明显体现出研究随实

践的变化而发展，资讯机构的服务性质日益得

到认可和重视。
３ ２ ４　 积极探索图书资讯学的无限可能

步入 ２１ 世纪的图书资讯学进退维谷，现代

信息技术步步紧逼，强烈冲击着传统图书资讯

学研究架构，研究者积极迎接挑战，在学科交叉

与社会融合方面做了尝试，探索了未来图书资

讯学的无限可能，但当前研究在前瞻性与纵深

性方面仍亟待加强。 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方

面，涉及资讯系统、资讯伦理、资讯网络化、资讯

服务机构自动化等内容，研究者借鉴其他领域

或学科的先进理论与技术，有效提高了图书资

讯学研究的实用价值。 例如，数位典藏与数位

学习研究起步于 ２１ 世纪初，现今一跃成为研究

的热门主题，这是数位技术与图书资讯学有效

融合的成功案例，但探索如何多途径利用数位

资源的文章较多，而研究如何实现资源数位化

的文章较少。 再如，吴寂绢等对资讯伦理在台

湾地区图书资讯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得出的结论为，相关研究主题均与资讯伦理存

在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

体系［２４］ 。 由此观之，由于研究人员对其他领域

或学科现状及技术不熟悉、不了解，使这一部分

研究很难达到新意与深度并存的高度，往往浅

尝辄止，不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作用。
在与社会需求融合的方面，如加强公共图书馆

与社区互动的研究，以及探讨资讯伦理对网络

规范的积极影响等，但此类研究在图书资讯学

领域并未凸显，只是呈现“小荷才露尖尖角”的

景象，研究主题多而杂，两极分化明显，需要继

续在该领域深入探索。
３ ２ ５　 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袭蹈前人

纵观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的

研究，其基础理论研究大都还局限于过去的研

究背景中，而未将研究视角放置于未来，导致现

有理论研究均是对以往理论的再重复，使学科

发展不具备推陈出新的基本特征。 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基础理论研究

薄弱是长期存在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间，有关图

书资讯学理论与发展、图书资讯学教育的研究

仅有 １２ 篇论文，此类论文数量与其他各类论文

数量所产生的强烈对比反映出基础理论研究的

窘境。 上文有所提及，对于资讯服务提供者研

究较为完善，但涉及“人”的研究尚存不足，结构

缺失。 图书资讯学教育与图书馆与资讯服务机

构管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培训不同，图书资讯

学教育强调长期的、系统的专业教育，而不是短

期的、零散的技能培训，故教育课程内容及形式

的时代性与科学性对于孕育图书资讯领域优秀

科研人员与实践工作者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

研究思维的固化以及理论研究的高挑战性，使
众多研究者望而却步，渐渐形成避免触碰这一

领域的局面，使本应培养学科人才的沃土成为

无人问津的荒地。

３ ３　 研究展望

３ ３ １　 基础理论研究蒸蒸日上

目前，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诸如分类法、文
献学、版本学、图书资讯教育等基础理论研究良

莠不齐。 然而，基础理论在一门学科研究中的

奠基性作用无可替代，随着台湾地区图书资讯

学研究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与变化，现有基础理

论的内容将无力支撑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这
一窘境必然引起图书资讯学研究者的重视，并
迫使创新性基础理论研究重新提上科研日程。
为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所带来的损失，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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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应未雨绸缪，即刻着手基础理论研究。 利用

发散性思维将现代图书资讯行为（线上和线下）
与其他如资讯组织等研究视角相结合，进行前

沿性的基础理论研究。
３ ３ ２　 学科融合研究逐步深入

学科融合研究可谓图书资讯学研究领域一

项与时俱进的新课题，但由于研究人员对相关

学科或领域内技术应用与发展不甚了了，所做

的研究大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例如知识管

理在图书资讯研究领域的融合，知识管理主要

强调人（尤其是隐性知识的管理），将原理移植

到图书资讯研究领域中，即演化为对图书资讯

服务“人”的知识管理，借鉴前期在图书资讯研

究领域占很大比重的资讯使用者与图书馆人力

资源管理研究的成果，融合知识管理创新观点

与方法，应该卓有成就。 然而现实状况是，关于

图书馆知识管理仅有 １１ 篇相关研究，关于使用

者的知识管理仅有 １ 篇文章，这无疑是图书资

讯研究较为矛盾之处。 为促进图书资讯学界进

行深入研究，摆脱浮而不实的泛泛而谈，科研人

员需对图书资讯研究涉及的其他领域或学科的

技术、理论深稽博考，才能像对本专业相关知识

一样活学活用，并真正拓宽图书资讯研究的视

角，创新图书资讯研究的方法。
３ ３ ３　 数位技术研究异军突起

该类研究起步于 ２０ 世纪末，呈现出与计算

机技术同步发展的特点，势不可挡。 信息大爆

炸时代，海量的数位资源将取代传统信息资源，
应把握其规律，以此谋求高效利用，如数位阅

读、数位学习、数位典藏等方面亟待开展持续深

入的研究。 而随实践而来的相关管理问题、规
章制度、法律问题都将提上研究历程，成为未来

图书资讯学研究的重点，研究人员应该加紧掌

握数位技术，力求能够熟练应用，并举一反三。
经历过才有话语权，对研究而言，唯有使用过才

有话语权，难能可贵的真实感受与使用经验，是
数位技术在图书资讯研究领域得以升华的

关键。
３ ３ ４　 社会交融研究遍地开花

资讯与社会类研究逐年递增，增速迅猛。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信息遍布各个方面、各行各

业，图书资讯研究与社会交融的大潮不可逆转，
在未来图书资讯研究中比重将大大增加。 但由

于该类研究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散性较强，
通过主题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均难以把握其具

体的发展规律，所以一时难以把握哪些方面是

研究的重点，应该怎样进行研究。 此可谓有利

有弊：利在研究视野更加广阔，与社会联系更加

密切，在研究实践中将不断涌现新的研究问题

和研究方向；弊在相对分散而无组织性的研究

活动不利于该类研究的长足发展，难以形成科

学、深入的研究体系，研究成果浅尝辄止，现实

意义不大。 为改善研究窘境，可与其他社会学

科的人员合作进行研究，通过引入其他学科的

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系统地、有计划地对同一

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促使该类研究逐步形

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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