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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评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情报学知识的外部影响力为目标，本文利用引文分析方法，对 １９７８ 至

２０１８ 年间中国图书情报学的知识输出，从学科、主题等角度进行多维分析和时序分析，以探究改革开放四十年间

中国图书情报学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力及其演化。 研究发现，中国图书情报学知识的外部影响力具有多元、变革及

融合特征。 具体包括：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出至多元的学科和主题，知识传播的焦点主题具有时代特征，多维知识

融合塑造核心知识影响力，学科知识的外部影响力不断提升。 以此为基础，提出增强图情学科外部影响力的策

略，为提升学科知识贡献提供支持。 图 ４。 表 ４。 参考文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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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学科知识创造能力是学科核心能力之

一［１］ 。 学者通过科学研究活动创造的显性和隐

性知识是学科知识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知

识的有效扩散和采纳则是保持并扩大研究成果

价值的关键［２］ 。 通过向其他学科输出知识，学
科展现了突破传统领域边界的科学实力和影响

力［３］ ，为更宽广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

了知识贡献，提高了自身的学科地位。 知识影

响力对于中国图书情报（以下简称图情）学科的

科学发展尤为重要，而如何发展图情学科以提

升其学科地位一直是中国图情研究者关注的重

要现实问题［４－６］ 。 苏新宁提出，学科对社会、学
术创新和实践的贡献是影响学科学术地位的重

要因素［６］ 。 傅荣贤指出，学科地位由学科影响

因子决定，是学科提供的能为其他领域所共享

的普遍性、自主性成果的结果［７］ 。 刘海鹏等根

据社会地位的定义推导出学科地位的含义，即
学科地位是学科因其影响力而在国家学科体系

中获得的认可度或声望［５］ 。 张新兴等认为，提
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学科影响因子是提高图书馆

学学科地位的重要方式，其中基础研究是关

键［８］ 。 综合相关研究发现，作为一门应用学科，
图情学科需要在解决本领域理论与实践问题的

同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发挥更重

要的知识影响力，这是关乎学科前途［９］ 、学科地

位和贡献的重要问题。
为了揭示图情学科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影响

力及其演化规律，国内外的图情研究者针对图

情学科向其他领域输出知识这一现象开展了大

量研究。 尽管知识输出的路径和程度不能直接

观测，但是引文，特别是发表在高质量同行评议

期刊论文中的引文［２］ ，通常被用于测量学科间

的显性知识流［１０－１１］ 以及科学影响力［１２－１３］ 。 国

际图情研究者在利用引文分析方法测量图情知

识输出方面产出了很多优秀成果，论述了国际

图情学科的外部影响力与知识贡献［１４－１６］ 。 我国

图情研究者则主要通过对图情学科知识输出的

定量研究，分析图情学科知识跨学科扩散的特

征［１７－１８］ ，揭示图情学科的学术活力［１９］ 和辐射

力［２０］ ，探索提升图情学科地位的策略［６］ 。 然

而，目前缺乏将中国图情学科的外部影响力置

于重大历史和现实背景下的研究，这不利于超

越学科本位而站在图情学科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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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高度全面评估图情学科的外部影响力。
２０１８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 本文以

此时间为节点，探究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的

大背景下中国图情学科知识的外部影响力。 本

文研究思路设计如下：分析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

中国图情文献被其他学科引用的情况，挖掘图

情学科知识输出的模式和趋势，探究图情学科

对外部学科及其他研究领域产生的具体知识影

响。 同时在归纳、评估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

图情学科对其他领域产生的知识影响的基础

上，提出增强图情学科外部影响力的策略。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定量分析了 １９７８ 至 ２０１８ 年间非图情

期刊论文引用图情期刊论文的情况，以揭示中

国图情学科知识创造的外部影响力，研究中关

注如下元素：施引学科、施引主题和被引主题。
为了收集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来自各个学科的引

文数据，鉴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收录时间范围广、
学科覆盖面全且更新频率高，本文选择 ＣＮＫＩ 作

为数据来源。 另外，考虑到 １９７３ 年比格兰提出

的学科分类框架即比格兰模型［２１］ 是一个有效、
不断发展并且受到广泛认可与应用［２２－２３］ 的学科

领域划分方案，本文根据比格兰模型将非图情

学科划分为 ２４ 个领域（见表 １）。 学科 Ａ 的高质

量学术期刊对学科 Ｂ 的高质量学术期刊的引用

被认为是学科 Ｂ 的高价值知识输出的指标［１６］ 。
为选取各学科的高质量学术期刊，综合《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

目录》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ＣＳＣＤ） 来源期刊目录》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和 ＣＮＫＩ 期刊学科分类和复合影响因子排名

（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５ 日），选取了从收录

时间和评价体系两个层面都被列为各学科高质

量期刊的前 ２０ 种期刊，共计 ２０ 种图情期刊，４６９
种非图情期刊（天文学仅有 ９ 种期刊符合期刊

选择标准）。 在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以“‘被引文献’

＝ ２０ 种图情期刊，并且‘来源期刊’ ＝ ４６９ 种非图

情期刊，并且出版时间为 ‘ 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１８
年’”为检索式，检索并收集了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 ４６９ 种非图情期刊引用 ２０ 种图情期刊的题

录和全文数据，分别构建了施引非图情文献数

据集和被引图情文献数据集。 每种期刊的曾用

名都被收集，以确保能够全面获取期刊在不同

时间的施引或被引情况。

表 １　 非图情学科在比格兰模型中的分布

学科领域维度 硬科学 软科学

纯科学

天文学

化学

地球科学

数学

物理学

生物学

艺术学

历史学

语言与文学

哲学

人文地理

新闻传播学

人类学

政治学

心理学

社会学

应用科学

计算机科学

工程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为了划分论文的学科类别，本文对两个研

究数据集进行如下处理。 ①根据论文内容特征

和图情论文标准确定论文的学科属性。 由于跨

学科研究的发展，一个学科的期刊可能刊登其

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图情学科研究成果可能刊

登于非图情学科的专业期刊或综合性期刊。 鉴

于研究的目的、内容、结果及意义是确定文献学

科属性的决定因素，本文将研究目标是解决图

情领域问题且研究发现有助于图情领域发展的

论文视为图情论文［２４］ ，确定该标准的目的在于

删去不符合本研究目标的数据。 根据上述文献

分类标准，通过获取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的标

题、关键词和摘要信息，分析每篇被调查文献的

研究目的、内容和意义，将文献划分为图情文献

和非图情文献；②删去被引图情文献数据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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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图情论文数据及其施引文献数据；③删去

施引非图情文献数据集中图情论文数据及其被

引文献数据。 最终两个研究数据集均包含 ７ ０６４
条数据，每条记录包含如下字段：著者、机构、出
版年、标题、来源期刊、关键词、摘要和引文或施

引来源。

１．２　 分析框架与方法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图情期刊论文

被外部领域引用的情况进行研究。
１．２．１　 施引学科及其时序演化分析

（１）分析施引文献的来源学科。 由于跨学

科出版现象的存在，不能仅根据来源期刊的学

科类别来判定论文的领域归属。 本文分析论文

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以确定其研究领域，在此

基础上将施引论文分为 ２４ 个学科（见表 １）。 具

有跨学科属性的论文，按照其所涉及的学科，标
引其学科属性。

（２）本文以 １０ 年为时间间隔，将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的数据分为四段，分析不同时间窗口

中施引学科的变化。
（３）为了预测高频施引学科在下一个 １０ 年

的引用频次，考虑到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

（ Ａｕｔｏ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ＡＲＩＭＡ 模型）被认为是高效的自动预测

模型［２５］ ，本文利用 ＡＲＩＭＡ 模型对由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个高频施引学科的年度引用频次构成

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预测。
（４）根据比格兰模型对学科领域维度的划

分和定义，“硬科学—软科学”的划分标准在于

具备单一学科范式，而“纯科学—应用科学”则

依据学科知识的应用程度来区分。 本文利用比

格兰模型对施引学科的领域属性进行分析。
１．２．２　 施引主题及其学科分布分析

（１）施引主题及其时序演化分析。 ①为了

揭示施引文献的内容特征，本文利用有监督的

文本分类方法，构建了由经过人工标引主题的 ５
０００ 条施引文献记录构成的训练集，以此为基础

训练了支撑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分

类器，自动地对未经标引的 ２ ０６４ 条施引文献记

录进行分类，并对自动文本分类结果进行检查

确保分类准确；②构建不同时间窗口中的施引

主题和被引关键词的二维列联表，分析非图情

主题引用图情关键词的时序演化；③为了揭示

施引主题间的关联，本文利用经典的关联规则

挖掘技术———Ａｐｒｉｏｒｉ 算法［２６］ 生成关联规则。 根

据相关文献中推荐的规则生成的预定义阈

值［２６－２７］ 以及频繁项集所提供的信息的有用性，
本文将所生成的关联规则的支持度、置信度和

提升度分别设置为＞ ０．３％、＞ ５０．０％、＞１。
（２）构建施引主题、施引学科和被引关键词

的三维列联表，揭示研究同一主题的多学科论

文对图情论文主题的引用偏好。
１．２．３　 被引主题及其施引学科、主题分布分析

（１）被引主题及其时序演化分析。 ①确定

被引关键词。 由于施引著者在一次引用中可能

仅引证了一篇图情论文中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

内容，并非所有的由被引著者提供的关键词都

在一次引用中被引证了，本文通过以下三个步

骤识别图情论文的被引关键词：首先，获取施引

文献全文数据，然后分析施引文献中每条引用

的功能和内容，最后从被引作者提供的关键词

中选取能够反映引文功能和内容的关键词，定
位被引关键词。 ②统计不同时间窗口中被引关

键词的被引频次。
（２）构建施引学科领域、施引学科和被引关

键词的三维列联表，揭示纯科学及应用科学学

科、软科学及硬科学学科对图情主题的引用

偏好。

２　 计量结果及分析

２．１　 施引学科及其时序演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在本文调查的 ４６９ 种中

文高质量非图情期刊 中， 共 有 ３２８ 种 期 刊

（６９ ９４％）刊载的 ４ ８３０ 篇论文 （ 总施引频次

７ ０６４次）引用了中国图情核心学术期刊刊载的

５ １７７篇论文（篇均被引频次 １ ３６ 次）。 被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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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论文占近四十年 ２０ 种图情核心期刊发文总量

（１５３ ４１１ 篇）的 ３ ３７％。 外部引用频次呈增加

趋 势 （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年： ９；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 ３３；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８８６；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６１３６）。 以

降序排列，施引文献主要来源于以下学科：新闻

传播学（ １ ６２９）、管理学（ １ ５４０）、计算机科学

（１ ０７５）、教育学 （ ８６８）、 经济学 （ ３３５）、 医学

（２２２）、 政 治 学 （ １８５ ）、 法 学 （ １８５ ）、 工 程 学

（１６７）、心理学（１３４）、人文地理（１０５）、社会学

（８８）、语言与文学 （ ７６）、 农学 （ ７２）、 历史学

（７２）、人类学 （ ７０）、 地球科学 （ ６１）、 艺术学

（５２）、哲学（５１）、生物学（４２）、数学（１２）、化学

（１２）、天文学（９）和物理学（２）。 施引学科的引

用频次呈正偏态分布（平均数 ２９４ ３３，中位数

９６ ８９，偏度 ２ １１），其中前四个高频施引学科的

引用频次之和占总引用频次的 ７２ ３７％。 根据

对不同时间窗口中高频施引学科的分析，四十

年间，与其他非图情学科相比，计算机科学和教

育学始终频繁地引用中国图情核心期刊论文。
１９７８ 至 １９９８ 年间，历史学、语言与文学、哲学的

引用频次比重高于其在其他时间窗口中相应的

值，而 １９８９ 至 ２００８ 年间，农学引用频次比重高

于其在其他时间窗口中相应的值。 １９９９ 年以

来，计算机科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
经济学、医学、工程学和法学稳定地处于高频施

引学科前列。
根据高频施引学科引用频次的时序分析结

果（见图 １），四十年来，管理学、新闻传播学和

教育学对中国图情论文的引用呈增加趋势，计
算机科学、经济学、医学、法学、政治学和工程

学的施引则呈现出稳定特征。 可以推测，至

２０２８ 年，新闻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

科学可能依旧是最频繁地引用中国图情论文

的学科。

图 １　 高频施引学科时序分析

在分析每个学科施引情况的基础上，以比

格兰模型对学科的聚类为依据，中国图情论文

主要受到来自软科学—应用科学学科（２ ９２８，
４１ ４５％）、 软 科 学—纯 科 学 学 科 （ ２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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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８５％） 和 硬 科 学—应 用 科 学 学 科 （ １ ５３６，
２１ ７４％）的引用。 通过对施引学科的比格兰模

型分布进行时序演化分析，发现来自软科学学

科或应用科学学科的引用呈增加趋势。

２．２　 施引主题及其引用偏好

（１）施引主题的时序演化和关联分析

根据施引文献主题分析结果，按降序排列，
高频施引主题包括：数据和信息处理（１ ０００）、科

研成果计量分析 （ ８３１）、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

（４６５）、知识管理（４４６）、信息分析和知识发现

（３１１）、教育 （ ２７７）、信息化 （ ２４８）、网络舆情

（２４２）、信息服务和用户（２３２）、出版产业发展

（２２２）、学习（２０９）、大众传播（２０５）、电子商务

（１９３）、科研管理（１９２）、专利（１５８）、知识产权法

（１３８）、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１２５）、社交网

络（１１２）、旅游（１０９）等。
根据施引主题的时序演化分析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高频施引主题及其引证关键词的时序演化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施引
主题

高频被引
关键词

被引
频次

施引
主题

高频被引
关键词

被引
频次

施引
主题

高频被引关
键词

被引
频次

施引
主题

高频被引关键词
被引
频次

１

数据
和信
息处
理　

词频分
布、语言
转换、主
题词表、
自然语
言处理

４ 科研
成果
计量
分析

引 文 分
析、 合 著
分 析、 文
献 计 量、
洛特卡定
律、 情 报
学、 作 者
分析

２１ 数据
和信
息处
理　

自动文摘、自
动分词、本体、
搜索引擎、网
格、信息过滤、
元数据

１７６ 数据
和信
息处
理　

本体、文本分类、信
息抽取、协同过滤、
自动文摘、社会网
络分析、搜索引擎、
文本聚类、个性化
推荐、网络舆情、知
识组织

８１７

２

历史 考证、私
人藏书

家、图经

３ 科技
期刊
编辑
出版

科 技 期
刊、 经 济
效益

４ 信息
和知
识发
现　

搜索引擎、单
汉字标引、古
籍数字化、话
题 检 测 与 跟
踪、文本分类、
元搜索 引 擎、
自动标引

８１ 科研
成果
计量
分析

文献计量、共词分
析、知识图谱、引文
分析、社会网络分
析、信息可视化、词
频分析、内容分析、
科 学 计 量、 合 著
分析

７４１

３

科研
成果
计量
分析

引文分
析

１ 数据
和信
息处
理　

共 面 矩
阵、 自 动
分 词、 自
动文摘

３ 知识
管理

知识管理、知
识共享、隐性
知识、知识整
合、咨询业

８０ 科技
期刊
编辑
出版

开放存取、期刊评
价、ＤＯＩ、文献计量、
引文分析、替代计
量学、学术评价、影
响因子、电子期刊、
共词分析、数据库、
著作权

３９０

４

体育 科技情
报

１ 文化
人类
学　

西夏文 １ 科技
期刊
编辑
出版

开放存取、科
技期刊、文献
资源建设、学
术规范、期刊
评价、科技查
新、索引、文献
计 量、 知 识
产权

７１ 知识
管理

知识共享、知识转
移、知识网络、知识
协同、隐性知识、知
识整合、知识组织、
知识创造、知识存
量、知识链、知识创
新、知识扩散

３６６

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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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施引
主题

高频被引
关键词

被引
频次

施引
主题

高频被引
关键词

被引
频次

施引
主题

高频被引关
键词

被引
频次

施引
主题

高频被引关键词
被引
频次

５

历史 《周易》 １ 科研
成果
计量
分析

引文分析、文
献计量、学术
影响力、引文
索引、合著分
析、作者分析、
专利情报分析

６８ 网络
舆情

网络谣言、舆情传
播、社会网络分析、
突发事件、网络舆
论、 微 博、 舆 情 监
测、舆情预测、网络
媒体、网络情绪、网
站评价、信息素养

２４１

６

教育 信息资源
管理

１ 信息
化　

网站评价、信
息产业、教育
信息化、信息
伦理、信息消
费、信息服务
业、信息化指
标体系

６３ 教育 信息素养、信息行
为、ＭＯＯＣ、大数据、
数字鸿沟、信息不
对称、ＴＡＭ、互联网
＋、内容分析、创客、
翻转课堂、媒介素
养、知识服务

２３２

７

信息
化

信息化 １ 教育 信息素养、知
识产权、信息
分类、信息系
统、文献检索、
概念图、互动
问答平台、内
容分析、网络
生态、信息化

４４ 信息
和知
识发
现　

搜索引擎、数据挖
掘、大数据、推荐系
统、 文 本 分 类、 本
体、知识管理、文本
挖掘、信息可视化、
知识服务、ＲＳＳ、领
域本体、文献计量

２３０

８

语言 国际语学 １ 科研
管理

ＳＣＩ、 期 刊 评
价、国际合作、
科技评价、文
献计量、学术
规 范、 用 户
调查

３８ 信息
服务
和用
户　

知识服务、ＴＡＭ、社
会化阅读、数字鸿
沟、用户生成内容、
知识付费、 ＭＯＯＣ、
初始信任、社会网
络分析、网络阅读、
用户体验、阅读行
为、阅读疗法

２１２

９

出版 ＤＯＩ、 版 权、 产
业链、畅销书、
法 律 制 度、内
刊、数据仓库、
图书发行、图书
品 牌、网 上 书
店、信息需求

２７ 学习 移动阅读、网络阅
读、阅读推广、信息
素养、全民阅读、阅
读立法、数字阅读、
信息素质、知识地
图、标签、社会网络
分析、用户信息行
为、阅读疗法

２０６

１０

政府
信息
公开
和数
据开
放　

政府信息公开、
公文、网络信息
资源评价、网站
评 价、信 息 服
务、信息共享、
信息立法、用户
行为

２１ 传播 网络舆情、用户生
成内容、微信、内容
分析、社会网络分
析、网络口碑传播、
信 息 可 视 化、 舆
论场

１９９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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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间，数据和信息处理、科研成果计量分析

始终属于高频施引主题。 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科技

期刊编辑出版、教育等主题文献频繁地引用图

情论文。 １９７８ 至 １９９８ 年间，历史、文化人类学、
语言等文史类主题文献较为频繁地引用图情论

文，而自 １９９９ 年之后，其引用频次比重大幅降

低。 １９８９ 至 ２００８ 年，信息化引用频次比重高于

其他时间窗口，较频繁地引用图情论文。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８ 年，知识管理、信息分析和知识发现等成

为高频施引主题。 １９９９ 至 ２００８ 年，科研管理、
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的引用频次比重高于

其在其他时间窗口的值。 与其他时间窗口相

比，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８ 年，网络舆情、信息服务和用户

主题文献更频繁地引用图情论文。
为了从主题维度揭示施引文献间的关联，

根据关联规则挖掘结果， 发现 ｛ 学术， 期刊｝
（１６１）、 ｛ 知识， 图谱｝ （ １２２）、 ｛ 舆 情， 网 络｝
（１０３），｛社会，网络｝（８６）、｛共享，知识｝（８２）等

频繁二项集。 根据关联规则的可视化分析（见

图 ２），以“知识” “期刊” “网络”和“开放”为中

心分别形成了四个聚类。 其中，“知识”将与知

识管理（知识联盟、知识共享、隐性知识、知识团

　 　 注：每条关联规则的支持度和提升度分别由对应圆的面积和红色的饱和度表示，支持度、提升度越大，面积

越大、红色越鲜艳。

图 ２　 施引文献关联规则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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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知识转移） 和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可视

化、前沿、热点知识图谱、共词）相关的规则联系

起来；与文献研究、期刊评价和学术传播相关的

规则通过“期刊”关联起来；以“网络”为中心的

聚类展现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社会网络间的

关联；与政府数据开放和开放存取相关的主题

通过“开放”相关联。
（２）施引主题的学科分布及主题偏好

根据对施引主题的学科分布及其引用的主

题偏好进行分析（见表 ３），发现研究同一主题的

施引论文可能属于不同的学科，并且引用不同

主题的图情论文或对同一主题图情论文的引用

频繁程度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学科施引文献

研究焦点与角度的差异。 以“信息服务和用户”
主题为例，新闻传播学研究主要引用与知识服

务、阅读、用户生成内容和在线知识社区相关的

图情论文，管理学研究则更关注与技术接受、用
户心理与行为以及知识管理等主题相关的论文，
教育学研究则频繁地引用与信息素养、ＭＯＯＣ、社
会网络分析相关的图情论文，而心理学研究则更

关注对于阅读疗法、信息检索用户心理与行为、
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相关的图情研究。

表 ３　 高频施引主题的学科分布

施引

主题
施引学科 被引关键词

数据和

信息处

理

计算机科学（７７４）
自动文摘（２３）、本体（２２）、文本分类（１６）、搜索引擎（１４）、自动分词（１３）、ＬＤＡ
（１０）、术语抽取（９）、信息抽取（８）、协同过滤（８）、社会网络分析（８）

教育学（６０）
知识组织（６）、知识地图（３）、语义标注（２）、情感分类（２）、元数据（２）、资源整

合（２）、社会性软件（２）、数据治理（２）、文本可视化（２）、知识搜索（２）

管理学（３７） 数据库（３）、本体（２）、信息抽取（２）、数据库建设（２）、信息系统（２）、知识库（２）

农学（２８） 本体（４）、关键帧提取技术（３）、数据整合（２）

科研成

果计量

分析

教育学（１９１）
文献计量（４２）、共词分析（３５）、引文分析（２２）、知识图谱（１５）、信息可视化

（１２）、词频分析（１０）、社会网络分析（７）、合著分析（６）、内容分析（４）、共现分

析（２）、科学知识图谱（２）、可视化（２）、网络生态系统（２）

新闻传播学（１２５）
引文分析（１８）、文献计量（１７）、共词分析（１３）、内容分析（１０）、开放存取（９）、
知识图谱（４）、科学计量（３）、词频分析（２）、作者关键词耦合分析（２）、引用半

衰期（２）、影响因子（２）、作者共被引分析（２）、作者文献耦合分析（２）

管理学（１１２）
文献计量（１３）、知识图谱（１１）、共词分析（７）、社会网络分析（７）、引文分析

（５）、合著分析（４）、内容分析（４）、信息可视化（３）、关键词网络（３）、洛特卡定

律（３）、专利计量（３）

医学（８０）
共词分析（２１）、文献计量（１６）、引文分析（８）、科学计量（４）、知识图谱（４）、信
息可视化（３）、词频分析（２）、内容分析（２）、情报研究（２）、网络舆情（２）、文献

老化（２）

信息分

析和知

识发现

计算机科学（１９４）
搜索引擎（１４）、推荐系统（７）、文本分类（６）、本体（５）、微博（５）、大数据（４）、
信息可视化（４）、ＲＳＳ（３）、单汉字标引（３）、古籍数字化（３）、领域本体（３）、文
献计量（３）、自动标引（３）

管理学（３８） 文本挖掘（５）、知识管理（４）、搜索引擎（２）、非常规突发事件（２）、推荐（２）

教育学（１７） 搜索引擎优化（２）、网络评价（２）、推荐系统（２）、可视化（２）

农学（１１） 层次分析法（２）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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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施引

主题
施引学科 被引关键词

信息化

教育学（１２１）

网络信息资源评价（２３）、教育信息化（６）、信息资源共享（６）、生命周期（５）、信
息化（４）、网站评价（３）、数据信息资源评价（３）、网络信息资源（３）、信息素养

（２）、电子商务（２）、高职院校（２）、开放数据（２）、信息共享（２）、信息化指标体

系（２）、元数据（２）、政府数据开放（２）

经济学（５７） 信息化（５）、企业信息化（４）、竞争情报（２）

管理学（１９）
信息化（２６）、信息产业（５）、信息消费（４）、网站评价（２）、信息服务业（２）、信
息化水平（２）、信息伦理（２）

新闻传播学（１７） 农家书屋（５）、数字鸿沟（３）、信息消费（２）

网络舆

情

新闻传播学（１１７）
网络舆情（４６）、网络谣言（１５）、微博（３）、网络舆情监测（３）、社会网络分析

（２）、信息传播（２）、网络舆论（２）、网络媒体环境（２）、网络情绪（２）、微信舆论

场（２）

计算机科学（３８） 网络舆情（２１）、网络舆情预测（３）、网站评价（２）、舆情传播（２）

经济学（３４） 网络舆情（１８）、舆情传播（４）、突发事件（２）、网络舆论（２）

法学（１５） 网络舆情（１２）、微博谣言（１）、信息安全（１）、用户生成内容（１）

信息服

务和用

户

新闻传播学（９３）
知识服务（１８）、社会化阅读（４）、用户生成内容（４）、网络阅读（３）、知识付费

（３）、用户体验（３）、数字鸿沟（２）、阅读行为（２）、社会化问答平台（２）、手机阅

读（２）、网络舆情（２）、移动阅读（２）、扎根理论（２）、知识图谱（２）

管理学（４６）
ＴＡＭ（４）、初始信任（３）、网络用户粘性行为（２）、虚拟社区知识共享（２）、意见

领袖（２）、

教育学（３５） 信息素养（７）、ＭＯＯＣ（３）、社会网络分析（３）、数字鸿沟（２）、信息服务（２）

心理学（２６）
阅读疗法（５）、信息检索（３）、信息检索行为（２）、信息检索用户心理（２）、社交

网站使用（２）

２．３　 被引主题及其输出特征

（１）被引主题及其时序演化

根据图情论文关键词被引频次的统计结

果，文献计量（１８４）、共词分析（１２９）、引文分析

（１０３）、词频分析（４０）等与文献计量相关的关键

词，知识管理（９１）、知识共享（４８）等与知识管理

相关的关键词，知识图谱（７３）、信息可视化等与

可视化相关的关键词，网站评价（４８）、网络信息

资源评价（４４）、期刊评价（４４）等与信息资源评

价相关的关键词，以及网络舆情（１５４）、内容分

析（９０）、社会网络分析（８５）、信息化（６０）、开放

存取（５５）、本体（５３）、信息素养（５０）、网站评价

（４８）、大数据（４１）等关键词较频繁地被外部学

科引用。 通过对高被引关键词的时序演化进行

统计分析，发现引文分析、文献计量、合著分析、
共词分析等与文献计量相关的关键词一直被频

繁地引用。 １９７８ 至 １９９８ 年，文史研究领域的关

键词如私人藏书家、家谱、《周易》等的被引频次

比重则显著高于其他时间窗口。 １９７８ 至 ２００８
年，自动分词、自动文摘等与自然语言处理相关

的关键词被引频次比重显著高于其他时间窗

口。 １９８９ 至 ２００８ 年间，信息化被引频次比重显

著高于其他时间窗口。 １９９９ 至 ２０１８ 年，知识管

理、知识共享及开放存取方面的论文被频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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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此外，１９９９ 至 ２００８ 年间，信息素养、搜索

引擎、知识产权、网站评价等关键词受到较多的

外部引用。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８ 年，网络舆情、社会网

络分析、内容分析、知识图谱、信息可视化成为

高被引关键词。
为了从主题维度揭示被引文献间的关联，

根据关联规则挖掘结果， 发现 ｛ 舆情， 网络｝
（１９１）、 ｛ 管理， 知识｝ （ １５２）、 ｛ 社 会， 网 络｝
（１３８）、 ｛ 共享， 知识｝ （ １３０）、 ｛ 社 会， 分 析｝
（１１４）、｛共词，分析｝ （１１０） 等频繁二项集。 根

据关联规则的可视化分析（见图 ３），图情被引文

献形成以“可视化” “分析” “知识” “网络” “传

播” “信息” “开放” 等为中心的多个聚类。 其

中，围绕“可视化”，数据（文献）、分析目标（科

学新 趋 势、 新 动 态 识 别） 以 及 可 视 化 工 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形成一个紧密联结的聚类。 围绕

“分析”，文献计量分析、共词分析、图谱分析、社
会网络分析、专利技术分析形成聚类，并且通过

“图谱”，以“分析”为中心的聚类与包括知识图

谱、知识管理、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以“知识”
为中心的聚类关联起来。 此外，以“分析”为中

心的聚类通过“社会”与包括突发事件、网络舆

　 　 注：每条关联规则的支持度和提升度分别由对应圆的面积和红色的饱和度表示，支持度、提升度越大，面积越

大、红色越鲜艳。

图 ３　 被引文献关联规则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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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社交网络、网络传播的以“网络”为中心的聚

类关联起来，包括信息素养、微博信息和信息生

态的以“信息” 为中心的聚类通过“传播” 与以

“网络”为中心的聚类相关联，政府数据开放和

开放存取相关联形成以“开放”为中心的聚类。
（２）被引主题的学科领域知识输出特征

通过统计被各学科论文引用的图情论文的

关键词（见表 ４），并将被引关键词划分为不同的

主题，本文探究了非图情学科对不同主题的图

情文献的引用偏好。 从学科领域分布来看，与
纯科学学科相比，应用科学学科对中国图情论

文的引用频次更高。 纯科学学科和应用科学学

科都较频繁地引用了文献计量、网络舆情、内容

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本体、网站评价等

主题的图情论文。 较之应用科学学科，以新闻

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为代表的纯科学学科更

偏好引用数据开放（如开放存取、开放政府数

据）、信息行为与服务（知识服务、阅读疗法、网
络社交）、信息公平、文化资源保护等主题。 而

以管理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经济学为代表

的应用科学学科则对知识管理（知识共享、知识

转移）、信息化、自然语言处理（自动文摘，术语

抽取）、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文本分类、ＬＤＡ、
情报分析、搜索引擎）、知识产权、数据驱动的管

理决策（突发事件、决策支持系统）、信息素养等

主题引用较为频繁。

表 ４　 被引关键词的施引学科及领域分布

学科

领域
施引学科 高频被引关键词及被引频次

应用

科学

管理学（１ ５４０）
知识管理（６７）、知识转移（３４）、网络舆情（２５）、知识共享（２５）、社会网络分析

（２４）、文献计量（２４）、内容分析（２０）、知识网络（１８）、电子商务（１７）、共词分

析（１３）、知识协同（１３）

计算机科学（１ ０７５）
信息抽取（３６）、搜索引擎（２９）、本体（２７）、网络舆情（２７）、自动文摘（２４）、文
本分类（２２）、自动分词（１３）、ＬＤＡ（１２）、微博（１１）、社会网络分析（１０）、领域本

体（９）、推荐系统（９）、信息安全（９）、信息传播（９）

教育学（８６８）
文献计量（４７）、信息素养（４１）、共词分析（３８）、网络信息资源评价（２６）、引文

分析（２５）、信息可视化（１７）、知识图谱（１６）、内容分析（１３）、社会网络分析

（１３）、知识共享（１３）

经济学（３３５）
信息化（２９）、网站评价（１７）、共词分析（９）、内容分析（９）、网络信息资源评价

（８）、知识图谱（８）、文献计量（６）、电子商务（５）、社会网络分析（５）、信息产业

（５）、信息消费（５）、引文分析（５）、专利情报分析（５）

医学（２２２）
共词分析（２１）、文献计量（１８）、内容分析（８）、引文分析（８）、网络舆情（７）、知
识管理（６）、科技期刊（４）、科学计量（４）、信息聚合（４）、信息能力（４）、知识图

谱（４）

法学（１８５）
知识产权（１７）、网络舆情（１２）、著作权（１０）、信息法律（６）、知识图谱（６）、大
数据（５）、反恐情报（４）、专利情报分析（４）、版权（３）、个人信息（３）、共词分析

（３）、搜索引擎（３）、信息政策（３）、专利审查高速路（３）

工程学（１６７）
专利情报分析（１２）、文献计量（９）、突发事件（６）、知识图谱（６）、ＬＤＡ（４）、社会

网络分析（４）、本体（３）、大数据（３）、决策支持系统（３）、网络舆情（３）、信息传

播（３）、信息化（３）、知识存量（３）

农学（７２）
本体（４）、文献计量（４）、关键帧提取技术（３）、层次分析法（２）、科技评价（２）、
信息管理系统（２）、引文分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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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

领域
施引学科 高频被引关键词及被引频次

纯科学

新闻传播学（１６２９）
网络舆情（６４）、开放存取（ ５３）、文献计量（ ２９）、期刊评价（ ２６）、引文分析

（２５）、知识服务（２４）、科技期刊（２２）、ＤＯＩ（２１）、内容分析（２１）、共词分析

（１８）、网络谣言（１８）

政治学（１８５）

开放政府数据（８）、社会网络分析（８）、网络舆情（７）、开放数据（６）、内容分析

（６）、数据开放（６）、政府信息公开（６）、电子政务（４）、信息共享（４）、词频分析

（３）、党史资料（３）、文献计量（３）、信息公开（３）、信息化（３）、政府创新（３）、知
识管理（３）

心理学（１３４）

文献计量（１０）、引文分析（９）、共词分析（７）、阅读疗法（６）、内容分析（５）、科
学计量（４）、信息可视化（４）、科学知识图谱（３）、词频分析（２）、认知风格（２）、
网络人际信任（２）、网络社交（２）、网络调查（２）、信息焦虑（２）、信息搜索（２）、
虚拟社区（２）、知识图谱（２）

人文地理（１０５）
社会网络分析（８）、文献计量（５）、ＴＡＭ（４）、共词分析（４）、内容分析（３）、信息

化（３）、关键词分析（２）、科学计量（２）、可视化（２）、网站评价（２）、系统综述

（２）、知识图谱（２）

社会学（８８）
数字鸿沟（４）、知识基因（４）、内容分析（３）、网络舆情（３）、引文分析（３）、阅读

疗法（３）、目录学（２）、社会记忆（２）、网络信息消费（２）、新生代农民工（２）、信
息服务（２）、作者分析（２）

语言与文学（７６）
引文分析（７）、本体（４）、词频分析（２）、睡虎地秦墓竹简（２）、文献信息资源建

设（２）、文章志（２）、信息构建（２）、自动文摘（２）

历史学（７２） 档案（６）、古籍版本（６）、文献计量（３）

人类学（７０）
数字化保护（４）、档案保护（３）、文献计量（３）、词频分析（２）、非物质文化遗产

（２）、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２）、文化建设（２）、文化人类学（２）、知识经济（２）

地球科学（６１） 文献计量（８）、学术影响力（４）、本体（３）、信息整合（２）、元数据（２）、知识图谱（２）

艺术学（５２） 目录学（６）、古籍版本（２）、元数据（２）

哲学（５１） 网络舆情（３）、信息伦理（３）、毛晋（２）、信息安全（２）、信息人（２）、引文分析（２）

生物学（４２） 共词分析（９）、本体（６）、文献计量（６）

数学（１２）
核心作者（１）、文献计量（１）、共面矩阵（１）、粗糙集（１）、意见挖掘（１）、多层次

模糊综合评判法（１）、组合预测（１）、网络口碑传播（１）、垃圾评论（１）、信息损

失（１）、洛特卡定律（１）、合著率指标（１）

化学（１２）
共词分析（２）、百度知道（１）、计量分析（１）、文书检验（１）、战略坐标（１）、聚类分

析（１）、及时教学（１）、文本挖掘（１）、ＷｅｂＱｕｅｓｔ（１）、知识搜索（１）、知识图谱（１）

天文学（９） 全文检索（２）、自动术语识别（２）、科学数据（２）

物理学（２） Ｋ⁃ｍｅａｎｓ 算法（１）、复杂网络系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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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上看，与硬科学学科相比，软科学学科

对中国图情论文的引用频次更高，而不同关键

词被引频次的施引学科领域分布存在差异（见

图 ４）。 硬科学和软科学学科的论文都较频繁地

引用了与文献计量相关的关键词（引文分析、文
献计量、共词分析）以及网络舆情、社会网络分

析、知识图谱等关键词。 与软科学学科相比，信
息抽取、搜索引擎、本体、自动文摘、文本分类等

方面的图情研究论文更频繁地被计算机科学这

一硬科学学科引用。 而与硬科学学科相比，以
新闻传播学、管理学和教育学为代表的软科学

学科则更频繁地引用与知识管理（知识转移、知
识网络、知识管理）、知识产权（著作权、知识产

权）、信息化、电子商务、信息服务与教育（知识

服务、信息服务、信息素养）、信息资源评价（网

站评价、期刊评价）、内容分析、开放存取相关的

图情论文。

图 ４　 被引关键词的施引学科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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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图情学科对外部领域的知识影响力分析

３．１　 输出对象多元化体现潜在广域价值

（１）从施引学科来看，２４ 个非图情学科不同

程度地输入了多种主题的图情学科知识。 图情

学科不仅向与自身属性相近的新闻传播学、管
理学、教育学等软科学、应用科学学科输出知

识，也向远缘的地球科学、生物学等硬科学、纯
科学学科输出知识。 施引主题的类型随时间增

加，而被同一外部主题引用的图情关键词类型

也随时间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图情学科知识对更广阔

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多元的影响。 同一主题

的研究主体来源于多个学科，而研究同一主题

的不同施引学科引用了不同主题的图情文献。
这既反映了在跨学科研究中，同一主题研究由

于学科差异而具有多维度、多视角的特征，也说

明图情学科知识能够向不同学科进行输出。 特

别是对数据和信息处理、科研成果计量分析、信
息分析和知识发现、信息化、网络舆情、信息服

务和用户等主题领域，图情学科以其知识创造

的丰富性为多种研究焦点提供知识支持。
（２）从被引主题上看，被引图情文献的主题

分布十分广泛。 以文献计量、引文分析、共词分

析、网络舆情、社会网络分析、知识图谱等主题

为代表，同一主题的图情研究吸引了来自多个

学科的引用。 其中，文献计量作为知识输出多

元化水平最高的图情研究领域，集中体现了图

情学科外部影响力的多元化特征，包括引文分

析、词频分析、合著分析、共词分析等在内的文

献计量研究，对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医
学等学科研究者开展的与科研成果计量分析、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科研管理、教育、数据和信

息处理、信息和知识发现、大众传播相关的研究

产生了重要影响。

３．２　 变革研究主题以提升外部影响力

四十年间，图情学科的研究主题不断变化

扩展，同时从图情领域输入知识的外部学科也

发生改变。 以主题引用为表征，体现了图情知

识创造、传播和外部影响力的变化。 这种变化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主题的图情研

究对同一施引主题的影响力发生变化。 以“数

据和信息处理”这一施引主题为例，虽然计算机

科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农学等学科中与“数据

和信息处理”相关的研究持续地引用与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及其应用相关的图情研究，但是，不
同时间窗口下施引主题的引证焦点不同：１９８９
至 ２００８ 年，较多地引用自动文摘、自动分词、搜
索引擎方面的图情论文，并开始引用与本体、搜
索引擎相关的研究；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论述本体、
信息抽取、协同过滤和推荐技术的图情论文成

为“数据和信息处理”类论文的引用焦点。 这反

映了不同时期外部研究领域对图情学科知识的

关注重点的变化，也说明部分图情主题具有较

高的知识扩散水平。
其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主题的图情研

究的外部影响力发生变化。 例如，１９７８ 至 １９９８
年间，与古籍版本和目录学相关的图情研究是

主要的知识输出领域之一，受到历史学、语言与

文学、哲学等学科的关注，此后，上述研究主题

的知识输出锐减。 而不同时期具有高知识输出

水平的图情主题也存在差异。 例如， １９８９ 至

２００８ 年间，与信息化相关的图情研究受到经济

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较高关注；１９９９ 至

２００８ 年，与知识管理、信息素养、搜索引擎、知识

产权相关的图情研究成为对管理学、计算机科

学、教育学、法学等外部学科输出知识的焦点领

域；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８ 年，向新闻传播学、管理学、计
算机科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输出知

识的图情焦点领域包括网络舆情、社会网络分

析和开放存取。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本文发现：在不同时

期，具有较高外部影响力的图情主题存在差异。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涉及图情学科发展的

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图情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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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和传播的时代性和内在创新性。 ①外部因

素方面：由时代前进方向和国家发展需要等外

部因素决定，图情学科创造并传播特定时期社

会发展所需的知识，提升了学科的外部知识影

响力，对社会进步作出知识贡献。 具体地说，不
同时期，我国图情学科创造的知识对信息化

（１９８９ 至 ２００８ 年间）、搜索引擎、信息素养、知识

管理、知识产权（１９９９ 至 ２００８ 年）、网络舆情、数
据开放（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８ 年）等快速发展领域产生

了影响。 图情学科的知识创造和输出扩散具有

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学科主动服务社会发展的

体现。 ②内部因素方面：图情研究领域内部的

演化与创新以及新兴研究领域的出现与发展影

响了特定图情主题的外部影响力。 而部分图情

主题经历了从焦点输出主题到低输出主题的变

化过程。 这一变化并不说明该领域外部影响力

的显著下降或是失去活力，而很可能是这一研

究领域内涵变革的体现。 以目录学为例，１９７８
至 １９９８ 年间该主题具有较强的知识输出表现，
而之后输出变弱，这并非代表该领域失去了外

部影响力，而是因为新的信息环境下目录学的

研究内容发生了变革。 正如彭斐章先生和陈红

艳在《改革开放 ３０ 年来目录学实践的回顾与思

考》一文中指出的，“改革开放 ３０ 年来，目录学

实践取得了长足进展。 网络的发展拓展了书目

利用与服务的范围，促使书目情报服务向信息

资源公共获取转移。” ［２８］ 信息环境的改变和内

在创新动力推动目录学领域的内涵日益丰富。
同时，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网络目录研究不断

发展，成为独立的新兴研究领域。 当下，对于网

络目录的较高外部关注不仅体现了这一领域的

外部影响力，也体现了对目录学研究创新变革

的外部认同。 全面评估图情学科外部影响力的

关键在于综合分析内外部因素，而非单一依靠

引文数据分析。

３．３　 多维知识融合增强学科知识贡献

图情学科对外部领域产生的知识影响力呈

现出以知识输出动力整合促进知识融合，进而

汇聚、增强外部影响力的特点。 知识输出的动

力源于图情学科与相关学科交叉、图情主题与

其他领域研究主题交叉，以及图情领域内知识

输出主题间的关联。 知识输出动力整合则表现

为图情学科主要向近缘学科输出知识，交叉研

究主题知识输出表现强，以及具有强知识输出

表现的图情核心主题聚类形成。 以此为基础，
图情学科知识输出视角下的知识融合呈现出三

种维度：图情学科与近缘学科交叉融合，图情主

题与相关研究主题交叉融合，以及图情学科知

识输出主题关联融合。 知识融合使图情学科凭

借核心知识创造增强对近缘学科和交叉研究领

域的知识贡献。
学科融合方面，通过对高频施引学科的时

序分析，发现图情学科主要被新闻传播学、管理

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频

繁引用；从施引学科属性上看，主要是与图情学

科属性相近的软科学、应用科学学科。 针对上

述近缘学科的知识输出呈现增长趋势，说明图

情学科知识输出的核心对象学科领域已经形

成。 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相关学科间

认知距离较短，降低了跨学科知识输入中的认

知障碍；研究主题存在交叉，为多学科间针对同

一问题的知识交流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中国图

情领域的知识生产力提高，知识传播力增强，为
跨学科引证与采纳创造了知识基础和交流渠

道。 总之，图情学科与多个相关学科之间的交

叉融合，对近缘学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图情学科研究主题和其他学科研究主题融

合方面，从高频施引主题和高被引主题上看，最
主要的施引主题，例如数据和信息处理、科研成

果计量分析、知识管理、信息和知识发现、教育、
信息化、网络舆情等，和最主要的被引主题，例
如文献计量、网络舆情、知识管理、信息化、开放

存取、本体、信息素养等，在研究内容层面存在

交叉。 图情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主题具

有较高的跨学科性，知识输出表现力强，能够发

挥较大的外部影响。
图情学科知识输出主题关联融合方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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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挖掘被引主题间的关联，发现以“可视化”“分

析”“知识”“网络” “传播” “信息” “开放” 等为

聚类中心，主要形成了科学文献可视化、数据分

析、知识管理、网络信息传播、信息素养、开放数

据等核心知识领域。 这说明，随着图情学科知

识创造的发展，其知识输出表现力增强，而主题

间紧密关联形成聚类，促使具有高外部影响力

的核心研究领域出现，即围绕数据、信息、知识，
聚焦制度（法规、政策、标准、规划、工作制度）、
资源（信息、科技、人力、财力、物力、管理资源）、
信息机构与用户等要素，探究数据、信息与知识

的计量、治理、服务与教育。 对其中的几个主题

重点说明：①计量，包括文献计量、信息计量、科
学计量、网络计量，是图情学科对外知识输出表

现最强的领域，计量研究思路和方法被输出到医

学、生物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

等多个学科，应用范围广，外部影响力强。 ②治

理，包括对数据、信息和知识资源的发现、构建、
处理、组织管理、挖掘、传播、开放共享、应用与评

价的研究，是内涵最丰富的核心研究领域，涉及

制度、资源、信息机构与用户等各种要素，覆盖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应用领域，且不断创新而具

有很强的发展活力。 ③用户服务与教育，与管理

学、计算机科学、新闻传播学等相关学科开展的

信息研究聚焦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管理相

比，图情学科开展的信息研究更重视对信息用户

进行研究［２９］ 。 服务与教育领域，包括关于数据、
信息和知识用户及其服务、学习、教育相关的研

究，对新闻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软

科学学科具有较高的知识输出表现。 而用户服

务与教育的高知识输出表现说明图情学科能够

以具有学科特色的知识成果影响其他领域。
以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创新活力和学科特

色为特征的图情核心知识具有较高的外部影响

力。 图情学科通过开放创新与交叉融合，将计

量思维与方法应用于科研管理，为我国科研管

理决策创新提供支持；探索数据信息治理理论

与方法，为提高国家信息治理能力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聚焦信息服务与教育，为公共文化服务

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４　 结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在国家发展和时代前

进的背景下，中国图情学科也迎来了发展的重

要时期，其研究视野日益拓宽，研究主题不断创

新，研究领域实现内部转型而领域间关联融合，
知识创造充满活力，更加激发了知识传播的动

力。 同时，图情学科知识输出到多元学科，为其

他领域提供了知识补充，形成了以数据、信息、
知识的计量、治理、服务及教育为核心的高外部

影响力领域。 而随着以外部引文增加表征的知

识输出能力的增强，中国图情学科知识的外部

影响力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学科外部影响力

的发展潜力巨大。
在肯定中国图情学科外部影响力提升的同

时，还要认识到目前图情领域知识输出的总体

水平仍是有限的。 被外部领域引用的图情论文

仅占抽样图情期刊发文总量的 ３ ３７％；外部学

科引用频次呈正偏态分布，绝大多数施引学科

的引用频次较低；中国图情学科主要对与自身

学缘较近的领域产生影响，理论的普适性有待

提升。 相比之下，国际图情领域文献更多地被

外部领域引用［１５］ ，中国图情学科知识的外部影

响力水平与国际图情学科相比存在差距。
为了提升学科外部影响力，促进中国图情

学科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知识贡献，图情领

域的学者要致力于以下方面：①坚持、发展学科

核心知识，创造、凝练、提升学科贡献与价值，提
高学术品质和自主创新能力，深耕信息领域，聚
焦数据、信息、知识计量、治理、教育和服务研

究，服务本领域研究与实践发展；②继续发挥与

时俱进、研以致用的精神，创造、传播符合时代

前进方向、满足国家发展重大需要的知识，承
担学科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③扩宽研究视

野，追踪国际科技创新前沿，提高跨学科水平，
以跨学科合作促进科研创新成果在更广阔领

域的采纳应用，增强图情学科知识的外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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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④综合利用出版、教育、服务、大众传媒等

渠道扩大知识传播，担当数据、信息、知识计

量、治理、服务与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引领者，促

进制度、资源、机构与用户等要素创新，提升图

情学科在学术、实践与公共领域的可见度、有
用性、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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