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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

（2005-2009）的统计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存储和传播的信息量

呈指数形式增长，信息的种类和形式也越来越丰富，

传统图书馆的运行机制无法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在

这种背景下，数字图书馆应运而生。一般认为,数字图

书馆是采用现代高新技术所支持的数字信息资源系统,
是下一代因特网上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它将从根本上

改变目前因特网上信息分散不便使用的现状。简而言

之,数字图书馆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便于使用的、超大

规模的知识中心 [1]。

本文通过对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五年

(2005-2009)来我国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数字图书馆领

域的研究论文进行定量分析，以揭示我国对数字图书

馆研究的发展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文中所分析的研究论文来自于北京大学《中文核

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版）中与数字图书馆研究相关

的专业期刊，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编辑

出版、新闻传播学、计算机技术、综合类（各种学报

等）。抽取这些期刊在近20年内所刊载论文的题录信

息，总计440,594条；其中，每篇论文的题录信息包括题

目、著者、关键词、单位、摘要、基金信息、页码等。

该数据由万方数据有限公司在2009年11月提供，其中

2009年的数据不全。在这批数据中，检索题目或关键词

中包含“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论文，得到4771篇，其中

在2005年-2009年发表的论文共有1997篇。

1．整体发展状况

统计我国数字图书馆领域在1992年-2008年共17年
间各类期刊所刊载该领域论文的整体情况，结果如图1
所示，该图显示：仅从发文数量的变化来看，可以将

我国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92
年-1999年的酝酿阶段，2000年-2002年的数量增长阶段

和2003年-现在的成熟调整阶段。

摘要：为推动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本文统计并深入分析了我国近五年（2005-2009年）数

字图书馆领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文献计量学特征，概述了该领域的整体发展状况。主要包括：我国数

字图书馆研究的不同阶段及其特点，核心期刊的分布、关注的研究领域及其聚类分析，主要研究机构，

高产作者及其论文合著情况等。利用战略坐标图对数字图书馆研究的六个子领域进行了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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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依发文量划分的三个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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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统计上述三个阶段中所有学术论文的关键词的

词频，并选取最热门的10个关键词，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三个阶段中数字图书馆研究的

热点领域切换比较明显。第一阶段的数字图书馆研



http: // www.dlf.net.cn

2010年第3-4期（总第70-71期）

创刊五年专刊

表1 三个阶段热门关键词分析

数字图书馆

电子图书馆

图书馆自动化

图书馆

虚拟图书馆

数字化图书馆

Internet

网络化

信息高速公路

电子出版物

第一阶段

数字图书馆

图书馆

元数据

信息服务

数字化

个性化服务

知识产权

信息资源

本体

数字化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图书馆

虚拟图书馆

数字化图书馆

传统图书馆

电子图书馆

网络

数字化

信息资源

中国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期刊分别为：计算机工程、计算机工程与应用、计算

机科学、计算机应用研究、计算机工程与设计，分别

排在第21-25位。

2.2 核心期刊的载文领域及其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各核心期刊所刊载数字图书馆各

分支领域的论文及其所占比例的情况，我们将数字图

书馆的研究领域划分为六个子领域，分别为：管理体

系研究、评价体系研究、资源建设与资源组织研究、

服务研究、技术体系与新技术研究、数图版权保护研

究。按一定的抽取方法分别将数字图书馆领域的论文

按类别进行划分（具体抽取方法参见本刊各子领域

的统计分析论文）。表3显示了表2中所列的20种核心

期刊在发文领域的比例。如《大学图书馆学报》发表

“资源建设与资源组织研究”方面的论文较多，占该

究中，大量热门关键词都是类似于“电子图书馆”、

“图书馆自动化”、“虚拟图书馆”、“数字化图书

馆”、“电子出版物”、“网络化”、“Internet”等

较宽泛的相关概念，说明这一阶段的数字图书馆研究

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概念介绍和关系思辨的研究层

面。第二阶段中，虽然大部分关键词依然与上一阶段

类似，但出现“信息资源”、“中国”、“数字化”

等概念，说明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关注诸如资源建设

等相对具体的研究领域。第三阶段中，前两个阶段的

宽泛的概念开始被各个分支领域的具体概念大量取代

如：元数据、知识产权、本体等，表明在这一阶段的

研究中，数字图书馆领域开始真正走向成熟。

2 核心期刊发文情况分析

2.1 数字图书馆研究的核心期刊

对近五年（2005-2009年）间我国数字图书馆领

域所发表的1997篇学术研究论文，按期刊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显示：论文分布在63种不同的期刊上，其中

发文量较多的前20种期刊共收录论文1895篇，占该领

域所有论文总数的94.9%。据此，我们可以将这20种期

刊视为我国数字图书馆领域的核心期刊，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目前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的

核心期刊全部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三个专业

的期刊。在计算机类期刊中，该领域发文量最高的5种

表2 核心期刊及其发文量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图书情报工作

情报杂志

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论坛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情报科学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情报资料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杂志

大学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建设

情报理论与实践

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学刊

兰台世界

图书与情报

图书情报知识

情报学报

期刊名

320

198

149

140

137

124

102

89

82

81

70

62

61

54

49

43

41

38

28

27

发文数量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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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核心期刊在各子领域的发文比例

大学图书馆学报

国家图书馆学刊

兰台世界

情报科学

情报理论与实践

情报学报

情报杂志

情报资料工作

图书馆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图书馆论坛

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杂志

图书情报工作

图书情报知识

图书与情报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图书馆学报

期刊名

6.50%

7.00%

9.80%

5.90%

13.00%

29.60%

11.40%

14.60%

6.10%

10.10%

11.50%

15.30%

14.60%

11.40%

7.10%

15.70%

7.10%

7.90%

13.10%

19.80%

管理类

4.80%

2.30%

2.40%

16.70%

1.90%

3.70%

7.40%

6.10%

6.10%

2.20%

4.90%

4.80%

4.40%

7.90%

5.70%

10.10%

10.70%

5.30%

5.30%

8.60%

评价类

33.90%

30.20%

39.00%

38.20%

35.20%

37.00%

37.60%

36.60%

26.50%

42.70%

42.60%

27.40%

37.20%

34.30%

32.90%

41.40%

39.30%

28.90%

36.90%

56.80%

资源类

12.90%

11.60%

12.20%

15.70%

13.00%

11.10%

12.80%

18.30%

14.30%

10.10%

8.20%

7.30%

16.80%

15.00%

14.30%

9.10%

14.30%

10.50%

9.10%

12.30%

服务类

22.60%

27.90%

36.60%

28.40%

27.80%

29.60%

30.90%

14.60%

14.30%

22.50%

14.80%

21.80%

21.90%

28.60%

30.00%

26.80%

32.10%

28.90%

31.30%

33.30%

技术类

4.84%

9.30%

9.76%

8.82%

12.96%

0%

8.72%

15.85%

16.33%

11.24%

13.11%

8.87%

8.76%

12.14%

8.57%

8.59%

17.86%

7.89%

0.63%

2.47%

版权类

刊所发表全部数字图书馆方面论文的33.9%。表3第4列
显示：“资源建设与资源组织研究”方面发表论文较

多的期刊主要有：《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工

作与研究》、《图书馆建设》、《图书情报工作》等

期刊。整体来看：“资源建设与资源组织研究”方面

也是各期刊发表论文较多的子领域之一。

对表3中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最大

的一个子类由10种期刊组成，分别为：《国家图书馆

学刊》、《图书与情报》、《图书馆杂志》、《大学

图书馆学报》、《情报杂志》、《图书馆学研究》、

《情报理论与实践》、《兰台世界》、《图书情报工

作》、《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等,该类所刊载的论文基

本反映了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的主流方向。第二个子

类由4种期刊组成，分别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图书馆建设》、《情报资料工作》、《图书馆论

坛》等，这四个期刊对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服务

研究关注较多。第三个子类由《情报科学》和《图书

情报知识》这2种期刊组成，单独构成一类的期刊有4

种，分别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

3  研究机构分析

3.1 主要研究机构

统计发表学术论文的作者单位，可以发现我国数

字图书馆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表4显示了2005-2009年
间发文量最多的20家研究机构。此处，有两点需要说

明，第一点在具体数据处理时，我们将不同时期的单

位名称进行了简单合并，如将单位署名为中国科学院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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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发文量最多的20家机构

1

2

3

4

5

6

7

8

9

9

9

12

13

13

15

16

16

16

19

20

排名

116

83

49

37

36

26

23

22

21

21

21

18

17

17

16

15

15

15

14

13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国家图书馆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

鲁东大学图书馆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图书馆

湘潭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机构名称 发文数量

文献情报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论文归

并为一类，并以其最新名称命名。第二点，我们将论

文作者所在的机构细化到了二级单位。

进一步统计我国数字图书馆领域发文量最多的10
家图书馆类（包括公共图书馆、科技系统图书馆和高

校图书馆等）机构的发文数量，结果如表5所示.
上述表4和表5均揭示，数字图书馆研究机构的发

文量服从重尾分布，即机构发文量呈现“马太效应”

的特征。

对数字图书馆领域发文量最高的三家机构：中国

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历年发文数量进行对比，结果如图2
所示。

表5 发文量最多的20家图书馆类机构

1

2

3

3

5

5

7

8

8

10

排名

116

36

21

21

15

15

13

10

10

9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鲁东大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浙江大学图书馆

福州大学图书馆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深圳大学图书馆

机构名称 发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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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发文量最高的三家机构历年发文数量的对比情况

中科院 武大 北大

84

图2显示：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不但论文总

数远远高于其他两家机构，而且发表论文数量总体呈

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而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两家机构

的发文量则在2004-2005年的高峰过后出现明显的下降

趋势。这似乎预示着：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可能成为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的

领军者。

3.2 研究机构类型分析

为了考察我国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机构的类型，

我们将论文的作者单位划分为图书馆或资料室、信息

管理院系所、计算机院系所和其他共四大类。统计这

四类机构的发文情况，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

出，国内图书馆和信息管理院系的作者是数字图书馆

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两类机构的发文量占到总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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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式，随着对于数字图书馆研究的逐渐深入，研

究者的研究兴趣开始逐渐具体到对数字图书馆领域的

一些具体问题，如本体构建、法律问题、个性化服

务、Web 2.0等的研究和分析，而这类研究更容易引起

非图书馆领域研究者，尤其是高校院系和研究院所等

机构研究者的兴趣。

4  论文作者分析

4.1 高产作者分析

为考察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的主要论文作

者，我们按作者及其单位统计了2005-2009年间数字图

书馆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其中对个别作者在近几年

间分属不同单位发表论文时，按最新单位设定，且将

所发表论文按作者进行合并，如李广建曾在北京师范

大学管理学院等单位工作，但目前工作单位为北京大

学信息管理系，则设定其作者单位为后者，所发表论

文合并计算。表6显示了国内近5年来数字图书馆研究

领域的前20位高产作者。

从表6可以看出，数字图书馆领域前20位高产作

者中，有12名来自高校信息管理或计算机等专业院系

所，7名来自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系统，仅有2名来

自高校图书馆系统。这与本文第3.2节在统计数字图书

馆领域作者背景时发现的图书馆背景作者的发文总数

占52%的结论形成一定的反差，这表明尽管数字图书馆

领域的多数论文出自图书馆系统的研究者，但图书馆

系统的高产作者相对较少，进而，或许表明：高校院

系所的研究人员比纯图书馆系统的研究人员更能长期

持久地在该领域内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4.2 合著情况分析

在文献计量学中，科学研究领域内作者合著情

况是考察领域发展性质和成熟度的一个常用指标。不

同学科和研究方向的作者合著情况通常具有一定的差

异，如生物和医学领域作者合著情况较多，而人文社

科的某些研究方向中，独著完成论文的比例较高。

度量领域内作者合著情况的主要指标有两个：合作

度与合作率[2]，计算方法分别为：（1）合作度=作者总

人次/论文总数；（2）合作率=合著论文数/论文总数。

使用上述指标，我们分别计算了2000年-2009年间

量的72%之多。

为对比分析图书馆与图书馆研究机构的发文量情

况，我们逐年统计了近10余年两类机构的发文数量，

结果如图4所示。

图3 几类机构作者的发文数量构成

图4 图书馆与非图书馆领域作者发文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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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显示图书馆和非图书馆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数字

图书馆领域的关注发展进程存在明显差异。图书馆领

域的作者在2002年以前对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关注

兴趣上升很快，并在2002年达到顶峰，当年也成为近

十几年来唯一一年图书馆领域作者发文量超越其他所

有领域作者之和。2002年之后，图书馆领域作者对于

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关注开始逐年下降。而非图书馆领

域的作者（主要来自高校信息管理、计算机、经济管

理等院系，以及各类情报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机构）对

于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关注程度则一直升温，直到2005
年达到最高峰。从我们对不同领域研究者的研究内容

的分析判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似乎可以解释为，

图书馆领域的作者对于数字图书馆的关注更加注重对

数字图书馆这一新兴事物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和作

用，以及数字图书馆的一般性问题的探讨。而这类研

究在国内早期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中成为一种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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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论文作者的合作度和合作率，结

果如图5所示。

从图5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9年，国内数字图

书馆领域研究的合作程度逐年提升，合作度从2000年
的1.34上升到2009年的1.87，合作率从2000年的31.6%上

升到2009年的49.6%。反映出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

依赖合作的程度越来越高。

5  关键词分析

5.1 近5年研究热点迁移分析

论文关键词的分布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年度该

领域的研究状况。我们对近5年（2005-2009年）关于数

字图书馆研究的1997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

排序后的十大热点关键词如表7所示，其中，关键词

“数字图书馆”每年均排在第一位，缺乏区分度，因

此在列举分析时予以排除。

从表7可以看出，近五年间数字图书馆的研究热点

切换较快，4年或5年均出现在前十大热门关键词的仅

“图书馆”（5次）、“著作权”（4次）、“信息服

务”（4次）三个。从历年的关键词分布情况来看，近

五年数字图书馆领域每年均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一个研

究热点问题。

2005年：数字资源建设与使用

在2005年研究论文的热门关键词中，大部分均与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与使用问题相关。从关键词分

布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数字资

源”和“数字化图书馆”，代表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的一般性研究；第二类是“信息组织”和“元数据”

等，代表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中具体实现技术的研

究；第三类则是“信息服务”、“个性化服务”和

“合理使用”等，代表了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使用方面

的相关问题的研究。

2006年：数字资源建设与法律保护

分析2006年的热门关键词的分布情况，可以发

现，2006年依然非常关注数字资源建设问题，除了延

续2005年对于数字资源建设的一般性问题和具体技术

实现问题的关注之外，2006年对于数字资源建设中法

律问题的关注开始升温，并取代了对于使用问题的研

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知识产权”和“著作权”等关键词占据了2006年热

表6 近5年来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前20位高产作者

1

2

3

4

4

6

7

7

7

7

11

11

11

11

15

15

15

15

15

20

排
名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通信信息与图

书馆学学院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福州大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作者单位

17

15

13

12

12

11

10

10

10

10

9

9

9

9

8

8

8

8

8

7

发文
数量

孙坦

张晓林

黄国彬

刘燕权

董慧

张智雄

牛振东

毛军

马自卫

毕强

王军

李广建

张继东

宋瀚涛

朱庆华

张文德

马建霞

李春旺

黄晓斌

郑建明

姓名

图5 近10年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合
作度和合作率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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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近5年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的前十大热点关键词

1

2

3

4

5

6

7

8

9

10

图书馆

信息服务

元数据

著作权

数字资源

个性化服务

合理使用

信息组织

数字化图书馆

个人数字图书馆

2005

图书馆

元数据

知识产权

著作权

数字化

个性化服务

本体

信息服务

数字资源

知识管理

2006

图书馆

本体

个性化服务

信息检索

推荐系统

信息服务

著作权

开源软件

高校图书馆

知识产权

2007

图书馆

信息组织

数字图书馆技术

个性化服务

读者服务

知识自由

用户研究

信息公平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核心价值

2008

本体

网格

图书馆

Web2.0

信息服务

体系结构

数字化图书馆

著作权

学科馆员

虚拟研究环境

2009

门关键词中比较靠前的位置。

2007年：个性化服务

在2007年的研究热点分布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

意。一个是从2006年“本体”进入国内数字图书馆研

究十大热门关键词后，2007年对其的研究继续升温，

并在2009年首次跃升到热门关键词第一位。另一个值

得关注的现象是，围绕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的的

广泛研究成为2007年的一个明显特征。从关键词的分

布来看，不但关键词“个性化服务”排名相对2006年
进一步提高，而且“推荐系统”和“信息检索”等关

键词首次进入当年的十大热门关键词。这表明，2007
年不但对个性化服务的关注程度相比2006年更高，而

且研究对象也更加具体，研究者开始从一般性地探讨

转向深入探讨基于具体数字图书馆应用的个性化服务

机制的实现。

2008年：数字图书馆社会价值

在2008年的研究热点分布中，较明显的新热点有

两个，一个是对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关注，

如“知识自由”、“信息公平”等；另一个则是对传

统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时代的本源价值的理论思考，

如“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学教育”等。这两

类新热点的涌现，可能与2008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该条例的颁布实施

对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09年：突破机构范式

在2009年的研究热点分布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

现象是“图书馆”首次从热门关键词第一的位置退

出。与其相应的，“本体”、“网格”和“Web2.0”
成为当年的热门关键词。这种现象背后可能预示着学

科发展范式的转变，即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将由以有

形的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为基础的机构主导范式，

转变为以互联网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要价值取向

的资源主导范式。

5.2 各子领域的战略坐标图分析

1988年Law等[3]提出用“战略坐标”描述某一研究

领域内部联系情况和领域间相互影响情况。根据高频

关键词的共词矩阵和聚类结果，用战略坐标图这一可

视化的形式来反映不同类团内部和相互间的关系。其

中，向心度（X轴）表示类团之间相互影响的强度。一

个类团与其他类团联系的数目和强度越大，这个类团

在整个学科中就越趋于中心地位。密度（Y轴）表示类

团内部的关联强度，密度表示该类维持自己和发展自

己的能力。

本文第2.2节将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划分为六个子

领域，分别为数字图书馆管理体系研究、评价体系研

究、资源建设与资源组织研究、服务研究、技术体系

与新技术研究、版权保护研究，如下我们分别计算这

六个子领域的关键词网络密度和向心度，具体如下。

（1）密度的计算：基于关键词共现关系构建各子领域

的共词网络，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密度概念作为

该子领域的密度。（2）向心度的计算：设关键词Ki在

数图领域出现总词频为Fi，在某一子领域出现词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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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所有关键词在数图其他领域出现总词频的平均值F=
∑(Fi - fi)/n，在该子领域出现词频的平均值f=∑fi/n。则关

键词Ki的专属度Ci=(fi×F)/(Fi - fi)×f，当Ci＞1时，则可

以认为该关键词“专属”于该子领域。更进一步，可

以通过计算专属度>1的关键词在分支领域所有关键词

中所占的比例考察该子领域的向心度。

分别计算数字图书馆六个子领域的关键词网络密

度和向心度，并根据向心度和密度的平均值划分成为

四个象限，在战略坐标图中的表示结果如图7所示。 
图7显示：资源建设与资源组织研究、技术体系

与新技术研究、数字图书馆的管理体系研究等三个领

域处于战略坐标系的第三象限，其密度和向心度都较

低，说明一方面其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另一方面，多

数关键词与其他领域连接较为密切。因此上述三个领

域属于数字图书馆研究中的中心区域，但其研究尚未

完全成熟。

数字图书馆的评价体系研究、版权保护研究处于

战略坐标系的第一象限，其向心度和密度都较高，说

明这两个领域内部结构较为紧密，且其关键词与其他

领域联系较少，因此这两个领域属于数图研究中的相

对独立的领域，且其内部研究结构也已较为成熟。

数字图书馆的服务研究领域处于战略坐标系的第

四象限，其向心度较高，说明其已成为数图研究领域

中相对独立的领域，但其内部结构则较为松散，说明

其研究尚未完全成熟，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n

i=1

n

i=1

6 总结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的

学术论文进行量化研究与分析，对不同研究阶段的热

点变化情况、核心期刊、重点研究机构、核心作者的

分布以及合著论文的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分析。最后使

用战略坐标图对六个子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研

究。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研究收集数据的

条件所限，本文没有根据引文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使

得研究工作不够系统和完整。

图7  六个子领域的战略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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