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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借助csscl的统计盏据分析7戒回数字图书馆领城20∞一2∞9年阃的发展情无．分析措

标主要有数字目书馆论主作者，机构．地Ⅱ，合作作者等。得到结论：我田数字图书馆的研完在近
十年木发矗迅速，在论文发表形式上d合著为主．主幸肌不同学者的盥文t和植引情巩．以厦不同羹

型机构，机构发主量、不同地B生i量午几十方自具体分析T连些特征砷加耀数字图书馆领城学术影
响发挥7重盘作用。

关犍诃：莪字明书馆，作者，夸著诗主，机扮．cssc【，文献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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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通讯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己成为世界范围内国书馆研

究的一个热门顿域。在进入21世纪以后．数字图节馆

顿域历年来论文发表情况岛好．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

果，这为研究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厦新豹发展

趋势提供了有利参考依据。热而简单罗列数据或定性

说明井小能奏效，必须对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中迁不

长的历史数据资料．借助文献计量学的基本理论与方

法，进行统计分析与研究。本文就是以csscJ为平台

分析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情况，科学揭尔学科研兜

与发展的摹奉走向；通过科学引空索引数据库的统计

与分析，从定量的规角评价地区、机构、学科以及学

者的科学研究水甲．分析近十年米我国数字图书馆领

域备方面田素的影响山．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与

研究提供蔼手资料，井以此客观件价国内该领域的

研究现状，为预测今后的研究和发展疗向摧供参考。

1慨批数据分析

撒*枉000—2009年csscI收求的数‘，1w f 5锕论上数

量和变化来看(参见前文)，10年间csscl收录的数字

目书馆及相差论文3580篇．我们专门对这3580篇文章

进行了作者、机构和地区的文章状况统计，表l给出了

2000—2伽9年csscI中发表数字图书馆论文的作者、机

构和地区论文数量的统计。有关地区数量的统计为，

我国的地区咀省、直辖市、台港澳计算．国外地区以

国家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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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2000—2009年CSSCI的数字图书馆论文作者、机构和地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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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l的数据和圈I的曲线蹦Ⅲ以看出．我国数字

崮#馆论文的作者、机构删地区在数量r均呈增长趣

势．虽在个别年份有稍许下降，但总体上是增长的。

如，2000年csscI中数字国书馆论文仪涉及140竹作

肯、78个机构、21个地区，2009年则达到了658位作

者、264个机构、30个地区．丹*U增长r370％、238％

和43％，所以．仅从数字图书馆论立涉及到的范围就

ar咀看小．我国数字圈H馆研究得到了十分迅速的

发展，

阿l还显示，我国数字罔书馆的研究在2004—

200 5年稍微有衅调整。无论是论空数昔(参见L

立)、作者数量．还足机构数量或地区数量，都存∞

定r降，说叫我国数字圈t5馆研究往经过十高速

枝艟以后，需要个渊艳和回颇，Id时总结经验，加

强宴践。田此拒2005年以后．敦宁阁¨馆论文Ⅻ＆八

第二次发展高潮，但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发表数字

图书馆论文的作者，因为2009午论文数量减少而减

少，但涉及的作者机构数却柯微嫩的增加．萤文作者

的地区数萧在后几年萆奉持平。可以颇见，经过返一

‘l岸右的休整，数字翔书馆将会再次迎来研究高潮，

这次研究高蒯将会m云汁算环境引入数卒图拈馆颁域

而引发。

2数‘}：图忙馆合作沦文分析

数字罔书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随着研究

的渫^，合作研究必不可少，为r考察数字图书馆研

究的合作程度，我们对2000 2009年问csscI巾数宁

图书馆领域的论文多作者合作情况进行了统汁，详细

数捌参址表2。

袁2 2000—2009午csscI收录的敞1}图幅睛论定怍斋台著情况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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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2的信息社小．我垌数‘}阳l”【f论文的☆作比

例在逐年l：升。从2000印的26 67％r¨刮2009q。加

50 57％．10{I：的☆作比例几乎l鲋1f*，】0年平均也

然到r40 40％。两人台作论文址☆作的主要形式，10

年平均逃}165 77％．似可以打m．两人台作论文的

比捌*F降趋势，从20∞年的78 1 3％F降到2009年的

62 90％。也枕足随．多人合作形式的论史0．散字嘲#

馆顿域比例在加人．符合数宁瑚书馆研究特祉。

将数字酗n钔论史的台作比例tl图”情报学硷

立的合作比例相比较⋯．阳书情报学论文的告怍比

例，2001年H有27 9％．2008年也“选到39 5％，

。☆嗣蕃拓论坛

町以五f|{，数，图¨馆{¨}宄的早斯，和术学科的合作

研究棚簋还不叫显，叭随精数字圈l‘馆Ⅲ}究f日椿^，

合m。研究形式的论文已迁渐成为谈领域的主簦研究形

式．鳓丰学科其他领域合作研究论文的比例在迸断加

人．谜足符音数7#罔15馆研究的现实和特征的。

科学研究的跨机构合作是实现强强胜台研究的¨

常肯烛的^武。_『咀通过并n机构的优井直现互补．

或咀强补埘。但我们分析了数字嘲l；馆论文帅跨机构

台怍论文比例+基本和图I‘情报。}科的跨机构台作投

冉明显丝剐。2000年的论立蜥踌机构比例且打一种鸺

然性。表3为2000—2009年McsScI中数字图¨培跨

丧】20∞2009年cSScI收录的投。#阿书馆咆文的跨机构台作统计

机构卉作论文删作者机构标r}情况的统计数据

3数。卜|{}|15讹领域作嚣学术影响分析

学者纳学术影响通吐两个方面反映；lj束： 足论著

的发表．发表的多少体现了学者柏科研产m力： 足论

著的被引用情况．说明了学者的学术影喃力。为此．我们

借助csscI数据库对在H-}|发表数字图书馆论文的作者和

被数字翻¨馆论文引用的史献作者进行了统计。为了保证

统}l的科学、台理，我们对台作论文考虑其每一千音作者

的贡献太小．分撕与宅的论．嫩茕，即小同的并名顺
序赋乎不同的数值．咀代表每位作者控史的希数。由于

矗4怍舟垃文计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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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作者发文¨讣表

∞，蒜苗瞄讴坛

每一篇论文只能计算为】．所以合作的作者发文可能出现

小数的情况，具体的计算方注☆l襄撕示。
表5给出了2000一2009年问csscI收录的数字圈书馆

沧文的作者统计数据。在这张表中，篾文犀多的是武议

大学的董慧教授．这和他在2000年以后承担了4I盘省部

级咀上的数字困特馆项目有根大关系。董慧教授在数字

图书馆技术方面做丁太景研究与实践，有很高的造诣．

排名首位无可厚非；淮海T学院的青年学者手启云，

发表了大量数字图f；馆方面的立章，尤其是在如02年前

后；我国数字图t}馆著名专家．中科院阍家数字闰甘馆

馆长张晓林教授，以发文】5 30篇排在第3位，张晓林教

授在刚书情报学领域涉猎甚广，{持T许多国家级数字

图书馆项目：排在第4位的足平原大学图书馆馆长，秦

珂副研究馆员．他的研究擐域主要足数字图H馆知识产

表5 2000—2㈣年在csscI期刊上发表5篇以I·数字用书馆论文的学者

AⅨ^# 16枷 Ⅻ c⋯H¨々％tm*ⅢIJ■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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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刚越。艇文10旒咀I。的还钉一⋯目科学院立献t^撒巾心

的张甜雄教授、吉林★学竹Fl学院的博Jj乍甘师、并名

学打毕强教授、现任oF南帅范大学的盛小f教授，浙江

大学阁H馆剐馆长赵继海研究馆员。

从^选采巾的作者机壮J讣析．武汉人学和巾科院空

献情报中心入选垃多，均肯5人入选：_f林大学和浙rI

大学符柯2似学青入选：其他单位入选1人。^进学者^

多为在嘲R馆从事数宁图书馆【忭$I口f究的学嚣。

如果说发立情jl能说lⅢ化学者的科研产出力的

话．那么学者们成嫩被引则n，以反映出他的学术影响

力。表6的数{lc来自r2000 2009年州csscI中数字罔

本期话题 n，嗣管辐论坛

}；铺论殳引州的学卉统讣．山J篇幅．占6-l-仪给⋯r

做0j累i1钠敞以l：帕学青。

从裘6中町班看山．在数字削I 5馆中最有影响的还

足粜fj于从事数字图15馆实践的々家和学者，如前5位

中．4位存图¨馆工作，或^：图#馆{T顿制职务并主符

数书图书馆L作(张晓林，秦驯、赵继蛳)：或直接

担任数字嘲¨馆研究机扎J的顿导(刘炜)；或从事数

字喇书馆研究与实践的计算机领域苛家(两文)。岛

空教授的坎引，主要来自于他出版的《数字图书馆原

理与拄术实现》．仪这一本书n：加年问就被数字图书

馆论文引用84次。

表6 2000—2009年csscI收录的教字幽书馆论文引崩40农以上的作青

4数中M悖馆领域机构和I地IX’≠术影
响分析

机构的学术膨响L鹾址硼过水机#J。}打所艟挫的

学术成粜以及这t‘成粜被引Hj所产生的。为r反映我瑚并

机构^数字削*馆领域的学术影响．我们l犯跚期f0 L

的怍打篾^数‘rl目H悄论立所“≈}的机构进行了统Lh从

10】仆折再机构n：数宁削H钳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

2011年■5■(e第84■l 24



]
笨期话题--

者7 2000—2009年cSscI收录的各类机构发点数字圈书馆类论文统计

*，嗣蕃鼯论拄

4．1小同类碰机构埘数‘#罔拈计研究 舰律可循。

fi献

4．2机构发立统卧分析
如果把对数字圈l{馆研究的霓献分成两大类，

粪足在图书馆具体从事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宴践L

忭曲嘲书馆r怍人员： 类是从事理葩探讨的数字

H书馆研究学者。我们撤据csscI给m的作者机构

类别址行了统计．表7给出了备类作者机构(以第

作者计算)发表数字图书馆文章的统计数据，

分析表7教据，发表教宁图书馆论文的主力军

t要为高校．占总数的75％左右；其次是公共嘲书

馆和科研院所、信息中心，分别占11％和7％左右；

其他类型的机构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实际上在高校

作者中．超过 半的作者为各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

员．因此可以认为．数字图书馆研究的真肛主力军

还是在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类和信息中心类的作者

水同年份的数量差别较大．主要足许多作者的机构

是套人马两块牌了．他们的发文有时以圈书馆的

名义发文．有时以信息中心的名义发文．而这两种

机构在csscI被划分在小阿的机构类别中．在统计

中可能出现年度统计数据的跳跃变化。例如．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在分类是分别划分在不同的类别巾。从年度变化情

况看．除高桎论文基本处在增长咀外．其他机构无

26 加11#■5m(g*B4■l

丧8给出了2000—2009年问发表50篇及以L数字

图书馆论文的机构，排在前三甲的分别是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包括T中国科学院圜家科学图书

馆)、武汉人学、北京人学，这三个机构的10年数

字图H馆发文均超过lOO篇．排在4名以后的机构均

与j．述三个机构有较大差距。分析前一甲机构．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撤中心是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知供创

新工程重要的基础设施．是集文献信息服务、情报

研究服务、科学立化传播服务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岛

绒人才培养功能于一身的研究型情报中心，是数字

图书馆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基地。武汉尢学信息管理

学院是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捧头兵．在敦字图书

领域棚有许多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系统(cA LIs)管理中心所在地，cALIs

是我国高校图书馆建设数字圉书馆的指导机构。所

咀．这三个机构的发立位屏前列实至名归。排在4到

】O位的机构均为高校，这些高校可称为在数字图书

馆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第一梯队，除北京师范大学以

外部拥有图书情报学博士点。其他机构的数字图书

馆笈文相对较少。



蠢H 2000—2009年麓表教}阿I；讹类沧空50篇以}：的机椅

o，i鞘黼论坛

4 3地忧发__=[=统计分析

地区靛文统计足擀该地匿学着在csscI来源期

川上发表空尊数艰的统汁。 个地区垃文数慑的多

少说明了该地医的科研总体宴力和科研产出力，从

几个地区发表的数字图书馆沦文-Ⅱ以分析各地区在

数字图书馆钡域的学术差距阻及各地区对数字阁n

馆的学术贡献。衷9给m了我吲并地区班及围外的学

丧9 2【100—2∞9年发表数字图书馆类论丈地K统计

舟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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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2000一2009年发表数字图书馆娄论文地区统计

∞嗣暂精论丘

习

肴2000—2009年问在csscI上发表的数字圈书馆论

立的统计数据。

从表9中可以看出．我围各地区数字目书馆的艇

展是极不平衡的，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科技、文化

中心，国家图书馆、国家科学图书馆、国家工程技

术数字翱书馆等国家缎图#馆的所在地，云集有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拥

有图书情报学博士点的高校和机构，在我国数字图

书饱领域是当之无愧的掉头届，是数字图书馆研究

的中心。处在第二层次的是广东、湖北、江苏．其

次是天津、浙江、湖南、上j每、山东、河南．当属

第三层次，第四层次有陕西、四川、吉林、河北，

黑龙江、福建、重庆、辽宁、甘肃、安徽等，余F

地区(除国外和我国台港漠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

27 如11年#5■{g第“■)

主要发文不在中国内地期刊r)为我国数字网书馆

研究薄弱地区。

5结沿

通过对2000—2009年csscl收录的数字图书馆

论文的合作作者、机构、地区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分

析发现，近IO年我国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取得了迥

速发展，从合作论文的角度而言．合作论文比例增

加，己经成为数字图书馆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式。研

究者强强联手．在同行业不同单位问的合作．利于

发挥群体的智慧，多出代表学科前沿的重要论文：

从作者学术髟畸角度而言．结合科研产出力和技引

情况两方面考量，得出影响力较^的多为以散字图



"馆项H为直撑的研究学粥以肚从单数#嘲*艄寅践

研究的々家和学者。他们足数中吲l嘴领域研究竹一I-
o％力量；从机构和地区学术影响角j堑而吉，发表数字

图辑馆论文的主力军主要为离技．公≥}阁书馆和科研

院所．其中叉以中国科学院空献情撤中心、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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