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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图情学科研究领域演进分析

摘要：利用知识图谱工具，绘制国外图书情报学1951-1980年、1981-1998年和1999-2012年三个时段的文

献共被引图谱，可视化分析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演变过程。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重点经历了图书馆与文

献、信息检索与信息系统，再到当前的信息技术与用户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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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知识图谱初现端倪以来，随着引

文分析理论与方法以及可视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

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发展至今已日趋成熟，被广泛

应用于学科研究。与此同时，图书情报学在计算机技

术与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出现了新的发展趋

势，研究重点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研究逐渐转

向知识组织与管理、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检索、数字图

书馆与用户研究、数据库建设与数据挖掘等多个研究

领域，图书情报学的发展走向在信息技术汹涌的发展

浪潮中扑朔迷离。

高被引文献是某个时期研究热点的集中体现，基

于高被引论文的被引轨迹及其共现网络，我们可以得出

前沿研究领域图谱。本文据此绘制国外图书情报学研

究前沿知识图谱，以得到其研究前沿与重点研究领域

分布情况。我国图书情报学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

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其发展一直都受国外图书情报

学的影响。但国外图书情报学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

40年代中期，在其发展至今的70余年里，国外图书情报

学经历了几次发展高峰，其研究重心几经变化。基于国

外不同时段研究领域知识图谱，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

到国外图书情报学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其研究重心

不断转移的现象与规律，以明晰国内外图书情报学的渊

源与异同，从而便于进一步明确未来国内图书情报学的

发展方向。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共被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应用于学科演进

及变化中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斯莫[1]和格

利菲斯以及伊琳娜•马莎科娃（Irina Marshkova）分别提

出[2]。当两篇文献（作者）同时被3篇文献引用，我们就称

这两篇作品（作者）存在共被引关系；经常一起被引用

的文献（作者），则表示他们在研究主题的概念、理论

或方法是相关的。为此，共被引分析认为文献（作者）

共被引的次数越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距

离”也就越近。利用现代的多元统计技术如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等，则可以按这种“距离”

将一个学科内的重要文献（作者）加以分类，从而鉴别

学科内的科学共同体或无形学院，绘制“科学知识图

谱”，使之可视化。同传统的学者个人归纳、访谈调查等

主观分类方法相比，共被引分析最大的优势是它的客

观性、分类原则的科学性和数据的有效性[3]。文献共被

引主要体现了共被引的参考文献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

反映学科之间的某些联系。

近年来，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科学知识图谱理论

与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国内的学科研究。侯海燕（2006
年）选取科学计量学领域69个被引最高的文献，运用

词频分析（Frequent analysis of words）、文献共被引

分析（Document co-citation analysis）、多维尺度分

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等方法，绘制了国际科学计量学不同时期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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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直观展现了国际科学计量学

研究领域的演变过程 [4]。2010年以来，陈超美开发的

CiteSpace一跃成为图情领域最热门的工具。吴山、陈

兰杰等人基于ISI的引文数据，运用CiteSpace得到了国

外竞争情报领域的演进图谱；而唐俊等人基于CSSCI的
数据绘制了国内竞争情报领域的科学文献共被引网络

图谱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李金建等人选择JASIST
期刊上的数据为样本，绘制出相应的情报学知识图谱，

揭示了学科发展的趋势，展现了本学科的关键文献、人

物以及知识结构。本文将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

具，绘制国外图书情报学不同时期的文献共被引知识

图谱，以追溯国外图书情报学不同阶段研究领域的发

展特点与演进过程。

笔者以JCR（全称《期刊引证报告》）中2010年度

SSCI收录的图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领域的77种期刊为对象，在科学引文索引

（SCI）数据库中检索图书情报学期刊论文，选择文献

类型为“ARTICLE”，由于引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

此笔者将检索时间限定为1951-2012年，下载数据时选

择全记录和参考文献，共检索到60862篇文献，以构建

国外图书情报学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数据的最后更

新时间为2014年4月22日。

3 研究领域演进图谱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共被引分析方法与Citespace可
视化分析软件，得到了国外图书情报学1951-1980年、

1981-1998年和1999-2012年三个时间段的文献共被引

知识图谱。文献共被引关系能形成文献共被引网络，存

在密集共被引关系的文献将会被聚集在一起，反映文

献所属研究领域的学科联系，从而能追逐学科研究的

热点领域。本文将每个时期的文献共被引网络，根据

其网络结构划分为若干子网络，每个具有一定规模的

子网络都对应着该时期图书情报学的一个研究热点领

域，本文根据子网络中的代表文献及其来源文献标题

中的高频关键词，对子网络所反映的图书情报学该时期

的热点研究领域进行命名，从而得出了国外图书情报学

三个不同时期的若干个热点研究领域。

3.1 1951-1980年研究领域知识图谱

1951-1980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主要有“图

书馆利用分析与评价、图书馆管理研究、信息组织与检

索、图书馆文化”等7大领域（见图1）。

图1 1951-1980年研究领域知识图谱（被引频次≥1）

1951-1980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知识图谱显

示，研究领域1——图书馆利用分析与评价、图书馆管

理研究、信息组织与检索、图书馆文化是该时期最主要

的研究领域，各个研究领域并无太紧密的联系，主要集

中在图书馆与文献利用和管理等领域。

① 研究领域1：图书馆利用分析与评价、图书馆管

理研究、信息组织与检索、图书馆文化。该领域是该时

期文献共被引网络中规模最大、总被引频次最高的研

究领域，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图书情报学起源于传统

的图书馆文献工作，这一时期属于图书情报学发展的

初期，其研究重点还集中在与传统图书馆和文献工作相

关领域的研究。该领域最早的研究是1950年LEIGH RD 
发表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查询报告》[5]。此

后，1961年FUSSLER H H发表的《大型高校图书馆图

书利用模式》一文则开启了该领域的图书馆利用分析

研究[6]。最具影响的文献《图书馆效率：一种系统方法》

（MORSE P M，1968）将运筹学与系统分析方法引入

图书馆利用与管理之中，它对后来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

以及图书利用与图书馆用户研究均有较大的影响[7]。

我们注意到，该领域还包含信息检索领域的文献，具有

代表性的文献《自动信息组织与检索》（SALTON G，

1968）是SALTON G早期最具影响力的文献之一，该文

关于自动信息组织与检索的研究是后来的自动文本处

理与智能信息检索研究的前身[8]。该领域代表文献主要

集中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而图书情报学发展的早

期少有该领域影响力较大的文献出现。

② 研究领域2：科学文献网络与结构、引文分析、

科研评价。该研究热点领域是图书情报学最古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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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最早的文献可追溯到1926年LOTKA A J发表

的《科学产生力的频率分布》，他提出了经典的科学作

者评价的定律[9]。而影响力最大的文献是1965年PRICE 
D J D所发表的《科学论文网络》，后来的加菲尔德等

学者在普赖斯科学论文网络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了引文网络、知识地图和科学知识图谱等概念，该文对

科学知识图谱研究与社会网络应用研究有着巨大的影

响。此外，该热点领域还包括文献《作为期刊评价工作

的引文分析工具》（GARFIELD，1972），该文是加菲尔

德将引文理论与方法引入科学评价中的开端。

③ 研究领域3：图书馆自动化与图书馆未来。该领

域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有两篇，分别是《自动化与美国国

会图书馆》（1963年）与《图书馆未来》（1965年），主

要研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④  研究领域4：文献分布规律。该领域最早的文

献是1948年BRADFORD S C出版的《文献学》，其后

BROOKES B C于1969年在其发表的《布拉德福-齐普

夫分布定律的推导与应用》一文中进一步研究了

BRADFORD S C所提出的布拉德福定律等文献分布定

律的推导过程与应用，发展了文献分布规律。

⑤ 研究领域5：文献编目与标引。该领域最早的文

献是1953年LUBETZKY S发表的《编目规则和原则：

美国图书馆协会登记规则的批判和对他们修改设计的

提议》，影响较大的文献是AUSTIN D于1974年发表的

《概略：概念分析与主题索引手册》，主要研究文献的

编目、标引与索引。

⑥ 研究领域6：科学革命、图书馆与图书馆员。该

领域最早的文献是1949年GARCEAU O发表的《政治

进程中的公共图书馆》，影响力最大的是MCANALLY 
A M于1973年发表的《高校图书馆管理人员的角色转

变》，主要关注时代发展对图书馆与图书馆员影响的研

究。该领域研究热点文献还包括KUHN T S于1962年发

表的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⑦ 研究领域7：索引测试。该领域是1951-1980年
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所显示的7大热点研究

领域中影响力最小的研究领域，其代表性的两篇文献

都发表于1963年，分别是AITCHISON J的《美国西储

大学冶金文献索引测试报告》和CLEVERDON C W
的《索引语言设备的测试》，主要关注文献索引及其设

备的测试。

1951-1980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图书馆相关的内容，研究传统图书馆的管理、利用与评

价，图书馆文献的编目、分类、标引、检索等文献工作，

以及文献计量与文献分布规律的研究等内容，其研究

主要围绕图书馆与文献这两个对象展开。该时段文献

共被引图谱中最大的文献群是图书馆利用与管理文献

群，且处于中心位置，而其他文献群的规模均较小，且

都是与图书馆及其相关的主题，其中科学论文与引文分

析领域是除图书馆利用与管理领域外，该时期规模较

大的研究领域，信息检索在该时期的文献共被引图谱

中还未形成独立的文献群，而索引测试文献群规模也

较小。

3.2 1981-1998年研究领域知识图谱

1981-1998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主要有：

（1）信息检索及其系统、文本检索与处理、信息需求

与用户；（2）引文分析与引文索引、科学网络与知识图

谱、科学交流、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3）信息技

术与信息系统管理及其竞争优势；（4）创新、用户、信

息与情报决策；（5）医学信息与医学信息系统。

1981-1998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知识图谱形

成了“信息检索及其系统、文本检索与处理、信息需求

与用户”研究领域、“引文分析与引文索引、科学网络

与知识图谱、科学交流、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研

究领域与“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管理及其竞争优势”与

“创新、用户、信息与情报决策”研究领域等三大研究

领域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大研究领域之间存在密切的

联系（见图2）。

图2 1981-1998年研究领域知识图谱（被引频次≥45）

① 研究领域1：信息检索及其系统、文本检索与处

理、信息需求与用户。该领域是被引频次最高的热点研

究领域，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检索及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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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本检索与处理、信息需求与用户领域快速崛起，

并在该时期迅速成为图书情报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

一。最早的文献是1976年ROBERTSON S E发表的《搜

索条目的关联加权》，而影响力最大的文献是SALTON 
G于1983年出版的《现代信息检索导论》，该著作对于

现代信息检索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系统研究对后来信

息检索领域学者的研究以及信息检索系统的构建影响

巨大。

② 研究领域2：引文分析与引文索引、科学网络与

知识图谱、科学交流、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该

领域在上一时期科学论文网络、科研评价定律和文献

分布规律等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的基本理论的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引文分析、科学知识图谱与科

学交流规律研究等理论与方法。该领域的最早文献

是1926年LOT K A A J发表的《科学产生力的频率

分布》，而该时期影响最大的文献是GARFIELD E于
1979年出版的《引文索引：其科学、技术与人文的理论

与应用》，该著作被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称为是

“科学计量学发展史上的奠基性大事之一”、“开辟了

应用引文分析理论与方法评估科学活动的科学计量学

研究方向”[10]。

③ 研究领域3：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管理及其竞

争优势。该领域最早的文献是1978年KEEN P G W发

表的《决策支持系统：一个组织的透视》，而影响较大

的文献是PORTER M E于1985年发表的《信息怎么给

予你竞争优势》，该领域主要关注信息、信息技术与信

息系统的实施与管理及其竞争优势。

④ 研究领域4：创新、用户、信息与情报决策。该领

域最早文献是1967年THOMPSON J D发表的《策略、结

构和机构决策的过程》，最具影响的是ROGERS E M于

1983年出版的《创新的扩散》，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

不确定性和信息，主要研究信息在不同国家地区与学科

的传播与交流，该著作对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管理、技

术应用与用户研究均有较大影响。

⑤ 研究领域5：医学信息与医学信息系统。该领域

是较新的热点研究领域，其代表性的两篇文献分别发

表于1993-1994年，分别是CIMINO J J的《受控医学词

汇的建设：来自于佳能集团的方法》和LINDBERG D 
A B《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主要关注医学信息及其

系统的研究。

1981-1998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信息检索与用户”、“引文分析与三计学”（文献计量

学、信息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被称为“三计学”）、“信

息技术与信息系统”三个领域，而传统的图书馆相关研

究在该时期已不是研究的热点，该时期出现的新热点有

医学信息领域与情报决策和创新领域，该时期引文分析

与三计学是与信息检索和信息系统领域并列的热点研

究主题，自加菲尔德70年代提出引文分析理论，并将其

应用于科学评价以来，引文分析与三计学研究领域在

80年代以后达到了其发展的高峰。

3.3 1999-2012年研究领域知识图谱

1999-2012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主要有：

（1）信息技术、用户认知、用户行为与需求；（2）基础

理论与方法、案例分析方法、定性方法研究；（3）信息

需求、用户信息查询与检索、信息行为；（4）知识管理

与知识创造；（5）科学学研究；（6）引文分析与科研评

价。

与1981-1998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知识图

谱显示的信息检索、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科学计量

学与文献计量学三大研究领域三足鼎立局面相比，

1999-2012年时间段的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知识图

谱的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与用户研究领域一

头独大，而引文分析与科研评价、知识管理与知识创造

以及基础方法研究多元化发展的局面，除科学学研究

领域和引文分析与科研评价研究领域外，其他研究领

域均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见图3）。
① 研究领域1：信息技术、用户认知、用户行为与

需求。信息技术、用户认知、用户行为与需求领域是该

时期规模最大、被引频次最高的热点研究领域，该领域

是图书情报学近年来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最早的文

图3 1999-2012年研究领域知识图谱（被引频次≥96）



2014年第07期（总第122期）�2

献是1975年FISHBEIN M发表的《信念、态度、观念、

行为：理论和研究的介绍》，影响最大的是DAVIS F D
于1989年发表的《认知有效性、认知易用性和信息技术

的用户可接受性》，该文研究信息技术与心理学理论在

用户研究中的应用，这些研究对后来的用户对信息技术

的接受与认知研究以及信息技术的特性研究都产生了

较大影响[11]。

② 研究领域2：基础理论与方法、案例分析方法、

定性方法研究。该领域与信息技术、用户认知、用户行

为与需求热点研究领域联系紧密，这证明基础理论与

方法研究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最早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文献是1967年GLASER B G
出版的《理论的发现：定性研究的策略》，该文献提出

的定性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影响深远，

MILES M B于1994年出版的《定性数据分析：扩展的

原始资料》是对GLASER B G定性研究理论与方法进

行发展的代表性文献。

③ 研究领域3：信息需求、用户信息查询与检索、

信息行为。该领域在1999-2012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

究领域知识图谱中是与信息技术、用户认知、用户行

为与需求热点研究领域联系十分紧密的研究领域，不

同的是该领域侧重于信息需求与行为以及信息检索领

域的研究。其最早的文献是SALTON G于1983年出版

的《现代信息检索导论》，最具影响的文献是1991年
KUHLTHAU C C发表的《内搜索过程：用户角度的信

息搜寻》，该文对信息行为模型与信息搜寻模式研究有

较大影响。

④ 研究领域4：知识管理与知识创造。该领域与信

息技术、用户认知、用户行为与需求热点研究领域也存

在一定的联系。其最早的代表性文献是1990年COHEN 
W M发表的《吸收能力：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提出

应重视新出现的外部信息的价值，吸收这些信息并用

于商业目的是提高创新力的关键[12]。影响力最大的文

献是NONAKA I于1995年发表的《知识创造型公司：

日本公司如何创造创新的动力》，他指出了知识创造对

企业创新的作用，1994年他发表的《组织知识创造的

动态理论》系统研究了知识创造理论，1995年他发表的

《知识创造型公司：日本公司如何创造创新的动力》，

提出企业应该创造知识，并将其开发为成功的产品、服

务和系统，最终形成一个组织知识创造的通用模型[13]。

NONAKA I对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的一系列研究对世

界范围内的知识管理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⑤  研究领域5：科学学研究。该领域最早的代表

性文献是1926年LOTKA A J发表的《科学生产力的频

率分布》，最具影响的文献是1994年WASSERMAN S
出版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进展：社会与行为科学研

究》，关注科学领域的进展研究。

⑥ 研究领域6：引文分析与科研评价。该领域在传

统的引文分析在科研评价中的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发展

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文献都发表于

2005年，分别是Hirsch J E的《个人的科研产出量化指

标》和MOED H F的《研究评价中的引文分析方法》，

Hirsch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g指数，用于表示研究者科

学产出评价[14]，而MOED则提出通过引文分析的方式

处理学术研究绩效的评价，将引文分析引入科研绩效

评价研究中[15]。

1999-2012年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信息技术与用户研究领域、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领域

以及用户信息查找需求与行为研究领域。该时期的研

究热点主要承接上一时期信息检索、用户与信息技术研

究热点，图书情报学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从以研究信息检

索与信息系统为中心的结合转向以研究用户为中心的

结合，该时期基础理论与方法及其应用研究成为该时

期重要的研究热点，国外图书情报学开始越来越重视

学科研究中使用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的研究。

3.4 比较分析

在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演进的过程中，我们

发现国外研究热点经历了从以图书馆为研究重点，到以

信息检索与信息系统为研究重点，再到当前以信息技术

与用户为研究中心的演进过程。以下将从研究领域论文

总量和领域关键词变化的角度来探讨国外图书情报学

研究领域的演进。不同时期每一个研究领域的论文总

数就是该研究领域核心文献与来源文献数量的总和，

比较分析各个时期主要研究领域的论文总量变化，能

得出各个研究领域的兴衰趋势。国外图书情报学各个

时期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的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图书情报学各研究领域论文总量

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激增。在1951-1980年这段时

间里，各研究领域主要围绕图书馆与文献这两个对象

展开研究，图书馆管理与利用主题研究领域发文量处

于绝对优势，发文量其次的是三计学的引文分析主题

研究领域，其他图书馆自动化和图书馆员等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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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演进情况

研究领域 领域关键词

图书馆利用分析与评价、图书馆管理研究、信息组织与检索、图

书馆文化

科学文献网络与结构、引文分析、科研评价

论文总量
来源文献

数量

核心文献

数量

图书馆自动化与图书馆未来

文献分布规律

文献编目与标引

科学革命、图书馆与图书馆员

索引测试

引文分析与引文索引、科学网络与知识图谱、科学交流、科学计

量学与文献计量学

信息检索及其系统、文本检索与处理、信息需求与用户

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管理及其竞争优势

创新、用户、信息与情报决策

医学信息与医学信息系统

时段

基础理论与方法、案例分析方法、定性方法研究

信息技术、用户认知、用户行为与需求

科学学研究

引文分析与科研评价

知识管理与知识创造

信息需求、用户信息查询与检索、信息行为

18

7

2

2

3

4

2

11

14

10

6

2

19

7

6

4

3

3

426

105

35

30

42

61

25

865

1123

607

332

94

3551

1153

793

551

382

487

444

112

37

32

45

65

27

876

1137

617

338

96

3570

1160

799

555

385

490

图书馆

三计学

图书馆

三计学

图书馆

图书馆

信息检索

信息检索、信息用户

三计学

信息技术、信息系统

知识情报

信息系统

信息技术、信息用户

理论方法

信息用户、信息检索

知识管理

三计学

三计学

1951

-

1980

1981

-

1998

1999

-

2012

领域发文量则相对低得多，信息检索主题研究领域的

发展尚未展现其锋芒；在1981-1998年时间段里，各研

究领域主要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三计学与信息检索主题

上，该时期各研究领域论文数量是1951-1980年时间段

的几倍以上，前一时段占居主导的图书馆相关主题的研

究领域在该时段已见不到影子，图书情报学最热门的研

究领域被引文分析与三计学相关主题的研究领域取而

代之，而因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而兴起的信息技术、信

息检索与信息系统等主题开始占据图书情报学研究的

领域；在1999-2012年时间段里，前一时段最热门的引

文分析与三计学主题的研究领域，虽在图书情报学研究

领域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其论文数量已远远少于信

息技术与用户研究主题的研究领域。自进入21世纪以

来，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加深了信息爆炸，研

究用户对信息技术的需求与接受过程成了当务之急，该

时期论文数量最多的研究领域正着重解决这一问题，

信息技术与用户研究主题的研究领域在图书情报学中

占居绝对主导位置。此外，这一时期图书情报学研究领

域显示了对图书情报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其论

文数量居该时期第二位，这是图书情报学发展成熟的

表现。

通过不同时间段研究领域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得

出这样的结论：各个时期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经

历了从图书馆和文献，到引文、情报与信息系统，再到

信息技术、用户与知识的演变；各个时期图书情报学实

践活动经历了从传统的文献工作，到情报工作和信息系

统构建工作，再到在信息系统过程中关注系统用户的

转变，图书情报学实践的转变造就了不同时期图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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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学研究领域的演变。

国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研究，

由于CSSCI数据的限制，文献共被引图谱未能形成较明

显的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文献群，因此学者多从关键

词共现角度构建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来进行国内图

书情报学研究前沿领域的探测。2012年，宗乾进和袁

勤俭等人[16]、刘桂锋和宋新平[17]分别基于CSSCI的数

据，运用Netdraw、Citespace和VOSviewer等可视化工

具，绘制了十年间国内情报学的文献共被引和关键词

共现知识图谱，发现了我国情报学的奠基性文献，并通

过关键词共现网络发掘了国内情报学研究前沿领域。

其中，宗乾进和袁勤俭等人发现我国情报学研究热点

主题主要集中在情报学、竞争情报、计量、信息资源（管

理）、信息服务、信息检索、知识管理、本体等方面，而

从情报学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

国情报学研究的知识来源主要是情报学基础理论、“计

量”相关、竞争情报、本体等研究论著，其中在文献计

量学基础上衍生出的信息计量、引文分析等研究领域正

方兴未艾；刘桂锋和宋新平发现国内情报学研究前沿

主要集中在竞争情报与反竞争情报、情报学理论与方

法研究、信息检索与搜索引擎、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

信息分析与信息服务、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期刊评

价研究、数字图书馆等研究领域。2011年，马瑞敏也以

CSSCI为数据源，通过绘制不同时期的作者共被引知

识图谱，呈现了我国图书情报学各个时期的学科结构，

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计量学、竞争情报等方向

逐步兴盛，传统目录学、数字图书馆等方向则走向分化

或衰退[18]。

通过比较国内外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领域，我们不

难发现二者的异同。国内外图书情报学共同关注信息

检索、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的研究，均涉及“计量”相

关研究。但国内外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国外研究重心

已开始由研究信息检索与信息系统构建，转向研究信息

检索与信息技术中的用户，而国内的研究前沿领域尚未

发现高度关注信息用户的趋势。国内情报学研究持续

关注竞争情报与信息分析的研究，而在国外图书情报

学近年的研究领域中并没发现这样的关注。国外图书

情报学中的三计学与引文分析主题的研究领域，其研

究在图书情报学所占比重正在降低，而国内“计量”相

关研究近几年则持续升温，学者们在网络计量学与知

识图谱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上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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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位论文法定收藏工作已正式确立30周年。为进一步推进学位论文资源建设与共享服务，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贺德方研究员牵头组织赵嘉朱、姜爱蓉、陈传夫、张建勇、曾建勋五位专家学

者对近十年来相关联合研究课题的成果进行归纳、凝练、整理和补充，形成了《国家学位论文资源管理

与共享系统研究》这部学术专著。

本书总结了我国学位论文的管理历程，凝练了我国学位论文的管理建议，归纳了学位论文资源的整

合方案，提出了学位论文资源的共享模式，展望了学位论文的深层次服务目标。对于全社会整体把握学

位论文收藏格局，系统构建学位论文管理体系有指导作用；对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位管理人员强化学

位论文质量管理和过程监控，做好学位论文存交，推进学位论文管理和机构知识库建设有参考作用；对

于图书信息机构做好学位论文管理和收藏，推进学位论文资源组织和保障利用有引导作用；也可作为高

校信息管理等专业研究生学习的参考书。

《国家学位论文资源管理与共享系统研究》于2014年3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27万字，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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