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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2 年信息生态理论在我国图书情报 
领域应用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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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深入分析信息生态理论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应用现状、发展趋势、研究热点，为更好地应用信息

生态理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方法 / 过程 ]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选取 2011—2022 年我国图

书情报类 20 种核心期刊中信息生态相关文献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 制作知识图谱，统计该主题文献发

表情况，梳理研究发展趋势，探析研究热点及前沿。[ 局限 ] 只聚焦信息生态理论在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没有对

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 结果 / 结论 ]10 余年来国内图书情报领域信息生态文献的年发文量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最后

至平稳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聚焦于网络信息生态链形成机理、信息共享、信息协同、信息行为与信息服务、复杂网络

等方面。信息生态理论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主题集中在影响因素、形成机理、信息生态系统构建、信息生态链构建

等方面；应用领域涉及数字图书馆、社交媒体、健康医疗、商务网络等；未来研究可以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注重微观

层面研究、加强多元研究方法应用、扩展信息生态理论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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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Deep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search hotspot of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provides a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better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to carry out related research. [Methods/Processes] In CNKI, the literature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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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formation ecology in 20 core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was selected as 

samples, and CiteSpace was used to make knowledge maps. The publication of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was counted,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trend was sorted out,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were explored. [Limitations] This paper onl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domestically and does not sort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abroad. [Results /

Conclusions]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information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has been on the rise, then declined, and finally reached a stable development tre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focused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twork information ecosystems, information sharing, information 

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omplex networks, etc. The research themes of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focus on the stud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mation 

mechanisms, information ecosystem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ecological chain construction, etc.; the application field involves 

digital libraries, social media, healthcare, business networks, etc.; future research can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y attention to research at the micro level, strengthen the use of divers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exp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Keywords: Information Ecology; Research Hotspot; Bibliometrics; Knowledge Map

引言

信息生态学是生态学与信息科学交叉形成

的一门学科，由美国信息资源管理专家 Horton[1]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主要基于生态学概念

研究人类与信息社会的关系，旨在促进人、信

息环境的有序运行 [2]。1997 年，Davenport[3] 将

生态学引入信息管理领域，从整体上分析组织

系统内部信息传递、处理过程以及信息系统要

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随着信息

生态的深入研究与发展，逐步形成信息生态理

论。该理论强调对信息的整体管理 [3]，即从整

体出发分析信息、人、信息环境之间的关系 [2]。

信息生态学提供了从多个维度综合研究信息生

成以及信息流转等问题的概念框架 [4]，是在快

速变化的社会和信息技术中理解信息、人、信

息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有力工具 [5]。该理

论在图书情报领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已有研究涉及网络信息生态 [6]、信息生态失衡 [7]、

图书馆信息生态 [8] 等主题。由此，梳理信息生

态理论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现状，掌握其发

展趋势和研究热点，可以为今后更好地应用信

息生态理论开展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然

而，尽管已有研究者对信息生态相关文献进行

了综述研究，如康蠡 [9] 梳理了国内图书馆信息

生态研究情况，柯健 [10] 对我国信息生态领域研

究内容展开述评，赵宾 [2] 通过共词分析法对国

内信息生态研究现状予以解读，高杨 [11] 对信息

生态领域文献的合著现象进行了统计分析等，

但是，已有文献研究时间大多较早，较少采用

量化方法，无法反映近年来我国图书情报领域

信息生态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基于此，本文

通过 CiteSpace 对 2011—2022 年我国图书情报

领域应用信息生态理论相关文献绘制知识图谱，

以定量数据为支撑，结合内容分析法探索该领

域应用信息生态理论的研究现状、趋势与研究

热点。本研究有助于厘清已有文献的研究现状

和发展脉络，为未来信息生态理论在我国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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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领域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

数据库来源。为保证文献来源的科学性和高质

量，本文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与 CSSCI 中

文核心期刊目录中，图书情报类共 20 种期刊作

为来源期刊，如表 1 所示。

表 1　图书情报领域 20种核心期刊目录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11 《情报杂志》

2 《情报学报》 12
《数据分析与知识

发现》

3 《图书与情报》 13 《国家图书馆学刊》

4 《现代情报》 14
《信息资源管理学

报》

5 《情报科学》 15 《图书馆》

6 《情报理论与实践》 16 《大学图书馆学报》

7 《情报资料工作》 17 《图书馆论坛》

8 《图书情报知识》 18 《图书馆学研究》

9
《图书馆工作与研

究》
13 《图书馆建设》

10 《图书情报工作》 20 《图书馆杂志》

本文文献检索策略如下：（1）采用“信息

生态”与“信息生态学”作为主题词进行精确

检索；（2）检索时间设置为 2011—2022 年；（3）

期刊来源类别设置为上文提及的 20 种图书情报

类核心期刊。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文

献检索，共获取 576 篇文献。为确保文献检索

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度，通过人工筛选剔除会

议、综述、资讯、选稿指南以及相关程度低的

文献，最终获得 472 篇相关期刊文献。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

进行文献分析。通过文献计量法对文献关键词

等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以知识图谱、可视化方

式呈现文献分析结果，该方法可以全面客观地

发现某一主题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趋势等，

但无法深入探究文献的具体内容；而内容分析

法可以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总结，

发现文献内在具体的表述，但该方法存在一定

的主观性，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2]。由此，

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进行文献研究可以精准地梳

理文献发展脉络，挖掘文献价值。

本文通过 CiteSpace 6.2 对样本文献进行关

键词共现分布、关键词聚类分布、时间线分布、

突现词分布等分析；其次，基于可视化分析结果，

结合内容分析法，对相关文献内容进行系统梳

理、归纳，以厘清信息生态理论在国内图书情

报领域的应用现状，探析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2　信息生态理论应用研究现状分析

2.1　发文数量统计分析

文献年度发文量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了解某一领域的研究阶段和研究热度 [13]。通过

EXCEL 对样本文献进行年发文量分布分析，如图

1 所示。可发现近 12 年文献发文量总体呈先升后

降直至平稳发展的趋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2011—2016 年，年发文量呈

上升趋势，2016 年达到年发文量的最大值。在

这一阶段，互联网正处在飞速发展阶段，呈现

出信息内容多样性、网络环境复杂性的特征，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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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发布与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正发生改变。因

此，吸引图书情报领域学者采用信息生态理论

对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活动进行研究，研究聚

焦于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网络信息生态链。如

娄策群等 [6, 14] 分别从价值增值机制和信息流转

机制两个角度研究网络信息生态链的运行机制；

杨克岩 [15] 构建了电子商务信息生态系统，王建

亚等 [16] 构建了网络舆情生态系统，为信息生态

理论的后续应用打下基础。 

图 1　文献发文量时间序列图

第二个阶段是 2016—2020 年，年发文量开

始逐渐下降。尽管如此，研究内容深入细化，

出现新研究主题。这一阶段图书情报领域对信

息生态理论应用的研究方向逐渐细化，聚焦于

图书馆 [17]、电子政务 [18]、健康医疗 [19] 等方面。

另外，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移动社交媒体

逐渐普及，信息服务、信息行为相关文献也大

幅增多，如王晰巍等 [20] 从信息生态视角对微信

用户的信息共享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李宗

富等 [21] 基于信息生态视角识别政务微信公众号

服务的关键影响因素。

第三个阶段是 2020—2022 年，年发文量较

上一阶段相比稍有下降，趋于平稳状态。尽管年

发文量显现发展瓶颈，但数量均在 30 篇以上，

说明信息生态研究仍然吸引许多学者的注意。这

一阶段信息生态研究方向更加细化，且与新兴技

术、新兴互联网平台、社会事件结合更加紧密。

如王林等 [22] 借用信息生态理论思想，多维度分

析新冠肺炎网络舆情事件，并挖掘各维度间的内

在关联；张海 [23] 以信息生态理论为框架，通过

扎根理论探究网络用户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

2.2　发文期刊统计分析

除去期刊总体载文量的差异，论文在期刊的

分布情况能够体现期刊的办刊定位、论文的收录

范围以及论文的收录偏好 [24]。应用 EXCEL 统计

2011—2022 年间上述核心期刊刊载信息生态研

究文献数量，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出，各核心期

图 2　各核心期刊刊载信息生态理论文献分布

RESEARCH HOTSPOT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ECOLOGICAL THEORY APPLI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IELD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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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中文献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刊载信息生态理论

应用研究文献数量最多的期刊为《情报科学》，

共 133篇，占比 28.2%；其次是《图书情报工作》，

刊载相关论文 80 篇，占比 17.0%；《情报理论

与实践》刊载论文 75 篇，占比 15.9%；《中国

图书馆学报》发文最少，没有刊载相关论文。总

体看，受各自领域研究内容的影响，情报学学科

交叉的特征更加突出，信息生态理论相关的研究

主题较多，因此情报学领域相较于图书馆学领域

发表信息生态理论文献更多。

3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概括，高频关

键词能够较好地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

词共现图谱中，关键词节点越大表示该关键词

出现的频次越高 [25]。通过 CiteSpace 绘制关键

词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整理频次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如表 2 所示。除去检索词信息生态，

影响因素、商务网络、网络舆情、形成机理以

及运行机制等是最主要的核心关键词；与社交

媒体领域相关的信息服务、信息共享以及新媒

体等关键词频次也位于较前的位置。这说明目

前信息生态理论相关研究集中在影响因素、形

成机理方面，研究主题领域涉及电子商务、图

书馆、社交媒体、网络舆情等。从关键词首次

出现的年份来看，影响因素、生态系统、信息

服务出现较早，新媒体和网络舆情分别出现在

2016 年和 2017 年，正处在互联网新兴技术、

新媒体平台飞速发展的时期，信息生态系统中

各因子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信息生态的相关

研究提供了新契机，受到了图书情报领域学者

的广泛关注。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及体系结构 [26]，通过 CiteSpace 绘制关键词聚

类图谱，如图 4 所示。其中，图谱模块值 Q = 

0.6329（> 0.3），表明该聚类结构显著且合理；

平均轮廓值 S = 0.8898（> 0.7），说明该图谱

的聚类结果可信度高 [25]。图 4 中 CiteSpace 将

样本数据聚成十大类，每一类以该类中出现频

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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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频关键词
高频关键词 频次（次） 首次出现年份（年）

信息生态 134 2011

影响因素 37 2011

商务网络 28 2013

图书馆 21 2011

网络舆情 16 2017

形成机理 13 2012

运行机制 12 2012

生态系统 11 2011

信息服务 10 2011

信息共享 9 2013

新媒体 9 2016

评价指标 9 2017

次最高的关键词命名，分别是 #0 信息生态、#1 

形成机理、#2 信息共享、#3 商务网络、#4 用

户、#5 复杂网络、#6 影响因素、#7 网络信息、

#8 大数据、#9 信息协同。表 3 展示了每一个聚

类里的主要标签词。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与关键词聚类图谱，

将我国图书情报领域近 12 年应用信息生态理论

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网络信息生态链形成机理研究

第一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 #1 形成机理、

#7 网络信息，结合关键词所在施引文献内容

分析，上述聚类聚焦于研究不同情境下网络

信息生态链的形成机理，如微博 [27]、电子政

务 [28]、社交网络 [29]、数字图书馆 [8]、商务网

络 [30] 生态链。信息生态链是信息系统中信息

流转的基本依存方式，由信息、信息人、传

播路径构成 [31]。其中，信息人又依据其作用

被分为不同的角色，如信息生产者、信息传

递者、信息消费者等，信息则在不同种类信

息人之间流转。依据各类信息人在信息活动

中的角色和作用，对特定情境下信息生态链

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以优化特定情境下信

息生态链的结构与功能，有助于解析信息的

传播与扩散问题。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信

息生态链视角研究用户信息行为的形成机理，

如张敏等 [32] 通过扎根理论法构建社交健康信

息分享生态链，并梳理各因素之间内在的作

用机理；还有以信息生态链中信息流转方式

为视角对信息茧房形成机理进行研究 [33]，但

目前这类研究相对较少。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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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聚类代表性关键词表
聚类序号 聚类 聚类内代表性关键词 轮廓值

#0 信息生态 信息生态，信息生态链，团购网络，信息生态位 1

#1 形成机理 形成机理，信息人，信息技术，节点，扎根理论 0.986

#2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信息服务，图书馆，供应链，作用机制 0.964

#3 商务网络 商务网络，商务网站，创新服务，协同，价值创造 1

#4 用户 用户，企业，评价指标，模糊综合评价，信息交互意愿 0.98

#5 复杂网络 复杂网络，创新服务，超级 IP，协同，信息 0.866

#6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信息传播，服务质量，智慧服务，健康信息 1

#7 网络信息 网络信息，模型，优化策略，制度设计，平衡价值 0.994

#8 大数据 大数据，智慧服务，信息安全，安全风险，模型建构 0.962

#9 信息协同 信息协同，应急管理，模式，信息治理，关键要素 1

（2）信息共享研究

第二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 #2 信息共享，

结合关键词所在施引文献内容分析，该聚类聚焦

于信息共享行为研究和信息共享模式研究。信息

共享行为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络用户信息共享行为

影响因素，分布在微信、移动消费、电子政务、

在线健康社区等研究主题中，多数研究以信息生

态中各生态因子为框架分析用户信息共享行为影

响因素，再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

微信和在线健康社区中信息有用性、自我效能、

信息技术、信息交互环境均能正向影响用户信息

共享行为 [20,34]。除此之外，还有在移动消费 [35]、

企业 [36] 等情境下信息共享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信息共享模式研究集中在供应链 [29]、数字图书

馆 [8]、科研团队 [37] 信息共享。信息共享依附于

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信息资源分布于不同的信息

主体，信息主体自身功能与素质的差异性可能造

成信息分布的不均衡 [37]。因此，将信息生态理

论引入信息共享模式的研究，探究信息共享生态

系统中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及联系，有助于促进

信息交流与沟通，实现高效全面的信息服务。

（3）信息协同研究

第三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 #3 商务网络、

#9 信息协同，结合关键词所在施引文献内容分

析，上述聚类聚焦于信息协同研究。协同指协调

多个个体，相互配合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 [38]。

信息协同则指多个参与者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信息

交流以达成某一共同目标的信息活动 [39]。信息

生态理论强调信息生态系统中多个要素之间的

关系及相互影响，而信息协同也是多主体参与，

以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与信息环境交互，实

现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在信息协同过

程中，以系统的、生态的观点来构建信息生态

系统，有助于信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和谐发展、

有机融合 [40]。因此，许多学者应用信息生态理

论开展信息协同研究，研究主题集中在商务网

络与应急管理。例如，任亮等 [41] 构建了商务网

络信息生态链价值流动模型，挖掘价值流动的

影响因素；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研

究中，张鑫蕊等 [38] 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

息协同过程，基于信息生态因子维度挖掘关键

要素，并分析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为提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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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应急管理效率提供参考。

（4）信息行为与信息服务研究

第四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 #4 用户、#8

大数据，结合关键词所在施引文献内容分析，

上述聚类聚焦于信息行为与信息服务研究。用

户在信息生态中处于信息人的角色，信息生态

理论认为信息人的活动在信息生态系统中居于

核心地位 [42]。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也

是当前互联网平台与信息服务机构等发展的主

导思想。目前相关信息生态理论应用研究中有

一部分聚焦在对用户的研究，用户涉及信息服

务、信息行为等主题，主要对影响因素 [43]、形

成机理 [23] 及信息服务评价指标 [44] 进行研究。

另外，随着大数据和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发展，

学者们开始深入剖析大数据在信息服务模式研

究方面的应用，不断通过新兴技术优化、创新

智慧服务模式，如翟兴等 [45] 借用信息生态理论

的观念构建了数智环境下智慧健康信息服务体

系；还有学者开始探索大数据情境下的信息行

为，如信息茧房 [46]、信息偶遇等。

（5）复杂网络研究

第五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 #5 复杂网络，

结合关键词所在施引文献内容分析，该聚类聚

焦于将信息生态理论与复杂网络理论结合，研

究网络、企业生态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的作用关

系。网络是一种由大量节点和边构成的网状结

构，复杂网络则是具有复杂性特征的网状结构，

通过特定的动态行为演化而成 [47]。信息生态理

论中的信息生态链也是由信息节点和连接节点

的边组成的复杂系统，各要素之间处于非线性

的关系。因此，信息生态链与复杂网络的构成

要素及特征有着相似之处。吕鲲等 [47] 将信息生

态链理论与复杂网络理论相结合，研究网络信

息生态链的演化过程，旨在使信息在信息生态

链中有序、高速、稳定地传播。龚花萍等 [48] 对

企业生态系统复杂网络展开研究，并阐述企业

资源管理中主要业务模块之间的作用关系。

（6）影响因素研究

第六个研究热点所在聚类是 #6 影响因素，

结合关键词所在施引文献内容分析，该聚类聚

焦于信息行为影响因素、信息服务影响因素、

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研究。信息生态理论从整体

协调发展的理念出发 [49]，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提

供了一个系统性、多维度的理论框架。随着互

联网新兴技术和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信息生

态系统中各要素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信息

内容、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

信息主体发布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不断变化，信

息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移动社交媒体的普及

为信息活动研究提供了新契机。网络信息生态

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对这一环境下的信息

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相关

研究多从信息生态视角出发构建影响因素模型，

再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其可靠性。

3.3　研究热点时间线分析

时间线共现图能够厘清某一领域研究热点

的发展脉络和态势 [50]。通过 CiteSpace 绘制时

间线图谱，如图 5 所示。图书情报领域中信息

生态理论相关研究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

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2011—2015 年，研究主

题为生态系统、图书馆、商务网络等，研究内

容主要是形成机理、运行机制、优化策略研究

等，多从宏观层面讨论信息生态系统构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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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生态链形成机理 [14] 等问题；第二个阶段是

2016—2022 年，这一阶段研究视角开始增多，

研究问题逐渐从宏观的结构模型构建等问题偏

向具体情境下的信息生态系统研究，研究领域

不断细化，如社交媒体、电子政务、健康医疗等。

并且随着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成熟发展，在前

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注重网络用户信息行

为、信息服务的研究；大数据、智慧服务等关

键词在这一阶段出现，可以看出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为信息生态研究提供了新契机。

图 5　时间线共现图

3.4　研究前沿趋势变迁分析

研究前沿是某个领域中最新、最有发展潜

力的研究主题，在 CiteSpace 中它由一定时间

内突然涌现的突现词来体现 [51]。突现率高低

可以体现出某一突现词在领域前沿中的价值，

突现率越高则该突现词对于领域前沿的贡献越

大。突现词的结束年份表示出该领域研究的最

新进展，年份越近该研究领域越新 [43]。利用

CiteSpace 绘制关键词突现图，如图 6 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网络舆情、影响因素、扎根理

论这三个关键词的突现时间较近，一直持续至

今，表明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关键词，也是近

几年信息生态理论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前沿。

其中，网络舆情的突现时间较长，起始于 2020

年，可以看出该关键词的突现可能与 2020 年初

新冠肺炎相关社会事件在网络平台发酵密切相

关；关键词扎根理论突现的开始时间是 2021 年，

如董娜 [52] 运用扎根理论分析网络舆情生态系统

的构成要素。因此，未来 1~2 年国内仍将持续

关注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并且可能仍有学者

使用扎根理论进行信息生态研究；影响因素研

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热点。从突现时间来看，各

关键词的突现时间均不长，一般为 2~3 年。从

突现强度看，新媒体的突现强度最大（4.44），

突现时间为 2016—2017 年，表明在这段时间内，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学

者的关注；其次是运行机制（4.25）、网络舆

情（3.02），这些关键词均是研究前沿中受关

注度较高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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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关键词突现图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信息生态理论是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的

热点之一，近年来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出

现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厘清信息生态理论

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现状，掌握其发展

趋势和研究热点，本文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软

件，分析了 2011—2022 年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核

心期刊中 472 篇应用信息生态理论的文献，对

文献历年发表情况、期刊分布、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共现和关键词突现等绘制

知识图谱。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文献计量分析方面。从发文数量和发

文期刊来看，2011—2022 年间信息生态理论相

关研究发文量呈先上升后下降至平稳发展的趋

势，其中载文量最多的期刊为《情报科学》；

在研究热点方面，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应用信息

生态理论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网络信息生态链

形成机理、信息共享、信息协同、信息行为与

信息服务、复杂网络、影响因素研究；在发展

趋势方面，近十余年信息生态理论应用研究呈

现出从整体性研究到细分性研究的趋势，研究

最初集中在网络化信息生态的分析，如应用信

息生态理论研究信息在网络中的产生、传播、利

用及分解，随后研究方向逐渐细化，不断有学者

开展信息生态视角下的信息行为、信息服务研究；

在发展前沿方面，未来 1~2 年国内仍持续运用信

息生态理论对网络舆情开展研究，并且可能仍有

学者使用扎根理论进行信息生态研究，影响因素

研究仍是信息生态理论应用的研究热点。

（2）信息生态理论在图书情报领域中的应

用情况。随着信息生态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

学者一般将信息生态理论细分为信息生态链理

论、信息生态系统理论等。其中，信息生态系

统理论以信息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对信息生

态系统及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

究 [53]；信息生态链是指信息生态系统中不同种

类信息人之间信息流转的链式依存关系 [54]，信

息生态链理论则利用信息生态学思想研究信息

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与利用。目前信息生态

理论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也主要从这两个维

度展开 [53]，除此之外，很多学者也基于信息生

态视角，从信息、信息人、信息环境等维度开

展研究。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示我国图书情

报领域信息生态理论的主要应用领域及其相关

研究内容，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及文献内容绘制

表 4。从表中可以看到，我国图书情报领域信

息生态理论的应用研究呈现跨学科和多学科形

态。从研究主题来看，研究主题集中在影响因

素研究、形成机理研究、信息生态系统构建、

信息生态链构建等；从应用领域来看，数字图

书馆、社交媒体、健康医疗、商务网络等领域

受到较多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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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国图书情报领域信息生态理论的应用
信息生态

理论
主要思想 研究内容 应用领域

代表

文献

信息生态

系统理论

对信息生态系统及系

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

用关系进行研究

信息生态系统构建 数字图书馆、网络舆情、社交媒体、商务网络 [15-16]
信息生态系统运行机制 数字图书馆、网络舆情、商务网络 [16,55]
信息生态系统演化 网络舆情 [56]

信息生态

链理论

利用信息生态学思想

研究信息生态系统中

的信息传递，重在研

究信息的传递与利用

信息生态链形成机理、运

行机制
数字图书馆、社交媒体、商务网络、电子政务 [27-28]

信息生态链演化 商务网络、电子政务 [48,57]
用户信息行为形成机理 信息茧房、健康医疗 [32-33]

信息协同 商务网络、应急管理 [41-42]

信息生态

视角

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基

础，从信息、信息人、

信息环境等维度开展

研究，以有效诠释信

息生态中各要素之间

的关系以及作用机理

用户信息行为影响因素 数字图书馆、社交媒体、电子政务、健康医疗 [20-21]
信息服务模式及评价指标 数字图书馆、健康医疗 [45-46]

信息共享模式 数字图书馆、电子政务、科研 [36-37]
网络信息传播影响因素 网络舆情 [22]

信息协同 应急管理 [38]

4.2　研究展望

（1）重视信息技术在信息生态中的作用。

新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行业间的连接

与融合，重塑了信息生态系统和生态因子。在

这一时代背景下，信息生态的研究需要密切关

注新兴技术的影响，分析信息生态所面临的变

化，并对其展开研究。如信息技术对用户信息

行为的影响，大数据环境下过度的算法推荐可

能造成用户信息过载、信息茧房、信息焦虑等

问题；信息技术对信息服务的影响，如个性化

推荐对信息资源合理利用的影响。目前研究多

集中在分析具体情境下的用户信息行为影响因

素以及信息服务模式，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

究信息技术在信息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发挥信

息技术在优化信息传播过程、提高信息服务质

量中的最大作用。

（2）注重微观层面研究。目前已有研究集

中在宏观层面，如某一领域信息生态系统模型

的构建、信息生态链机理等研究，较多研究仅

将网络环境与信息生态宏观层面结合分析，对

其内部机理及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仍需深入

研究，且缺乏针对微观实例的研究。微观层面

的研究可以为微观实体提供有效的管理方法，

帮助实现信息资源有效合理利用，更具指导意

义。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大数据技术，对数据

进行挖掘及获取，结合微观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加强信息生态研究的指导性及现实性。

（3）加强多元研究方法应用。一方面，运

用信息生态理论进行实证的研究多为影响因素

研究。在这些影响因素研究中，通常通过问卷

调查法获取数据，这使得数据规模有限且具有

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未来研究应加强与其他

相关学科的交流，借鉴其理论与方法，丰富信

息生态理论运用的切入视角和方法。比如加强

与信息技术、统计学、传播学等学科间的知识

交流，运用相关建模、实证研究、实验设计、

数理统计等方法，突出研究的创新性和应用性。

另一方面，加强信息生态动态研究。目前信息

生态理论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大多采用静态

视角，比如以信息生态视角为维度分析某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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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的运行机制，而信息生态系统结构复杂

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另外现有研究结论多基

于截面数据，难以把握其动态发展规律，未来

的研究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深入诠释影响因

素及其关系的动态变化。

（4）扩展信息生态理论应用范围。目前研

究多集中在数字图书馆、社交媒体、商务网络等

领域，仍有某些领域尚未广泛地对其信息生态开

展研究。信息管理、信息服务、信息传播与社会

各个行业、各个层面息息相关，信息生态理论未

来应有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和场景，如环境、农业、

电子政务、教育、科研等领域。例如，信息生态

链以知识流转和知识共享为核心，可为教师知识

共享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58]；电子政务领

域中，可以基于信息生态视角对开放政府数据信

息行为进行研究，有助于促进公众广泛参与政

府数据开放服务；开放科学的重要特征是信息

共享，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研究环境、农业领域

中的科学数据开放以及研究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平台如何高效共享协助，也可用来研究高校科

研数据开放，以促进高校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

的发展，实现高校科研数据资源的汇集与整合，

深化科研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也要注意

信息生态理论在某一领域的应用并不是简单套

用，各领域信息生态有相似之处也有所区别。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对比分析，归纳总结出不同

领域信息生态问题的共性与差异，以便更好地

扩展信息生态理论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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