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9─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14年1月	 第46卷第1期　89-93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46 No.1  89-93, Jan. 2014

2004—2012年机构知识库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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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2004-2012年中国CSSCI来源期刊刊载的有关“机构知识库”研究的181篇学术论文，从论文发表时

间、主要刊发期刊、论文作者分布、论文作者所在机构以及关键词等方面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揭示机构知识库研究的

发展现状，发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资源建设和利用研究、机构知识库知识产权风险与应对策略、高校机构知识库等

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今后的研究前沿和趋势，以更好地指导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与服务。

关键词：中国；知识库；机构知识库；知识管理；开放存取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14.01.015

Documen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from 2004 to 
2012
Zhou Yonghong, Wu Zhenhu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181 papers from 2004 to 2012, which are retrieved from CSSCI. It makes a 

documen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ime distribution, journal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main keywords, which reveal the study development status. The main study contents include th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of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the intellectual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colleg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the research front and trend are also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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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构知识库是依存于一定的机构，对机构及

其成员所创建与产生的数字化内容进行存储、传

播、管理、监管并提供服务，以实现数字资源的

长期保存和动态更新，促进其共享利用的一种方

式。通过建设和完善机构知识库，一方面促进机

构智力劳动成果得以系统完整地保存，另一方面

又可利用相应平台将相关成果向机构内外的用户

展示甚至提供共享服务。

笔者以CSSC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分别以

“机构知识库”“机构典藏”“机构仓储”“机构存

储”“机构库”“机构资源库”“机构典藏库”以

及“机构存储库”为检索词对关键词进行精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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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过对2004-2012年间的相关文献进行去重

筛选后，共有181篇相关论文，对我国机构知识

库的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2 论文发表时间

我国有关机构知识库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

2004年吴建中发表的《图书馆VS机构库——图

书馆战略发展的再思考》一文。该文为我国机构

知识库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引用率非常高。

此后的2005-2008年间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多，从

2009年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2010年发文数

量达到峰值， 这两年的研究除了对前期的理论研

究进行拓展深入外，机构知识库联盟以及中国台

湾地区的机构知识库研究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

特征。2010年之后的两年研究热度稍稍回落，如

表1所示。

3 主要刊发期刊

181篇论文中刊登在22种期刊上，其中多为

图书情报类期刊。发文量超过10篇的有9种期

刊，一共刊登了128篇相关论文，约占相关论文

总量的71%。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

论与实践》《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馆杂志》以

及《情报科学》等是刊发相关论文较多的期刊。 

此外，根据201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的中文

核心期刊目录中有19种专业期刊都刊发过相关

论文，如中国图书馆学核心期刊《中国图书馆学

报》和《大学图书馆学报》分别刊发过5篇和10

篇相关论文。

4 论文作者

发文量2篇及以上的作者共计55人。其中发

文量最多的是祝忠明，发表相关论文9篇；其次

是马建霞，发表相关论文7篇；另外，袁顺波、

孙坦、董文鸳等也已发表4 ～ 5篇相关论文。统

计的作者数并不严格符合洛特卡定律，但是可以

看出一批主要的研究者已经形成。表3为论文作

者的发文情况。

由于存在一定的合著现象，181篇相关论文

的作者数量达到了234。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

现已形成一定的研究团队，主要如下。

（1）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团

队。该团队主要有祝忠明、马建霞、曾苏、姚晓

娜等人，他们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孙

坦、韩珂等也多有合作。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机构

知识库软件系统、机构知识库联盟、机构知识库

内容建设、机构知识库发展策略等，其中有关机

构知识库系统软件及内容建设方面的研究最多。

（2）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成都分馆团

队。该团队有陈漪红、鄢小燕、朱江等人，并多

与高校人员进行合作研究。研究侧重于机构知识

表1  我国机构知识库研究论文的时间分布表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篇数 1 2 9 8 10 35 52 38 26

比例（%） 0.55 1.10 4.97 4.42 5.52 19.34 28.73 20.99 14.36

表2  发文量超过10篇的期刊

期刊名称
图书情报

工作

情报理论

与实践

现代图书

情报技术

图书馆

杂志

情报

科学

图书馆工

作与研究

情报

杂志

大学图书

馆学报

图书馆

建设

发文量（篇） 28 18 14 14 13 11 10 10 10

表3  论文作者发文数量分析

发文量 1篇 2篇 3篇 4篇 5篇 7篇 9篇 合计

作者人数 179 32 14 5 2 1 1 234

比例（%） 76.5 13.7 5.9 2.1 0.85 0.43 0.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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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开放存取。

（3）高校团队。如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臧

琳和李晨英，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机构知识库收录

期刊论文的著作权问题和我国机构知识库的研究

现状分析等；嘉兴学院的袁顺波和董文鸳，研究

内容涉及机构知识库的定量分析、机构知识库的

引介及西方机构知识库研究建设的启示分析等。

5 论文作者所在机构

通过SATI软件对数据的自动抽取和统计，

发现已检索出的181篇期刊论文的作者机构共有

101个，发文量2篇及以上的机构共计38个。其

中，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是发表

相关论文最多的机构，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 

作者所在机构主要集中在学术性机构，如中国科

学院图书馆以及各大高校。

从地域上来看，论文作者所在机构主要分

布在北京、甘肃、福建和四川等地。其中，从论

文标注机构来看，北京有8个机构（其中的中国

科学院、中科院研究生院、中科院国家科学图

书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

个机构，都是中科院及其下属机构，而且目前中

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已更名为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

馆），共发文29篇。另外，甘肃有2个机构共发

文11篇，福建有2个机构共发文10篇，四川有

2个机构共发文11篇，上海有4个机构共发文8

篇，湖南有2个机构共发文6篇，浙江省和吉林

省都有2个机构共发文5篇，山东和湖北都有2个

机构共发文4篇，广西、广东和云南都有1个机

构共发文3篇，陕西有1个机构发文2篇。

6 研究内容

6.1 关键词

通过SATI3.2对关键词的统计发现，181篇

相关论文共出现了309个关键词，出现10次以上

的关键词共有247个。其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

“机构知识库”，为106次，其次有“机构库”“机

构仓储”“开放获取”“开放存取”“学术交流”

等。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机构知识库的

“知识服务”和“云存储”研究开始逐渐成为近两

年研究的新热点。

6.2 主要研究成果

6.2.1 关于资源建设和利用研究

（1）构建与管理模式。张东华分析了高校

机构知识库的构建与管理模式 [1]；乔欢等提出运

用“明星效应原理”提高民众关注度、注重机构

间交流合作等方法 [2]；马建霞从制定强制存缴政

策、制定灵活的访问策略、简化和方便存缴各种

类型的知识产出等方面对机构知识库的构建模式

进行了总结 [3]。

（2）资源的获取和存储。蔡屏从心理学角度

对科研人员产生抗拒心理的原因加以分析，进而

表4  发文2篇及以上的机构

论文标注机构
机构数量

（个）

发文数量

（篇）

发文总数量

（篇）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1 9 9

北京师范大学 1 7 7

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2 6 12

西华大学 1 5 5

中科院研究生院、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厦门大学 3 4 12

中国矿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嘉兴学院、北京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吉林大

学、广东海洋大学、湖南商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湘潭大学、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成都分馆、曲靖师范学院

13 3 39

中国科学院、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邮电大学、清华大学、曲阜师范大学

（日照校区）、西北师范大学、温州大学、苏州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华中

农业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北华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17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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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应的策略以缓解并消除他们的抗拒心理，

从而丰富内容资源 [4]；陈传夫认为 IR资源的获取

有直接获取法、间接获取法和集成目录获取法3

种方式 [5]；郎庆华则提出通过加强宣传和推广、

建立评价机制、加强版权保护等方法来获取机

构知识库的自存储资源 [6]；对于存在资源收集困

难，赖辉荣提出了加强宣传、及时告知、方便提

交、建立激励机制、制定强制性自存储政策、加

强版权保护以及建立质量控制机制等策略 [7]。

（3）质量控制。蔡迎春对分布式机构库的

元数据质量控制和内容质量控制提出了相应策

略 [8]；李欣荣通过比较传统期刊与机构典藏库在

内容建设上的区别，提出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

的高校图书馆机构典藏内容质量控制模式 [9]。

（4）资源利用与服务。于佳亮等提出可应用

存储许可协议促进知识库资源的存取利用 [10] ；

张晓林等则认为不但要形成知识成果许可使用

框架，还需运用权利责任框架和利益平衡策略

等 [11]。

6.2.2 关于知识产权风险与应对策略研究

（1）机构知识库知识产权风险分析。于佳亮

等认为期刊出版商的版权政策影响了我国机构知

识库的发展 [12]；李晨英等对机构知识库收录期刊

论文设计的版权问题进行了分析 [13]；迟海琭等从

“谷歌版权事件”引出机构知识库的版权问题，

着重分析了机构知识库可能存在的版权风险 [14]。

（2）国外机构知识库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策

略分析与借鉴。朱莲花等介绍了日本机构知识库

对后印本论文的著作权及开放获取策略，认为可

供我国借鉴参考 [15]。

（3）国内机构知识库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策

略研究。胡芳等提出利用开放内容许可协议解决

机构知识库版权问题 [16]；金涛等提出通过机构资

助获得出版商对作品开放的整体授权、作者保留 

IR 存储作品的原有著作权、作者有权撤出 IR 已

存储作品等版权解决策略 [17]；洪伟达等认为应引

入利益平衡与信息资源配置方面的相关制度进行

机构知识库的知识产权制度设计 [18]；吴高从适用

法律、版权协议和管理模式3个方面对机构知识

库存在的软件版权及内容版权提出相关建议 [19]。

6.2.3 关于高校机构知识库的研究

（1）高校建设机构知识库的意义与优势。黄

凯文探讨了高校图书馆构建 IR的意义 [20]；李欣荣

通过分析商业数据库灰色文献收录途径的缺陷，

分析了高校机构知识库的优势 [21]。

（2）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问题与对

策。郭清荣分析了我国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

与存在的问题 [22]；张立霄和孙振良分别从OAI-

PMH标准角度和开放获取角度，分析了我国高

校机构知识库建设对策 [23-24]；李国俊从元数据角

度，分析了我国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对策，并以

北京科技大学机构知识库的建设进行实证 [25]。

（3）高校机构知识库的维护与服务问题。

施雁冰提出要加强高校机构知识库的管理和维

护 [26]；李春和易程认为只有形成和完善相关的政

策，才能更好地管理和维护高校机构知识库 [27]；

肖可以从服务团队的创建角度分析了高校机构知

识库的服务问题 [28]。

7 总结

自2004年以来，我国有关机构知识库的研

究论文数量在不断增加，机构知识库相关问题的

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中国机构

知识库的主要建设和研究主体都是中国科学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而其他机构还很少

重视机构知识库的建设。而且从研究内容来看，

目前在资源建设与利用、知识产权风险及应对策

略、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等方面已取得了一些研

究成果，但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最佳实

践方面的针对性分析。

虽然我国机构知识库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

段，研究内容还有待深化，但随着开放存取运动

的发展和学术信息交流需求的扩展，对机构知识

库的建设和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机构知识库建

设不仅要保存机构的智力劳动成果，而且要研究

如何促进其开放与共享利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提高机构知识库的影响和价值；机构知识库建

设不仅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发展的要求，对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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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机构如企业、政府机构等都也要重视自身的知

识库建设，这需要对机构知识库进行更好的宣传

推广；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既要借鉴国外一些较成

熟的运行模式和发展经验，也要根据我国的具体

情况，加大机构知识库联盟、数字资源的长期存

取与开放共享机制、大数据与云环境下机构知识

库的发展和服务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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