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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研究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对减少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的发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学的

方法，对文献发表年代、文献作者、关键词等进行发析。分析结果表明：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和著作权集体管理

制度可能成为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主要方案，并指出目前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研究存在合作程度低、个人研究

者多和科研管理机构不够重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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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不断出现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据

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以来，北京已出现此类案

件过百起 [1]，例如：中国数图公司侵权案、超星

数字图书馆侵权案、方正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

这些数字图书馆侵权案反映了我国数字图书馆版

权研究的缺失，盲目地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而忽

视了版权方面的研究。由于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

频发，这些年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数字图书馆版

权问题。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数字

图书馆版权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

研究，希望能使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尽量减少版

权问题的困扰。

1 样本期刊来源与检索策略

本文以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CAJD）为数据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

总库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

刊全文数据库 ,出版内容以学术、技术、政策指

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期刊为主，内容覆盖自然

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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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等各个领域。截至2014年3月，收录国内学

术期刊 6823多种，其中创刊至1993年的有3573
余种，1994年至今的有7708余种，全文文献总

量3693多万篇 [2]。

选取篇名为检索项，以“（数字图书馆 并
且 版权）或者（数字图书馆 并且 知识产权）或者

（数字图书馆 并且 著作权）”为检索词，检索年

限起点不限，终点为2013年，来源期刊选择全部

期刊。

通过以上检索策略共检索到文献880篇，排

除其中8篇非研究性文献，剩余的872篇文献将

作为本文的研究材料。

2  文献发表年代

数字图书馆版权研究的872篇文献发表年代

分布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研

究的首篇文章出现在1999年， 此后逐年增长，

2003—2010年达到高潮，2011年以后则不断下

降。文献发表年代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从1999—2002年，关于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

初探的研究较多，主要是提出数字图书馆建设时

所存在的版权方面的问题，是一个提出问题的阶

段。第二个阶段是从2003—2010年，关于数字图

书馆版权问题解决方案的大讨论，相关文献提出

的解决方案有两大类：一类是利用技术方法来解

决，例如数字水印技术等；另一类是通过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的版权管理制度，例如版

权集体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的文献都是关于第

二类方案的讨论。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以后，许

多文献从现实的版权问题（例如Google侵权案、

超星侵权案、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等）出发探讨

解决方案，更加注重实用性。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大多是理论方面的讨论，第三阶段更加注重理

论与现实的结合。

3 文献作者

3.1 合作程度

测度合作者的指标主要有合作度和合作率。

合作度与合作率反映了某一领域内论文的合作程

度，合作度与合作率的大小与学科的性质等有

关，数值越高，表明合作趋势和学科之间的交叉

越明显，科研合作规模越大 [3]。

872篇文章的每篇作者数量如表1所示。共

计有1121位作者，其中合作论文数为202篇。

合作度（作者总数 /论文总数 [4]）约为1.29和合作

率（合作论文数 /论文总数 [5]）约为23%，都比较

低，表明许多研究文献只是作者一个人的想法，

反映出版权问题并不是数字图书馆研究的重点，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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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献发表年代分布图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7卷第5期  2015年9月

─94─

3.2 核心作者

所谓核心作者群是指那些发文量较多 , 影响

较大的作者集合。依据文献计量学中著名学者

普赖斯（ PRICE.D）所提出的计算公式M=0.749
（Nmax）

1/2计算核心作者。式中，M为论文篇数，

Nmax为所统计的年限中发表文章最多的那位作者

的论文数。只有那些发表论文数在大于等于M篇

的作者，方能称为核心作者，也即多产作者。

由于Nmax=18计算得M ≈3.18，取整数得M=4，
即发表论文数大于等于4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

1121位作者中共有18位核心作者（表2），占作

者总数的2%，发表114篇论文，约占论文总数的

13.07%，并且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也仅仅发表了18
篇文章，发文量10篇以上的作者只有3人。由此

可以看出，作者非常分散，没有形成明显的核心

作者群，很少有学者将该领域作为主要的研究方

向，多数作者只是发表一两篇相关文献，研究的

连续性不强，而且研究课题涉及法律、版权人、

公众等，非常广泛。

发表论文数量多于10篇的作者共有3位，可

谓是版权研究的领军人物。其中，张文德主要研

究数字图书馆版权的风险评估、管理和识别，构

建了数字图书馆版权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秦珂主

要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研究版权补偿金制度、集

体管理制度、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等在数字图书

馆版权方面的应用；马海群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与版权保护的关系。他

们的研究方向基本可以概括了我国数字图书馆版

权研究的主要方向。 
3.3 作者单位

本文按第一作者的单位统计，872篇文献

的作者来自466家单位，其中有740家来自高等

学校，占84.86%；132家来自非高等学校，占

15.14%。发文量最多的是武汉大学，共发表25
篇，发文量大于等于6篇的有21家单位，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单位分布还是比较分散

的，发文量多的单位较少。另外，从单位性质来

看发文量多的单位绝大多数是高校，在发文量不

少于10篇的6所高校中只有2所是211高校，4所

是普通高校。

4 关键词

872篇文章共有751个关键词，关键词词频

为2977次，平均每篇关键词数为3.4个。去掉一

些没有研究意义的关键词，并且对同义词进行

合并后，共有572个关键词，关键词词频为1332
次。出现频次大于等于10的关键词有18个，见

表4。

表1  每篇文章作者数量

作者数/位 1 2 3 4

文章数/篇 670 161 35 6 总计 872

表2  核心作者发文量及其单位

作者 发文量/篇 单位 作者 发文量/篇 单位

张文德 18 福州大学 江向东 4 福建师范大学

秦 珂 17 平原大学 李 婵 4 福州大学

马海群 15 黑龙江大学 蔺站辉 4 郑州大学

朱丹君 7 南昌陆军学院 刘 芳 4 牡丹江医学院

王韫华 5 承德医学院 刘培兰 4 南通大学

陈 琳 4 中南大学 卢国强 4 牡丹江医学院

程文艳 4 燕山大学 王 斌 4 湖南商学院

党跃臣 4 武汉大学 肖冬梅 4 湘潭大学

吉宇宽 4 河南大学 周丽霞 4 黑龙江大学

总计 114篇



·理论研究·魏健波等：数字图书馆版权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95─

由表4可以看出：关键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

是合理使用，频次为97次；其次是法定许可，

出现频次为45次。关键词词频暗示了数字图书

馆版权研究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版权保护的对

象，一是对版权问题的解决方案。“数据库”“网

络”和“数字化”3个关键词显示数字图书馆版权

保护的3个主要对象，分别是数据库、网络文献

（网页）和数字化作品，每个对象由于其特点不同

所采取的版权保护措施也应该有所不同。例如：

数据库的版权保护除了法律保护之外也要采用先

进的数据库技术，所以研究者在对数字图书馆版

权问题进行研究时应该针对不同的资源类型根据

其特点提出版权保护措施，而不应一概而论。

关键词也显示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

两个方向：一是依靠法律法规；二是版权保护技

术。前者是研究的重点，这一点在关键词词频上

体现的非常明显。版权保护法律法规主要研究的

内容有以下3个方面：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著

作权集体管理。合理使用是平衡版权人、传播人

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制度，然而在数字时代传统的

合理使用制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合理使用制度

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6]。在调整合理

使用制度时一定要明确规定合理使用的标准，现

在一些单位在侵权时总是以合理使用制度做“挡

箭牌”，判断是否是合理使用的关键是看单位的

性质和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 [7]。法定许可是解

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法定许可

是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使用版权人作品可以

不用获得授权，但需要在使用后给予一定的报

酬 [8]。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将那些不方

表3  第一作者单位分布(发文量≥6篇)

单位 发文量/篇 单位 发文量/篇

武汉大学★ 25 湖南商学院 7

黑龙江大学 19 南昌陆军学院 7

平原大学 19 西北政法大学 7

福州大学★ 18 北京师范大学★ 6

福建师范大学 15 河南省图书馆 6

湘潭大学 10 湖北省图书馆 6

南京大学★ 9 焦作大学 6

郑州大学★ 9 南华大学 6

华中师范大学★ 8 深圳大学 6

中南大学★ 8 四川大学★ 6

河南大学 7

总计 210篇

注：表中加★的为211高校。

表4  频次大于等于10的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次 关键词 频次/次

合理使用 97 对策 19

法定许可 45 数字化 18

信息资源 43 图书馆 16

著作权集体管理 36 数字图书馆建设 15

数据库 34 信息服务 12

网络 32 法律 11

著作权法 26 版权问题 11

信息网络传播权 20 数字数印技术 11

利益平衡 19 资源建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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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自己管理的权利授权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为行使，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将受益合理分配给著作权人 [9]，著作权集

体管理在音乐界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效果

非常好。音乐版权的保护应该是目前数字作品中

保护最好的，其他的数字作品（例如网络文献、

电子出版物等）也可以效仿音乐作品的成功经

验，如果著作权集体管理在数字作品中得到广泛

使用，那么将对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解决有极

大的帮助。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问题除了可以

采用法律法规还可以使用版权保护技术，现在绝

大多数研究者将焦点集中在法律制度上，往往忽

略了版权保护技术的作用，版权保护技术中数字

水印技术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对解决数字图

书馆的版权保护问题可能产生重要的作用，应该

引起研究者的足够的重视。

5 结语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研究的文

献计量学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研

究大多是个人研究者，科研管理机构的扶持力度

不够，重点高校对其也不够重视，这些因素可能

是导致我国数字图书馆侵权案频发的主要原因，

所以科研管理机构和重点高校要重视数字图书馆

版权方面的研究。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解决既

要靠法律又要靠技术，在法律制度方面要加强合

理使用、法定许可和著作权集体管理3个方面的

研究，在版权保护技术上要重视数字水印技术的

研究。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

的，也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图书馆界和

科技界的研究人员共同的努力。

目前，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仍集中在数字图书

馆技术和服务上。版权问题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一

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忽略了版权，一旦数字

图书馆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将会产生严重的版权

纠纷。对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研究只靠个人研

究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基金项目的支持，所

以有关学者要增加数字图书馆版权方面的项目申

请，科研管理部门也要加大对数字图书馆版权研

究的支持力度。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从年

代、作者、关键词等方面对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

问题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些现象和问

题，并就此提出了如下建议。

（1）理论与实际逐步相结合。从年代分析我

们发现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研究早些年基本是理

论方面的研究，很少与现实中出现的版权问题相

结合，这些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在

现实中的应用价值不大。近些年的研究加强了与

现实中出现的版权问题的结合，从现实中的侵

权案中发现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方面所存在

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研究

更具有针对性，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也更大。另

外，在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研究中对国外先

进的版权管理方法研究不太多，实际上国外有许

多先进的版权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未来的研

究者应该加强对国外先进版权管理方法的研究。

（2）作者合作程度低，基金项目支持力度不

强。在上文中我们曾经计算过合作度与合作率，

结果发现合作度与合作率都较低。这说明该领域

作者间合作程度较低，个人研究者较多，科研管

理机构的支持力度不强，相关的基金项目也较

少，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研究涉及图书馆、版权

人、公众等许多对象，版权问题的解决还涉及法

律制度，个人研究者很难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

要想取得重大突破科研管理机构必须加强支持力

度，增加相关基金项目投入。所以有关学者要增

加数字图书馆版权方面的项目申请，科研管理部

门也要加大对数字图书馆版权研究的支持力度。

（3）重点高校要重视版权研究。发文量较多

的单位绝大多数是高校，在发文量不少于10篇

的6所高校中只有2所是211高校，4所是普通高

校。从作者单位研究中可以发现重点高校对数字

图书馆版权研究不太重视，重点高校数字图书馆

建设比较早，然而他们并不愿意将经费花在版权

问题研究方面，他们更愿意将经费用在数字图书

馆资源采集上，这就造成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数字

图书馆版权研究之间的不平衡，可能出现由于版

权问题尚未解决，就对外提供服务而造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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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重金建成的数字图书馆不能提供服务而成了

摆设，所以要平衡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数字图书馆

版权问题研究之间的关系，投入一部分经费用于

版权研究，等版权问题解决之后再进行建设。

（4）法律制度与版权技术相结合。文中关于

关键词的研究显示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解决方

案有两种，一种是靠法律制度，另一种是靠版权

技术。我国大多数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研究是针

对法律制度的，对版权技术方面的研究较少。在

法律制度中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著作权集体管

理可能是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3个主要方

法，研究者要增加对这3个方面的研究。目前，

在《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主要是

针对传统出版业，并不适合数字作品，所以在数

字时代中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要适当进行调整。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音乐界的成功经验可以给

我们带来许多启示，它可能成为未来解决数字图

书馆版权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我们也不

能忽视版权保护技术的作用。目前比较成熟的版

权保护技术主要是数字水印技术。解决数字图书

馆版权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法律制度和

版权保护技术相结合。

目前，对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一是

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例如访问控制技术、

数字水印技术等 [10]；二是将数字图书馆中所有的

资源（例如：出版物、学位论文、网络文献等）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希望研究者注意和加强

这两个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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