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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信息用户与行为一直是图情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国家社科项目立项数据，分析近十年来我国信

息用户与行为研究主题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方法 / 过程 ] 收集 2011–2020 年十年间信息用户与行为研究相关的国社科

立项指南、立项项目及相关发文成果信息。分析项目及其成果发文的外部计量特征，并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进行内容分析，揭示国内信息用户与行为研究的主题特点和变迁。[ 结果 / 结论 ] 图书馆读者相关的服务研究及网络相

关信息行为研究是十年间的长线研究主题，十二五时期与十三五时期研究内容、依托理论、研究方法具有一定差异。未

来研究将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发展需求、推进“以用户为中心”研究理念、深化相关影响因

素研究等问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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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hrough the data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proj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search theme 

of information users and behaviors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are analyzed. [Methods/Processes] Collect information on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project initiation guidelines, project initiation projects and relevant document result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users 

and behavior research from 2011 to 2020. Analyze the external met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ject and its achievements, 

and use th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to conduct content analysis, revealing the them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domestic information users and behavior research. [Results/Conclusions] Library reader related service research and network 

related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are long-term research topics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and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s, supporting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serving the national major strategy,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user centered” research,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ther issues.

Keywords: Information Behaviors; Information Users;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Content Analysis; CiteSpace

引言

信息用户与信息行为研究一直是图情领域

持续的热点研究领域。早期的信息用户研究主

要关注图书馆读者研究，信息产生、传播与分

布的泛在性使信息用户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已经

不仅仅局限在图书馆的应用场景中，而是从更

广泛的社会信息交流系统中考察用户的需求及

其与信息交互的行为规律。从信息管理微观的

生命周期角度来看，用户既是信息管理生命周

期的起点——需要在识别用户信息需求的基础

上开展具体的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存储与

服务，也是信息管理成果产出服务的对象。国

际 iSchool 运动也将信息学科的研究聚焦于探讨

人、信息与技术的有机联系，以信息为主体、

技术为支撑，用户为核心，促进用户与技术有

机融合基础上的信息有效利用，培养具备建立

创新系统与信息解决方案能力的人才 [1]。因此，

有关信息用户的需求与行为的研究也一直受到

研究者们的关注和跟进。

为了推动国内信息用户与信息行为研究的

发展，不少研究者对领域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进行梳理。不同于已有研究，本研究以国家社

会科学（以下简称“国社科”）基金立项指南、

立项项目及相关发文成果信息为对象进行分析。

国社科基金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唯一的国家级

资助基金，其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

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引导构建方向，代表

着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以之为数据源进行分析能

够较好地体现学科发展脉络，通过国社科项目分

析研究现状和热点的工作也受到关注 [2]。在图情

领域，尽管已有研究从国社科项目角度进行分析，

不过主要对图情学科整体进行分析，较少专门关

注信息用户与行为领域。因此，本研究聚焦更具

体的信息用户与行为领域，搜集了 2011—2020

年度与信息用户与信息行为主题相关的国社科项

目指南条目、获批立项课题及发表成果进行分析。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为了全面收集基于国社科项目进行的相关

研究，通过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Scopus

等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结果更新的时间是

2023 年 10 月 9 日。本研究对两类相关主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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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调研，一类包括基于国社科项目进行分析

的相关工作，在中文文献检索时使用了三组检

索词。第一组是 “国社科”“国家社科”“国

家社会科学”，第二组是“项目”“基金”“立

项”，第三组是“统计”“分析”“研究”。 

外文文献检索时检索词为“Chines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第二类包括信息

用户、信息行为相关的综述性工作。在中文文

献检索时使用了两组检索词，一组是“信息用

户”“信息行为”，第二组是“综述”“述评”“进

展”，外文文献检索时检索词包括“Information 

User”“Information Behavior” 和“Literature 

Review”。利用上述检索词，分别在中英文数

据库中进行主题、篇名的组配检索，初步获得

相关文献集合，并结合参考文献进行扩充和补

充。经人工筛选，得到基于国社科项目的分析

论文 471 篇（中文 466 篇、外文 5 篇），关于

信息用户和行为的综述论文156篇（中文144篇、

外文 12 篇）。

在信息用户与信息行为领域，国内外研究

者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同时，也有不

少研究者进行过相关的综述性工作，这些综述

工作主要从如下视角进行分析：第一，用户群

体视角，例如，针对青少年，张婷 [3] 总结其在

线健康信息查寻行为的查寻动机、模式、频率等，

揭示出青少年在线健康信息行为是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针对同性恋群体，Jia 等 [4] 对多

学科研究中报告的性少数群体和性别少数群体

个人的健康信息寻求，以及影响他们健康信息

寻求行为的因素，建立一个全面的观点。此外，

还有研究者对视障人群 [5]、新市民 [6]、大学生 [7]、

老年人 [8] 等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信息行为进

行过综述性工作。第二，信息主题视角，例如，

针对政务信息行为，Hertzum[9] 运用系统综述的

方法，研究回顾了 53 篇关于公民电子政务信息

行为的论文，指出公民基于人口、环境等因素

同时采用多渠道获取电子政务信息，但发现结

果混杂，更适合于解决简单问题。针对健康信

息行为，Montesi[10] 回顾了在新冠肺炎健康危机

期间对人类信息行为进行的研究。第三，信息

环境视角，例如，针对一般网络环境，吴丹和

梁少博 [11] 对多设备环境下的信息行为进行了综

述研究，揭示了用户搜索活动跨越不同类型的

设备行为特征、影响因素等。针对网络社区，

徐中阳等 [12] 从知识共享行为、社交行为、持续

使用行为及社会支持行为 4 个角度对在线健康

社区用户信息行为进行实证研究。赵海平和邓

胜利 [13] 对社会化问答平台的用户健康信息行为

进行综述。此外，还有研究者关注过社交网络

中的用户分析研究进展 [14]。第四，情感与认知

视角，多位学者 [15-17] 围绕图书情报领域情感研

究展开综述研究。第五，信息行为类型视角，

例如，研究者们就学习性搜索 [18]、信息分享 [19]、

信息偶遇 [20] 等不同行为类型，也开展过相关的

综述性工作。此外，还有研究者就信息行为领

域相关的理论 [21-22] 和模型 [23] 进行调研和分析。

除了期刊论文，还有研究者聚焦重要的国

内外会议进行分析，如赵海平等 [24] 通过阅读

和 分 析 ISIC 2016、ASIS ＆ T 2016、iConfer-

ence2017 三大国际会议收录的信息行为领域研

究论文，梳理分析不同情境下的信息行为研究。

又如，对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顶级国际会议

ASIS&T 年会 [25]、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

者论坛 [26]、国际数字图书馆联合会议 [27] 等会议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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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述研究，揭示会议议题和相关研究热点。

根据调研结果可以看到，国内外研究者已

经从多角度对信息用户与信息行为展开全面研

究，这既包括从信息行为整体 [28-30] 到分支主题

进行的回顾 [31-33]，也包含从图情学科重要会议

进行的有关用户研究的内容述评 [34]，对于系统

梳理领域相关研究问题、内容、进展和趋势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期刊论文、会议论文

角度来看，近年来信息用户与信息行为研究呈

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社交媒体和新媒体

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的探讨，所揭示的研究发现

为更深刻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信息行为，促

进信息服务和信息系统设计提供了参考和支撑。

就国内而言，基于国社科项目角度对信息用户

与服务领域进行热点分析的工作还较为有限。

国社科项目往往用于分析学科研究现状、研究

主题、热点和趋势。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领域，

大都从一级学科大类进行项目整体分析，或立

足二级学科分支进行探讨，较少聚焦信息用户

与信息行为这一领域。因此，对国社科立项数

据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信息用户与

行为领域的研究发展变迁。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国社科基金立项数据为基础，搜

集了 2011—2020 十年间信息用户与行为主题相

关的项目指南信息、立项项目信息及其研究成

果，分析研究热点和研究主题的时期变迁。通

过分析国社科立项项目类型、主持人及其所属

机构、地区特点反映立项分布情况，重点研究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在研究内容主题及研究方

法运用上的特点和发展变化情况。

2.2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主要搜集了三类信息：第一，立

项基本信息。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

室网站的基金数据库进行项目搜集，限定“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项目类型包括重点

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及后期

资助项目，并结合立项公告查漏补缺，共计搜

集到 1550 个立项项目。三位研究人员根据项目

名称和项目成果主题筛选与信息用户和行为相

关的项目，筛选中遇到分歧时共同商讨，取得

一致后完成所有项目的识别，最终得到信息用

户与行为主题相关的立项项目 210 个。

第二，项目成果信息。以第一阶段获得的

项目批准号和项目名称为检索词，编写爬虫程

序，在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Willey 等数

据库检索搜集。通过清洗、去重，最终得到中

文论文数据 1964 条、外文论文数据 161 条。

第三，项目申报指南信息。从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搜集 10 年间“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学科分类下的课题指南 831 条。

同样由三位研究人员根据指南题目和描述进行

筛选，得到与信息用户与行为研究相关的条目

123 条。

利用 Excel、MySQL 对上述三类信息进行

整理：从外部特征对项目立项时间、立项类型、

项目主持人及所在区域、机构等进行整理。从

内部主题特征对项目成果论文进行分析，通过

ROST CM6 对论文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借助

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构建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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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揭示研究主题和发展演进特点。

3　国社科项目外部特征分析

3.1　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 2011—2020 年逐年立项情况来看（表

1），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分类下，

用户信息与行为主题相关立项数占比大致在

13% 上下浮动。其中，2013 年立项数量最高，

立项 30 项，占当年立项总数的 19.87%；2012

年立项数量最低，立项 13 项，占当年立项总数

的 10.08%。

从项目类型来看，立项最多的是一般项目

（112 项，53.33%），其次是青年项目（76 项，

36.19%）。重点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

目相对较少，立项数分别为 10 项、7 项及 5 项。

表 1  立项数量统计表

立项时间
（年）

项目类型（项）
合计 ( 项 )

学科总立项
( 项 )

占比 (%)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西部项目 后期资助项目

2011 0 8 8 3 0 19 116 16.38

2012 0 5 7 1 0 13 129 10.08

2013 1 17 11 1 0 30 151 19.87

2014 2 11 9 0 1 23 144 15.97

2015 0 7 8 1 1 17 150 11.33

2016 1 8 6 3 1 19 157 12.10

2017 0 16 10 1 0 27 171 15.79

2018 0 12 6 0 0 18 170 10.59

2019 0 12 6 0 1 19 178 10.67

2020 1 16 5 0 3 25 184 13.59

合计 5 112 76 10 7 210 1550 13.55

从项目主持人来看，210 个项目涉及 200

位负责人，来自 110 个机构，仅有 10 位负责人

主持 2 项及以上社科项目，其中 6 位在职称晋

升后获得第二次立项。

从项目主持人所属机构来看，在区域分布

上（图 1），立项数量较多的省份包括江苏（30）、

湖北（23）、浙江（17）、广东（16）、上海（13）

等，合计占比 47.14%，京（14）津（13）地区

位列其后，合计占比 12.86%。

3.2　项目发文情况

十年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立

项项目发文总量为 13864 篇，平均每个项目发

文 8.94 篇。信息用户与行为研究立项项目共发

表论文 2125 篇，占比 15.33%，平均每个项目

发文 10.12 篇，略高于学科整体立项平均发文

数量。比较不同类型项目的发文量可以看到（图

2），重点项目的平均发文量最高（18.40篇 /项），

接近总体立项平均发文量的两倍，而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则均趋近于平均发文量。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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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立项机构所属地区分布图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西部项目 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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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发文量（篇/项） 18.4 10.36 9.96 1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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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类项目发文量组合图

从发文语种来看，92.42% 的成果发表为中

文论文（1964 篇），外文论文为 161 篇。以论

文发表年与立项年差值作为发表周期进行统计，

中文论文从立项到见刊的平均周期为 2.60 年，

外文期刊为 2.68 年。

3.3　项目成果发文期刊

中文论文成果主要为期刊论文，国内会

议论文数量较少。其中，1166 篇发表在 62 个

CSSCI来源期刊，占中文期刊发文总数（1952篇）

的 59.73%。平均每个项目发表 CSSCI 来源期刊

论文 5.55 篇，略高于学科整体的发文统计情况

（4.8 篇 / 项 [35]）。如表 2 所示，发文量较高的

前 10 本中文期刊均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期

刊，其中 9 本为 CSSCI 来源期刊，另外 1 本则

是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一定程度反映出信

息用户与行为研究立项的产出成果质量较好。

外文论文成果包括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

其中发文量较高的 top10 外文期刊均为 SSCI

来源期刊。刊载项目成果最多的外文期刊是

ELECTRONIC LIBRARY， 相 关 成 果 主 要 探

讨图书馆读者需求与读者服务 [36]、图书馆用

户使用意向 [37]、情绪感知 [38] 及阅读行为研

究 [39] 等 问 题。 其 次 为 SCIENTOMETRICS，

相关成果较多从科学计量角度探讨学术信

息行为 [40-42]。发文量第三的是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相关成果较多

从用户服务角度探讨图书馆信息服务 [43-4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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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op10高发文量中外文期刊分布
中文期刊

编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
CSSCI

来源期刊
编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

CSSCI
来源期刊

1 图书情报工作 175 是 6 图书馆论坛 68 是

2 情报理论与实践 144 是 7 情报资料工作 49 是

3 图书馆学研究 125 是 8 图书馆 47 否

4 情报科学 111 是 9 情报学报 46 是

5 现代情报 90 是 10 国家图书馆学刊 41 是

外文期刊

编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
SSCI

来源期刊
编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

SSCI
来源期刊

1 ELECTRONIC LIBRARY 10 是 6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5 是

2 SCIENTOMETRICS 8 是 7 INFORMATION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4 是

3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7 是 8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3 是

4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6 是 9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3 是

5 LIBR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5 是 10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 是

息素养教育 [45-46]、用户满意度测评 [47] 等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IN-

FORMATION SCIENCE、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等期刊。收录

项目成果较为集中的国际会议包括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tometrics and Informetrics 

(ISSI)、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ICMS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CSA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Quantitative Manage-

ment (ITQM)等，相关成果主要借助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文献计量等方法进行用户需求挖掘

及个性化服务 [48]、行为分析 [49-50]。

3.4　项目指南与立项结果

根据潘颖等 [51] 对国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数据

的处理方式，对课题指南和项目名称中的情境

要素、题目主体部分进行提取与人工标识，将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对应为一对一、一对多、

指南流失和自选主题四种关系类型，结果如表

3 所示。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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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课题指南的立项情况
年份 指南数 立项数 一对一 一对多 指南流失 指南流失比例 自选主题 自选主题比例

2011 9 19 6 3 0 0.00% 6 31.58%

2012 7 13 6 1 0 0.00% 4 30.77%

2013 16 30 5 3 8 50.00% 19 63.33%

2014 12 23 9 1 2 16.67% 12 52.17%

2015 9 17 7 0 2 22.22% 10 58.82%

2016 10 19 5 1 4 40.00% 11 57.89%

2017 19 27 10 2 7 36.84% 13 48.15%

2018 12 18 6 3 3 25.00% 6 33.33%

2019 13 19 8 0 5 38.46% 11 57.89%

2020 16 25 7 1 8 50.00% 14 56.00%

合计 123 210 69 15 39 31.71% 106 50.48%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十年间信息用户与行

为研究领域指南共计 123 条，其中 84 条有相关

研究项目得到立项，39 条指南流失。立项率达

68.29%，指南流失率为 31.71%，可见指南对于

立项课题有较强的引导作用。2011 年和 2012 年

无指南流失，所有指南均有高度相关立项。相

比而言，2013 年和 2020 年，指南流失更为突出，

流失率高达 50%。不过，流失率整体来看，和

2015—2019 年图书情报学科整体指南流失情况

大体一致 [51]。可见，项目指南的导向作用明显，

但同时也给自选主题留有立项空间，每年仍有

约一半的立项为自选主题，支持有长期积累、

选题有前瞻性和理论实践价值的课题。

4　国社科项目主题特征分析

4.1　十二五期间（2011—2015）

对十二五时期立项的 102 项项目成果主题

进行聚类，得到十类，如图 3 所示。图谱模块

值 Q=0.8809、平均轮廓值 S=0.955，数值较高，

表明划分的社团结构显著，聚类结果可信 [52]。

第一，文献数据库相关研究，该聚类最早

形成，包含关键节点“信息素养”“信息素养

教育”“大学生”等，主要研究特定群体的信

息素养教育实践，如围绕城镇化进程中新市民

进行研究立项的《农转城新市民信息素养及促

进模式研究》、围绕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进行

研究立项的《少数民族地区院校蒙古族大学生

信息素养的培育与提高研究》。

第二，弱势群体相关研究，该聚类中期形成，

包含关键节点 “公共图书馆”“读写困难症”“信

息援助”等，研究成果重点关注公共图书馆对

信息弱势群体提供信息援助，以及为阅读障碍

群体、低幼儿童提供阅读服务。

第三，政府信息服务相关的研究，该聚类

末期形成，包含的关键节点有“网络舆情”“信

息服务”“质量评价”“公众体验”等，

十二五期间研究热度较高，核心话题是基于公

众视角评价政府信息服务质量、政府信息公开，

后期部分学者关注到政府网站、微博等政务新

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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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十二五期间项目论文成果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第四，协同信息行为研究在这一时期也较受

关注，该聚类中包含关键节点“科研合作”“数

字化阅读”“信息需求”等，关注科研合作、社

群网络环境下的协同信息行为。例如国社科项目

《科研合作中的协同信息行为研究》，从科研协

同中的知识利用 [53] 与共享行为 [54]、协同交互生

命周期 [55]、风险管理体系 [56] 等角度开展研究。

第五，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体现为多种

方法的运用，除了问卷与访谈、实验、数据挖

掘与机器学习等方法，知识图谱和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的应用较为突出，主要用于分析领域研

究进展的梳理综述工作 [57-59]。

4.2　十三五期间（2016—2020）

对十三五时期立项的 108 项项目成果主题

进行聚类，同样得到十类，如图 4 所示。图谱

模块值Q=0.88、平均轮廓值S=0.9606，数值较高，

同样表明图谱绘制结果达到可信度要求。

第一，健康相关的信息行为研究。聚类 #1

在线健康社区是十三五期间聚类节点量仅次于

信息行为的第二大聚类，主要节点有“在线健

康社区”“突发公共事件”“搜索即学习”等。

相关研究基于移动互联网络，广泛关注在线健

康社区用户的信息搜寻、交互、利用行为，并

通过用户画像、信息加工、语义融合等方式厘

清行为影响机理，提升精准服务策略。尤其是

十九大以来国家强调进一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以及全球新冠疫情暴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健康信息行为相关问题在 2020 年得到较多

关注，立项量（12 项）几乎占据当年总立项（25

项）的一半。类似地，马费成等 [60] 也曾指出，

“健康社区”是 2020 年立项的热门关键词。此

外，对于医科大学而言，成功立项的项目主要

属于这一话题方向。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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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十三五期间项目论文成果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第二，情绪、情感、用户感知视角下的相

关信息行为，与之表现出强关联的关键词节点

有“在线健康社区”“情感分析”“在线评论”“用

户画像”等，重点关注了不同情境阈限下用户

信息获取、交互行为过程中的情感体验。2014

年国社科基金立项出现对社会网络中用户的情

绪分析《社会网络中用户的情绪分析与影响力

研究》，其后相关研究渐增，2020 年立项 4 项，

包括《焦虑情绪下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信息精细

加工和健康行为研究》《政务社交媒体用户信

息获取中的情感体验及效用研究》等。2018 年

和 2019 年的立项指南“信息行为中的情感体验

研究”“情感与认知视角下信息检索行为模型

的构建及实证研究”，同样表明十三五期间对

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对用户情感与

认知的综合研究 [51]。

第三，研究方法上，除该领域经典研究方

法外，十三五期间网络调研、用户画像等方法

使用量增长显著，而搜索实验、眼动实验等实

验方法使用量则略有下降。增长最为显著的是

网络调研法，互联网的泛化促使诸多研究内容

分析对象由文献、网站等逐步转向微博 [61]、微

信 [62]、Twitter[63]、社区 [64] 等。互联网用户行为

数据的丰富则进一步促进机器学习、用户画像

等方法的运用，如徐建民等 [65] 通过逻辑回归算

法对微博用户转发行为进行预测，叶俊民等 [66]

通过短文本表示模型对在线学习社区用户的学

习行为进行预测研究，还有大量研究通过用户

画像对不同阅读群体 [67]、社区用户 [68]、学术用

户 [69] 等进行行为画像研究。

4.3　对比分析

（1）共性分析

根据聚类及词频分析，两个时期有一些共

性的研究主题，这些主题称为长线主题，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图书馆读者相关的服务研究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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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相关信息行为研究。

首先，图书馆读者相关服务研究方面，从相

关聚类个数来看， 10 年间 20 个聚类中，8 个与图

书馆直接相关，如十二五期间聚类 #0高校图书馆、

#3 图书馆阅读关怀、#5 图书馆等，十三五期间聚

类 #2 智慧图书馆、#3 高校图书馆、#5 图书馆等，

另有多个聚类如 #6 儿童服务（十二五）、#9 文献

数据库（十二五）也与图书馆服务密切相关。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图书馆 4 1 8 3 4 7 7 6 5 2

0

2

4

6

8

10

图 5  “图书馆”相关立项汇总图

从立项数量分布（图 5）同样可以看出，

图书馆的相关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的选题热点。

210 项立项题名中“图书馆”出现 47 次，占比

22.38%。十二五期间，多基于用户体验、需求、

感知探讨数字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

馆服务对策，构建评估模型。十三五期间，随

图书馆自身发展，移动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加

入其中，研究对象也由普通读者逐渐细化为少

数民族、新生代农民、阅读困难群体、低龄儿

童等，更多研究通过用户画像、情感体验、行

为特征等方式，进一步完整分析用户与图书馆

交互过程中的信息活动，通过个性化推荐、情

境化推荐促进创新机制，如《基于用户画像的

图书馆低幼儿主体阅读推广及阅读服务创新研

究》《移动图书馆用户信息交互行为中的情感

体验研究》等。而阅读推广服务、信息素养教育、

阅读关怀、服务评价等内容则一直是该领域经

典研究问题。

其次，网络相关的信息行为研究。以系统

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是信息行为早期研究的主流

规范 [70]。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相关研究泛

化到不同媒体环境与社交网络当中，如十二五

时期的聚类 #1 知识图谱、#2 社会网络分析、

#4 政府电子信息服务、#8 知识共享，十三五时

期的聚类 #1 在线健康社区、#6 个性化推荐等

均与网络信息行为密切相关。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网络 4 4 7 5 2 1 5 2 1

在线 1 1 1 2 1 1 6

媒体 1 2 2 3 3 2 2 5

0
1
2
3
4
5
6
7
8

图 6  “网络”相关立项汇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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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聚焦“网络”“在线”“媒体”三个高

度相关关键词（图 6），检索到的立项就有 61

项（其中 3 项同时包含 2 个检索词），总频次

甚至高于“图书馆”出现频次。网络信息行为

研究呈现出丰富的研究视角。一是在具体研究

方法上充分考虑网络应用情境，如新媒体、全

媒体、社交媒体等媒体环境，移动网络、社交

网络、泛在网络等网络环境。二是研究对象由

普通用户到网络用户的转变，如从青年到数字

青年（《数字青年网络阅读行为模式识别及引

导策略研究》）、从科研人员到虚拟学术社交

用户（《在线学术社交网络用户信息行为规律

与效用研究》）、从医患人员到在线健康社区

用户（《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信息精细加工与健

康行为的联动机制与促进策略研究》）等特定

网络用户。三是关注的信息行为由十二五初期

单一的个体网络信息查询行为逐步覆盖到复杂

群体的用户生成内容、应急信息获取、协同信

息行为等，并根据多媒体平台形态多样化衍生

出在线问答平台付费围观行为 [71]、弹幕视频网

站弹幕评论行为 [72]、微博间歇性中辍行为 [73] 等。

（2）差异分析 

从研究内容来看，体现出四方面特点：第一，

研究主题方面，十二五偏重日常信息行为、信

息需求、信息素养、知识共享等主题，十三五

时期，则增加了信息贫困、数据融合、行为偏

好隐私、用户生成内容质量的研究。第二，研

究对象由单一个体逐渐覆盖到虚拟学术社交用

户、情报用户等复杂群体，对象分类不断细

化。第三，研究关注的环境方面，更多与新媒

体环境相结合。如针对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

十二五期间主要关注老年人、公众健康信息行

为，以及网络健康信息传播路径，十三五则倾

向研究媒体融合环境下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以及情绪、认知等多维视角的在线健康社区用

户信息行为分析。第四，研究关注的行为类型上，

搜寻行为、交流与交互行为、采纳与利用行为

等一直是研究立项关注的重点，而日常信息行

为、知识贡献行为仅在十二五时期有一定体现，

情感表达行为、数据复用行为、用户生成内容

研究等仅出现在十三五时期，浏览行为、规避

行为、知识隐藏行为等则未见相关立项，成果

论文中也鲜有涉及。

从研究依托的理论来看，相关研究多基于

各学科领域经典理论展开研究。如信息系统领

域的技术接受模型 TAM、技术采纳和持续使用

统一理论 UTAUT、D&M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等，

与心理认知相关的社会认知理论、UGT 使用与

满足理论等。但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理论运

用亦具有一定差异性。如理论计划行为理论、

用户心智模型、感知价值理论、社会网络理论

仅在十二五期间有较多关注，隐私计算理论 /

模型、认知－态度－行为模型、沟通隐私管理

理论则仅在十三五期间有所运用。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SOR（刺激－组织－

反应）理论虽一直被长期使用，但后期的使用

频次明显提升。

从研究方法来看，问卷调查、数字技术（数

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实验方法（搜索实验、

眼动记录等）、访谈方法（个案访谈、焦点小

组访谈等），一直是信息用户、信息行为领域

使用较多的经典研究方法。相较而言，十二五

期间诸如社会网络分析、知识图谱构建等可视

化方法运用较为广泛，而十三五期间网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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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画像等方法使用量增长显著。其中用户画

像的研究量显著增长，十三五期间相关论文成

果量（27 篇）是十二五期间（6 篇）的 4.5 倍，

该方法通过关注虚拟社区特定用户行为构建用

户画像模型，从而实现精准信息推送、个性化

知识服务等。

5　研究趋势分析

为探究研究趋势，将 2021 年、2022 年国

社科立项项目与论文成果一并纳入分析。通过

CiteSpace 进行突现词探测，以透视研究前沿与

发展趋势。分析 11 年数据共发现 31 个突现词，

保留近五年出现的 6 个突现词（如图 7 所示），

虽然 6 个突现词均始于十三五期间，但其中深

度学习、用户满意度研究热度历时较短，仅在

线健康社区、人工智能、情感体验、影响因素

4 个关键词研究热度持续至今。类似发现在基

于 ASIS&T 年会收录成果的热点趋势分析中也

有过揭示 [25]。

图 7  2016年之后的突现词

可见，进一步研究趋势体现在：

第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线健康社区

的研究聚焦，既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亦

体现了图情学科领域对于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的重视。历来国家重要战略规划都对国社科

立项选题具有较大导向作用，例如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研究立项《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背景下

城乡流动儿童阅读环境和阅读行为研究》；围

绕健康中国战略研究立项《移动社交媒体情境

下偶遇健康信息利用行为机理及模式研究》《健

康中国战略下信息贫困群体健康焦虑问题及其

疏导行动研究》《媒体融合环境下用户健康信

息搜索行为模式研究》等；围绕数字中国战略

立项《协同共治视域下公共图书馆社会数字素

养教育效能及其创新路径研究》。随着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常态化发展，立足社会需求，健康

信息行为、数字素养等都将成为信息用户与行

为研究的重要命题。

第二，智能技术赋能信息用户与行为研究。

网络相关的信息行为研究在十二五、十三五期

间均为研究重点。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稳步推进，借助理论和技术成果，信息

用户需求感知、行为类型、服务方式等研究主

题将更为多样化发展。如智能化需求感知方面，

化柏林和李广建 [74] 基于多源数据构建智能情报

分析系统实现用户需求的智能感知，张肖等 [75]

通过追踪 12 名智能手环用户的个人健康信息组

织需求和量化自我行为数据，探究了用户实际

需求；智能化服务方式方面，图书馆、档案馆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视角下传统服务与技术创新

的融合发展路径 [76-77]，通过用户画像对行为差

异用户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 [78]；智能设备引发

的行为类型方面，智能音箱 [79]、智能手环 [80] 等

智能终端的应用丰富了更广泛情境下用户的信

息使用行为。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的个性

化、自主化发展，其对探测用户需求、提升信

息行为分析能力的作用力逐渐显现，在用户画

像、数据挖掘等方法已逐步运用的基础之上，

将来必将引发出更深的研究思考、渗透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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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分支。

第三，从认知与情感促进对用户的全面研

究。认知因素通常关注人在信息获取过程中的

信念、经验、知识、动机、态度与行为，情感

因素常常关注人与信息交互中的情绪情感体验。

认知因素依然是关注的重点，十三五初期，基

于用户视角或系统交互进行认知分析的研究立

项较为普遍，如《基于日志与认知分析的探索

式信息搜索行为研究》《基于用户认知差异的

检索系统人机交互过程及界面评估》《交互式

信息服务环境下的用户认知需求及其量表的开

发和应用研究》等。然而，可以清晰地看到，

到十三五后期，对情感因素的关注讨论逐渐增

多，使得认知观下对用户的研究更加完整。例

如立项《人机交互环境下文献数据库用户心智

模型演进机理研究》《社会网络中用户的情绪

分析与影响力研究》。基于立项展开的文献研

究中，情感层、认知层对用户行为的协同调节

机制和动态交互过程分析不断深化。张敏等 [81]

基于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探究科技引文行为的

影响因素。金燕和杨康 [82] 综合考量用户体验过

程中的认知需求及情感需求，构建了信息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王宁 [83] 构建了“认知—情感—

意动—行为”四维结合的馆员心态及行为调整

模型，分析馆员心态形成对行为的调节机制。

随着情感维度的理论研究不断完善，以情感为

核心的信息用户情感体验、情感表达、情感交互、

情感分析研究日益丰富，既补充了用户认知的

研究视角，更全面体现了科研探索过程中对用

户的情感关怀。并且，两者的结合还可以在不

同场景下进行细化，除了常见的图书馆场景，

还有网络环境、社交媒体，以及未来的虚拟现实、

元宇宙等。并且，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如健

康信息行为、学术信息行为、新闻信息获取等，

认知和情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多深入的

作用机理有待研究。

第四，深化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十二五和

十三五期间围绕影响因素展开了诸多研究，

十三五期间还单独形成聚类 #4 影响因素。相关

研究主要围绕四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图书馆

用户使用行为 [84]、阅读行为 [85] 及服务感知 [86]

的影响因素探究。二是对健康信息的感知 [87]、

搜寻 [88]、扩散 [89]、获取 [61] 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三是关注微博 [90]、微信 [91]、虚拟问答平台 [71]

等多样化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信息行为影响因

素。第四，深化对各类信息用户与行为研究中

的影响因素挖掘，如跨平台学术信息搜索行为

影响因素研究 [92]、科研数据复用行为影响因素

研究 [93]、档案利用影响因素研究 [94] 等。结合

具体研究视角、理论、行为类型差异，学者们

基于多种方式进行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基于体系结构，行为分析多围绕信息用户、信

息本体、信息情境三要素展开 [95]，并结合新媒

体环境逐步加入了系统 [96]、技术 [97]、其他群体 [98]

等维度。基于关系结构，张文亮等 [99] 展现了调

节关系、因果关系下阅读心理、个体差异、认

知过程等对数字青年网络阅读心理的影响关系。

基于时间维度，李晶等 [100] 论证了系统质量、

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在不同时间节点对读者满

意度的影响强度变化规律。基于作用效果，陈

蓉等 [84] 将影响移动图书馆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

影响因素划分为顶层因素价值认同等，重要因

素感知愉悦性等，枢纽因素感知易用性等和底

层因素自我效能等。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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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能够持续提高系统效能与服务质量，提升

各行各业信息用户的满意度。

由于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立项时间

较短，见刊论文成果较少，因此基于外部特征

分析结果如题名等展开分析。经统计对比，发

现 2020 年首次出现了以心理账户理论、焦虑情

绪为核心关注点的研究立项，2021 年首次出现

了针对隐私悖论行为、有限关注行为和中辍行

为的研究立项，2022 年首次出现了探讨矛盾态

度、信息经验、负面情绪的研究立项，而“心

理账户”“焦虑问题”等词也出现在相近年份

的项目指南内，一定程度反映了研究问题与心

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更加深入结合的跨学科发

展特点。

6　结语

本文根据国家社科立项数据，探讨信息用

户与信息行为研究在近十年的研究发展情况。

本研究收集 2011—2020 年十年间信息用户与行

为研究相关的国社科立项指南、立项项目及相

关发文成果信息，从项目基本信息、项目主持

人及所属机构、区域，以及项目成果反映的研

究主题等角度，揭示了十二五、十三五不同时

期的研究主题特点，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图

书馆读者相关的服务研究及网络相关信息行为

研究作为长线研究的特点，也指出了两个时期

在研究内容、依托理论和研究方法侧重上的差

异。通过突变词检测，探讨了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十四五期间，图情学科将新文科建设、服务

国家发展需求等作为学科发展新的使命 [101][102]。

对于信息用户与行为研究而言，同样会以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学科发展为目标，促进更

广泛信息空间、场域、场景下的用户信息需求

与行为研究 [103]，优化人机交互设计、提升人与

信息交互的绩效和体验，促进各行各业信息用

户的满意度。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包括：一方面，从期刊、

会议论文角度，采取关键词聚类角度反映项目

主题的揭示力度有限，后期可将相关的图书、

专利等成果一并纳入，并结合更丰富的分析工

具和模型进行更细粒度的主题特征分析。另一

方面，从国社科项目立项数据进行分析，数据

集合较为单一，后期可进一步对其他国家级、

省部级立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更全面地反映

信息用户与行为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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