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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情报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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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期刊论文关键词的统计分析

李长玲　支　岭　纪雪梅　王效岳
山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淄博 255091

〔摘要 〕首先 ,对 2001 -2005年和 2006-2009年两个阶段情报学主要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关键词进行统计 ,得

到高频关键词以分析情报学研究热点。其次 ,绘制两个阶段的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网络图 ,并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

类 ,分析两个阶段情报学主要的研究主题。最后 ,比较分析两个阶段主要的研究热点和主题 ,发现情报学的发展

紧跟时代的步伐 ,并且其理论和方法不断完善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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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ly, thepapercollectskeywordsofpublishedpapersinthecorejournalsoftheinformationservicefield, includingtwo

stagesfrom2001 to2005 andfrom2006 to2009, anditmakesananalysistothehotresearchspotsofinformationsciencethrougha

statisticstothehighfrequencykeywords.Thenthepaperanalyzesthemainresearchtopicsofinformationscienceatthetwostagesby

co-wordnetworkplotandclusteranalysistothehighfrequencykeywords.Finallyithasacomparativeanalysistothemainresearchhot

spotsandtopicsduringthetwostages, andfindsthatthedevelopmentofinformaticskeepsclosepacewiththetimesanditstheories

andmethodsceaselesslydevelopandperfectwitheachpassingday.

〔Keywords〕InformationScience　co-wordanalysis　clusteranalysis　researchfocus　researchtopics　co-wordnetwork

　　＊本文系山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基金项目 “Web信息挖掘与智能检索”(项目编号:2010GGTD05)和山东省高等

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社会网络分析在企业知识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项目编号:J09WD02)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0-07-15　　修回日期:2010-09-21　　本文起止页码:31-36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 ,情报学作为一门与社会联

系极为紧密的学科也在不断发展 ,其研究热点不断变

化。时值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十一五 ”规划时期

(2006-2010年)即将结束 ,即将迎来 “十二五 ”时期 ,

准确把握情报学的研究现状和热点 ,明确情报学的前

沿领域和发展趋势尤为重要。本文应用文献计量学并

结合可视化的方法对 2001 -2005年和 2006 -2009年

两个阶段情报学主要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分

析 ,探寻情报学在过去两个阶段的研究热点和研究主

题 ,并对两个阶段的重点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分析 ,希望

对情报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统计数据来源于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

库(CJFD)》,文献来源范围限定在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 》2008年版中以情报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9种期

刊:《情报科学 》、《情报学报 》、《情报杂志 》、《图书情报

工作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情报理论与实践 》、《情

报资料工作 》、《图书情报知识 》、《图书与情报 》,时间

限定在 2001 -2009年 9年间 ,共检索出符合条件的论

文 25 789篇 ,各年论文数见表 1。提取论文中的关键

词 ,导入 Excel中以方便统计 ,其中 《情报理论与实践 》

2001-2003年的关键词数据缺失 ,由维普数据库下载

后补充。

1.2　研究方法

　　首先 ,将 Excel中的关键词样本数据通过自编程序

转化为 Bibexcel软件可以处理的格式;其次 ,利用 Bi-

bexcel统计关键词出现频次 ,并构造高频关键词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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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2005年 、2006-2009年期刊论文数

期刊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总计 2006 2007 2008 2009 总计

图书情报工作 357 404 355 427 577 2 120 675 490 722 984 2 871

情报学报 119 135 130 131 117 632 255 148 147 144 694

情报科学 417 429 407 395 417 2 065 408 398 408 416 1 630

情报杂志 612 601 606 641 644 3 104 638 632 611 579 2 46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192 269 362 385 334 1542 280 301 290 247 1 118

情报资料工作 396 454 175 424 206 1 655 206 187 190 122 705

情报理论与实践 161 149 177 204 183 874 210 238 244 402 1 094

图书情报知识 132 218 224 199 188 961 168 164 154 154 640

图书与情报 94 96 170 184 176 720 227 238 220 219 904

总计 2 480 2 755 2 606 2 990 2 842 13 673 3 067 2 796 2 986 3 267 12 116

矩阵;第三 ,利用 Ucinet和 Netdraw软件绘制高频关键

词共现网络可视图;第四 ,利用 Spss18.0对高频关键词

进行聚类分析;最后 ,结合共词网络与聚类结果分析情

报学研究重点与热点以及 “十五 ”到 “十一五 ”期间的

变化趋势。

　　关键词是论文的文献检索标识 ,是表达文献主题

概念的自然语言词汇 ,能够简单 、直接 、较为全面地概

括论文的核心研究内容
[ 1] 。高频关键词可以反映学科

的研究热点 ,而关键词的变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学科的发展趋势。但词频只能反映单个关键词的受

关注程度 ,而无法反映词与词之间的内在联系 ,无法找

出研究主题。

　　共词分析法利用文献集合中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情

况 ,来确定该文献集合中各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一般

认为词对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 ,这两个关键词的

关系越紧密。由此 ,便可形成一个由这些关键词所组

成的共词网络 ,网络内节点之间的远近便可以反映主

题内容的亲疏关系
[ 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程度中

心性体现节点的地位优越性 ,反映一个节点与其他节

点直接相连的次数的多少;派别分析通过比较子群内

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相对于子群内 、外部成员之间

的关系强度来区分派别。因此本文采用程度中心性和

派别分析对情报学期刊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共词网络的

可视化展示与分析 ,以揭示其研究热点和研究主题。

　　聚类分析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分类的

统计方法 ,它基于数据的相似性分类 ,将当前最亲密的

对象合并为一类 ,直到所有个体聚为一个大类为止。

本文采用层次聚类法 ,对情报学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

行聚类 ,并与共词网络进行对比分析。

2　2001-2005年数据分析

2.1　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

　　由于论文中有些关键词标引不甚规范 ,本文进行

了适当处理 ,例如将 “电子图书馆 ”、“数字化图书馆 ”、

“虚拟图书馆 ”和 “数字图书馆 ” , “大学图书馆 ”和 “高

校图书馆 ”等同义词 、近义词合并处理。利用 Bibexcel

对 2001 -2005年间的 13 673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统

计 ,得到高频关键词的频次降序排列 ,频次最高的 100

个关键词 ,如表 2所示:

表 2　2001-2005年高频关键词及词频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网络环境 1 155 图书馆学 149 评价指标 78 评价 54

图书馆 1 138 XML 147 引文分析 73 信息交流 54

数字图书馆 1 040 知识经济 128 文献检索 72 信息素质 53

信息服务 608 数据挖掘 125 知识 71 公共图书馆 51

高校图书馆 530 信息组织 122
信息资源

建设
71 复合图书馆 49

知识管理 421 高校 121 信息安全 71 可持续发展 49

信息资源 378 参考咨询 120 信息需求 70 统计分析 48

网络信息资源 313 数字资源 117 信息咨询 70 MARC 48

信息检索 290 版权 111 知识服务 67 全文数据库 46

数据库 271 信息系统 110 发展趋势 67 语义网 45

中国 237 数字化 110 WTO 65 信息构建 45

搜索引擎 236 文献计量学 102 建设 65
网络信息

计量学
45

竞争情报 221 个性化服务 95 读者服务 65 SCI 44

电子商务 217 美国 95 ASP 64 传统图书馆 43

情报学 208 比较研究 95 数据仓库 64 学位论文 43

企业 183 检索 95 电子期刊 63 图书馆自动化 43

对策研究 182 图书馆员 94 著作权 62
网络信息
检索

43

元数据 179 电子政务 93 网络安全 61
网络信息
服务

41

资源共享 178 信息产业 90 核心期刊 60 模式 41

信息 161
数字参考
咨询

88 知识创新 59 全文检索 40

知识产权 159 企业信息化 86 期刊 56 信息网络 40

信息化 158 本体 82 创新 55 文献资源 39

信息技术 157
信息资源
管理

81 应用 55 系统设计 39

图书馆管理 153 管理 79 电子阅览室 55 资源建设 39

信息管理 152 知识组织 79 情报检索 55 个性化 38

　　从表 2可以看出 , “十五 ”期间 ,情报学的主要研究

热点有以下几方面:

　　· 情报学研究的主要对象:①图书馆 ,如数字图

书馆 、高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复合图书馆等;②学科

研究 ,如情报学 、图书馆学 、文献计量学 、网络信息计量

学等;③政府 、企业 ,如中国 、美国 、信息产业等。

　　· 情报学研究的主要内容:①信息管理相关内

容:信息服务 、信息资源 、资源共享 、信息检索 、信息组

织 、信息系统等;②知识管理相关内容:知识管理 、知识

产权 、知识组织 、知识服务等;③图书馆管理相关内容:

参考咨询 、图书馆员 、读者服务 、期刊 、电子阅览室 、图

书馆自动化等;④企业和政务管理相关内容:电子商

务 、竞争情报 、企业信息化 、电子政务等;⑤网络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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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相关内容:搜索引擎 、XML、数据挖掘 、本体 、ASP、

MARK、语义网等。

　　· 情报学研究方法:对策研究 、比较研究 、评价 、

统计分析等。

2.2　高频关键词共词网络与聚类分析

　　利用 Bibexcel软件将表 2中的高频关键词两两配

对 ,统计其共现次数 ,输出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 (由于

篇幅所限在此不予以显示);利用 Ucinet软件将共现矩

阵表文件转化为后缀名为.#的文件 ,用 Netdraw软件绘

制共词网络;计算共词网络的程度中心性 ,然后选取

Factions程序进行派别分析 ,取连接次数大于 10次的

节点 ,得到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如图 1所示:

图 1　2001-2005年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节点越大其程度中心性越高 ,节点之间连线的粗

细反映节点之间共同出现的频次 ,频次越高表示节点

之间关系越密切 ,节点形状相同表示属于同一派别。

　　用 Spss18.0将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转化为相关

矩阵 ,并聚类分析。高频关键词聚为 8类 ,由于聚类分

析结果树状图比较大 ,本文将聚类结果以表格形式展

示 ,见表 3。

　　由图 1可以看出联系极为紧密的有 3个团体:①

圆形团体:网络环境 、图书馆 、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等;

②三角形团体:知识管理的相关内容;③倒三角形团

体:数字图书馆 、信息组织 、信息检索等。表 3将信息

组织 、信息检索等划在知识管理类别中 ,但其相关技术

还是划在了数字图书馆类别中 ,整体上表 3的前 3个

类别与图 1中的 3个团体基本吻合。将图 1、表 3与表

2及后台矩阵结合分析 , “十五 ”期间情报学重点研究

领域主要有:

　　· 泛在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与服务研究(圆形

团体 /聚类 1)。从共词网络与聚类结果看 ,信息服务 、

图书馆 、网络环境联系极为紧密 ,对网络环境下图书馆

表 3　2001-2005年高频关键词聚类结果

1 比较研究 资源共享 版权 评价指标

网络环境 检索 信息 信息产业 情报检索

元数据 引文分析 信息技术 可持续发展 全文检索

知识产权 文献检索 信息管理 发展趋势 7

图书馆管理 WTO 知识经济 5 图书馆学

信息组织 读者服务 信息资源管理 数据库 文献计量学

数字资源 ASP 知识组织 竞争情报 知识

图书馆员 创新 信息资源建设 美国
网络信息

计量学

著作权 复合图书馆 信息需求 传统图书馆 统计分析

资源建设 MARC 信息咨询 数字参考咨询 网络信息检索

网络安全 全文数据库 知识服务 电子期刊 8

应用 电子阅览室 知识创新 核心期刊 数字化

图书馆自动化 评价 信息交流 个性化 个性化服务

系统设计 SCI 信息化 6 管理

2 学位论文 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 建设

图书馆 3 信息安全 情报学 期刊

数字图书馆 信息服务 信息构建 企业 信息素质

搜索引擎 知识管理 信息网络 电子政务 公共图书馆

XML 信息资源 文献资源 本体 网络信息服务

数据挖掘 网络信息资源 4 数据仓库 模式

高校 信息检索 高校图书馆 语义网

参考咨询 中国 对策研究 企业信息化

信息服务的研究是 “十五 ”时期情报学的研究重点 ,包

括图书馆个性化服务 、参考咨询服务 、读者服务 、图书

馆员等问题的研究。另外这一领域的重点研究主题还

有: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和数据库建设

理论及创新研究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及

相应的著作权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知识经济环境

下图书馆建设研究等。

　　· 数字图书馆相关研究 (倒三角形团体 /聚类

2)。技术方面的主要研究重点有元数据 、XML、本体和

语义网等 ,其相关的重点研究主题有:基于元数据 、

XML的数字图书馆 、数字资源和数据库建设研究 ,本

体和语义网的理论及应用研究。其他研究主题还有:

数字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 、复合图书馆的比较与融合

研究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版权 、著作权 、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 ,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在数字图书馆建

设中的应用研究。

　　· 信息资源组织、管理与检索研究(聚类 3)。 “十

五 ”时期重点研究主题有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管

理及组织研究 ,包括信息资源的特点及建设研究、信息

资源的组织方式探讨和趋势研究等。情报检索一直是

情报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不断提高检索系统的效率

和可用性是情报检索界的永恒主题和不懈的奋斗目

标
[ 4]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的普及 , “十五 ”期间网络信息

检索成为又一重点研究主题 ,对网络信息检索工具———

搜索引擎的评价、优化等更是“十五”时期的研究重点。

　　· 知识管理研究(正三角形团体 /聚类 3)。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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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下 ,知识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 “十

五 ”时期情报学对知识管理的研究正处于探索阶段 ,研

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及企业中的应用

上。此阶段对知识管理的认识还比较浅 ,主要研究知

识管理相关概念 ,如信息管理 、知识 、信息等 ,并初步探

讨知识管理的应用方式 ,如知识创新 、知识组织 、知识

服务等。

　　· 其他研究主题。中国和美国关于数字图书馆 、

国家信息政策和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 ,加入 WTO后中

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策研究 ,情报学和图书馆学理论

研究 ,企业竞争情报理论研究 ,网络环境下企业电子商

务发展模式及相关的信息安全 、知识产权以及法律问题

等研究 ,文献计量学及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相关研究 ,全

文数据库的建设及文献检索方法研究等。

3　2006-2009年数据分析

3.1　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

　　将关键词进行一定的规范处理后 ,利用 Bibexcel

对 2006 -2009年间的 12 116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统

计 ,得到高频关键词的频次降序排列 ,频次最高的 100

个关键词见表 4。其中加 “＊”的关键词为相对于 “十

五 ”时期新增的高频关键词。

　　“十一五 ”时期 ,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依旧为图书

馆 、学科研究 、企业 、高校 、政府等几个方面。其中 ,在

图书馆方面 ,数字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频次依旧最

高 ,公共图书馆的研究热度有所上升。复合图书馆和

传统图书馆的研究热度显著下降 ,其中复合图书馆的

频次降为 18,传统图书馆的频次降为 4;在高校研究方

面 ,大专院校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情报学的研究内容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①在知识管理方面 ,知识共享 、知识转移 、隐性知识

成为新的研究热点;②在图书馆管理方面 ,学科馆员 、

图书馆联盟是新的研究热点 ,而图书馆自动化的频次

降为 4;③在技术方面 , “十一五 ”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新

兴研究热点 ,如 Web2.0、网格 、文本分类 、领域本体 、信

息抽取 、机构知识库 、竞争情报系统等 ,而且本体 、语义

网的研究热度也显著上升。

　　“十一五 ”时期 ,情报学的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 ,

如层次分析法 、理论研究 、实证研究 、模型 、信息可视

化 、社会网络 、知识地图 、向量空间模型 、定量分析等。

3.2　高频关键词共词网络与聚类分析

　　根据表 4绘制 2006-2009年高频关键词共现网

表 4　2006-2009年高频关键词及词频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图书馆 753 文献计量学 105 ＊学科馆员 60
＊信息共享
空间

48

知识管理 464 语义网 104 ＊模型 60 图书馆管理 48

数字图书馆 409 企业 92 参考咨询 60 ＊信息抽取 47

高校图书馆 344 知识产权 90
信息资源

管理
58 ＊危机管理 47

本体 301 信息化 90 知识 58 信息素质 46

竞争情报 295
数字参考

咨询
85 知识创新 57 统计分析 46

信息服务 273 评价 79 ＊综述 57 发展趋势 46

网络环境 227 元数据 79
＊政府信息
公开

57 信息需求 45

情报学 221 ＊知识转移 76 XML 56 ＊图书馆联盟 45

资源共享 197 ＊影响因素 76 ＊博客 56 ＊图书馆服务 43

信息资源 192 信息系统 72 ＊大专院校 55 著作权 43

信息检索 178 中国 71 ＊层次分析法 55 ＊服务质量 42

电子政务 158 ＊开放存取 71 版权 55 ＊机构知识库 42

数字资源 144 引文分析 69 ＊理论研究 55 ＊社会网络 41

评价指标 138 数据库 69 个性化 53 ＊信息素养 41

数据挖掘 136 信息管理 68 ＊服务模式 52 ＊知识地图 40

网络信息
资源

117 比较研究 67 ＊信息可视化 51
网络信息
计量学

40

＊知识共享 116 ＊网格 66 ＊领域本体 51 ＊研究进展 39

公共图书馆 112 信息技术 66 ＊可视化 50
＊向量空间
模型

39

搜索引擎 112 对策研究 65 图书馆员 50
＊竞争情报
系统

38

个性化服务 112 ＊隐性知识 65 创新 50 ＊图书情报学 38

电子商务 111 信息 64 信息构建 50
信息资源
建设

37

知识服务 110 信息组织 63 ＊实证研究 49 ＊定量分析 37

图书馆学 110 知识组织 62 美国 49 ＊情报 36

＊WEB2.0 109 ＊文本分类 61 高校 49 信息安全 36

络 ,选取连接 6次以上的节点予以显示 ,如图 2所示:

图 2　2006-2009年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2006-2009年高频关键词聚类结果以表格形式展

示 ,见表 5。

　　由图 2可以看出 , “十一五 ”时期情报学的研究热

点更加清晰明了 ,表 5中的聚类结果与图 2基本吻合。

将图 2、表 5与表 4以及后台共词矩阵结合分析 , “十一

五 ”时期情报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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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6-2009年高频关键词聚类结果

1 2 3 信息组织 美国

图书馆 知识管理 数字图书馆 5 信息共享空间

高校图书馆 信息服务 竞争情报 评价指标 机构知识库

本体 网络环境 信息检索 图书馆学 信息素养

情报学 资源共享 电子政务 文献计量学 7

数据挖掘 信息资源 搜索引擎 信息化 企业

WEB2.0 网络信息资源 电子商务 信息系统 影响因素

评价 知识共享 语义网 中国 模型

开放存取 知识服务 元数据 引文分析 知识创新

数据库 知识产权 知识组织 信息管理 信息构建

比较研究 知识转移 个性化 信息 统计分析

对策研究 隐性知识 信息可视化 信息资源管理 社会网络

文本分类 综述 领域本体 知识 研究进展

政府信息公开 图书馆管理 可视化 信息需求 竞争情报系统

XML 危机管理 高校
网络信息

计量学
情报

大专院校 信息素质 信息抽取 图书情报学 8

版权 图书馆联盟 服务质量 6 参考咨询

理论研究 图书馆服务 定量分析 公共图书馆 博客

服务模式 著作权 4 个性化服务 层次分析法

实证研究 知识地图 数字资源 数字参考咨询 创新

发展趋势 信息资源建设 网格 学科馆员

向量空间模型 信息安全 信息技术 图书馆员

　　· 图书馆资源管理与服务(圆形团体 /聚类 1、6)。

“十一五 ”时期图书馆信息服务的重点研究主题是对

服务模式的研究 ,加强了对个性化服务和数字参考咨

询的研究 ,新增了信息共享空间研究和服务质量评价

等热点。其他重点研究主题还有:图书馆数字资源和

电子资源建设 、管理和共享研究 ,共享环境下图书馆信

息资源著作权 、知识产权保护和开放存取研究 ,图书馆

数据库的建设研究 ,图书馆的危机管理 ,公共图书馆在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作用研究等。

　　· 知识管理研究 (正三角形团体 /聚类 2)。 “十

一五 ”时期对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更加深入 ,图书馆和企

业依旧是知识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 ,另外对电子政务

的知识管理研究也是一个热点。其重点研究方法有知

识地图 、社会网络等;重点研究内容有知识共享 、隐性知

识 、知识服务 、知识创新等 ,重点研究主题有隐性知识管

理 、共享及转移的研究 ,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Web2.0下知识管理模型和平台的研究与构建 ,图书馆

知识服务模式研究 , Web2.0下对博客的信息采集 、数据

挖掘研究 ,学术博客的学术交流、知识转移研究等。

　　· 数字图书馆相关技术研究 (倒三角形团体 /聚

类 3、4)。技术研究方面 ,元数据研究技术已经比较成

熟 , “十一五 ”时期重点放在本体和网格的研究上:基

于语义网的本体研究 ,基于本体的信息检索和语义检

索研究 ,领域本体理论研究和构建方法研究 ,语义网环

境下信息检索研究 ,语义网格技术应用研究等。信息

检索领域增加了对信息抽取 、文本分类等技术的研究 ,

研究方法增加了模型 、信息可视化 、向量空间模型等。

　　· 学科理论和评价方法研究(空心正方形团体 /

聚类 5、8):情报学 、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依旧是情报

学学科的研究重点 ,两者经常在同一篇论文中出现 ,联

系极为紧密 ,有很多作者将关键词取为 “图书情报

学 ”。此外文献计量学及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研究方法

更加多样化 ,统计分析 、引文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比重

开始加大 ,研究成果更加客观 ,且更多地辅以可视化方

法研究 ,结果更加直观。 “十一五 ”时期评价是情报学

的一个重点研究主题 ,包括数字图书馆评价 ,绩效评

价 ,电子政务 、电子商务门户网站评价 ,博客评价等。

建立评价指标和模型的方法主要是层次分析法

(AHP)。萨蒂教授(Saaty)在 AHP的基础上提出来一

种适应非独立递阶层次结构的决策方法———网络层次

分析法(AnalyticNetworkProcess, ANP)[ 4] 。随着模糊

理论研究深入 ,模糊层次分析法 、模糊网络层次分析法

的应用也逐渐增多。

　　· 企业竞争情报研究 (正方形团体 /聚类 7)。企

业竞争情报研究的重点是对竞争情报系统的研究。其

他还有:竞争情报分析方法 ,如五层次模型 、战争游戏

等 ,竞争情报中知识转化和创新 ,竞争情报的法律道德

边界和灰色地带研究 ,中小企业竞争情报对策研究 ,根

据企业信息需求进行竞争情报个性化服务及服务推

送 ,企业组织学习以提高持续竞争优势等。

　　· 其他研究主题。中国和美国政府信息资源公

开获取的比较研究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研究 ,基于

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系统构建研究 ,电子商务中数据

挖掘的应用研究。

　　2008年 ,赖茂生教授通过综合调查法提出了知识

组织 、情报检索 、情报研究 、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 、

数字图书馆 、网络用户行为研究 、情报学理论 、信息计

量学 、信息政策和法律 、信息经济学等情报学的 10个

前沿研究领域
[ 4] 。除去网络用户行为研究和信息经济

学这两个研究领域在图 2中表现得不很明显 ,其他几

个方面都与本文研究结果比较吻合。

4　情报学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

　　通过共词网络图 、聚类结果以及对两个阶段的研

究主题进行筛选的结果可以看出 ,相对于 “十五 ”时

期 , “十一五 ”时期情报学的研究领域更为广阔 ,领域

之间界限更加分明 ,对重点主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与集

中。对以上两个阶段学科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分析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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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相对于 “十五 ”时期 , “十一五 ”时期情报学研究主要

存在以下变化:

　　·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一直是情报学的研究

重点。由于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的渗透和交叉 ,关于图

书馆的研究一直是情报学的研究重点 ,但是从 2003年

开始与 “图书馆 ”相关的关键词频次呈逐年下降趋势。

与 “十五 ”时期相比 , “十一五 ”时期对图书馆的研究热

度明显降低了。 “十一五 ”时期对图书馆的相关研究

更注重 “以人为本 ” ,以用户需求为目标提供个性化服

务 ,并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而且对图书馆不仅仅进行

创新管理研究 ,还进行危机管理研究。

　　· 知识管理研究不断深入。知识管理的内容和

环节包括知识获取 、知识共享与转移 、知识运用 、知识

创新。在 “十五 ”时期情报学主要集中于知识组织 、知

识服务和知识创新的研究。在 “十一五 ”时期 ,情报学

对知识管理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 ,知识共享 、知识转

移和知识地图也成为情报学的研究重点。这是因为知

识创新是知识管理的目的 ,而知识共享与转移是知识

管理中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也是知识创新和知识

应用的前提条件 ,且是最终达到企业及所有成员知识

增长的重要手段
[ 5] 。

　　· “共享 ”研究的拓展。 “十五 ”规划纲要提出

“加强信息资源开发 ,强化公共信息资源共享 ” , “十一

五 ”规划纲要提出 “加快国家基础信息库建设 ,促进基

础信息共享 ”。与 “十五 ”时期相比 , “十一五 ”时期在

“资源共享 ”、“信息资源共享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

新的关键词 , “知识共享 ”、“信息共享 ”及 “信息共享空

间 ”。 “十五 ”时期情报学主要研究主题只有数字图书

馆的信息资源共享研究 ,而 “十一五 ”时期增加了对图

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的研究以及对图书馆和知识管理

的知识共享问题研究。可见 “十一五 ”时期对于 “共

享 ”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极大提高。

　　· 技术手段不断加强。 Web1.0的主要特点在于

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Web2.0则更注重用户的交

互作用 ,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 ,也是网站内容的

制造与提供者。 “十五 ”时期情报学的重点研究主题

大多基于 Web1.0,而 “十一五 ”时期的网络平台大多

都是建立在 Web2.0的基础上。如今 , Web3.0的概念

也已经提出 ,也在网络上引起一些反响 ,极有可能成为

以后几年网络发展与研究的趋势。 “十五 ”时期的技

术主要有元数据和 XML,而 “十一五 ”时期加强了对本

体 、语义网和网格等的研究。

　　· 研究方法不断完善。 “十五 ”时期研究方法主

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 ,其中最主要的是比较研究和对

策研究方法。与 “十五 ”时期相比 , “十一五 ”时期更注

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十一五 ”时期研究方法应用更

广泛 ,主要表现在:文献计量 、信息计量 、网络计量等计

量方法的应用与推广;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指标体系对

图书馆 、绩效 、网站等各种新旧事物作评价分析;将向

量空间模型等建模方法应用于检索领域;知识图谱等

可视化方法使事物内在联系与规律更加直观 、形象。

5　结　论

　　本文通过对两个阶段情报学学科研究主题的比较

分析 ,发现我国情报学的研究具有两大特点:①情报学

是一门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的科学 ,它的研究主题不

仅紧跟时代的步伐 ,同时也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密切

联系。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情报学关于知识管

理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随着信息社会网络的迅猛发展 ,

情报学的研究平台从 Web1.0转到了 Web2.0。情报

学的一些热点研究主题紧紧围绕国家现代化建设 ,尤

其是信息产业的建设规划 ,例如关于知识产权 、电子政

务 、电子商务 、资源共享的研究。 ②情报学的研究方法

正在向定性和定量综合研究的发展方向上转变 ,情报

学的方法论和方法体系越来越清晰。另外 ,笔者在研

究中发现 ,一些情报学论文关键词标引不甚恰当 ,这对

于本研究的结论可能产生一些影响 ,但基本不影响本

论文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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