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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检索了 2008—2017 年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 18 种核心期刊，运用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了社

区聚类分析来构建学科主题研究分布，从内容层面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并结合计量方法利用特

征关键词的时序变化揭示了相关领域研究热点的变化，旨在总结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

方向、热点问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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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trieves 18 Chinese core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2008 to 2017. The 
community cluster analysis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subject knowledge research map,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e field is 
analyzed from the content level. The measurement method utilizes the time series changes of feature keywords to reveal the 
changes in research hotspots in related fields. It aims to summarize the knowledge bas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ho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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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方式方法与其他学科领域

的交叉越来越多、借鉴越来越深。而学科研究

综述以及研究领域演化分析已经是每项具体研

究工作开始之前的必备步骤，其不仅能够为研

究人员梳理学科研究发展历史，更为重要的是

可以了解学科研究态势，提高自身研究绩效。

目前在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综述梳理并不少

见，但主要集中在某个方面例如信息资源管理、

大数据、学科方法、专利计量的研究热点 [1-13]，

而在整个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却比较少见。邱

均平（2008）、肖明（2009）、郑俊生（2009）、

李金建（2010）、苏娜（2012）、姜婷婷等（2016）

等人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我国图书情报领域

研究热点进行过分析，但分析的数据基本截至

到 2012 年之前 [14-19]。近些年，学科融合特别是

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图书情报领域发展极

为迅速，所以这些分析就显得有些不足。为此

本文使用图书情报领域 18 种核心期刊的关键词

数据进行分析，旨在为学科近 10 年梳理其研究

方向和热点。

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2014 版）图书情报学 18 种核心期刊，

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

报》、《图书与情报》、《图书情报知识》、《国

家图书馆学刊》、《图书情报工作》、《情报

资料工作》、《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

《图书馆杂志》、《图书馆论坛》、《情报科学》、

《情报学报》、《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图

书馆工作与研究》、《现代情报》和《图书馆

理论与实践》。文献主要基于中国知网 CNKI

和万方期刊数据库，在期刊来源上分别输入以

上期刊名称，时间设定在 2008 -2017 年，一共

检索到 57778 篇文献，删除广告、通知等非学

术性文献一共剩余 53737 篇论文用来进行计量

分析。（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本研究的数据处理采用 Excel vba 辅助工

具计算论文关键词共现的“边”权重，并导

入 Gephi 软件。Gephi 软件是一款进行知识图

谱、可视化展示的开源软件，此外利用该软

件可以完成大量社区关系统计数值的计算，用

以进行主题聚类。主题聚类是领域主题分析和

数据挖掘的最常用的方法 [19]。Gephi 的聚类算

法采用的是 Blondel 等人（2008）提出的 Fast 

Unfolding 算法。Fast Unfolding 是一种基于优化

的模块度启发式算法。模块度的目标是构建的

社区内连接较为紧密，而社区间却较为稀松。

具体聚类计算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首

先将每个节点初始化指定到唯一的一个社区，

然后按顺序将节点在相邻社区间进行移动，并

计算相应的模块度（modularity）变化值，按照

这个方法反复迭代，直到网络中任何节点的移

动都不能再改善总的模块度（modularity）值为

止。第二个阶段将第一个阶段得到的社区整体

作为一个“节点”，社区中各节点间边的权重

之和为新“节点”的权重，之后重复第一阶段

的方法，直到模块度（modularity）值为最优，

依据文献模块度在 0.3-0.7 时聚类效果明显。从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算法具有层次结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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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效应，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多次和多

层的社区聚类 [20]。

本文便是利用其的模块度（modularity）

值为最优完成聚类，并依据关键词节点的度中

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等进行特征关键词的筛

选。度中心度是在网络分析中刻画节点中心性

（Centrality）的最直接度量指标，一个节点的

节点度越大就意味着这个节点在社区中连接越

多；特征向量中心度是表明一个节点的重要性

不仅取决于数量，也取决于其邻居节点的重要

性。依据这两个指标基本可以筛选出社区的处

于中心位置和重要关联的节点 [21-22]。选取规则

取各指标前 5 位的关键词作为特征关键词，通

常情况下各个指标具有较强关联关系，所以在

实际选取中一般会有 7 ～ 10 个关键词位于各个

指标的前 5 位，所以本研究对各领域选取 7 个

关键词作为特征关键词，如果超过 7 个，则取

单项排名更高的入选。

2  研究主题分布分析

2.1  我国图书情报近 10 年研究领域总体分析

本研究聚类的模块度 =0.497，符合文献给

出的聚类效果明显的标准。从图 1 中依照不同

颜色可以看出 10 年来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

方向主要集中在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

建设、理论研究、文献计量分析、评价体系和

方法等 12 个主题领域，关键词归纳见表 1 所示。

其中关键词的选择依据度中心度等上文提到的

2 个指标和相对应的规则来进行筛选。

图 1  我国 10 年图书情报领域研究领域

2.2 分类别细分研究

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许多类别的关键词

还存在明显区别，应加以细分，所以正如在本

研究第二节所述，利用 Fast Unfolding 算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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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次聚类的特点再次对各个社区进行细分聚

类。其中表 1 中第 1、2 类的细分领域效果已经

不十分明显，所以针对此两类不再进行细分。

而对于第 12 类，其主要为图书版本、文学考证

和诗歌文学类文献研究，内容比较分散，故也

不再细分研究。

表 1  我国图书情报领域 10 年关键词聚类结果

类别序号 类别领域 主要关键词

1 学科建设领域 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理论研究、信息资源管理、智库、学科建设

2 图书馆联盟领域 图书馆联盟、资源共享、文献传递、馆际互借、CASHL、区域图书馆、低利用率文献

3 文献计量领域 文献计量、知识图谱、可视化、引文分析、共词分析、研究热点、统计分析、聚类分析

4 竞争情报领域
竞争情报、企业、数据挖掘、专利分析、技术创新、信息分析、情报服务、竞争情报系
统

5 科学数据领域 科学数据、机构知识库、开放获取、开放存取、数据管理、科研数据、数据共享、政策

6 图书馆服务领域 图书馆、信息服务、知识管理、大数据、知识服务、信息资源、对策、服务模式

7 数字图书馆领域
数字图书馆、云计算、Web2.0、信息组织、信息系统、信息安全、图书馆2.0、个性化信
息服务

8 网络舆情领域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知识共享、微博、社会网络、网络舆情、用户行为、突发事件

9 高校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信息素养、资源建设、学科服务、电子资源、阅
读推广

10 本体领域 本体、信息检索、关联数据、元数据、知识组织、搜索引擎、文本挖掘、语义网

11 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服务、美国、中国、图书馆管理、比较研究、图书馆事业、英国

12 其他 其他关于图书版本、诗歌、文献考证等其他研究，此处归为一类

2.2.1  文献计量类别（类别 3）的细分领域的研

究

该类别关键词依据社区网络中较为重要的指

标：度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进行选择，筛选

规则依据本文第二节所述，并依此进行排序，各

关键词特征指标的具体数值在此不再罗列。

表 2  文献计量类别细分研究领域代表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关键词4 关键词5 关键词6 关键词7

1 共词分析 知识图谱 文献计量 期刊评价 引文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 h指数

2 聚类分析 可视化 Web of Science 核心期刊 文献计量学 知识网络 学术影响力

3 因子分析 研究热点 CNKI 影响因子 统计分析 复杂网络 学术评价

4 多维尺度分析 科学知识图谱 Google Scholar 评价指标 学科交叉 引文网络 科学评价

5 研究主题 CiteSpace 维普 被引分析 网络引文 科研合作网络 科研评价

6 词频分析 内容分析法 Scopus SCI CSSCI 知识扩散 Altmetrics

7 关键词 发展趋势 万方数据 评价方法 共引分析 科研合作网络 g指数

表2为文献计量类别再次细分聚类的结果，

可以看出文献计量领域可以再次细分为 7 个子

领域：其中包括以共词聚类分析、引文网络分

析等为代表的分析方法，以可视化分析、知识

图谱为代表的展示手段以及文献计量所使用的

数据来源。从研究的主题看，知识扩散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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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研究以及涉及 h 指数和 Altmetrics 指数等

指标的学术评价是这部分研究领域的主要方向

和主题。

2.2.2  竞争情报类别（类别 4）的细分领域的研

究

从表 3 可以看出，竞争情报的研究主要分

为 3 块，竞争情报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包括专

利研究、人际网络研究和案例应用研究；而专

利分析是竞争情报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专利

的聚类、计量等；此外也可以看出在竞争情报

的研究中数据挖掘也是其重要手段之一。

表 3  竞争情报类别细分研究领域代表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1 竞争情报 专利分析 数据挖掘

2 专利 技术创新 数据仓库

3 企业 文本聚类 关联规则

4 情报服务 技术竞争情报 Web挖掘

5 人际网络 专利计量 数据可视化

6 案例 专利地图 决策树

7 应用研究 Innography 神经网络

2.2.3  科学数据类别（类别 5）的细分研究

表 4 为该类别的主要聚类细分领域，包括

3 块：1）领域总体相关研究内容和相关方，包

括涉及的人（科研人员）、办法（政策）以及

可能的体系形式（机构知识库、学术交流和数

字出版）；2）科研数据的管理及出版以及 3）

政府开放数据的研究。

2.2.3  图书馆信息服务类别（类别 6）细分领域

的研究

图书馆信息服务领域研究的内容方向较

多，包括 1）图书馆资源的信息数字化及相关

信息技术、对策；2）图书馆信息服务及需求、

行为的研究；3）进而到图书馆知识服务、服

务模式、个性化的研究；4）知识管理、知识

整合的研究；5）信息资源的产权进而到知识

产权的研究以及 6）移动图书馆等多平台的子

领域研究。

表 4  开放存取、科研数据类别细分研究领域代表性关
键词

序号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1 开放获取 科学数据 政府数据

2 机构知识库 数据管理 数据开放

3 科研人员 数据共享 开放政府

4 政策 科学数据共享 开放政策

5 OpenDOAR 科研数据 法律法规

6 学术交流 数据政策 开放科学

7 数字出版 数据期刊 数据开放风险

表 5  图书馆信息服务类别细分研究领域代表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关键词4 关键词5 关键词6 关键词7

1 图书馆 知识管理 知识服务 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 移动图书馆 信息资源

2 建筑物 模型 大数据 长期保存 信息需求 服务质量 对策

3 数字资源 知识转移 服务模式 网络信息资源 信息行为 用户体验 信息化

4 著作权 知识创新 个性化服务 数字信息资源 个性化 手机图书馆 信息技术

5 数据库 隐性知识 资源整合 知识产权管理 协同创新 微信 网络环境

6 服务 显性知识 用户需求 版权管理 信息环境 移动服务 共建共享

7 版权 知识整合 知识发现 风险规避 信息获取 评价体系 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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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数字图书馆类别（类别 7）的细分领域的

研究

在数字图书馆类别中又可再次细分为 1）

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2）数字图书馆应用技术；

3）相关技术的安全策略、评估及技术；4）以

图书馆 2.0 等新服务模式的研究以及 5）信息公

平、知识自由等图书馆价值观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的代表关键词如表 6 所示。

表 6  数字图书馆类别细分研究领域代表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关键词4 关键词5

1 数字图书馆 云计算 信息安全 图书馆2.0 信息组织

2 个性化信息服务 虚拟化 信息系统 用户参与 信息公平

3 网格 软件即服务 网络安全 Web2.0 知识自由

4 云服务平台 软件即服务 风险评估 RSS 图书馆学教育

5 图像检索 云服务 网络空间 信息推送 信息权利

6 Web服务 云存储 风险管理 Blog 图书馆核心价值

7 远程访问 Hadoop 安全策略 众包 信息组织

2.2.5  网络舆情、社交网络类别（类别 8）的细

分领域的研究

在网络舆情、社交网络类别中其研究主要

体现以下四类，如表 7 所示。研究具体包括：1）

新媒体、网络舆情带来的突发事件及应急管理；

2）网络社区知识共享获取的研究；3）网络社

区中用户行为的模型研究；4）信息生态系统的

运行机制与形成机理。

表 7  网络舆情、社交网络类别细分研究领域代表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关键词4

1 网络舆情 知识共享 影响因素 电子商务

2 突发事件 社会网络 用户行为 信息生态链

3 新媒体 虚拟社区 技术接受模型 信息生态

4 演化博弈 信任 结构方程模型 信息生态系统

5 应急管理 社会资本 实证分析 运行机制

6 政务微博 网络社区 感知风险 形成机理

7 网络谣言 知识获取 理论模型 知识生态系统

2.2.6  高校图书馆类别（类别 9）的细分领域的

研究

在高校图书馆类别里可以再细分为三个领

域，如表 8 所示。其中，在研究方向层面中包

括阅读推广、学科服务、资源建设等各类服务

模式，在工作领域方面还以文献检索等信息素

养教育为主。

表 8  高校图书馆类别细分研究领域代表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1 高校图书馆 信息素养 阅读疗法

2 阅读推广 大学生 网络阅读

3 学科馆员 信息素养教育 数字阅读

4 电子资源 MOOC 浅阅读

5 学科服务 文献检索课 阅读指导

6 资源建设 信息素质 深阅读

7 服务创新 教育 传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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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本体类别（类别 10）细分领域的研究

在本体类别中关键词可以再次聚类为以下

4 组：1）语义网、叙词表、领域本体的研究；2）

分类法、分类标引的研究；3）文本挖掘、聚类

算法以及自然语言处理；4）搜索引擎、机器翻

译方向的研究，如表 9 所示。

2.2.8  公共图书馆类别（类别 11）细分领域的

研究

此类别的研究领域如表 10 所示，基本可

以分为 4 块：1）不同层级公共图书馆的建设、

管理和服务；2）各国同类型图书馆的比较借

鉴研究主要以美国、日本、英国和俄罗斯为主；

3）图书馆文化、历史的研究；4）图书馆法制

的研究。

表 9  本体类别细分研究领域代表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关键词4

1 本体 类目设置 文本挖掘 信息检索

2 关联数据 分类法 文本分类 搜索引擎

3
知识组织 中图法 聚类

向量空间
模型

4
语义网 分类标引 算法

跨语言信息
检索

5 叙词表 CNMARC 知识抽取 检索模型

6
领域本体 主题法

自然语言
处理

查询扩展

7 语义检索 编目法 特征提取 机器翻译

表 10  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服务类别细分研究领域代表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 关键词4

1 公共图书馆 美国 图书馆史 图书馆法

2 图书馆服务 中国 图书馆事业 信息资源建设

3 基层图书馆 日本 民间图书馆 图书馆伦理

4 社区图书馆 英国 晚清 美国图书馆

5 服务体系 俄罗斯 美国图书馆协会 图书馆立法

6 图书馆管理 比较研究 新图书馆运动 文化教育法规

7 图书馆建设 启示 美国图书馆史 立法

3  我国近 10 年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方

向的时序、热点分析

针对我国近 10 年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主题的

时序演化分析，采用上文筛选出来的各个研究

类别、子领域的关键词出现次数作为计量的指

标，并计算各年度关键词出现次数之和，以时

间轴为变化方向观察其发展演化趋势。

3.1  第 1、2 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如本文 3.2 节所述，表 1 中第 1、2 类别的

子领域经过聚类后效果并不明显，所以直接采

用表 1 中第 1、2 类别的关键词作为特征关键词，

统计近 10 年其出现的数量研究其发展演化趋

势，结果如表 12 所示。其中图书馆学情报学

的理论研究（关键词 1）还保持一定的研究力

度外，图书馆联盟资源共享（关键词 2）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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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明显的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目前全国已经建

成近 200 个各类图书馆联盟，联盟建设的工作

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23]，所以建设本身已不再是

学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其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

绩效评价方面，因为图书馆联盟的初衷就是资

源互补、资源共享，而达到这种互补需要从策

略规划到绩效评价的过程反复循环优化，所以

资源共享、特色互补的机制研究以及其建成之

后的绩效评价将会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特别

是在区域特色互补和国外图书馆联盟规划的借

鉴这两个方面研究主题较多。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数据科学的到来，对

于擅长于文献、信息、数据采集、组织、处理

的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范式正在向着数据分析

为主导的研究范式的转移 [24]，而同时信息技术

手段的丰富使得图书情报机构在实际工作应用

中具有了更加便捷的可操作性，从而促使着领

域从理论到实际应用的重大转变，而同时国家

安全、科技发展、政府决策甚至产学交融都离

不开数据的支撑，这就促使着图书情报机构在

时代转变中不断自我摸索定位，说明信息序化

之后向情报的转变和图书情报机构从资源保障

向智库的任务转变还将会是图书情报学未来研

究的重点。

表 11  第 1、2、3 类别关键词的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243 287 192 230 207 154 189 150 120 143

2 143 129 153 126 118 110 69 73 55 33

3.2 文献计量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表 12 是文献计量类别时序演化表，从中

不难看出知识图谱（关键词 2）的研究总体上

是逐年上升的，但是也观察到从 2014 年开始

有所下降；此外针对其他传统文献计量的研

究数量（关键词 5）在经历上涨之后正在回落，

而网络分析（关键词 6）和学术评价（关键词 7）

在缓步增长，同时文献计量的来源（关键词 3、

4）还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水平。首先文献计量

还是学科态势、学科发展分析中的主要手段

之一，而知识图谱作为知识表达、展现的手

段已经被学界所广泛使用。同时一些传统的

文献计量方法的研究正在减弱，取而代之的

是合作网络的研究，以及以 Altmetrics 指数代

表的网络数据的介入，从而能更加准确全面

的探索知识传播的规律，以及这些科学产出

的评价。因为无论使用什么数据来源和分析

方法，其最终目的都将是如何评价其学术水

平和传播影响力，所以该领域目前的研究热

点和未来的研究趋势也在于此。但同时也可

以看到，研究知识传播和学术评价的基础还

主要以期刊论文为主，这就是为什么关键词 3、

4 还保持了相当的力度。

3.3  竞争情报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竞争情报是包括竞争环境、竞争对手、

竞争技术和竞争策略的研究，其过程是多源

数据的综合研判，而成果又能体现其商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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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大数据时代，信息交汇融合、价值提

升的在企业竞争层面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

践。同时近期所发生的“中兴事件”更表明

竞争情报同样是国家战略层次竞争的重要支

撑 [25]。我国竞争情报的研究在 2008-2010 年

总体上有较为显著的增长，而后下降速度又

比较快，同时其主要分析方法专利分析和网

络数据挖掘的发文量也随之下降。而且该类

别只有 3 个细分领域表明竞争情报的研究主

题也有所欠缺。从数据源上看，我国竞争情

报研究的数据相对单一，研究主要还是集中

在专利层面上，虽然有些研究涉及到网络等

开源数据的分析，但是数量还较少。同样在

研究方法层面上也有所欠缺，主要集中在文

本的挖掘和计量领域，而与此同时，国外在

竞争情报研究方面上，通常采用内容分析法、

案例研究法、半结构化访谈法等与定量相结

合的定性方法 [26]，使得在情报判断的指标、

特征上更加丰富，情报作为商品的价值特性

得到更大体现。此外从整体研究力度上看，

在开始几年的高速增长后，已经有较大萎缩，

说明应用性较强的竞争情报的研究产生了瓶

颈，研究领域也没有继续拓展，而关于竞争

情报的研究也不应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

将理论成果与实际具体需求向结合，并反复

优化指导实践工作。当然，正如信息向知识

的发展一样，这不仅需要从技术方法手段上

进行更多的创新，更需要图书情报人员在各

个技术领域积累相关专业知识，才能翻越障

碍，发挥出信息提升到情报的价值。

表 12  文献计量类别各子领域关键词的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38 60 62 124 95 95 115 80 92 70

2 43 72 104 141 174 186 176 168 150 162

3 28 43 52 78 69 82 76 63 54 41

4 67 105 87 101 84 71 70 54 64 63

5 96 122 127 143 109 109 105 74 56 66

6 20 49 46 83 79 85 104 99 91 82

7 28 49 55 57 54 63 52 70 70 73

表 13  竞争情报类别各子领域关键词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154 186 222 159 172 127 123 102 98 84

2 30 55 46 61 73 93 96 64 59 49

3 54 69 58 52 45 45 41 47 2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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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科学数据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在开放存取、科研数据类别中，科研数据

管理（关键词 2）及政府数据开放（关键词 3）

领域增长较快，而且从表 14 中可以看出这两

个方向在近 5 年增长迅速，是目前研究的热

点之一，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其总量规模不

大。目前，科研数据、政府数据作为近些年

新的研究领域引起了大家，特别是图书情报

界的广泛关注。开放数据、开放科学是大势

所趋，欧盟、美国、日本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

2018 年 9 月欧洲 11 个科研资助组织要求其资

助机构论文成果开放获取，同时图书、科研

数据共享、保存的数字基础设施也已经完成

初步的建设 [27]，数据管理的核心要点包括数

据的创立、处理、保存、复用等已经有了较

为成熟的管理模型，而且作为数据管理的全

程参与者，数据馆员成为图书馆里新的职位。

但是，同样在大数据时代，原始的科学数据

作为科研质量、科研重现的保障作用之外，

数据的权益成为当今围绕数据共享的主要利

益诉求，所以由于法律、政策等原因，该领

域的研究还主要出于国家或者机构的顶层设

计阶段，具体应用较少，所以相关研究规模

并不大。目前在高校领域，荷兰德芙特工业

大学（TU Delft）率先设立数据管家服务（Data 

Steward），其目的就是为高校学者提供学科

专业的数据管理服务，并培养数据管理的习

惯，所以在理清相关关系之后，作为新兴的

图书情报领域，其应用实施的研究未来将是

新的研究增长热点。

表 14  开放存取科研数据类别各子领域关键词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58 74 83 60 66 75 86 106 67 69

2 8 8 7 14 16 50 57 84 81 79

3 0 2 1 1 1 6 8 6 35 54

3.5  图书馆信息服务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在图书馆信息服务类别中，从知识管理、

知识整合（关键词 2）、知识产权（关键词 4）

到信息服务（关键词 5）、信息资源建设（关

键词 7）等众多领域近 10 年的研究强度都在下

降，特别是信息化建设（关键词 7）下降速度

最快。在这些领域中只有知识服务（关键词 3）

基本保持了较高强度的研究力度，说明服务是

根本，而从形式上看，图书情报机构已经从传

统信息、文献保障服务迈向知识、情报服务。

从服务内容上看，传统的文献、专利、知识产

权服务已经是图书馆信息服务的重要组成，目

前，国内 100 多所高校的图书馆已经有了较为

成熟的专利服务模式 [28]，同时全方位的知识服

务成为研究的热点。知识服务包括信息的搜寻、

组织、分析、重组，并能够融入到如何解决服

务对象的问题过程中，所以单纯的、单方面的

信息服务已经不再是研究的热点，而在应用综

合知识服务当中应用的技术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是未来领域的研究热点。此外在移动图书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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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 6）的研究在近 10 年内基本处于上升阶段，

但近 1、2 年该领域也有所下降，说明其与信息

平台建设一样，技术的应用往往具有时效性，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反复更新。

表 15  图书馆信息服务类别各子领域关键词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958 948 909 797 717 654 581 630 500 420

2 275 262 302 271 179 138 123 92 83 78

3 182 212 216 143 171 222 260 266 272 228

4 89 109 86 57 61 40 50 38 26 24

5 211 229 224 175 164 169 150 151 116 96

6 50 52 72 62 83 133 144 126 130 119

7 330 309 238 203 159 133 79 70 61 50

3.6  数字图书馆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表 16 是数字图书馆各个子领域关键词

时序变化，从整体趋势看该领域的研究力度

下降较快，特别是在研究初期比较热的数字

图书馆的服务（关键词 1）、平台研究（4）

以及信息组织（关键词 5）都有较大下滑；

而数字图书馆中云计算的应用研究（关键词

2）也在急速增长过后有了较大下降。只有

数字信息安全（关键词 3）保持了稳定的研

究力度。

结合本文 4.5 节所述，说明经过近 10 年

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各个图书馆、科技

服务机构已经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数字资

源和服务平台，这部分领域已经不再是研究

的热点，目前只有涉及信息安全、隐私的领

域还保持了较高的研究力度。无疑数字图书

馆建设使得在资源利用方面带来了极大的便

捷，即丰富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又降低了

图书馆的硬件运行成本，但是在云环境下，

基于云端的信息泄露以及从中带来的著作权

保护、隐私泄露成为其中的主要问题，也就

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之一。

表 16  数字图书馆类别各子领域关键词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276 295 215 198 201 121 120 81 68 58

2 2 26 63 83 113 89 87 53 25 19

3 46 60 38 36 46 22 40 42 43 47

4 121 143 88 96 67 41 53 29 15 15

5 169 86 63 76 56 39 40 48 2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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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网络舆情、社交网络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在网络舆情、社交网络类别中新媒体、网

络舆情带来的突发事件及应急管理（关键词 1）

在近 10 年研究强度逐渐增高，关键词出现数

量翻了近 20 倍，随之而来的用户行为分析模

型（关键词 3）也有了相应增强；网络社区及

相关知识获取（关键词 2）以及信息生态系统（关

键词 4）在经历较高研究热点之后已经有所下

降。数据表明网络舆情与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新

的信息来源和分析热点。首先，从领域实际意

义上看，网络舆情领域关系到社会治理，对维

护社会稳定有重要现实意义，也是科学决策的

重要支撑之一；其次，网络舆情是大数据时代

的重要特征，每天都能堆积成千上万的信息，

如何处理如此大的信息需要更新的采集分析技

术。目前从发表的文献看，主要集中在这两方

面的用户行为及相关模型的研究，以及涉及到

的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探索。同时，虽然这两

方面的研究已经较多，但目前的分析技术还不

完善，在国外，一些重要事件的网络舆情信息

已经作为科研样本数据的一部分进行保存，而

目前我国在其信息的选取、数字化、保存建设

还没有得到太多关注，这也可能是未来的研究

热点之一。

3.8  高校图书馆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高校图书馆类别的研究与其他类别研究存

在较为显著的特点：从 2008 年到 2017 年 10 年

间相关领域的关键词出现量比较稳定。其主要

原因在于阅读推广、信息素养等工作是高校图

书馆具体定位、工作的要求，所以在社区聚类

表现中这两方面是高校图书馆的研究重点。但

是，从关键词 1 看，高校图书馆在研究方向上

是比较多的，存在阅读推广、学科馆员、学科

服务以及服务创新等多方面，说明高校图书馆

也在积极拓展其服务领域和服务模式，目前智

库型深度服务探索和社会化广度服务探索已经

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热点。

表 17  网络舆情、社交网络类别各子领域关键词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9 17 45 58 70 90 133 150 177 150

2 82 91 123 134 133 117 108 96 75 80

3 49 80 86 73 97 107 101 116 113 162

4 54 59 91 75 67 64 61 53 72 44

表 18  高校图书馆类别各子领域关键词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498 543 598 487 566 576 479 521 532 481

2 122 122 114 97 92 86 111 137 112 85

3 27 42 35 45 33 27 21 42 27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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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本体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与高校图书馆类别研究相反，本体类别的

研究近些年总体处于下降阶段，如，从语义网

关联领域（关键词 1）到分类法、分类标引的

研究（关键词 2）以及搜索引擎、机器翻译方

向的研究（关键词 4）都有明显下降，只有在

文本分类、自然语言处理方向（关键词 3）保

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从这些技术领域的

关键词总和上看，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研究力度，

但是无疑这些领域的研究数量还是慢慢在萎缩，

说明近些年技术在图书情报的应用达到了一个

瓶颈。本体作为技术手段是知识工程重要的组

成部分 [29]，而分类标引、机器翻译如知识获取

一样，人工智能慢慢在该领域内发挥着更为重

要的作用。目前情报与智能有了越来越多的交

叉，围绕这部分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在现代情

报中，即需要人类智能又需要人工智能 [30]，但

是如何交叉，深度如何并没有太多的实践指导

和成功案例，虽然在大数据及带有人工技术的

系统建设上有大量研究，但是有良好效果的也

还较少，而且也缺乏运行效果评价，所以，笔

者认为图书情报领域需要更多的设计如何使用

技术来满足不断的发展的图书情报需求，而不

是技术本身的改良。

表 19  本体类别各子领域关键词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107 126 115 108 136 163 145 125 113 76

2 47 42 25 33 31 37 21 14 14 3

3 35 42 32 36 37 37 44 38 31 41

4 119 100 68 58 65 47 55 41 37 24

3.10  公共图书馆类别的时序演化研究

在此类别的研究关键词出现数量如表 20

所示，从中可以发现：不同层级公共图书馆

的建设、管理和服务的研究（关键词 1）虽然

有些下降，但基本保持一定研究力度；其次

在研究方法中与各国同类型图书馆的比较借

鉴研究（关键词 2）还是最重要的手段。而在

图书馆文化、历史的研究（关键词 3）和图书

馆法制的研究（关键词 4）都有明显的下滑。

从关键词体现的热点看，未来的研究热点还

会集中在不同层级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理论

和实践的研究上，特别是低层级的公共图书

股，例如农村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因为长

时间内这些低层级的图书馆并没有列入公共

图书馆中，在设施、投入的硬件和管理、服

务的软件上都有所欠缺 [31]，同时在服务模式

上，如何借鉴国外相关图书馆的先进服务理

念等方面还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表 20  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服务类别各子领域关键词时序变化

关键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 358 342 460 394 345 329 359 352 281 257

2 120 168 132 138 133 156 163 145 144 149

3 41 52 60 68 42 46 35 42 27 29

4 89 51 50 39 35 31 22 36 2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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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学科领域的聚类分析是掌握、发现学科

研究分布热点、发展趋势的常用手段和办法。

本文选取 18 种图书情报领域的核心期刊在

2008 年 -2017 年 10 年载文，利用其关键词共

现的方法对我国图书情报领域进行了研究内

容层面的聚类，利用筛选出的领域重点关键

词的年度出现频率对这些研究领域进行了时

序演化的梳理，并对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研究

的的热点、变化方向做了介绍总结。当然在

定量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关键词选取上还不够

完善，带有主观性，但本文基本能反映我国

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变化，以期能对

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了解该领域研究现状及趋

势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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