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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回顾国内外图情领域有关跨学科问题的研究工作基础上，选取《中国图书馆学报》和《情报学报》

在 2003 至 2012 十年间刊发的研究论文，从关键词和著者机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了图情学科研究与相

关学科的交叉情况，以及图情学科研究人员与相关学科研究人员的合作情况。最后，展望了下一步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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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related work on interdisciplinary of LIS, it collects the research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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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学科间的

跨越和交流也变得日益普遍和频繁，很多问题仅

依靠单一学科难以得到解释和回答。“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y）的概念最早由哥伦比亚大学的

Woodorth 在 1926 年提出，旨在呼吁不同科学领

域加强方法、理论和技术的互相了解和借鉴、增

进交流与合作 [1]。图书情报领域一直致力于为各

行各业提供在信息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先进思想、

技术方法和卓越人才，因此，也需要与相关学科

和领域加强合作和交流 [2]。特别在 2003 年 iSchool

运动兴起后，图书馆学情报学在学科定位、人才

培养以及研究范畴上进行了又一次深刻反思和拓

展，更加突显了跨学科发展的趋势 [3]。本文在回

顾国内外图情领域有关跨学科问题的研究工作基

础上，以《中国图书馆学报》和《情报学报》为

对象，对这两份刊物在 2003 至 2012 年间发表的

研究论文进行关键词和著者分析，以揭示十年间

图情学科研究与相关学科交叉的发展情况。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图情领域的研究者在跨学科

评价问题上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力图揭示图情学

科跨学科发展的状态。具体包括：

首先，从论文引用和被引角度考察图情学科

与多学科的交叉情况。如 Odell J 等 [4] 选取 67 种

图情领域的 SSCI 期刊在 1996—2004 年发表的论

文，对这些论文的引文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约有

34.9% 的参考文献来自计算机科学，其次是工商

管理和医学，并与早期同类研究 [5] 进行比较，指

出图情领域的研究论文比早期引用了更多的相关

学科的研究工作。类似地，Chang.Yu-Wei 等 [6]

分析了 10 种图情领域 SSCI 刊物 7704 篇论文的

引文，指出图情学科研究论文除了引用本领域论

文外，引用较多的相关学科有基础科学、工商管

理和计算机科学。Tabatabaei N 等 [7] 则从被引角

度进行分析，指出图情领域的论文常被计算机科

学、管理学、医学信息学类论文引用。类似地，

Hessey R 等 [8] 也发现图情领域的研究常被医学、

计算机领域的论文引用。

其次，从论文关键词角度进行分析。AltonY.

K. Chua 等 [9] 选 取 1988—2007 年 JASIST 上 发 表

的 1825 篇论文，对关键词进行内容分析，指出情

报学与法律、统计学、传播学等具有交叉。在我国，

孙海生 [10] 选取 2009—2012 年《情报学报》、《情

报科学》上刊载的文章，对情报学研究文献与计

算机科学、科学学两类学科的研究文献进行关键

词共词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发现情报学领域的

研究文献与计算机科学研究中的文本分类、信息

抽取、本体研究、语义网、数据挖掘、协同推荐，

以及科学学研究中的知识管理、专利研究、科学

评价、科学知识图谱等方面有交叉。

再次，从著者角度进行分析，包括对图情领

域论文的著者所属学科分析，对图情领域研究人

员与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合作现象分析，以及他

们在相关领域的发文情况分析等。Chen K H 等 [11]

探讨了台湾图书资讯领域研究者与相关学科人员

的合作情况，指出与工程技术类研究者合著的论

文占全部合著论文的 40%。邱均平和余厚强 [12] 则

探讨了大陆图情领域高产的前 20 位研究者在相关

学科的发文情况，根据论文的分类号确定学科类

型，结果分析发现图情学科高产作者主要在计算

机科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经济学、医学、

法律、管理学、农业等领域发文，侧面反映了与

这些学科存在交叉关系。

除了分析期刊论文，还有研究者分析学位论

文，如 Prebor G[13] 通过分析美国、加拿大、印度、

日本、中国大陆以及中国香港六个国家和地区的

图情专业硕博论文，指出 2002—2006 年之间的硕

博论文研究主题和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教育

学和传播学相关。此外，还有研究从方法角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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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冯明东等 [14] 分析了国内 9 种情报学核心

期刊的 470 篇论文，分析这些研究对其他学科理

论与方法的应用情况，结果发现，图情领域的研

究借鉴最多的学科主要有数学、哲学、系统科学

和计算机科学等。

由上可见，上述研究从多种途径探讨了图

情学科的跨学科发展问题。这些研究工作一般根

据图情学科期刊的研究文献，通过分析这些文

献的关键词、论文著者所属学科及其与相关领

域研究者的合作情况，以及图情领域的研究文

献引用或被其他学科引用情况等线索，进行跨

学科性的评价和分析。为了进一步从时间变迁

角度揭示国内图情学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特点，

本研究以《中国图书馆学报》（简称中图学报）

和《情报学报》为例，调查了 2003—2012 年两

份刊物刊发的研究论文，以关键词和著者机构

为单位，分析研究主题和研究人员构成的学科

特征，探索图情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情况及

其随时间的变化。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3.1 数据收集与编码

本研究分别从 CNKI 和万方数据库中下载了

2003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十年间两份

学报发表论文的题录数据。去掉刊物说明、征稿

启事、新闻报道类文章，共收集到 2551 篇研究论

文，其中，《中图学报》论文 1199 篇，《情报学

报》论文 1352 篇。

根据获得的研究论文，进行两项编码工作。

一项是以关键词为分析单位进行学科类型编码。

为了减小低频词对分析的噪声影响，与 AltonY.K. 

Chua 等 [9] 的处理方法相似，选取词频大于 1 的关

键词进行学科类型编码。预先设定了计算机科学、

经济学、管理学、法律、教育学、新闻传播学、

社会学七个学科，它们在已有的跨学科研究中都

被不同程度地发现与图情学科有交叉。然后，借

鉴该研究建立的图情学科、计算机科学、法律、

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的领域核心关键词，以及相

关知识图谱研究的发现，建立了经济学 [15]、管理

学 [16] 和教育学 [17] 的核心关键词。在编码过程中，

先将关键词与预设学科类目的关键词进行匹配入

类。无法归入预设学科类目的关键词，在 CNKI

中进行关键词检索，将命中结果数最多的学科作

为该关键词学科编码。第二项是以论文著者为单

位对著者所在机构进行学科类型编码，一方面对

单著者所属机构进行学科类型编码，另一方面，

对合著论文的著者，以及高产著者所属机构进行

编码。如果论文中仅提供了著者的学院信息，则

通过人工进一步查阅院系网站查证著者所属系和

所，根据所属系和所进行编码。

3.2 数据分析

（一）关键词分析。经过关键词统计可以

看到，《中图学报》的 1199 篇论文中共计出现

了 3143 个关键词，词频大于 1 有 633 个。《情

报学报》的 1352 篇论文中共计出现 3336 个关

键词，词频大于 1 的有 681 个。经过观察发现，

词频大于 1 的关键词中有一些通用词汇，如“前

沿问题”、“发展趋势”、“研究进展”、“评

价”等，还有一些国家、区域类词汇，如“英

国”、“日本”等，为了关键词学科类型编码

的合理性，将这些关键词列为停用词，共计 157

个。因此，实际编码的关键词个数为 1157 个，

其中，411 个关键词被自动归入预设的学科，剩

余的 746 个关键词均在 CNKI 中经过查证后归

入相应的学科。

分析编码数据发现，两份刊物中出现的图

情学科关键词所占比例最高，其中《中图学报》

本学科关键词十年的平均词频百分比为 76.49%

（SD=0.05），《情报学报》中为 44.49%（SD=0.07）。

2003-2012 年国内图情领域研究的跨学科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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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显示的逐年统计结果可知，图情学科关键

词在《中图学报》中出现的频次百分比要高于《情

报学报》。

在《中图学报》中，除了图情学科，另有 3

个学科的关键词在十年间每年都出现，平均出现

频次百分比由高到低依次为计算机科学（10.01%）、

管理学（6.03%）和教育学（2.13%），如图 2 所示。

这 3 个学科都为预设的学科类目，除了计算机科

学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在 2008 年出现低谷后一直在

上扬，其他两个学科的关键词在十年间变化较为

平稳。

相比而言，在《情报学报》中，除了图情学

科，另有 4 个学科关键词在十年间每年都出现，

也都在预设学科类目内，如图 3 所示。关键词平

均出现频次百分比位列第一的相关学科也为计算

机（40.33%），仅比图情学科关键词平均出现频

次百分比少 4% 左右，反映出该刊论文与计算机

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它三个学科的平均出现

频次百分比由高到低依次是管理学（6.71%）、教

育学（1.66%）、社会学（1.36%）。从逐年来看，

4 个相关学科出现的频次波动较为稳定。

此外，《中图学报》中非每年出现关键词涉

及的学科有经济学、法律、新闻传播、社会学、数学、

语言学、哲学、政治学，这些学科相关的关键词

出现的平均频次百分比都不到 2%，除了前 4 个为

预设的学科类目，数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

图 1  图情学科关键词在两份学报中逐年出现的频次百分比

图 2  三个相关学科关键词在《中图学报》逐年出现的频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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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预设类目外的学科。《情报学报》中非每年

出现关键词涉及的学科有经济学、法律、新闻传播、

工学、数学、语言学、物理、心理、医学、哲学，

除了前 3 个为预设学科，其它 7 个学科均为预设

类目外的学科。

（二）论文著者所属机构分析。论文著者所

属机构的学科类型一定程度反映了图情领域发文

作者来源的多样性。在《中图学报》的 1199 篇论

文中，单著者论文有 586 篇，合著文章有 613 篇。

《情报学报》的 1352 篇论文中，单著者的论文有

239 篇，合著论文有 1113 篇，如图 4 所示。总体

来看，合著现象在近年来有所提高。从逐年来看，

《情报学报》的论文合著普遍高于《中图学报》。

下面分别从单著者及合著现象分析发文作者来源

机构的多样性。

首先，对单著者论文的著者所属机构学科

类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两份学报的论文单著

者依然以图情学科院系为主，分别占单著者的

95.94% 和 73.93%。其中，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在

《情报学报》上的单著现象要高于《中图学报》，

并且，发文量最高的相关学科为计算机科学，约

有 16.24% 的文章由计算机学科的研究人员独立发

表。在《中图学报》中，发文频次最高的相关学

科为管理学，但该学科独著论文仅占 1.36%。

其次，对两份刊物中的合著论文进行分析。

一方面，对两份学报中所有合著论文的合著者机

构的学科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每篇文章作者机

构涉及的学科类型平均为 1.17 个。其中，《中图

图 3  四个相关学科关键词在《情报学报》逐年出现的频次百分比

图 4  两份学报合著论文百分比的逐年比较

2003-2012 年国内图情领域研究的跨学科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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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的合著论文中，538 篇（92.92%）为图情

领域与图情领域的合作，41 篇（7.08%）为图情

领域与相关学科的作者合著。在与相关学科研究

人员合著的现象中，又以与管理学科、计算机学科、

新闻传播的合作最多，分别为 8 篇、7 篇和 5 篇。

类似地，在《情报学报》的合著论文中，653

篇（78.77%）为图情领域与图情领域的合作，176

篇（21.23%）为图情领域与相关学科的作者合著。

在与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合著的现象中，又以与计

算机学科、管理学科、工程技术、医药的合作最多，

分别为 52 篇、41 篇、13 篇、13 篇。

然后，按照五年为一期，对前后两个五年期

两份学报发文作者与相关学科研究人员的合作情

况进行分析，如图 5、图 6 所示。

对比两份学报前五年和后五年的数据可以看

到，两份学报都共同反映出图情学科研究者与计

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研究者的合著现象均有所增

长。这种增长趋势在《情报学报》中更为显著。

对比前后两个阶段图情学科研究者与相关学科研

究者合作发文数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中图

学报》发文作者与相关学科合著发文数量的变异

范围要小于《情报学报》，可见，前者的作者群

体与相关学科合作情况的变化更加平稳，不如后

者的变化幅度大。

另一方面，对十年间发文量前十的高产作者

的合著者机构进行学科类型分析。结果发现，两

份学报的 Top10 高产作者主要还是和高校图情院

系、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人员合作发文，占合作

图 5 《中图学报》图情学科研究者与相关学科研究者合著论文数量变化图示

图 6 《情报学报》图情学科研究者与相关学科研究者合著论文数量变化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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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次的 75.12%。对比两份学报，无论是在前五

年还是后五年，《情报学报》高产作者的合著者

机构学科类型的多样性均高于《中图学报》，并

且，与计算机学科的合作现象最频繁。有些高产

作者的合著者主要为非图情学科人员，如上海理

工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的徐福缘 2003—2007

年在《情报学报》上发文 9 篇，均为合著论文，

主要与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

系的吴伟昶、宋文官进行合作。又如《情报学报》

2008—2012 年高产作者之一大连理工大学系统工

程研究所的党延忠，亦主要与其所在研究所人员

合作，此外还与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

应用技术的李丹、张婧等进行合作。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图情

领域的研究主题涉及学科的广泛性在提高，但是

从研究人员构成来看，还是以图情领域研究者为

主，与相关学科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发文的情况近

年来有所增加，但并不普遍。

3.3 小结与讨论

根据前述分析可以看到：

（一）由关键词分析反映出图情学科的研究

主题呈现出与多学科交叉的情况，在十年间的变

化较为平稳。其中，根据《中图学报》的分析反

映出，图情学科研究者与计算机、管理学、教育

学、法律等 11 个学科都有交叉，尤其前三个为主。

而根据《情报学报》的分析反映出，图情学科研

究者与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

教育学和社会学等 14 个学科有交叉，尤其以计算

机学科为主，该学科关键词在情报学研究文献中

的出现频次百分比为 40% 左右，仅略低于图情学

科本领域关键词出现频次百分比。并且，通过两

份学报均发现了预设的七个相关学科之外的其他

新学科，包括工学、数学、物理、心理学、医学、

语言学、哲学、政治学。这与从引用和被引角度

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发现相似，如 Huang M H 等 [19]

通过引文分析和著者合著分析图书情报领域的五

种核心期刊发现，图情学科与基础学科、计算机

科学、工程科学、医学和工商管理均有交叉。而

Tang R[19] 则通过分析 1975—2000 年 SCI、SSCI

和 AHCI 中图情学科的文献，指出图情学科与计

算机科学、教育学、传播学、商学、心理学、政

治学、化学、法律及生物学等均有交叉，相比其

他学科，图情学科与计算机科学、教育学、传播

学和管理学的交叉更多。邱均平等 [20] 亦发现图

书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管理学、医疗保障与服

务这三个学科在主题概念和研究方法上关系较为

密切。

结合时间因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图情学

科与计算机科学、管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相

关学科的交叉关系较为稳定，在近十年间，这些

相关学科的热点关键词每一年都有出现在图情学

科的研究文献中，并且，不同年份的出现频次差

异不显著。

（二）由研究人员的分析反映出图情领域的

研究依然以本领域研究人员为主。尽管两份学报

中论文合著现象在近年来更为常见，但是，依然

以与本领域人员合作的情况居多，《中图学报》

的合著论文中超过 80% 为本领域研究人员的合著

论文，高于《情报学报》，但后者也高达 60% 多。

与图情学科人员有合作的相关学科中以计算机科

学、管理学领域人员更为多见。类似的发现在已

有研究中也得到过，如 Chen 等 [11] 曾指出台湾图

情领域研究者以与本领域研究者合作为主，与本

领域研究者合著论文占合著总论文的 55.76%，略

低于本文发现的比例。此外，周晓英等 [21] 在分析

情报学百篇高影响力论文时也曾发现，高影响力

论文的作者同样以图情领域为主，其余的则来自

计算机系、电子商务系、电子信息系等相关院系，

以及相关科技研究所、计算机和智能研究所等，

从侧面折射出图情领域的研究主体特点，以及与

计算机、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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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图情领域研究者为主体开展跨学科

研究的过程中，对研究者知识的复合和多元性要

求更高。从目前来看，图情领域研究者主要以两

种方式开展跨学科研究。一种是采取图情学科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进

行研究，如在医学信息方面，王军辉等 [22] 将一种

基于重现原理的悟词典分词方法运用到中文生物

医学领域，实现了对中文生物医学文本的有效切

分。在政府信息方面，吕元智等 [23] 将主题地图运

用于电子信息资源的组织中，构建了电子政务信

息资源主题地图，从而更有效的管理电子政务信

息。可见，这类跨学科研究主要探讨特定行业和

领域的信息在处理、组织、系统建立和检索、服

务方面的问题 [24]。第二种是图情学科研究者借助

相关学科的理论和视角开展图情学科的问题研究，

如李超平等 [25] 利用经济学原理来研究公共图书馆

的经济价值。而李廷翰等 [26] 将心理契约理论运用

于高校图书馆员工中，通过分析十所高校的心理

契约调查问卷，构建了高校图书馆员工心理契约

三维度模型。

4结语

本研究通过分析 2003—2012 年《中图学报》、

《情报学报》发表的研究论文探讨图情学科研究

的跨学科发展情况，结果表明两份学报均揭示出

图情学科在十年间与相关学科的交叉发展较为平

稳，并且都表现出与计算机科学、管理学和教育

学的稳定交叉关系。从研究者角度来看，十年来，

图情领域研究者的合著现象更加普遍，通常通过

借鉴和应用相关领域的算法、方法和模型的方式

来解决跨学科研究问题，而较少直接邀请相关领

域的研究人员参与论文的合著，因此依然以与图

情领域研究者合作为主。本研究的局限是，尽管

两份学报具有一定的学科代表性，但刊发论文的

数量较为有限，在反映图情学科研究文献的全面

性上也局限。并且，在揭示与相关学科交叉关系时，

考虑的还是较为宏观的学科类型，尚未对分支方

向、或者具体研究主题的交叉情况进行探讨。因此，

未来研究不仅可以从文献选取的时间范围、刊物

种类、数量规模上进行扩大，从相关学科及其下

属分支方向、具体研究主题角度进行深化，同时

还可以结合研究者不同层次专业学位教育的背景，

更深入、细致地挖掘图情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叉

关系，探索跨学科发展路径。同时，进一步加强

对跨学科概念操作化和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理论

研究 [27-28]，以提升图情学科跨学科评价研究的系

统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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