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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息政策研究论文的定量分析

（20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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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 2000-2014 年范围内我国信息政策研究文献进行定量分析，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结合可视

化分析软件，对论文数量、研究热点、文献互引关系、论文和作者分布进行分析总结，窥探新千年后

我国信息政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在成果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当前我国信息政策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为今后此类研究提供借鉴和建议，以促进我国信息政策

研究快速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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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8 年我国第一篇信息政策研究论文发表

以来，我国信息政策研究经历了 80 年代的起步阶

段，90 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到 21 世纪初，随

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信息广泛渗透

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技术

的浪潮席卷全球，迫切需要制定合理的信息政策，

引导信息事业发展，信息政策研究的论文应时增

长，成为我国情报学重要的研究领域 [1]。

本文不对“信息政策”的含义严加区分 [2,3]。

笔者以“信息政策”，“法律信息”，“信息

法”,“信息法规”为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期刊全

文数据库中进行精确检索，经过合并去重，得到

2000-2014 年 15 年间发表的论文共 548 篇。利用

SATI、VOSviewer 等软件，从论文时间分布、期

刊分布、热点图谱、互引关系、第一作者发文情况、

合著率、作者单位发文统计、高产作者合作关系

角度进行分析，旨在对 21 世纪以来的信息政策类

研究论文进行浅析，以期能够反映信息政策研究

的现状、趋势以及不足，为今后信息政策研究提

供一定的依据或借鉴。

1  论文数量分布

从图 1 可以看出，2000-2003 年我国信息政

图 1  2000-2014 年论文数量分布图

策研究论文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3 年发表

的文献量是 2000 年的 2 倍，笔者认为论文数量快

速增长很大原因是我国为适应加入 WTO 造成的

冲击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 [4]，也不能忽略“第十

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代化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抓紧发展和完善国家高速宽带传输网

络”[5] 等相关国家政策对于此方面研究的刺激性

作用。

2003-2008 年可以看出论文数量总体呈现先

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总体变化幅度不明显，说

明信息政策研究开始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笔者认

为一方面是新届中央分析到 21 世纪的时代性特

征，施新政对信息事业发展的引导、支持、鼓励

的政策性偏向影响 [6,7]，另一方面则是 WTO, 五

年规划的余热以及地方政府为响应中央信息政策

制定地区性发展思路造成的影响，因此多方原因

合力作用下，催生了信息政策研究的小高潮 [8,9]。

但是在 2008-2011 年间，论文数量呈现明显

下降趋势 , 笔者认为是高潮过后的衰退。有趣的

是，2011 年后又呈现出明显“回暖”趋势，与

2008-2011 年的下降形成了明显的反差，笔者对

比发现，“十二五规划”相比于“十一五规划”，

我国信息政策研究论文的定量分析（20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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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把信息事业建设放在更高、更重要的地位，

把公民隐私、商业信息、国家机密、政府信息等

纳入更深入的保护，推动信息政策向着更深、更

细化发展 [10]，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不仅受

到专业知识、兴趣的影响，还深受到国家政策等

多方面的影响。

2  信息政策研究热点分析

2.1 热点知识图谱

将预处理后的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相关关

键词词频分布，笔者选取词频超过 30 的关键词：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信息政策 227 信息技术 57 网络信息资源 41 中国 36

信息资源管理 98 信息管理 47 信息产业 38 信息 31

信息资源 98 信息服务 43 信息生态 38 图书馆 31

信息法规 97 美国 43 信息化 37 信息环境 30

表 1  2000-2014 年我国信息政策研究高频关键词

在用 SATI 选择词频超过 6 的关键词生成共词矩阵：

图 2  共词矩阵（截取部分）

将得到的共词矩阵导入 VOSviewer，通过“Label View ”功能得出其结果，以可视化图谱的形式展

示出来，如图 3 所示 :

图 3  2000-2014 年我国信息政策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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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节点与字体的大小表示节点的权重，

权重越大，字体与节点越大 ; 节点间的连线表示节

点间共同出现过，当鼠标放在线条上时，能够显示

该线条所连接的节点以及共现频次 [11]。从图中可

以看出知识时代、信息政策、信息服务、信息法规、

信息科学等节点所在的区域是重点研究领域。

2.2 密度图

图 4 根据图 3 区域节点数量以及彼此间联系紧

密程度匹配颜色的深浅，颜色越深表示密度越高，

图 4  2000-2014 年我国信息政策研究热点密度图

也就说明该区域的研究较为成熟，从图中得出，知

识时代，信息政策，信息系统、信息科学等相关领

域的研究比较成熟，与图3得出的研究重点遥相呼应。

图 5  2000-2014 年我国信息政策研究文献互引关系图（截取部分）

3  文献互引分析 

图中蓝色为选中文献，绿色为选中文献的参

考文献，黄色为选中文献的引证文献，球大小表

示引用次数多少，基于以上，从上图中可以很清

晰的看出文献之间的互引关系，可以进行该领域

人才的评价，确定对该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作者和

文章，可以研究该领域的学科结构及学科信息源

的分布，还可以研究文献老化的规律，由于上述

内容不属于本文重点研究范围，所以不在深究。

我国信息政策研究论文的定量分析（20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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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文期刊分布

通 过 对 2000-2014 年 间 548 篇 信 息 政

策 研 究 论 文 的 统 计 分 析， 得 出 它 们 分 布 在 图

书 情 报 类、 经 济 管 理 类、 工 程 技 术 类、 计 算

机 类、 科 技 类、 大 学 学 报 类、 政 策 法 律 类 等

多 种 期 刊 上， 下 表 是 得 到 的 期 刊 载 文 量 递 减

排序：

载文篇数 占总载文量（%） 累积载文量 累积载文（%）

图书情报工作 36 6.67 36 6.67

情报科学 30 5.47 66 12.14  

情报理论与实践 27 4.92 93 17.06

情报杂志 24 4.38 117 21.44

情报资料工作 21 3.83 138 25.27

现代情报 20 3.65 158 28.92

情报探索 17 3.10 175 32.02

国外社会科学 16 2.92 191 34.94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16 2.92 207 37.86

图书与情报 15 2.74 222 40.60

表 2  载文量 10 篇以上的期刊

列出的 10 种期刊总共发表信息政策研究论文

222 篇，占论文总数的 40.51％，发表在情报学和

图情学两栖期刊上，说明信息政策研究主要集中

在情报学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社会科学》

并不是情报学的专业期刊，但其载文量位于第八

位，这说明信息政策的研究正逐步迈出图书情报

学专业界限的禁锢，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

其所涉及的领域有不断拓宽的趋势 [12]。

图 6  第一作者发文分布图 

5  作者分析

5.1 第一作者发文分析

 图 6 是以第一作者发文 4 篇以上的作者，发

文最多的马海群以 17 篇领先于其他作者，以上

14 位作者发表的论文数均在 4 篇以上，形成了一

定规模的核心作者群。

根据普赖斯定律推论 2: 杰出科学家人数与全

体科学家总人数的比例关系 R:

R ≌ 0.812/ √nmax( 其中 nmax 为论文总量 )。

R ≌ 0.03468, 得出核心作者约占总作者人数

的 3.468％。

在 366 位第一作者中，仅发表过 1 篇论文作

者有 210 人，占总数 57.38%，低于洛特卡定律

60% 临界值，说明信息政策研究基本形成了一个

不太稳定但拥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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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作者单位发文统计

5.3 作者论文合著分布

合著率是指在一定的论文集中合著论文与

单 作 者 论 文 的 比 例 [14]。 学 科 的 合 著 率 可 用 公

式 :C=Nm/Nm+Ns 表示，其中 C 为合著率，即

学科合作程度，Nm 为学科在 1 年内发表的多作

者论文数，Ns 为学科在 1 年内发表的单作者论文

数 [15]。根据上式，得到下表：

表 3  论文合著作者分布表

在表 3 可以看出，2000-2002 年合著率呈现

上升趋势，2002 年达到 50%，说明我国信息政策

研究者注重沟通与协作；2003-2007 年合著率略

图 7  作者发文单位统计图（大学）              图 8  作者发文单位统计图（研究所）

图 7、图 8 是发文 10 篇以上的作者单位统

计，其中综合性大学发文数 293 篇，占论文总数

的 53.47%，其次是科研院所，发表数为 31 篇，

占论文总数的 5.57%，表明综合性大学是信息政

策研究的主阵地，集中了相当部分信息政策研究

的专业人才，为我国信息政策研究做出了杰出的

贡献 [13]。另外上述院所无西部或边区院校，说明

我国信息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

有下降，但均维持在30%-40%之间；2008-2009年，

大幅度下降；2010-2014 年，呈现波浪式发展趋势。

根据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前文的作者发文

我国信息政策研究论文的定量分析（2000-2014）



030

情报工程 第 2 卷   第 1 期 2016 年 2 月

率，笔者运用 CiteSpace 对高产作者合作关系进行分析，如得到下图：

学科往更专业的方向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应该

建立固定的交流群或是专业的门户网站，使研究

者能够相互沟通，思想碰撞，产生更多的新观点、

新思想，从而开辟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16]。

（2）固定但不稳定、多而散的研究群体。

大多数论文只是停留在信息政策的宏观性、综合

性研究层面，不能直接作为决策的有力参考证据，

对于国外信息政策的研究借鉴相对不足，也是我

国信息政策研究发展趋缓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

想要努力改变现状，首先必须建设固定且稳定，

多且专业的研究队伍，不断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紧跟研究前沿，在结合我国特色国情基础上，在

国内形成理论水平高且实践经验丰富的科研队伍，

引领信息政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4]。

由于收集到的数据量比较大，分析的方面不

可能面面俱到，分析的数据也难免会有些偏差，

但笔者认为本文的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笔者通

过对信息政策论文的数据分析，已经基本的展现

了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信息政策研究的现状、趋势、

存在的不足，相信在此基础上有助于相关研究者

更好的把握 21 世纪以来我国信息政策的研究。

图 9  高产作者合作关系图

图 9 中主要以马海群、汪传雷、王知津等为

中心点，其与其他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频繁，尤

其是马海群的中心点，这也与上文中的数据相符，

表明马海群是该领域的权威人士，但是可以看出

相比总体作者数量，高产作者间合作关系还是比

较稀疏，表明论文发表主要以单人撰写为主，单

人以上撰写仅占极小比重。

6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大致了解 21 世纪以来我

国在信息政策领域的研究现状。从总体上看信息

政策研究论文数在不断增长，基本形成了固定的

研究群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我国信息

政策研究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在

以下几方面：

（1）论文数量虽然多，但是学者间的沟通合

作有待加强。21 世纪初期信息政策合著率较之前

相比有着明显上升趋势，但在 2008 年之后，相较

于之前合著率明显下降，研究群体间缺乏必要的

沟通与合作。学科发展需要共同努力，才能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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