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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选取我国 985、211 高校的有关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

共词分析法、聚类分析等情报学研究方法来确定近五年我国重点高校情报学的研究方向热点，针对他

们对当前的研究热点以及对未来情报学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找出优势，提出不足。也可为非重点高

校的情报学硕士专业的研究方向提供引导，从而从整体上促进我国情报学硕士专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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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的不断增加，

高校硕士研究生也在不断扩大。情报学是一门新

兴学科，在我国发展较晚。截至 2015 年 6 月，我

国大陆地区总共有情报学硕士点 54 个，博士生点

48 个 [1]，本科设有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但没有情报

学专业，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国外开设情报学的历史比较悠远，美国就是

世界上最早开设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国家，于 1887

年就开设了图书馆专业，随后英国在 1919 年也开

设了图书馆学。由此可见我国的情报学的发展才

处于初级阶段。普遍认为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是高

层次的教育 [2]，特别是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虽

然没有期刊文献那么浓缩精华，但往往研究的是

比较前沿的情报学理论和实践问题，其研究内容

专业、深刻，而且研究主题广泛、多元化，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与水

平 [3]。在我国众多高校当中，985 高校和 211 高校

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

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

选取他们的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也是比较具有代

表性和针对性，分析他们关于情报学的研究可以

深入的了解我国情报学的研究热点、重点以及新

趋势，同时也可以为非重点大学的情报学硕士专

业提供一些引导作用，为我国情报学教育发展提

供战略依据。

我国情报学的发展已有近 40 年，对于情报学

的研究也是从单一走向多元化。在对近几年情报

学的热点方向研究上，魏瑞斌采用词频统计和内

容分析法对 CSSCI 收录的五种情报学期刊和三种

图书情报综合期刊在 1998 年至 2004 年的关键词

为研究对象，发现情报学研究热点主要在图书馆、

信息、情报、知识管理上 [4]。邱均平，杨思洛等

采用信息计量法、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情报学研究论文进行分析，认

为情报学发展有六大趋势，即情报学理论的确立、

内容的知识化、方法的综合化、范式的整合化、

应用的深化和环境的新变化 [5]。同样的，宣云儿，

李晓菲运用文献计量学的词频分析法，利用题录

当中的关键词信息分析近年来情报学研究的主要

学科领域，进而分析情报学研究泛化问题 [6]。付

立宏，李露琪从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论文出

发，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统计源，对 2008 年

至 2013 年收录的论文采取提取关键词词频统计分

析，揭示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热点在数字图

书馆和图书馆服务、管理与教育上，情报学领域

的研究热点在信息检索、网络数字环境、信息资

源和知识管理上 [7]。吴丹，余文婷分析了近五年

国内外图书情报学教育研究进展与趋势，发现近

五年来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课

程内容的变革、教学方式的革新和教育对象的多

元化等 [8]。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期刊文献入手，

本文则从学位论文角度研究近五年我国情报学的

热点方向。

2  研究设计

本文统计分析的数据来源于 CNKI 博硕士学

位论文数据库，通过点击硕士旁学位授予单位导

航，勾选出 985、211 高校，然后进行检索。总共

检索到 62 所重点高校的情报学硕博论文。本文主

要下载的是 2010 年至 2014 年这五年的学位论文

来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检索与下载，总共下载了

重点大学情报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806篇，

具体每年论文数量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

前三年是逐步增加，到 2012 年是最高峰，后来就

开始慢慢减少。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几点，一是

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的减少导致情报学专业

人数也有所减少，自然的硕士论文也相应减少；

二是从下载下来的学位论文发现，有些高校近年

来的硕士论文是呈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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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分析采用关键词

分析法，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而从学术论

文中选择出来用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的术语，是

未规范的自然语词 [9]。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较长时

间内的大量学术研究成功的关键词的集合，可以

揭示研究成果的总体内容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

内在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等 [7]。

结合 Excel 表格对各年各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统

计分析，然后运用齐普夫和布拉德福定律进行分

析，利用 SPS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3  数据处理分析

3.1 关键词高频分析

本文将 806 篇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

采用人工提取的方法，从每篇论文的关键词中，

总共提取得到 13499 个关键词。利用 Excel 表格

对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在统计过程中对那些同

一类关键词在不同文章中有相同或相似之意的进

行合并，对不能反映研究主题的关键词进行剔除，

比如“发展方向”“案例分析”“实证研究”等

等，通过统计得到近五年的情报学研究方向的有

效关键词 1502 个，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提取出前

10 位出现频率高的关键词来进行分析，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的次数代表该关键词在学位论文中出现

的多少，比例代表该关键词占当年前十位关键词

总数的大小。从表 2 中可以看到网络一直是近几

表 1  我国重点高校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数量统计表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关键词 次数 比 例 关键词 次数 比 例 关键词 次数 比 例 关键词 次数 比 例 关键词 次数 比 例

网络 43 17.5% 网络 55 20.7% 网络 63 22.2% 信息服务 55 20.9% 信息技术 42 19.3%

信息服务 40 16.3% 信息技术 35 13.2% 知识管理 40 14.1% 网络 51 19.3% 网络 39 17.9%

信息技术 30 12.2% 信息服务 34 12.8% 信息服务 37 13.0% 信息技术 39 14.8% 信息服务 33 15.1%

信息系统 26 10.6% 知识管理 30 11.3% 信息技术 34 12.0% 知识管理 33 12.5% 知识管理 27 12.4%

知识管理 26 10.6% 信息系统 23 8.6% 信息资源 27 9.5% 企业 23 8.7% 信息资源 17 7.8%

信息资源 21 8.5% 图书馆 23 8.6% 信息系统 20 7.0% 图书馆 18 6.8% 信息系统 15 6.9%

图书馆 18 7.3% 信息行为 18 6.8% 企业 19 6.7% 信息资源 14 5.3% 电子商务 13 6.0%

企业 18 7.3% 信息资源 17 6.4% 图书馆 17 6.0% 语义 13 4.9% 图书馆 13 6.0%

竞争情报 13 5.3% 电子商务 16 6.0% 电子商务 14 4.9% 电子商务 9 3.4% 企业 10 4.5%

数据挖掘 11 4.4% 企业 15 5.6% 竞争情报 13 4.6% 信息系统 9 3.4% 数据库 9 4.1%

总计 246 100% 总计 266 100% 总计 284 100% 总计 264 100% 总计 218 100%

表 2  2010—2014 年高频关键词汇总表

近五年我国重点高校情报学硕士论文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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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研究热点，在第一和第二之间徘徊，毕竟互

联网世界在这五年可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通

过统计看学位论文对网络的研究范围也很广，话

题也比较新颖，比如对基于 Web2.0 和微博等有

关话题的探讨推陈出新。信息服务、信息技术、

信息系统、信息资源等一直以来都是情报学的热

点研究方向，因为情报学的基础就是信息，情报

学是研究信息的产生、传递、利用规律和用现代

化信息技术与手段使情报流通的过程。而随着时

代的发展，情报学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文献或者信

息的简单搜集整理了，它开始渗透到各个领域，

研究方向也越来越广。首先，虽然情报学已经成

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但它还是属于一级学科“图

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下的二级学科，所以与

图书馆学有着很近的学科渊源，情报学硕士生们

对图书馆的研究也还是占一席之地。其次，当下

情报学研究吸纳并积极与时下热点话题结合，如

企业、电子商务、知识管理、竞争情报等有关管

理学和经济学方面也与情报学有所交集，也成为

时下硕士生们研究新热点。说明了情报学与管理

学和经济学相互之间渗透日益增强。

3.2 共词分析

共词分析法是对同一篇文献中词汇或名词

短语共同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以此为基础对这

些词语进行分层聚类，从而揭示这些词之间的

亲疏关系，进而分析它们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

的结构变化 [10]。根据前面表 2 统计出来的高频

词，从中选取这五年来总共出现次数最多的十个

关键词进行分析。先统计出这十个关键词出现

的总次数，然后算出比例，如“网络”在五年内

总共出现 251 次，占这十个关键词总数（1227）

的 20.46%， 以 此 类 推“ 信 息 服 务”（199 次，

16.22%）、“信息技术”（180 次，14.67%）、“知

识管理”（156 次，12.71%）、“信息资源”（96

次，7.82%）、“信息系统”（93 次，7.58%）、“图

书馆”（89 次，7.25%）、“企业”（85 次，6.93%）、

“电子商务”（52 次，4.24%）、“竞争情报”（26 次，

2.12%）。利用 Excel 表格里的数据透视表功能构

建 10*10 的共词矩阵，如表 3 所示。该矩阵为对

称矩阵，对角线上的数据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

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关度，而非对角线上的

关键词 网络 信息服务 信息技术 知识管理 信息资源 信息系统 图书馆 企业 电子商务 竞争情报

网络 251 7 2 10 8 9 6 7 9 1

信息服务 7 199 6 1 4 3 28 3 7 0

信息技术 1 6 180 2 1 2 9 3 1 1

知识管理 10 1 2 156 2 4 8 21 1 1

信息资源 8 4 1 2 96 1 5 2 2 0

信息系统 9 3 2 4 1 93 5 7 3 1

图书馆 6 28 9 8 5 5 89 1 0 1

企业 7 3 3 21 2 7 1 85 7 22

电子商务 9 7 1 1 2 3 0 7 52 0

竞争情报 1 0 1 1 0 1 1 22 0 26

表 3  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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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则表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频次。一般认

为关键词在同一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代

表这两个主题的关系越紧密。因此，统计关键词

两两出现的频率便可以形成一个共词网络，通过

共词的高低可以反映出论文的研究方向热点。如

表 3 里，“网络”这个关键词出现了 251 次，是

近五年来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热点，如果

单从这一个关键词来看是看不出作者研究的是哪

方面的网络知识。通过共词分析，我们就可以知

道它与“知识管理”出现的频次为 10，即代表存

在有 10 篇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同时标引

了“网络”和“知识管理”，也就是说有 10 篇学

位论文论述了有关“网络”和“知识管理”的关系，

或者是在网络环境下有关知识管理的研究。从表

3 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企业”和“竞争情报”、“企

业”和“知识管理”、“图书馆”和“信息服务”

这三对关键词也是联系很紧密，究其原因是随着

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占有地位必

须要了解对手的情况，从而竞争情报才能发挥它

的作用，企业如果仅仅只靠获取竞争情报而自身

不管理好也没有用，所以企业知识管理应运而生。

图书馆本身就是为大众服务，所以它与信息服务

的关系非常紧密。

3.3 聚类分析   

关键词的共词矩阵建好以后就可以求出相关

系数，目的是为了消除高频关键词出现频次次数悬

殊而造成的影响，为此，我们就要进行相关矩阵

分析。用 Ochiia 系数将关键词共词矩阵转化为相

关矩阵，表示两个配对关键词之间的相关程度 [11]，

Ochiia 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通过计算得出高频词的相关矩阵，如表 4 所

示。表 4 即为高频关键词的相关矩阵，里面的数

字为相似数据，相关系数的取值在 0 ～ 1 之间，

越靠近 1 就代表这两个关键词越相关，0 是代表

他们不相关，而对角线上的 1 代表的是关键词自

身的相关程度。从表 4 中看到，图书馆与信息服

务、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相关度高，由于现在是

信息技术时代，而图书馆是汇聚了几十万本书籍

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管

词出现的总次数词出现的总次数

两词同时出现的次数、
系数

BA
BAO

*
chiia =

网络 信息服务 信息技术 知识管理 信息资源 信息系统 图书馆 企业 电子商务 竞争情报

网络 1.000 0.031 0.009 0.051 0.052 0.059 0.040 0.048 0.079 0.012 

信息服务 0.031 1.000 0.032 0.006 0.029 0.022 0.210 0.023 0.069 0.000 

信息技术 0.009 0.032 1.000 0.012 0.008 0.015 0.071 0.024 0.010 0.015 

知识管理 0.051 0.006 0.012 1.000 0.016 0.033 0.068 0.182 0.011 0.016 

信息资源 0.052 0.029 0.008 0.016 1.000 0.011 0.054 0.022 0.028 0.000 

信息系统 0.059 0.022 0.015 0.033 0.011 1.000 0.055 0.079 0.043 0.020 

图书馆 0.040 0.210 0.071 0.068 0.054 0.055 1.000 0.011 0.000 0.021 

企业 0.048 0.023 0.024 0.182 0.022 0.079 0.011 1.000 0.105 0.468 

电子商务 0.079 0.069 0.010 0.011 0.028 0.043 0.000 0.105 1.000 0.000 

竞争情报 0.012 0.000 0.015 0.016 0.000 0.020 0.021 0.468 0.000 1.000 

表 4   高频关键词相关矩阵

近五年我国重点高校情报学硕士论文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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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是很难做好的，因此从这方面研究图书馆

是广大硕士生们钟爱的论题之一。除了图书馆与

其他关联度高以外，企业与知识管理、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和竞争情报的关联度也高，说明了硕士

生们在选择论文研究方向上对企业的忠诚度很高，

一是因为企业具有实证性与可行性，二是因为相

关研究成果很多，学生易于写作。

为了更加直观说明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

将表 4 所示的相关矩阵导入 SPSS 19.0 进行聚类

分析，得到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高频关键词的层

次聚类分析树状图和垂直冰柱图，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从图 1 的树状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和“竞

争情报”、“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网络”

和“电子商务”距离最近，可以把它们先归为一

类。“竞争情报”是因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情

报领域向经济管理方向发展，而现代企业为了生

存也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需要为自己筹谋划策，

图 1  学位论文高频关键词的层次聚类分析树状图

图 2  学位论文高频关键词的垂直冰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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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对手，从而进行合法的

情报获取。所以“企业”和“竞争情报”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这也是硕士生们论文研究中喜欢

将二者放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多数硕士生

们能想到“图书馆”方面的研究热点会从它的性

质出发，从而在与“信息服务”这一块才有较多

交集，所以两者合并为一类。与之相同的还有“网

络”和“电子商务”，二者的关联度也是相当高，

“电子商务”是要靠“网络”依存，而“网络”

发展也会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总之，当两

个关键词相交，或者与其他关联词联系紧密时它

们的距离比较近，而当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

或者联系不那么紧密时则它们的距离就比较远。

图 2 是高频关键词的垂直冰柱图，冰柱图的

优点是不仅可以显示出不同类数时个案所属的分

类结果，还可以表现出聚类过程。从图 2 我们可

以看出，当聚成 9 类时，企业和竞争情报聚成一

类；当聚成 8 类时，图书馆与信息服务聚成一类，

以此类推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聚类程度。从冰

柱图中我们可以知道情报学硕士学位研究的主题

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从“竞争情报”

到“知识管理”为一类，许多高校都将竞争情报

与知识管理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从而对它们的研

究大多也是从企业出发；第二类是从“信息技术”

到“信息服务”，大部分硕士生们在图书馆这方

面的研究主要结合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第三类

是从“信息资源”到“网络”，这一类主要研究

的是在网络背景下，对信息资源的评价、信息系

统的构建和电子商务的发展。透过垂直冰柱图我

们就可以清楚了解到当前硕士研究生的主要研究

方向与大致分类。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重点大学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的

关键词统计，并结合共词聚类分析可以大致看出

我国重点大学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的主要研究方

向是网络环境下关于信息服务、信息技术等方面

的探究，这主要是因为情报学的硕士研究生大多

本科来源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他们在这

方面对信息的研究就比较深入。其次就是对企业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研究，这主要是在世界市

场经济的发展下，经济管理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

的焦点。本文在统计这 806 篇重点高校情报学硕

士学位论文时发现，有些重点高校的学位论文的

研究方向比较趋同，如第四军医大学，学位论文

的研究方向基本都以医学相关为基础，大部分高

校某年要么基本都写图书馆方向，要么就写电子

商务这一类。在情报学专业排名靠前的重点高校

的学位论文涉及的研究方向就比较宽泛，一是他

们本身就发展早，历史悠久，二是他们在这一领

域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比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

吉林大学，无论是在师资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他

们都是业内著名的。这反映出我国高校情报学硕

士生在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选择上会受学校的影

响较深，也可以说是受导师的影响。相对于国外

来说，他们情报学的发展比我们成熟，所涉及的

内容也很广泛，比如从哲学的角度看情报学研究，

亦或是心理学与情报学的研究。不过从总体上来

看我国情报学的发展处于增长态势，特别是近几

年，在学位论文中也有对心理学、物流业、政府

等有所研究，创新点还是在不断增加。从情报学

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可以看出虽然传统的研

究点还是占大多数，但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透过我国重点高校情报学硕

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分析可以大致看出我国情报

学未来研究热点。

4.1 与大数据的结合

众所周知大数据已然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词

近五年我国重点高校情报学硕士论文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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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而情报学又与大数据天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那究竟什么是大数据呢？国外学者麦肯锡将

大数据的概念定义为：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传统

数据库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

的数据集合 [12]。不过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它对技

术的依赖会越来越高，正如现在的云计算和互联

网，大数据正是依靠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才得以

发展，而现代情报学已经不像传统的情报学只是

简单的文献搜集整理了，更多的是需要依靠技术

来获取所需情报。虽然目前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

在大数据这方面涉及的很少，但是现在已经有很

多研究学者在这方面有深入了解并在相关核心期

刊上发表，相信以后大数据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

方向，这是时代趋势。

4.2 与更多学科交叉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现有的各类学科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独发展，更多的是学科的

交叉性，而且也不是单一的两科相互交叉。情报

学现在已与计算机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等

学科的渗透越来越强，也是大家研究中的重点应

用。情报学与哲学的交叉在国外并不少见，由于

我国情报学的发展相对滞后，估计在今后会有更

多的研究学者关注哲学与情报学，因此也是一个

研究热点方向。除了哲学，还有生物学、医学等等，

在统计情报学硕士论文时也会看到有关这方面的

研究，只是数量很少且研究还不是很深入，随着

知识的不断扩张，以后这些必将成为广大研究者

探讨的热点。

4.3 与“互联网+”结合

从蒸汽时代发展到现在的新科技时代，无论

是产品的更新速度还是网络技术的发展都是令人

目不暇接。互联网这个词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

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而如今“互联网 +”的出现

更是推动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毫无疑问，作为

一个科技行业的时髦新词，“互联网＋”已经彻

底取代了互联网思维，成为了各个领域各个行业

的口头禅。伴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推动当今社

会发展的是无处不在的网络以及浩瀚如海的数据，

“互联网 +”不仅与传统行业融合，更加与技术、

数据和知识融合，所以推动了互联网的不断创新，

如时下流行的 O2O。显然，在看我国情报学硕士

学位论文中也讨论到有关智慧城市的建立，而“互

联网 +”作为智慧城市的本质特征将推动形成有

利于创新涌现的生态。今后情报学与“互联网 +”

的融合会越来越深入，对它们的研究也会是未来

新的热点研究方向。

5  结束语

本文主要通过提取学位论文的关键词，采用

了共词聚类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重点

高校情报学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进行研究分

析，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及方

向。笔者主要选取了重点高校的学位论文研究，

目的在于为其他非重点高校的情报学专业提供一

些引导，毕竟重点高校的研究更广泛、更深入。

而且重点高校的研究也具有代表性，往往可以反

映出我国整个情报学硕士研究现状，透过他们的

研究热点我们就能知道当下情报学的主要研究方

向，以后会往哪方面发展，这对我国情报学的发

展也是有良好的助推作用。不过笔者才疏学浅，

并不能简单通过对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就能预见

出以后情报学的发展趋势，只能通过近五年的学

位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浅谈对情报学未来发展

的一点看法，希望对现有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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