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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相关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中涉及生态研究的 420 篇文献作

为数据源，运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 1998—2014 年以来国内图书馆学、情

报学和档案学中生态研究现状，并进行学科间的对比分析，揭示三个学科生态研究中存在的共性与个

性，指出研究的不足并剖析原因，提出未来促进三个学科生态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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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生态”一词开始被引入信

息管理领域中。1989 年，德国学者 Rafael Capurro

首次提出信息生态学 [1] 的概念。1996 年，文献 [2]

发表，将“信息生态”引入国内图书与情报领域；

1998 年，文献 [3] 发表，将“档案信息生态”概念

引入档案学界。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生态研

究在图情档领域中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取得

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就对 1998 年以来国内图

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中涉及生态研究的文献

进行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以求直观、精确地

展现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三个学科涉及生

态的相关研究进展。

1. 数据准备

文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与

档案学的核心期刊。通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获取，由于该数据库收录的档案学期

刊只有 2 种，不足以反映档案学领域生态研究现

状，所以辅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样本做补充。

利用其高级检索功能，以“生态”作为检索词进

行全字段检索，设定学科类别 “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检索年限为 1998—2014 年，检索时间

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 2011 年版）中生态研究的文

献 35 篇，总计 420 篇。

2. 研究结果

为 了 解 国 内 图 书 馆 学、 情 报 学 与 档 案 学

中涉及生态研究的文献时间和期刊分布，运用

CiteSpace[4] 对三个领域生态研究文献按年限和期

刊分别统计并绘制图表。

2.1 文献时间分布

图 1 中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中生态研

究在 1998—2002 年间逐渐受到关注，相关文章出

现，新理念开始起步；2002 年后，三个学科对生

态研究的发文增多；2002—2005 年间，图书馆学

研究成果最多，从 2006 年开始，情报学领域生态

研究开始发力，超过图书馆学，而档案学生态研

究文献数量在 2010 年之前增长缓慢，年均不足 5

篇；而 2010 年后开始有所增长，2013 年达到 16 篇，

2014 年降回到 7 篇，但整体年均发文量呈上升趋

势。总体来说：不同学科间生态研究热度不同，

情报学生态研究发文最多，图书馆学次之，档案

学最少，但是各学科生态研究文献数量都呈增长

趋势，说明生态研究逐渐成为图情档新的研究热

点之一。

2.2 文献期刊分布

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及档案学生态研究的期

刊发文量进行统计并排序，见表 1。其中《情报

科学》以 100 篇位居第一，图书情报工作次之，

排名前三的期刊《情报科学》、《图书情报工作》

与《情报理论与实践》发文量达到了总数的一半，

说明三家期刊较为关注生态研究动向，如《情报

科学》自 1999 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刊发相关论文，

通过分析文献期刊分布可以为学者生态研究论文

投稿提供参考。

图 1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学科生态文献年度分   
        布走势图

为 2015-12-20，经过人工查重和筛选无关文献，

最终得到结果 385 篇，其中档案学领域仅 13 篇；

再通过知网补充档案学领域其他 7 个核心期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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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科生态文献数据分析

2.3.1 图书馆学

（1）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浓缩和提炼，通过

关键词可了解文章的研究目的、对象等内容，

而一个领域中关键词的变化可反映其研究主题

的变化 [5]。对图书馆学生态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

分析，并绘制关键词图谱，见图 2。

图 2  图书馆学生态研究文献关键词知识图谱

通过对照文献，将相关的关键词进行归类，

得出图书馆学生态研究的两个大研究方向：

A) 生态图书馆：图谱中出现较为明显的节点

如“生态图书馆”、“绿色图书馆”、“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图书馆建筑”都可归类为生态

图书馆的研究范围。文献 [6] 和文献 [7] 提出研究者

应关注将生态学理念融入生态图书馆的建设中，

表 1  期刊发文量统计表

序号 期刊 发文量 序号 期刊 发文量

1 情报科学 100 8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5

2 图书情报工作 68 9 情报资料工作 13

3 情报理论与实践 57 10 图书与情报 12

4 情报杂志 38 11 图书馆学研究 12

5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1 12 图书馆论坛 9

6 兰台世界 21 13 档案学通讯 9

7 图书馆 17

生态图书馆建筑环境、设施等必须符合人的生理

需要和生态需要，体现图书馆系统中的生态环境、

生态结构等特征的要求，呼吁密切关注图书馆内

外环境、馆员与读者、生态服务与生态环境的结合，

实现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引发了学界对生态图

书馆的讨论。

B) 图书馆生态：较为明显的关键词如“图书

馆生态”、“生态位”、“图书馆生态系统”等。

图书馆生态是图书馆与周围环境相互影响、作用

的整体，图书馆与环境互动形成的共存均衡状态

即生态位 [8,9]。图书馆信息生态是图书馆生态中研

究成果较多的分支，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是由信

息人、信息资源和信息环境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如今学者们正试图借助信息生态理论去解决图书

馆信息流动中存在一系列现实性问题 [10]。

（2）作者与机构分析

从图 3、图 4 中可以看出：发文最多的作者

为张四新，发文量为 6 篇，对生态图书馆进行了

系统研究，其他学者发文较少；图中发文作者分

布较为分散，学者间联系不够紧密，说明图书馆

领域生态研究还未形成较为核心的研究群体。作

者机构中吉林大学管理学院是发文量最多，其次

是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3）文献被引分析

研究领域的发展，总有一小部分核心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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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文献在推动，这些重要文献代表领域

理论研究的新高度，而这个高度的衡量通常是以

文献的被引频次来表现。绘制被引文献图谱（图

5），图书馆生态研究方面应用频次较高的文献分

别为：一是韩刚的文献 [11]，提出信息生态链，并

构建信息生态链的理论框架，其在知网中被引频

数达到 124 次；另一篇是娄策群的文献 [12]，知网

中显示文献被引 121 次，其借鉴生态链的概念探

讨信息生态链的概念、本质和类型；还有陈曙的

文献 [2]，较早的提出信息生态概念，并研究其特

点及其开展信息生态研究的价值作用，在知网中

被引频次达到 138 次。而从被引文献的作者进行

分析，排名靠前的娄策群、韩刚、蒋录全、陈曙

在信息生态方面的研究有所建树，被引次数较多；

而张春福和张四新则是关注生态图书馆的研究，

文献发表的年限较早。生态图书馆的研究多集中

在 2010 年之前，而近些年更多地关注信息生态的

研究。

2.3.2 情报学

（1）关键词分析

在关键词知识图谱（图 6）中可以看到最大

节点为“信息生态”，中心度为 0.5，“信息生态

系统”次之；另外，“信息生态链”、“生态系统”

也较为明显，表明情报学领域相当一部分文献集

中于信息生态研究应用方面，其中包括信息生态

系统原理性研究 [13]，具体领域的信息生态研究有

网络及网站信息生态 [14]、社交媒体信息生态 [15]、

网络舆情 [16] 等。此外，也有部分文献致力于将生

态理论应用于其他方向的研究，如知识生态 [17] 等。

（2）作者与机构分析

图 3  图书馆学生态研究作者图谱 图 4  图书馆学生态研究作者机构图谱

图 5  图书馆学生态研究被引文献图谱 图 6  情报学生态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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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7、图 8 中看出，情报学生态研究有两

大研究群体，一是以靖继鹏、马捷等为代表的吉

林大学学者，总发文数量达到 50 篇；二是以娄策

群、周承聪等代表的华中师范大学学者，发文量

共 34 篇。而从单个作者发文量来看，娄策群的发

文量最大，达到 25 篇；靖继鹏和马捷则分别发文

13 篇、11 篇。这两个研究群体多为合作发文，发

文质量较高，这些作者无疑是情报生态研究的核

心作者。

（3）文献被引分析

情报学生态研究被引频次超过 20 次的文献

有三篇文献，其中两篇也来自于华中师范大学的

娄策群：文献 [18] 就信息生态位的内涵与外延、纬

度与宽度、重叠与分离等进行探讨；文献 [19] 探讨

信息生态平衡的含义，并分析其在构建和谐社会

中的作用；另一篇文献 [20] 来自李美娣，对信息

图 7  情报学生态研究作者图谱 图 8  情报学生态研究作者机构图谱

生态系统进行剖析。分析被引作者（图 9）：娄

策群的被引频次最高，达到 71 次，其次是蒋录

全、李美娣、韩刚。笔者注意到两个外国学者，

Davenport Thomas H 是 美 国 管 理 科 学 家， 其 在

1997 年正式提出了“信息生态学”的概念，将生

态理念引入信息管理中，开辟了信息管理的新领

域 [21]；Nardi BA 与他人合作的《信息生态：用心

使用技术》，对局部环境中信息生态与人的关系

进行了探讨，对信息生态进行了定义 [22]。

2.3.3 档案学

（1）关键词分析

生态研究引入档案学领域较早，但从总发文

图 9  情报学生态研究被引文献图谱 图 10  档案生态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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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发文走势来看，发文数量较图情学科少，档

案学生态研究还处于上升阶段。从档案学生态研

究的关键词图谱（图 10）中可看到：档案学相关

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尚未形成较为集中的研究方

向。图中较为明显的节点，如“数字档案馆”、

“生态系统”、“信息生态”、“综合档案馆”

等关键词，说明：档案学领域在档案信息生态 [23]、

数字档案馆生态 [24]、档案馆生态 [25] 等方向有所

研究。

（2）作者与机构分析

从档案学生态研究发文作者与机构图谱（见

图 11、图 12）中可以看出整个档案学生态研究

学者较少。而较大的节点分别为：发文最多的作

者是康蠡，共 10 篇，其中部分与云南大学周铭

合作完成，主要关注档案馆生态位的优化；其次

是上海大学的金波和倪代川，关注数字档案馆生

态研究；最后为南昌大学的张东华，关注档案

信息生态。由于总文献数量较少，研究学者较少，

档案学生态研究还未形成规模，缺乏影响力，

未来档案学领域的信息生态研究仍然需要努力

去开拓。

（3）文献共被引分析

由于档案学科部分文献信息采自中国知网，

无法绘制文献共被引图谱。笔者通过知网文献

管理中心分析得出：档案学生态研究中共被引

次数较多的作者为康蠡、金波、娄策群与薛春刚。

康蠡在文献 [26] 中借助生态位理论，探讨其对档

案馆科学发展的启示；而金波在文献 [24] 中将生

态学理念引入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将数字档

案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

统结构模型。此外，研究学者们也引用了娄策群、

靖继鹏等人的文献，就档案生态位、档案信息

生态等进行研究。

3. 总结

综合上述分析，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

学在生态研究方面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三

个学科在生态研究方面不仅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还有一定的区别，档案学生态研究也在积极借

鉴图情学科的生态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学科内

容进行生态理论研究 , 提出了许多具有自身学科

特色的理论。与此同时，也发现三大学科生态

研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3.1 问题分析

①机构间合作研究甚少

从发文作者机构来看，机构间关联较少，

缺乏经验交流。这与研究主题较新有关，但更

多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等研究机构之间的浮躁与

图 11  档案学生态研究发文作者图谱  图 12  档案学生态研究作者机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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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求成的研究心态在作祟。学科的发展并非

是靠个人或是某个机构，不同学科间、不同机

构间的学术交流有助于学术思想的迸发，学科

的发展完善。

②研究主体过于分散

从上文机构分析中可以看出，各个学科的

发文作者分布较为分散，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尤

为明显，图书馆学中研究主体之间合作发文较

少，也没有形成如情报学领域中较有影响力的

研究团体，单个作者对于生态研究缺乏足够的

关注度，说明三个学科的学者整体上对于“生态”

的接受度不高，囿于传统学科思维。

③限于理论探讨

目前三大学科生态研究是将理念嫁接到各自

领域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但生态研究是近些年

兴起的新热点，研究中鲜有探讨将理论如何运用

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吸收生态理念为我所用，能

够科学指导实践的发展。同时，三个领域的研究

主体集中在高校等研究机构，真正来自于实践部

门研究学者很少，说明高校学者比实践管理人员

有更强的理论创新和前沿跟踪意识，但缺乏实践

应用的环境。

3.2 提出建议

学者们应当在未来研究中注意以下两点：一

是要重塑谦逊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学术态度，积

极开展不同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提升学科发展质

量。例如在不同科研机构间建立联席合作机制，

就一些重要学术问题交换意见和建立合作；二是

应当继续保持创新理念，努力借鉴不同学科的研

究成果，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推动学科的不断

发展。例如：定期举行相关热点话题的学术研讨会，

通过观点释放和学术思辨，达到思维解放和学术

宣传的目的；三是秉持实事求是的理念，保持理

论先进性前提下，更应关注如何在实践中印证并

发展理论。例如：探究如何通过已有的生态理论

研究成果解决目前信息流动中存在的信息失衡、

信息孤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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