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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自主开发的合著分析可视化软件为工具，以情报学领域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为数据源，通过论文来源期刊

分析、新增作者及机构分析，高产作者合著及高产机构合著分析，并创造性地引入作者署名顺序，研究表明情报学领

域高产作者通常为第二或第三作者，论文合著则主要以师生或同事为主，合著总体匮乏; 而高产机构合著则具有明

显的地域或系统内部特征，高产机构以第一作者所属机构为主体，情报学领域的合作研究亟待加强，拓展空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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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self － developed coauthor analysis visualization software and creatively introducing the author signature order，the pa-

per analyzes the journal sources，new authors and new institutions，productive coauthor network and productive co － authoring institution

network based on papers from core journal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high － yield authors are mainly the sec-

ond or third author，and productive coauthor network mainly consists of tutors and students，or colleagues，whereas productive co － autho-

ring institution network shows a significant regional or intern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with high － yield institutions being mainly the first

author’s institutions． So the cooperative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cience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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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

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领，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学科

交叉渗透程度日益扩大，使得科研人员很难单独完成

某项课题或论文的研究，因此，合作研究亦越来越成为

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科研人员开展合作研究，并以

合著的方式发表学术论文是体现学术合作的一种重要

形式。情报学作为研究情报的性质与功能、管理与交

流的规律性以及为用户而进行的情报传递理论和方法

的科学［1］，自 1945 年 7 月正式诞生以来一直在众人的

质疑声中艰难前进。近年来，随着情报学研究的不断

发展，我国情报学科的学术论文数量逐渐增长，合作研

究也逐步深入。本文试图引入论文作者署名顺序，并

通过可视化的合著网络分析来展示我国情报学领域的

合作研究态势。
以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的合著网络研究，国内学

者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孟微等建立和研究了我国图

书情报学领域核心期刊的论文合著关系网络，并对该

网络的特征参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2 － 4］。余丰民等通

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Pajek 对情报学领域高产合著论

文绘制了作者合著网络的可视化知识图谱［5］。温芳芳

等以五种情报学核心期刊所刊载的学术论文作为样

本，从合著率、合作度、合作范围以及不同作者数的论

文分布情况等几个角度对我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的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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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规律进行了统计和分析［6］。上述研

究往往拘泥于合著现象本身的研究，尚未涉及作者的

署名顺序及研究贡献，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为此，本

文以情报学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为数据源，通过

论文来源期刊分析、新增作者及机构分析［7 － 8］，高产作

者合著分析和高产机构合著分析［9 － 11］，特别是将作者

( 或科研机构) 在论文中的署名顺序引入可视化图谱

中，清楚地展现了我国情报学领域的合著研究态势，有

助于为我国情报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进一步促进跨学科、跨专业、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科学

合作，进一步加强知识在学科间、专业间、地区及国家

间的转移。

1 数据来源及整体状况

CNKI(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数 字 图

书馆是目前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为全社会知

识资源高效共享提供最丰富的知识信息资源和最有效

的知识传播与数字化学习平台，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

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
本文依托 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平台，

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 第五版) ［12］“图书情报与数字

图书馆”19 种期刊为刊源，学科类别为“情报学、情报

工作”，检索时间段为 2003 /01 /01 － 2012 /12 /31，共检

索获得相关论文 5 661 篇，筛选出会议通知、论文索引

等非学术论文 325 篇，共获得情报学领域有效研究论

文 5 336 篇。统计表明我国情报学领域国内学术论文

年发文量虽存在小幅波动，但整体呈稳定增长态势，年

发文量基本维持在 400 篇以上，且在 2009 年和 2011
年出现两个小高峰，说明我国情报学领域已形成一支

稳定的研究队伍。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年度论文数变化趋势图

1． 1 来源期刊分析 我国情报学领域的中文学术

论文主要发表在《情报杂志》、《图书情报工作》、《情报

科学》和《情报理论与实践》等四种核心期刊上，论文

发表量占论文总数的 64% ，这四种期刊也逐步发展成

为情报学领域学者的重点关注; 而其他 15 种核心期刊

的论文则主要以图书馆学科论文为主，同时包含少量

情报学论文。表中所列示 19 种核心期刊的论文出版

情况基本准确反映了各期刊的学术定位。具体情况如

表 1 所示。
表 1 情报学论文来源分布表

排名 期刊名称 论文数 排名 期刊名称 论文数

1 情报杂志 992 11 图书馆杂志 116

2 图书情报工作 929 12 图书馆论坛 115

3 情报科学 819 13 图书与情报 105

4 情报理论与实践 689 14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89

5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87 15 大学图书馆学报 74

6 情报资料工作 254 16 图书馆 66

7 图书馆学研究 245 17 图书馆建设 62

8 图书情报知识 187 18 国家图书馆学刊 17

9 中国图书馆学报 152 19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1

10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37

1． 2 作者及机构新增量分析 作者( 机构) 新增量

是衡量一个研究领域内作者 ( 机构) 队伍更新和活跃

状况的重要指标。我国情报学领域的新增作者数呈逐

步增长态势，并在 2011 年达到顶峰，年新增作者数达

698 人，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新增作者主要以在读研

究生为主体; 而机构新增数在前期呈缓慢增长趋势，并

在 2007 年达到顶峰，年新增机构数达到 381 个，随后

年新增机构数呈缓慢下降趋势，说明涉足情报学领域

的研究机构已逐步趋于稳定。具体情况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 2 新增作者数变化趋势图

图 3 新增机构数变化趋势图

·37·第 3 期 衡晓帆，等: 基于核心期刊论文的我国情报学合著网络分析



2 情报学领域论文合著网络分析

本文采用自主开发的可视化分析软件为工具来开

展合著网络分析。该合著分析软件采用以下原理: 对文

献集合中的作者进行识别，利用人名词典进行规范化

处理，合并相同作者，建立规范后的作者与文献的隶属

关系矩阵 A。以作者与文献的隶属关系矩阵 A，构建作

者的合著关系矩阵 AA＇。记录每个学术主体在每篇文献

中出现的次序。合著关系矩阵的元素表示作者合著数

量，行或列的和表示作者的发文数量。将此关系映射到

网络图的节点和连线中，以连线的粗细表示合著数量

多少，以节点的大小表示作者的发文数量。同时本文为

研究方便，将论文中第三作者及其后续作者均视为第

三作者。

A =

D1 D2 D3 … Dj … Dm

A1 b11 b12 b13 … b1j … b1m
A2 b21 b22 b23 … b2j … b2m
A3 b31 b32 b33 … b3j … b3m
       
Ai bi1 bi2 bi3 … bij … bim

       
An bn1 bn2 bn3 … bnj … b



























nm

其中，bij = 1 或 bij = 0，分别表示文献 j是否隶属于

作者 i。
该方法的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a． 作者识别与规范化。对文献集合中的作者进行

识别抽取，利用人名词典、正则表达式技术进行规范化

处理，合并相同作者，建立规范后的作者与文献的隶属

关系矩阵，记录每个作者在每个文献中出现的次序。
b． 计算作者合著文献数量和。计算每个作者分别

作为第一、二、三及其他合著者的文献数量和，构建数

量矩阵。
c． 抽取作者特征词。按照作者特征词的使用频率

抽取每个作者指定数量( 如 top3、top5 等) 的特征词集

合，记录作者与其特征词集合的映射关系，映射关系在

计算机中以字典类存储，特征词为选取的文献关键词。
d． 构建合作关系矩阵。以作者与文献的隶属关系

矩阵 A，构建作者的合作关系矩阵 AA＇。
2． 1 高产作者合著分析 情报学领域排名前 30 位

的高产作者形成一个非连通合著网络，整体连接稀疏，

网络中存在一些联系紧密的团体，整体合著程度不够

理想。该合著网络中包括两个最大子网络，分别由 5
名作者构成; 一个由 3 名作者构成的子网络，以及两个

个由 2 名作者构成的子网络，其他 13 名作者间无合著

出现。两个最大子网络，即整个网络中合作程度最高

的团队具有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最大子网络以整个情

报学领域最高产的作者“邱均平”( 94 篇) 为核心，但

该子网络内任意两位作者间的合著篇数最多也仅有 6
篇; 而另一个最大子网络则以“郑彦宁”( 24 篇) 为核

心，虽然论文总数相对偏少，但该子网络中任意两位作

者间最多的合著篇数则多达 11 篇，不过值得指出的是

合著者武夷山( 23 篇) 、潘云涛( 17 篇) 均为第二或第

三作者，第一作者则以其研究生为主体。而以高产作

者“王知津”( 83 篇) 为核心的子网络，虽仅由 3 位作者

组成，但任意两位作者间合著篇数均超过 10 次，最高

则达到 16 次。通过更深入的观察则可以发现，构成合

著网络的全部学者均为同一科研机构的师生或同事，

因此，情报学领域的研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形成了有

限的合著关系，近亲合作现象比较严重。尤其值得关

注的是，作 为 情 报 学 领 域 最 高 产 的 两 位 作 者“邱 均

平”、“王知津”均主要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

而其他大部分作者则主要是作为第二甚至第三作者，

这充分反映了两位学者在情报学领域的引领地位，同

时也反映出该领域大多数高产作者的研究贡献相对有

限。
而从作者所发表论文排名前 3 位的关键词来看，

由于合著次数相对较少，所以关键词差异也较明显，说

明作者所发表论文的主题相对比较宽泛; 但我们也不

难发现，国内目前有关情报学领域的研究以应用研究

为主，理论创新相对比较缺乏，如学者“邱均平”以社

会网络分析和文献计量研究为主、而学者“王知津”则

以竞争情报和信息检索研究为主。具体情况如图 4 所

示，图中圆球的大小代表论文的相对数量，标识点右侧

的数字分别表示第一作者论文数、第二作者论文数以

及代表第三及其他作者论文数，连线上数字则表示合

著论文数。
2． 2 高产机构合著分析 情报学领域排名前 30 位

的高产科研机构基本形成了一个连通合著网络，仅重

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 排

名第 8) 和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尚未进入该合著

网络。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系统则形成

了该合著网络的核心，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

书馆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合著尤为突出，但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者基本以第二、第三或其他作者

出现，论文的合著主体为研究生，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的教学主体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除南

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间的论

文合著相对较多外，其他比较紧密的论文合著主要基

于区域或系统内部，如南京地区的南京大学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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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情报学领域高产作者合著网络图( 标注前 3 个关键词)

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南京理工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等高校之间; 中科院系统内部，尤其是中国科

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系统内合作紧密，如兰州分馆、成
都分馆以及国家科学图书馆 ( 北京) 之间。分析不难

发现，高产研究机构间的合著与高产作者间的合著存

在显著差异，领先的高产研究机构基本为第一作者所

属机构。就合作主题而言，除情报学作为高频关键词

出现外，各研究机构的研究关注点存在较大差异，如武

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以学者“邱均平”为支撑; 而南开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以“王知津”为核心; 其他高产机

构，特别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研究比较分散。
具体情况如图 5 所示。

图 5 情报学领域高产机构合著网络图( 标注前 3 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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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情报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综合性较强的学科，整

体的科研合作受到较大的研究背景和地域限制。本文

以情报学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为数据源，以自主

开发的可视化合著分析软件为工具，通过论文来源期

刊分析、新增作者及机构分析，特别是通过高产作者合

著分析和高产机构合著分析，并创新地引入论文作者

署名顺序，清楚地展示了我国情报学领域的合著态势。
研究表明我国情报学科研合著网络中存在很多联系紧

密的“小团体”，在团体内部、科研人员间的联系非常

紧密，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团体之间联系较松

散，研究方向分散，整体连接相对稀疏。同时，我国情

报学科研合著网络中具有强影响力的作者较少，进一

步限制了科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加强各合著

团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机构间和地域间的广泛交

流，培养更多具有强影响力的作者，对于我国情报学领

域共享科研资源，传播创新思想，提高整体科研水平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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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48 页) 涂料企业要想在产业中保持竞争优势、
占据产业高端，必须重视并处理好专利与标准的结合

问题，实现“技术专利化 － 专利标准化 － 标准许可化”
的专利战略目标。

d． 鼓励企业开展专利预警研究，准确把握全球产

业发展动态和技术发展动向。有针对性地开展专利态

势分析和预警研究，能够掌握全球创新状况，明晰产业

创新发展路径，增强产业发展和创新活动的前瞻性。
相关政府部门要及时建立海洋涂料产业专利技术发展

预警机制，建立跟踪监测竞争对手技术研发及市场布

局等方面的机制。鼓励和帮助企业开展专利预警研

究，建立主要竞争对手专利状况监测数据库，及时分析

研究国内外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发展动向，掌握发展主

动权。
e． 重视申请国外专利，加紧在海外市场进行专利

布局。我国在海洋涂料产业中已经掌握了部分技术水

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优势专利技术，但几乎全部是

在国内取得专利，提交国际申请的很少，没有从战略的

高度，在海外潜在市场进行专利布局，这是需要尽快加

以改进的。

f ． 推进专利技术的实施与转化，促进专利技术商

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我国主要海洋涂料企业几乎

全部靠自行实施实现专利技术的产业化，但高等院校

和科研机构的专利技术实施转化率低。今后应扩大产

业化基地建设，引导创新要素向生产企业积聚，促进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加快推进专

利技术的实施与转化，缩短产业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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