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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观察 · 

编者按 通过对学术研究中的某些特定历史阶段或当下学术研究中的某些重要现象进行科学 

总结和深入剖析，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获得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得到某种启迪，有利于推动学术研 

究的繁荣和发展。为此，本-r,]Zk本期起开设“学术观察”栏目，不定期刊登有关研究成果。本期特 

约武汉大学邱均平先生等撰写新作两篇，以飨读者。热切期待更多闪现着真知灼见的各家之言。 

改革开放 3O年来我国情报学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一) ． 
— — 情报学研究论文的年度分布与期刊分布分析 

邱均平 杨思洛 刘 敏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摘 要 采用信息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 30年 

来我国情报学研究论文的年度分布与期刊分布进行分析。论文的选取来自两方面数据的 

合并：一是从《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中选取情报学领域主题词，然后用这些主题词到《中国 

期刊数据库》中检索专业论文；二是收集《中国期刊数据库》中情报学专辑数据。分析得 

出论文的年代分布符合逻辑增长曲线，以五年为段的期刊数量较符合布拉德福经典定律 

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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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informatrics，content analysis，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annual and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the academic articles in infor． 

mation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These articles are collected from the“China Peri． 

odical Database”according to the key word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listed in “Chinese Classi, 

fled Thesaurus”and the special data of inform ation science in this Database．And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papers is in line with the logical ascending 

curve，and the journal"distribution is in accordance with Bradfordg Law in a five—yea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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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情报学发展经历了 30年的风 

雨历程，期间有过辉煌，有过失落，也有过混沌 

和迷茫。本文对改革开放 3O年来我国情报学 

研究历程及发展趋势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厘 

清相关研究内容，以期为后续研究与实践提供 

参考，也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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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对学科领域的研究总结有多种途径，如根 

据论文综述、专家访谈 、调查问卷、高校专业设 

置、课题立项的情况进行等。其中通过学术期 

刊专业论文统计分析是一种最常用的可靠途 

径。因为学术期刊有科学研究成果公布、传播、 

积累、评价和学术导向等功能。期刊论文以自 

身独特的优势，在学术交流中占有绝对重要的 

地位，相关硕博论文的精华部分往往发表在专 

业期刊上；多数图书也以大量期刊为参考源；学 

术期刊更是各类科研项 目成果发表的主要形 

式。通过期刊论文的统计可以客观、全面地分 

析学科情况，在此过程中主要用到信息计量法、 

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1．1 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是情报学独有的重要分析方 

法，在信息资源管理、情报学、图书馆学、科学学 

与科技管理、科学评价与预测等学科领域及其 

定量管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无疑也是学 

科分析的最好方法之一。它以文献信息增长规 

律、老化规律和引证规律、布拉德福定律、齐普 

夫定律、洛特卡定律等为核心，通过对文献统计 

及计算机的辅助分析得到相关结论 J。 

1．2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内容进行 

深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方法。美国 

传播学家伯纳德 ·贝雷尔森首先把它定义为一 

种客观地、系统地、定量地描述交流的明显内容 

的研究方法。奈斯比特所著《大趋势——改变 

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的出版，则是内 

容分析法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在近一百年的发 

展历程中，内容分析法已经被广泛运用到新闻 

传播、图书情报、政治军事、社会学、心理学等社 

会科学各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J。 

1．3 社会 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 

称 SNA)发端于 20世纪 50年代，最初用于心 

理学研究，后被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 

生命科学、科学学等众多领域 J。作为一种分 

析方法，它是对社会网络中行为者之间的关系 

进行量化研究，将被分析对象视为社会行动者 

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集合。社会网络中，每个 

行动者都与其他行动者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社 

会网络分析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建立各种数学 

分析模型，然后利用计算机技术将行动者及其 

关系的结构以图形的方式展示出来。目前，社 

会网络分析法也应用于隋报学研究中的竞争情 

报与知识管理、合著网络和引文网络等领域，主 

要研究对象包括同被引作者、同被引期刊以及 

关键词共现分析等。 

2 数据来源 

2．1 以往数据选取方法 

数据选取的常见方法有： 

·选取几种专业期刊进行统计，但这存在 

着很大的缺陷：首先，缺乏代表性。因为情报学 

研究论文除分布专业期刊上，还大量分布在图 

书馆学、各类学报、计算机领域等期刊上。情报 

学属于一门新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是 自然科 

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成学科，学科特点 

决定其研究领域的交叉性，论文分布的广泛性。 

其次，处理困难。情报学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 

决定了它与许多学科相关，并且情报学的相关 

学科随着科学技术和情报学 自身的发展而不断 

地变化和发展，其中与图书馆学有着难分难舍 

的密切关系，对图书情报两栖期刊更是难以处 

理，如有些研究从标题做出判断，凡是涉及图书 

馆学、出版学、档案学等领域的论文一律剔除， 

这样的做法未免太过武断。 

·利用《全国报刊索引》。以往曾有研究利 

用其“学科检索”功能(分类方法依据中国图书 

分类法(第四版))，检索“G35情报学、情报学 

工作”的所有论文，它来源于期刊和报纸，检索 

结果质量相对较高 J。但该《索引》条目收录采 

取核心期刊全收、非核心期刊选收等原则，导致 

收集的数据量较少，如 G35下 1978—2007年仅 

检索到 22955条记录，检索《情报学报))2006年 

相关论文仅有48条记录，经验证2006年《情报 

学报》在《中国期刊数据库》中共检索到255条 

记录，其中有大部分是情报学研究论文。 

·除此之外，还有通过人工进行选取的方 

法，其局限性在于只适合进行小规模的统计，而 

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数据下载，而且选择标准也 

需确定。 

·另外，维普期刊数据库提供按中图分类 

号检索功能，但因为很多期刊论文在发表时并 

没著录分类号，故也不可行。对于数据库的分 

类专题数据库功能，万方期刊数据库的专题中 

并无情报学类；维普期刊库专题中把图书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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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为一类；清华同方期刊库虽有情报学专辑，且 

较为准确与专指，但经检索并不全面。 

2．2 主题词表选词优势 

从《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角度选取专业领 

域主题词，然后用主题词到数据库中进行专业 

论文检索，这一思路为我们选取样本提供了新 

的途径。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简称中分表)是我 

国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对情报检索语 

言进行应用研究的产物，是我国文献信息资源 

组织整序的主要工具。研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实现分类主题一体化标引，降低主题标引难度， 

它在文献标引和检索等各个领域都起到了权威 

性工具的作用。2000年 4月开始修订《中分 

表》，经过编委会 5年的努力 ，《中分表》(第二 

版)2005年出版。新版《中分表》包括印刷版和 

应用计算机检索环境的电子版 J。 

从《中分表》中选词具有以下优点：①规范 

性。《中分表》是集全国领域内专家联合攻关 

研制而成，经过多年使用与修订已形成了一套 

较为完善的编制原则、方法和流程，有统一分类 

号、类名、注释、对应的叙词及其参照关系，并对 

主题词的数量、专指度、词形、词义及词间关系 

都进行了统一规范。②相关性。编制和修订依 

据文献保障原则，采用了词频统计技术，对《中 

国国家书目数据库》、《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 

库》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的叙词和关键 

词的标引频率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和分析。可见 

它与期刊论文密切相关。③适用性。《中分 

表》分二卷六册，第一卷为分类号——主题词 

对应表，可看作一部以主题词作注释的《中图 

法》；或一个体系分类表型的《汉语主题词表》 

范畴索引，其质量优于一般的范畴索引 ]。在 

《中图法》中有“G35情报学、情报工作”，通过 

表可把类目之下《汉语主题词表》对应的全部 

主题词找出来。 

2．3 主题词表选词的不足及措施 

主题词表选词的不足：《中分表》主要 目的 

是用于图情信息机构的文献编目中，对文献进 

行分类和主题标引。相关的规则不利于从中选 

词，如在主题词中存在“＼”符号表示词之间的 

组配关系。《主题表》修订工作的选词和审词阶 

段早在 2000年前就基本确定，到 2003年 9月 

全部完成，而新版词表直到两年后才正式出版， 

不能反映最新的主题。同时因为主题词数量的 

限制，故它的全面性也有不足，如通过所有主题 

词检索期刊库，再从结果中检索《情报理论与 

实践》某一年的论文与通过人工选择该刊实际 

的情报学研究论文相比，数量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了论文样本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可以采 

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进。如对于主题款目中使 

用的符号根据其含义进行适当处理；通过其它 

途径，增加近年来在期刊论文中出现的新关键 

词；选取 中国期刊数据库 中“情报学、情报工 

作”专辑中论文，并与通过主题词选出的结果 

进行去重合并。 

3 处理程序 ， 

从主题词和数据库分类专题两角度相结合 

进行数据收集，以期达到较好效果。在期刊数 

据库中检索的主题词来源于两个方面。①从 

《中分法》的G35情报学、情报工作类中选择所 

有对应的主题款目。对于用“[]”和“l I”等符 

号表示该词在非主要类目或交替类目的情况， 

删除其主题词；带“＼”的词组有多种情况，表示 

概念限定的根据具体情况把限定词删除或加上 

组成新词，概念相交根据意义分开成多个词，表 

示倒置关系的则恢复其原来顺序组成新词。然 

后去除重复词，对于有包含关系的各词，根据在 

数据库中检索结果，有选择性地把下位类词去 

除，如“情报”一词就替代了“情报检索”、“情报 

计量”等 119个相关下位类词，但保留了“情报 

学”一词，“文献计量”和“文献计量学”也同时 

保留。处理后得到主题词 60个。②补充最新 

主题词，从 2002年到2006年我们每年发表上 

年度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热点总结 卜“]。根据 

国内情报学领域出现频率较高的热点关键词， 

并与以上6O个词去重合并后，新选出 11个主 

题词，一共得出71个检索主题词。 

虽然中国期刊数据库收集了国内 8200多 

种期刊，论文总量 2200多万篇，但数据库收录 

仍有限，且检索词也不能包涵该学科所有内容 

文献，检索并不能保证没有遗漏。所以我们尽 

可能收集比较多的信息数据，以期使这方面的 

误差尽可能小些。 

用71个主题词在中国期刊数据库的“专 

业检索”中进行查寻，表达式为“摘要 =布拉德 

福定律 or摘要 =洛特卡定律 or⋯⋯”。得到数 

据库 1978—2007年数据记录22792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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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于数据库检索的主题词 

《中分表》中选出的词 近年热点词汇 

布拉德福定律 洛特卡定律 齐夫定律 情报 

情报学 文献计量学 文献计量 资料处理 文 

献分析 引文 二次文献 检索刊物 三次文献 
一 次文献检索系统检索效率科技信息网 昙 
络科技咨询业漏检模糊检索专题检索检 是莒 ； 
索方法手工检索倒排文档光盘检索联机 莒 
检索数据检索网络检索资料档组合检索 晷曾 
CDS＼ISIS Dialog系统MEDLARS MEDLINE " IN鲁 釜 
SNT数值数据库事实数据库数据处理中心 住IN言 县"171 
书目数据库全文检索文献数据库编制文 晷 善 
献数据库设备磁性载体 自动标引自动编 霪 ： 
文摘文献复制照像复制热敏复印、静电复 "舯IN 蔷 
印 缩微复印 缩微技术 信息咨询 用户教育 
资料室工作 索引 题录 简介 文摘 快报 浏览 

从《中国期刊数据库》分类专题角度，“情 

报学、情报工作”类中检索到 1978—2007年数 

据记录24636条。由于条件限制，对于这两种 

方法得到的数据，我们只能进行人工下载题录 

处理：滤掉会议通知、会议报导、征稿简则、年度 

索引等非正式论文，删除与情报学研究不相关 

的论文(通过论文题名、摘要和关键词进行选 

择)，然后下载题录。通过编制计算机专门软 

件，把两数据源以“篇名、著者和刊名”项进行 

去重合并处理。然后，对于一稿多发情况的论 

文，根据“篇名、著者”项选择发表时间最早的 

论文。最后得到 1978—2007年情报学研究论 

文 60755篇。 

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我们采用专门软件实 

现 自动化处理，并结合人工分析进行研究。 

4 情报学论文年代分布 

学科的发展与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早为人 

们所关注，衡量一门科学发展的重要参数指标 

就是科学专业论文数量的变化。对某一学科的 

文献增长作历史的、全面的统计，绘制相应的增 

长曲线，对评价该学科所处的阶段，预测该领域 

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重要意义。 

4．1 情报学研究论文数量 

30年间共有情报学论文60755篇，从 1978 

年的20篇发展到2007年的5475篇，但期间并 

不是均匀增长，在 90年代出现较大波折，1993 

年和 1997年出现了明显下降(见图 1)。表 2 

是所有情报学研究论文以五年为段进行的统计 

及 占期刊库所有学科各年段论文总量的比例， 

可看出情报学论文在所有论文中所占比例比较 

稳定，除 1978年到 1982年偏少外，都保持在 

2％e到 3％0之间，但 1993—1997有所下降。因 

为在样本处理过程中删除了重复论文、各类通 

知等，所以实际比例应该还要高一些。 

4．2 情报学研究论文增长曲线 

对论文数量变化衡量的普赖斯指数、逻辑 

增长模型、线性增长模型已成为经典模型。可 

根据科学文献增长规律模型，对所得数据进行 

线性回归或曲线拟合。 

篱 8 磊 毯 薯 葛 毖 甓 葛 熬 蛊 霰 客 袋 器 夏 霉 东 客 器 器 g 罟 g 暑 g 昌 害 警 
警 警 警 墨 霉 警 蛊 警 譬 警 霜 9 警 是 舄 是 罱 是 

图 l 情报学研究各年论文量 

表2 情报学研究论文所占比例 

短 巨}} 1978— 1983— 1988— 1993— 1998— 2003一 

t．E 1982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蠢 l202 3907 5991 9264 15337 25054 

豁 678760 1523859 2080332 4459640 6917215 10698267 

旅 1．771 2．564 2_88o 2-077 2．217 2．342 

文献计量学的奠基人之一普赖斯(D．S． 

Price)，对各种科学指标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分 

析，提出了科技文献增长四个阶段的理论 引̈。 

第一阶段：学科刚刚诞生，绝对论文数量少，增 

长不稳定，很难通过统计的方法求得相应的数 

学表达式；第二阶段：学科进入大发展时期，在 

此阶段，该专业理论迅速发展，论文数量急剧增 

加，较严格地服从指数增长；第三阶段：学科理 

咖 咖 咖 咖 咖媳o 0 4 3 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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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趋成熟，论文数量增长减缓，演变为线性增 

长，仅维持固定的文献增长量；第四阶段：随着 

理论的完备，学科文献 El趋减少，曲线逐渐平行 

于横坐标，或出现不规则各类振荡。 

研究科学文献增长规律，大多以累积数据 

为依据。因为 1978和 1979年论文数量明显偏 

少，故从 1980年开始根据情报学的逐年文献量 

计算其逐年累积文献量，年度编号用 x表示， 

逐年累积文献量用 Y表示，对两组数据用 

SPSS13．0作回归分析判断，进行拟合分析。发 

现情报学研究论文逐年累积文献量呈逻辑曲线 

分布，可用方程 Y =1／(1／80000+0．816 X0． 

O1X)表示。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可以看出 

1979年我国情报学处于起步阶段。从 1980年 

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研究进入繁荣阶 

段，研究期刊纷纷创刊，研究论文呈快速增长态 

势，1990年代末期以来更是高速增长期。近年 

来情报学研究论文增长有放慢趋势，可认为目 

前情报学研究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的 

时期。 

科学发展的客观过程除有科学自身固有发 

展规律外，也深受所处环境的影响，主要受社会 

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我国情报学研究相关需 

求以及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基本稳定，实验设备 

质量的改善、科研合作的加强、信息网络的完善 

及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相 

当长时间内情报学研究仍会呈持续稳定发展的 

趋势。 

／ 

产 
。 

如 

—  

图2 情报学论文增长拟合 

5 情报学论文期刊分布分析 

期刊是学术论文主要的载体，对相关期刊 

的统计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情报学研究的发展 

状况。受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及某些人为 

控制的主观因素影响，相关论文在期刊中呈不 

均匀的分布状况。那么，情报学论文在期刊中 

的这种分布到底是怎样的呢?是否遵循一定的 

规律性呢?情报学的核心期刊是哪些呢? 

5．1 各年段期刊数量统计 

30年来有 5146种期刊载有情报学论文， 

期刊数量较多，一定程度上说明情报学涉及的 

领域很广。但据统计至 2007年4月底，中国内 

地不含港澳台地区正式公开出版的期刊总数为 

9468种[1 ，这样看来就有超过半数的期刊都 

载有情报学论文!后来经检验我们发现主要原 

因是样本包括了内部刊物、停刊、刊名改变的大 

量期刊，同时也有少量因作者著录不一致形成 

的期刊重复计数。表 3中列出各年段载有情报 

学论文的期刊种数，载文比表示在各时段平均 

每种期刊载文数量，1993—1997年载文 比最 

低，为5．15篇，即这个年段情报学论文分布的 

期刊最广。 

表3 各年段情报学期刊数量 

5．2 各年段高频次期刊分布 

论文在各期刊的分布具有不均匀性，高频 

次期刊是指载有某领域论文较多的期刊，可根 

据载文率的高低排序进行选择与确定。表4为 

各年段载情报学论文最高的前 l2种期刊，它们 

可以说是载文量最高的“核心期刊”。大多以 

情报或图书馆命名，例外的是《技术与市场》， 

在 1993年前 的三个年段都位置靠前，它是 

1980年由四川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的 

综合性期刊，在早期发表了大量的情报学研究 

论文，90年代内容转向涵盖文、理、工、农、经济 

等各个方面。另外还有 《国外社会科学》是 

1978年创刊，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 

信息中心，在早期也载过大量情报学论文。因 

为期刊载有情报学论文的比例及每年期数和每 

期论文数量有较大差别，故期刊频次只能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问题。表 5为所有年份高频次期 

刊分布，排出了前 6O种期刊，共载相关论文 

36698，占总论文数的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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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各年段期刊分布规律 

现代科学知识的高度分化与综合，使得科 

学论文分布愈来愈趋向复杂化，对其分布规律 

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 

德福最早发现文献分散规律，并提出了著名的 

布拉德福定律。作为文献计量学的基本定律之 
一

，布氏定律历来是关注的焦点，也具广阔应用 

前景。我们分年段按照布氏定律方法统计分析 

了情报学研究论文发表的期刊。 
表6 全部情报学期刊分区表 

分析所有年度期刊上的相关论文，按照平 

均载文量的多少排序，可将发表情报学领域论 

文的相关期刊分成相等三个区：①1080篇以上 

的期刊；②小于 899篇而大于等于 19篇的期 

刊；③小于18篇的期刊。其结果列于表6中。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期刊的各区相关论文数大 

体相等，而相继各区的期刊数基本上成等比数 

列 A1：A2：A3=11：234：5008 1：21：21 ，公比 

近似等于21。 

表7是按年段进行计算的期刊论文聚集情 

况，后三年段较好地符合布氏经典分布定律。 

而前三年段存在一定的偏差，其原因主要是布 

氏定律只有充分满足几个条件才能成立，其应 

用也受这些因素影响，因为情报学初期发展的 

复杂性、交叉性与综合性，以及环境的影响，故 

并不严格遵循布氏的三分法。具体来看，前期 

相关论文发表的专业期刊不多，文献一方面处 

于高度聚集状态，另一方面少数论文却分布在 

数量众多的期刊上。如占相当大比例的期刊仅 

仅是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论文大都是对某些 

或一种期刊进行特定的文献计量分析。如在 

1978—1982年段有 59％的期刊仅发表一篇论 

文，前三种期刊刊载了整个论文的53％。从表 

7可得到相关期刊分布信息，如我们要得到某 

年段 1／3的论文，仅收集 1区中的几种期刊就 

可获得，要得到某年段 2／3的论文也只通过前 

二区中的少数期刊即可获得。 

表7 各年段情报学期刊分区表 

1 3202 2 515 ／>295 3 1345 3285 6 2262 ≥153 14 3087 ≥2O4 12 5015 ≥4l8 10 8446 

2 8—126 16 470 10—265 32 1305 6—224 68 2291 6—141 147 3440 8—201 172 5224 l3—410 157 9O25 

3 ≤7 129 217 ≤8 479 835 ≤5 867 1438 ≤5 1637 2737 ≤7 2521 5098 ≤ l8 2989 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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