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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书情报学热点与前沿动态研究(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２７种SSCI核心期刊的全样本分析

□苏福∗　柯平

　　摘要　运用Citespace的信息可视化技术,对 WebofScience中收录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数

据分析,遵循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法、共现分析法、词频分析法以及 LLR算法、PageRank算

法等理论,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被 WebofScience中的SSCI库收录的２７种图书馆学情报学类期刊

所载的３２８７篇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出研究热点、前沿的知识图谱,发现网络计量、信息需求、索

引、信息检索、组织工程、名称匹配算法、网络２０、非源项、技术接受模型、三螺旋理论等主题是近

２年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持续研究的热点.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管理科学领域、计算

机科学领域中的知识管理、网络计量、h指数、核心活动、国际合作、接受和使用技术的统一理论、

IT治理等主题将成为今后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趋势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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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被 WebofScience(下文简称“WoS”)中的SSCI
数据库收录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即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 (下 文 简 称

“LIS”)类期刊共计８５种(截止２０１６年４月７日).
刊载在这些期刊上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了世界

主要国家或地区 LIS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国际上高水平研究者的其他科研信

息.以往由于载文量巨大,加之受分析技术工具的

限制,研究者多是运用人工逐篇抽样阅读的方法,对
国际顶级期刊的部分文献进行研究,带有较强的主

观性,无法完整、客观地对某个时间段内的全部文章

进行分析.专家的主观分析虽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但往往缺乏公允性、完整性和客观性.笔者将

WoS中的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的«国外人文社会

科学核心期刊总览»(下文简称«总览»)中重合的２７
种图书馆学情报学类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

２０１４年影响因子的高低作适当增减,运用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 WoS中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刊载的３２８７
篇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分析.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

近２年国际高水平的LIS期刊发表论文的研究热点

及其覆盖的科学领域、科研机构,论文的国家或地区

合作情况、核心作者与核心被引作者群、核心被引期

刊概况.希望本文具有如下特点:全样本数据的完

整性、研究对象的时效性、分析工具的客观性以及知

识图谱的直观性等,为我国研究者了解和掌握国际

LIS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沿、对象、方法、研究者、研
究机构、核心期刊等情况提供完整、及时、客观、直观

的数据分析,减少研究者获取本领域科研情报的盲

目性,提高研究效率.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引文分析法

１９５５年,加菲尔德(EGarfield)在«科学»上发

文提出了一种科学文献书目系统,可剔除对虚假、过
时或完整性较差的数据的任意引用,使学者们可了

解到对早期论文存在的批评[１].引文分析法至此正

式产生.引文分析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

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

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与被引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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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据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

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２].本文使用引文分析法,主
要原因是该方法能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某些文

献为什么能持续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核心? 第二,这
些核心文献中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哪些趋势? 第

三,某领域或学科的文献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呈现出

何种关系或态势? 引文分析有三种基本类型:①对

引文数量进行研究,主要用于评价期刊和论文等.

②对引文间的网状关系或链状关系进行研究.科学

论文间存在着一种引用关系网,如A 被B引,B被C
引,C又被 A 引等,研究这种关系主要用于揭示学

科的发展与联系,并展望未来前景等.③对引文反

映出的主题相关性进行研究,主要用于揭示科学的

结构和进行文献检索等[３].引文分析法的上述三种

类型,分别回答和解释了上述三个问题.

２．２　词频分析法与共现分析法

本文 所 指 的 “词 ”,即 Citespace 软 件 中 的

“Term”.美国著名情报学专家萨隆(GSalon)认
为,Term表示主题词、名词、标引词、情报项、文献著

录项、标引与检索的信息单元等[４].词频分析是将

文献中的多个因子联系起来的引证分析方法,它能

科学地评价文献、文献作者的学术水平,揭示学科的

热点、前沿以及发展趋势[５].共现分析法则是将文

献中的各种共现信息定量化的分析方法[６],通过共

现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对象之间的亲疏关系,挖掘隐

含的或潜在的有用知识,并揭示研究对象所代表的

学科或主题的结构与变化[７].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

下,共现分析在构建概念空间和实现语义检索、改进

知识组织中文本的分类效果、分析文献中的知识内

容关联、挖掘知识价值等方面彰显出独特的提炼和

概括功能[８].通过软件进行词频分析与共现分析,
能较好地抽取出所分析文献样本的热点、前沿趋势

以及科学结构等关键情报.

２．３　科学知识图谱与信息可视化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KnowledgeDomains)
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

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人类随时间拥有的知识及其

载体,绘制、挖掘、分析和显示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它

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组织内创造知识共享的环境

以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和深入[９].
信息可视化涉及计算机生成交互式信息图示的

设计、开发和应用.首先要处理抽象的、非空间的数

据.把非空间的数据转换成直观的、有意义的图像

对该领域极其重要,这个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

的过程,设计者可以赋予图像新的意义[１０].本文运

用科学图谱与信息可视化的理论,通过Citespace软

件,将需分析的文献进行图像转化和处理,赋予客

观、科学的意义.

２．４　LLR算法与 PageRank算法

本研究采用 LLR算法对聚类进行命名.LLR
即对数似然比算法,全称LogＧLikelihoodRatio.其

基本原理是:假设对于类别Cj,词 Wi 的频度(µ),集
中度(β)和分散度(γ)等指标组成向量 Vij(µ,β,γ).
选取聚类命名就是根据 Vij来判断 Wi 是否可以作为

类别Cj 的特征词[１１].LLR算法如下[１２]:

LLR ＝logp(CjVij)
p(CjVij)

式中,LLR 为词 Wi 对于类别 Cj 的对数似然

比,p(Cj\Vij)和p(̀Cj\Vij)分别为在类别Cj 和Cj 中

的密度函数.

PageRank网页排名,又称网页级别、Google左

侧排名或佩奇排名,是一种根据网页之间相互的超

链接计算的技术,作为网页排名的要素之一,以

Google公司创办人拉里佩奇(LarryPage)之姓来

命名的.该算法的发明者对网络超链接结构和文献

引文机制的相似性进行了研究,把引文分析思想借

鉴到网络文档重要性的计算中来,利用网络自身的

超链接结构给所有的网页确定一个重要性的等级

数,当从网页 A 链接到网页B 时,就认为“网页 A
投了网页 B 一票”,增加了网页 B 的重要性.最后

根据网页的得票数评定其重要性,以此来帮助实现

排序算法的优化,而这个重要性的量化指标就是

PageRank值[１３].文 章 运 用 Citespace中 的 PageＧ
Rank算法,对相关数据结果进行 PageRank排名,
为数据分析提供另一个维度的视角.

３　数据来源及分析工具

３．１　数据来源

笔者通过 WoS中的期刊引文分析报告(JCR:

JournalCitationReports社会科学版)查询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尚未公布)的“INFORMATIONSCIENCE
& LIBRARYSCIENCE”类别中被收录的所有期

刊,共计８５种(详见表１,以影响因子的值作降序排

列).由于这８５种期刊并未完全聚焦在图书馆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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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WebofScience中收录的LIS类期刊(按影响因子降序排列)

期刊
２０１４年

影响因子
发文量 百分比 期刊

２０１４年

影响因子
发文量 百分比

MISQUART ５３１１ １０７ ３２６ JMEDLIBRASSOC ０６２８ ６８ ２０７

JINFTECHNOL ４５２５ ４２ １２８ LIBRHITECH ０５９８ ８６ ２６２

JAM MEDINFORM ASSN ３５０４ ３３５ １０１９ KNOWLORGAN ０５８５ ７９ ２４０

JINFORMETR ２４１２ １７４ ５２９ ELECTRONLIBR ０５３５ １２０ ３６５

EURJINFORMSYST ２２１３ ７０ ２１３ LIBRQUART ０５ １２０ ３６５

SCIENTOMETRICS ２１８３ ６８１ ２０７２ LAW LIBRJ ０４７５ ５２ １５８

INTJINFORM MANAGE １５５ １４５ ３００
LIBRJ ０４６５ ５０ １５２

LIBRRESOURTECHSER ０４５２ ３０ ０９１

INFORMPROCESSMANAG １２６５ １１３ ００４ JACADLIBR ０４４８ １６８ ５１１

COLLRESLIBR １２０６ ９７ ００４ LIBRTRENDS ０３８６ ８１ ２４６

JINFSCI １１５８ １２１ ００４ LIBRINFORMSC ０２７８ １１ ０３３

LIBRINFORMSCIRES １１５３ ６２ ００３ REFUSERSERVQ ０２３３ ６２ １８９

ONLINEINFORM REV ０９１８ １００ ００３ LIBRCOLLECTACQUIS ０２３１ １１ ０３３

JLIBRINFSCI ０８４４ ５２ ００３ LIBRI ０１７５ ５５ １６７

JDOC ０８３３ １１４ ００４ ECONTENT ００１６ ８１ ２４６

注:(１)数据来源于 WoS数据库JRC报告SSCI版;(２)载文日期区间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报学领域,因此,本研究结合北京大学的«总览»进行

聚焦.«总览»的编撰历时２年多,由北京高校图书

馆期刊工作研究会成员馆、国家图书馆等相关单位

的３３位图书馆专业人员参加研究,１６３位学科专家

参加了核心期刊的定性评审,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期刊共计６１种[１４].经对

比,WoS与«总览»重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共计

２９种,并根据检索结果以及影响因子适当增减.随

之,以 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为检索库,以“出
版物来源＝下表２７种期刊名称”和“时间跨度＝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语言类

型选择“English”,共命中３２８７条文献记录,通过数

据导出和处理,将文献记录以 Citespace能识别的

WoS输出格式导入Citespace软件中.

３２　分析工具

CiteSpace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

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数据

和信息可视化(DataandInformationVisualization)
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
本文使用Citespace４０R４版本,对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制图.此外,使用 WoS自带的统计分析功能,
结合 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功能,交叉配合使用.

Citespace软件有多个不同版本,开发者截至笔者投

稿之日,仍然在优化该软件,故该软件对某些项目的

统计结果可能出现与 WoS的统计有微小差异,可视

为科学研究中的误差,但不影响主要数据分析.该

工具已经不仅仅提供引文空间的挖掘,而且还提供

知识单元之间的共现分析功能,如作者、机构、国家/
地区的合作等[１１].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可看作某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共同关

注的一个或多个研究主题,笔者认为共词分析可反

映目标领域的热点概况.通过 Citespace对 Term
与 Node的提取,可对３２８７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

词(CoＧwords)聚类挖掘分析,运行结果如图１所示.
该图反映了国际 LIS领域近两年的热点问题,聚类

号表示某词经 LLR 算法聚类后所在的主题.MoＧ
durility(M)即网络模块化评价指标,值越大,表示网

络得到聚类越好,Q的取值区间为[０,１],当 Q＞０３
时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Silhouette(S)是
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当其值＞０５时表示

聚类结果是合理的,越接近１,同质性越高[１１].通过

LLR算法,M＝０８８３５,S＝０５０１４,得出的图谱合

理、客观,研究热点聚类名称如图１、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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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图１中黑色字体表示不同文献共同的关键词,
“＃ 数字”表示运用LLR算法对共同关键词提取后

命名的聚类词,每个色块表示由各类不同的文献组

成的具有相近研究主题的聚类.通过对关键词的聚

类,得到１５个研究主题,聚类间有交叉覆盖的现象,
表示这些聚类之间存在研究主题上的交叉,其关系

较为紧密,与其他聚类不交叉的色块表示该类主题

具备较为独立的研究性质.以“＃０,＃１”等形

式对聚类进行编号(ClusterID),聚类号越小,表示

该聚类的经典文献数量(Size)越多,Silhouette值表

示经典文献之间的紧密程度,Mean(Year)项表示平

均年份,可反映聚类中文献的时效性,TopTerms即

以LLR算法命名的聚类名称.经过自动聚类并结

合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知识,相关度较高的关键词

聚类情况见表２.
表２　关键词聚类表

Cluster

ID
Size Silhouette

Mean
(Year)

TopTerms(logＧlikelihoodratio,

pＧlevel)

＃１ ２０ ０６００ ２０１４
NonSource

Item
非源项

＃２ １９ ０５５７ ２０１４ Webometrics 网络计量学

＃４ １８ ０８３３ ２０１４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

技术接受模型

＃５ １７ ０７０６ ２０１４
Clinical

DecisionSupport
临床决策支持

＃６ １７ ０６４７ ２０１４ Indexing 索引

＃７ １７ ０７２８ ２０１４ Bibliometric 文献计量

＃８ １７ ０３７５ ２０１４
Emerging

Country
新兴国家

＃９ １６ ０６２５ ２０１４ InformationNeed 信息需求

＃１０ １６ ０５３４ ２０１４ Web２０ 网络２０

＃１１ １５ ０７３３ ２０１４
Tissue

Engineering
组织工程

＃１２ １５ ０６５０ ２０１４ TripleHelix 三螺旋理论

＃１３ １４ ０５７０ ２０１４
Information

Seeking
信息检索

＃１４ １２ ０４７７ ２０１４
NameMatching

Algorithm
名称匹配算法

注:聚类号经过筛选,已排除相关性较低的类别,为保持聚类客观性,

聚类号不变.下同.

基于 LLR 算法的聚类名称,可客观反映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

题,可将上述聚类归纳为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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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研究热点领域

领域 聚类号 主题 代表作者及文献

传统LIS
领域

＃２ 网络计量 MasＧBleda;Sotudeh

＃６ 索引 Rafferty;Golub

＃７ 文献计量 Koler;Alvarez;Kuo;Wu

＃９ 信息需求 AlＧShboul

＃１３ 信息检索 Bronstein

医学信息

领域

＃５ 信息检索 Gultepe;Stultz

＃１１ 组织工程 Baghele

心理学与
计算机

科学领域

＃１４ 名称匹配算法 Tatry

＃１０ 网络２０ Xie

管理科学

领域

＃１ 非源项 Chi[３４]

＃４ 技术接受模型 Hsiao;Kratochvil

＃１２ 三螺旋理论 Leydesdorff;Swar

(１)传统LIS领域.
布莱达(MasＧBleda)[１５]等基于欧洲的在线出版

物,使用爬虫技术对１５２５名高被引科学家进行研

究,这是第一个对链模式高被引研究者机构网站的

研究,用以确定哪些网络资源被科学家们发布.斯

图德(Sotudeh)[１６]等使用科学计量方法与比较的方

法,就女性科学家在科学生产力、影响等方面与男性

科学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虽然女性科学家人数较

少,但同样有较好的科研成果和影响.拉弗蒂(RafＧ
ferty)[１７]等通过对八位用户的调查访谈,对基于故

事图像的索引输入法进行了探讨.戈卢布(GolＧ
ub)１８]等对将杜威十进制分类法(DDC)作为建立知

识组织系统(KOS)增强社会标签,提高主题索引和

检索信息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受控词汇表索

引和检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苛勒(Koler)[１９]

等以发表在２００７年的１４个国际期刊中的文献为研

究对象,对土木工程领域开放获取文献的被引次数

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开放不是引用的充分条件,但增

加了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引用次数.阿尔瓦雷斯(AlＧ
varez)[２０]等使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虹膜识别研究领域

进行了全面概述.郭(Kuo)[２１]等使用共被引方法模

型对核心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现了运用

多元统计技术来构建知识结构的表征.吴(Wu)[２２]

等通过对台湾大学３２名被试者进行调研,研究了研

究生如何看待和使用谷歌学术搜索.索步尔(AlＧ
Shboul)[２３]等运用角色法、系统设计法等,以约旦王

国的一个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环境抽样为例,研究

了集成现有 的 信 息 需 求 行 为 的 模 型.布 龙 斯 坦

(Bronstein)[２４]等运用分布式的信息检索自我认知

量表(IRSPS)对２０５名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发
现参与者报告了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

(２)医学信息领域.
戈尔泰普(Gultepe)[２５]等开发了一个决策支持

系统,用于患高乳酸盐血症的高危病人的生命体征

的 常 规 测 量,支 持 实 验 室 研 究. 斯 塔 尔 茨

(Stultz)[２６]等对剂量警报是否合适进行了评价,将
警报与订单分类,比较了儿科医院内定制的和非客

户 化 的 恰 当 的 剂 量 警 告 范 围. 贝 格 海 莱

(Baghele)[２７]等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 Pubmed数据

库中印度牙医的文献的趋势进行了评估,发现从

１９６０年到２０１２年,每位印度牙医平均贡献了０５３
篇文献.

(３)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
加维兰(Gavilan)[２８]等探讨了移动广告引发的

心理意象的作用及其对信任和购买意愿的中介效

应.特拉(Tatry)２９]对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网络映射

到可视化的强度关系进行了研究.谢(Xie)[３０]探讨

了社会媒体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和识别等相关

问题.
(４)管理科学领域.
齐(Chi)[３１]等研究了非源代码项目的特点,并

在社会科学文献评价中对德国对政治科学出版物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非源代码项目显著提高了出版

物的数量.萧(Hsiao)[３２]等运用基于意图的五个理

论模型对大学生的行为意图进行调查.克拉托赫维

尔(Kratochvil)[３３]等对使用在线学习进行信息素养

教学进行了研究.雷德斯多夫(Leydesdorff)[３４]等

测量了三螺旋协同在俄罗斯国家级、省级区域创新

系统中的水平.斯瓦尔(Swar)[３５]应用社会网络分

析技术的混合方法和三重螺旋指标,以网络知识的

视角对南亚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进行

了研究.
从上述领域的研究主题来看,研究热点呈现的

特点是集中在传统的LIS领域,研究主题不断深化、
扩展,使用的研究方法规范、科学.近２年的国际

LIS研究主题中,网络计量、索引、文献计量、信息需

求、信息检索是持续的研究热点.

４２　研究前沿分析

笔者认为研究前沿分析主要以共被引(Cited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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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前沿知识图谱

Reference)的文献网络关系加以体现.科学计量学

的奠基人普赖斯(Price)提出“研究前沿”的概念,即
科学引文网络中高被引且时效性强的文献集合.他

认为研究前沿能动态地反应某研究领域的本质[３６].
加尔菲尔德(Garfield)将研究的前沿定义为一组核

心的高被引论文和引用论文,认为研究前沿的名称

可以从论文标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或短语中提

取[３７].陈超美认为研究前沿是一组及时、动态且有

潜在研究价值的问题,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是引证

和共引痕迹[３８].本文中,Citespace的具体操作设置

是:“TermSource”部分同上文,“NodeType”部分

选取“CitedReference”选项.运行数据后,得到研

究前沿聚类图,见图２.
从图２可见,将共被引文献聚类后得到１６个研

究主题.结合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知识,排除相关

度较小的聚类后,以“＃０,＃１”等形式对聚类进

行编号,聚类号越小,其聚类的文献数量越多.共被

引文献的聚类情况如表４所示.
表４　共被引文献聚类表

Cluster

ID
Size Silhouette

Mean
(Year)

TopTerms(logＧlikelihoodratio,

pＧlevel)

＃０ ２４ ０６７７ １９９５ CoreActivity 核心活动

＃２ ２１ ０６０２ ２００４
Knowledge

Management
知识管理

＃３ ２０ ０４４０ １９９８
CoＧauthorship

Network
合作者网络

＃４ ２０ ０６５０ ２００６ Webometrics 网络计量学

＃５ １８ ０６１１ ２００３
Electronic

Resource
电子资源

＃７ １８ ０５４４ １９９５ Knowledge 知识

＃８ １８ ０３８９ ２０００ ITGovernance IT治理

＃９ １７ ０５２９ ２００２
Translational

MedicalResearch
转化医学研究

＃１０ １７ ０６４７ １９９６ Appraisal 评估

＃１２ １６ ０６５６ １９９７ hIndex h指数

＃１３ １６ ０５４９ １９９５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国际合作

＃１４ １５ ０５１０ １９９２

Unified Theory
ofAcceptanceand
UseofTechnoloＧ
gy(utaut)

接受和使用技术

的统一理论

基于LLR算法的聚类名称可客观反映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国际图书馆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将
上述聚类归纳为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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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研究前沿领域

领域 聚类号 主题 代表作者

传统LIS
领域

＃２ 知识管理 Meeks;Ancker

＃３ 合作网络 Kumar

＃４ 网络计量 Lorentzen;Niu;Tan

＃５ 电子资源 Veiga

＃１０ 评估 Savolainen

＃１２ H 指数 Bornmann

管理科

学领域

＃０ 核心活动 Veiga

＃１３ 国际合作 Chang

＃１４
接受和使用

技术统一理论
Hsiao

计算机科学领域 ＃８ IT治理 Turel;Pang;Chen

(１)传统LIS领域.
米克 斯 (Meeks)[３９]等 对 交 集 电 子 健 康 记 录

(EHR)进行研究,检查以往开发的概念模型的适用

性,以实现全面了解其对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
的影响.安珂尔(Ancker)[４０]等对电子健康记录的

影响(EHRs)结果的个体差异性进行了研究.洛伦

岑(Lorentzen)[４１]等运用网络计量学的方法,探讨了

计量学和网络挖掘两个领域潜在的更紧密的联系和

合作.韦加(Veiga)[４２]等通过对金融分析系统的实

证研究,探讨了企业系统(ES)的成功因素.萨沃莱

宁(Savolainen)[４３]等基于激励因素评价理论,研究

了情绪和情感激励在信息检索过程中的五方面的影

响.牛(Niu)[４４]等基于有效的科学引文角度,用文

献计量法分析了科学引文索引扩展数据库中１９９２
－２０１１年地球科学的相关科研情报.谭(Tan)[４５]

等对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１０年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中的蛋

白质学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评估全球相关科学成

果产出,发现研究人员集中在生化研究方法、生物化

学和分子生物学.
(２)管理科学领域.
韦加(Veiga)[４２]等通过对金融分析系统的实证

研究,探 讨 了 企 业 系 统 (ES)的 成 功 因 素. 常

(Chang)[４６]等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来确认天文研究机

构具有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关系,研究发现最强的关

系体现在相关机构的跨洲科研合作.萧(Hsiao)[３４]

等运用基于意图的五个理论模型对大学生的行为意

图进行调查.
(３)计算机科学领域.

提图埃尔(Turel)[４７]等对管理团队提供的集中

在信息技术资源的战略管理进行了研究,综合了资

源和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的观点与公司治理理论,检
查董事会层面的IT治理的关键前因和后果(ITG).
庞(Pang)[４８]等基于资源观,尝试建立一种有效的测

量技术,提出一种评估这些资源的协同效应对公司

的能力影响的方法,并使用组织理论发现IT驱动的

公司的战略角色资源.陈(Chen)[４９]等研究了信息

技术(IT)的业务价值,该研究通过调查填补了IT的

业务价值的中介作用这一空白,研究了该业务流程

的灵活性和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该研究的对象属

于计算机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则属于管理科学

领域.
从上述领域的研究主题来看,研究的前沿呈现

的特点是运用传统LIS方法研究跨学科领域的对象

(如有机发光二极管、交集电子健康记录、金融等).

LIS在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医学、生物学实践领

域的应用将成为今后LIS领域的研究重点.

４３　科学领域结构

科学领域结构可反应LIS领域所涉及的各个学

科之间的合作、交叉关系.可从合作者的聚类、文献

的聚类等方面进行探索,但最直观的方式,是直接分

析由 WoS导出的数据中的分类号(Category),运行

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研究领域分布图谱

表６　研究领域分布

发文量 研究领域分布 PageRank 百分比

２６５５
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SCIENCE
０１９ ８８３２

１３８２ COMPUTERSCIENCE ０１５ ４５９７

２９２
HEALTH CARE SCIENCES

&SERVICES
０３２ ９７１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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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 MEDICALINFORMATICS ０１５ ９７１

４６ GOVERNMENT & LAW ０４４ １５３

４６ LAW ０１５ １５３

３５ BUSINESS& ECONOMICS ０３２ １１６

３５ MANAGEMENT ０１５ １１６

由图３和表６可知,从发文量来看(图中年轮的

大小表示发文量的多少),LIS领域近两年覆盖的主

要科学领域依次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
健康护理科学与服务、医学信息、政府与法律、法律、
商业与经济、管理领域.从PageRank维度来看,政
府与法律的中性度最高,健康护理科学与服务、商业

与经济次之,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法律、管
理紧随其后.这表明,在图书情报领域的高水平成

果中,受网络关注最高的是政府与法律领域.本研

究样本文献构成的研究分布网络显示,上述研究领

域互相交叉,这表明当前的学科研究趋势正朝着以

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主,以其他相关领域为辅的多学

科交叉研究的方向演化.

５　结论

本文依据Citespace的引文分析及可视化功能,
在识别和探讨LIS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问题

过程中,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通过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SSCI数据库中２７

种核心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刊载的３２８７篇文献进

行研究,通过关键词与主题的 LLR聚类分析,发现

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医

疗信息等领域的图书馆传统服务和计量、信息需求

与检索、索引、信息检索、组织工程、名称匹配算法、
网络２０、非源项、技术接受模型、三螺旋理论等主

题是近两年国际LIS领域的持续研究热点.
其次,近两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主题不断

深化与扩展,当前的学科研究趋势正朝着以图书馆

学情报学为主,以其他相关领域为辅的多学科交叉

研究的方向演化,同时,注重诸如计算机科学、健康

护理科学与服务、医学信息、政府与法律、法律、商业

与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先进理论、方法和技术的

借鉴与应用,网络关注度由高到低的领域为政府与

法律、健康护理科学与服务、商业与经济、图书情报

学、计算机科学、法律、管理.传统LIS领域、管理科

学领域、计算机科学领域以及医疗信息领域的知识

管理、计量、h指数、高校图书馆、核心活动、国际合

作、接受和使用技术的统一理论、IT 治理等研究领

域的相关主题将成为今后LIS领域的趋势和重点.
最后,由于LIS是一个跨学科、可从多个角度的

进行研究的领域,本研究不免存在局限性,但不失为

一种有效地从限定时间段内的全样本、公允性较高

的数据中,探索数据之间的规律,从而为本领域的研

究者提供客观、实时、完整、有效的分析结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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