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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基于 CSSCI 的实证分析

苏新宁

摘摇 要摇 根据 CSSCI 的引证数据对图书情报学研究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目前国内图书情报学论文存在着引用文

献偏少、引用外文文献比例较低、跨机构跨地区合作研究不够、理论研究成果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图书情报学

学科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提升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措施包括: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提升论文的学术

性、推出学科精品之作扩大社会影响、加强学科间合作、扩大学科成果的应用领域等。 表 4。 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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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言

一个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其学科对社会发展

的贡献、对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以及解决社会

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等有很大关系。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飞速

发展,学术地位有了很大改观,但是否已经具有

应有的学科地位? 这一直是本学科所关心的问

题。 笔者查阅了 CNKI,获取了近 30 年来 20 余

篇探讨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地位问题的论文,
提出了许多提升本学科学科地位的一些建议。

1983 年,学者吕斌撰文论述了图书馆的学

科地位问题。 他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

的交叉性等特点出发,并根据信息时代对图书

馆事业的要求分析,认为图书馆学在社会中的

作用和地位将日益重要[1] 。 以后又有许多学者

分析了图书馆学学科地位低下的原因,谭丽旭

认为:学科年轻、对文献内容研究不够、学科较

封闭等原因造成学科地位低下[2] 。 于鸣镝认

为:文献[2]指出的问题不是主要问题,其主要

原因还是来自于学科内部,指出本学科空泛的

理论不能指导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教育还不

能担当重任[3] 。 王子舟从公认度和成长度论述

了图书馆学地位低下的原因[4] 。 还有一些学者

为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提出自己的想

法[5 - 7] ,如傅荣贤认为:图书馆学没有相应的学

术地位是因为没有完整地把握图书馆实践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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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还过分迷恋单一向度的科学实证方法[7] 。
对情报学学科地位的讨论也有许多,如张

新华认为:情报学没有完全取得相应的独立地

位是因为它尚未形成自己独有的学科领域,尚
未在学科之林中找到既与其它学科有联系、又
能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位置[8] 。 岳剑波从情报学

理论构成和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探讨了情报

学为什么没有取得相应的学科地位。 马丽华、
王春梅等从情报学的学科独立地位分析了情报

学的学科地位问题[9 - 11] 。 另一些文章从维护情

报学学科地位的角度出发给出了一些建议[12] 。
还有一些相关论述基本观点和上述文章相

似或接近,本文没有引用或列出。 可以看出这

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图书情报学的学科

地位低下问题,有人给出了提升本学科学科地

位的一些想法,但从目前本学科的学科地位现

状来看,并没有根本的改观。 笔者认为,本学科

没有相应的学科地位有整个学界的认识问题,
但更主要来自我们学科内,如学科研究对象、研
究深度、成果的影响范围等都没有达到应有的

学术地位的要求。 本文将另辟蹊径,借助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对比图书情报

学与其他学科的差距与优势,深入探索图书情

报学学科地位低下的现状与根源,为改善和提

升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提供依据、指出努力

方向。

2摇 来自引文索引数据的图书情报学特

征分析

引文索引通过将科学的研究与文献紧密的

关联,可以用来考证科学知识的源流,发现学科

间的交融度,追踪学科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也
可以借助其进行学术资源、学术机构等评价。
但利用引文索引考察一个学科的学科特点并分

析其学科地位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本研究主

要是通过引文索引中有关数据,深究学科特点,
并分析为什么图书情报学没有应有的学科地位

的原因。

2. 1摇 图书情报学论文引用数据分析

任何一项研究通常都是建筑在他人的研究

基础之上,其成果不可能是空中楼阁,需要借

鉴、参考引用他人成果。 学术规范要求学术论

文凡借鉴、引用了他人的成果、观点和数据应当

注出其文献出处。 一般来说,研究深度越深,引
用的文献也会越多。 用引用文献概况来考察一

个学科的研究特征,可反映出一个学科的整体

学术规范程度、研究习惯、研究深度和学者的学

风。 因此,一个学科整体学术规范程度越高,成
果引用的文献也相对较多,学者通常具有良好

的研究习惯和严谨的学术作风。

表 1摇 图书情报学论文和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引用文献概况比较

年摇 度
有引文论文比例(% ) 篇均引用文献数量 引用外文文献比例(% )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2001 79. 3 59. 5 4. 58 5. 11 20. 4 32. 2

2002 84. 4 64. 3 5. 43 5. 77 19. 3 33. 1

2003 88. 6 71. 2 6. 35 6. 58 20. 1 34. 0

2004 87. 1 74. 3 7. 04 7. 38 20. 0 34. 2

2005 89. 5 77. 7 7. 45 8. 19 24. 7 35. 5

2006 90. 5 81. 4 8. 07 9. 01 26. 5 36. 5

2007 92. 0 82. 8 8. 55 9. 51 29. 3 37. 0

2008 92. 9 84. 8 9. 02 10. 22 30. 0 3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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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从表 1 看出,图书情报学具有良好的学术

规范,图书情报学论文有引用文献的比例较高,
每年平均超过人文社会科学总体比例 10 个百分

点左右,而且,图书情报学期刊的参考文献著录

也十分规范。 虽然,图书情报学的论文有引文

的比例高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且图书情报学的

比例还在逐年提高,但从表中数据来看,人文社

会科学上升的更快,这种差距在逐年缩小。 如

果考察篇均引用文献数量这一指标的话,图书

情报学则低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数 1 篇左右,
假如我们只考虑有引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的

话,图书情报学较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数低得

更多。 这一数据说明,从整体而言,图书情报学

论文的研究深度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

水平(虽然我们不能用一篇文章的引用文献数

多少来断定一篇文章的研究深度,但从学科所

有论文的篇均引用文献数来考察,可以做出这

样的推理)。
表中另一组数据(引用外文文献的比例)则

显示了图书情报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

差距,这一数据一方面反映了图书情报学研究

与国外学术接轨程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差距以

外,另一方面说明了图书情报学学者整体在对

外文文献的获取和阅读能力上有一定不足。 但

从这一数据的年度变化情况来看,图书情报学

论文引用外文文献的比例在逐年增加,并在逐

步靠近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水平,这是图书情

报学科发展的良好迹象。
从影响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角度分析以

上数据,其影响主要来自:其一,引文数量偏少,
反映了整个学科论文的研究深度,特别是缺乏

理论研究深度。 一个缺乏理论深度的学科很难

在学界占据重要学术地位;其二,图书情报学与

其他学科(如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法学、教育学等)相比,国界差异很小,但引用外

文文献仍然偏少(如,以 2005 - 2006 年为例淤:
管理学 49. 16% ,政治学 48. 46% ,经济学 40% ,
社 会 学 37. 49% , 法 学 36. 34% , 教 育 学

35. 67% ),因此,很难想像一个对国外大量先进

的理念、方法和技术不能完全融为一体的学科

能在本国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2. 2摇 图书情报学论文合作状况分析

通过对合作论文状况统计可以分析各学科

研究形式,也可以通过其统计数据分析各学科

研究的特点。 不同的学科成果的合作度是不一

样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合作度上有

较大差距,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在此方面

也有一些差异,但随着学科之间的交融,各研究

领域的相互渗透,社会科学的合作成果将会越

来越多。 因此,通过对成果合作度的变化,可以

预示学科的发展,分析学科创新力的强弱;通过

对合作者的学科背景分析,可以发现交叉渗透

的边缘学科等;通过合作成果的统计分析,发现

学科之间的差距,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团

队精神。
合作研究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尤其是交叉

学科,合作研究是一种趋势,必然带来学科新的

增长点。 同样,通过机构间、地区间学者合作可

以优势互补,可以以强补弱,对学科的发展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对学科的创新力、学科竞争力的

提升有一定的帮助。

表 2摇 图书情报学论文和人文社会科学合作论文统计比较

年摇 度
合作论文比例(% ) 合作论文的跨机构合作比例(%) 合作论文的跨地区合作比例(%)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2001 27. 9 24. 3 21. 6 30. 6 9. 0 14. 0

2002 28. 8 26. 8 23. 3 31. 0 8. 6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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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摇 度
合作论文比例(% ) 合作论文的跨机构合作比例(%) 合作论文的跨地区合作比例(%)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2003 30. 1 28. 9 25. 5 31. 9 11. 2 15. 8

2004 30. 9 29. 9 26. 8 32. 1 10. 9 16. 5

2005 32. 4 32. 2 28. 5 34. 8 13. 0 18. 3

2006 34. 6 33. 5 28. 9 35. 8 14. 1 19. 1

2007 39. 6 34. 9 28. 4 36. 9 15. 8 23. 0

2008 39. 5 36. 3 29. 5 37. 2 17. 4 23. 4

摇 摇 表 2 数据显示,图书情报学科的合作论文

比例高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数,但在合作论文

中跨机构、跨地区的合作却低于人文社会科学

的平均数。 说明图书情报学合作论文多限于本

机构内部的合作。 目前的图书情报学成果的合

作主要还是限于本学科,大部分又为师生间的

合作,对本学科的成果扩散(指影响其他学科)
没有很大帮助,没有充分体现优势互补和学科

互补,对学科地位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兼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种

属性的图书情报学,应当加强学科之间的合作,多
出跨学科合作研究成果,使之在多个学科领域内产

生影响,这样才有利于学科地位的提升。

2. 3摇 其他相关数据分析

学术论文目的之一是进行学术交流,作者

机构作为学术交流的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因

此,在学术论文中是否标注了作者机构,也反映

了论文的完整性。 从学科角度分析,也说明了

该学科或该学科期刊的学术规范程度。
统计一个学科基金资助论文的比例,一方

面可以反映基金资助对学术研究产生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基金资助组织对这个学科

的重视程度,这两个方面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学

科在学界的学术地位。
学科是否开放,是否与其他学科交融。 这

一特征表现在论文的跨学科性,一般来说,一个

学科的跨学科论文越多,学科的交叉性越显著,
学科的发展越迅速,其学科的增长点也越多,学
科的创新力也越强。

表 3摇 图书情报学论文和人文社会科学合作论文其他数据比较

年摇 度
作者机构标注比例(% ) 基金论文比例(% ) 跨学科论文比例(% )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图书情报 人文社科

2001 97. 4 92. 4 3. 7 5. 9 16. 9 12. 9

2002 97. 6 92. 3 5. 3 7. 3 27. 2 16. 4

2003 98. 4 94. 0 9. 7 10. 3 16. 1 13. 8

2004 96. 8 94. 1 10. 9 12. 6 19. 6 10. 7

2005 97. 8 90. 3 15. 2 16. 2 19. 1 12. 4

2006 97. 9 92. 3 18. 3 19. 5 18. 3 11. 5

2007 98. 5 96. 4 24. 5 24. 2 23. 7 12. 3

2008 98. 7 97. 3 27. 9 30. 7 16. 6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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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3 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图书情

报学论文(也可以说图书情报学期刊)发文的格

式规范性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做得比较

好,如机构的标注一直稳定在 98%左右,但基金

论文的比例在早些年较低,最近几年有较大幅

度的增长,在逐步接近(个别年份超过)人文社

会科学的平均水平,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在图书情报学学科的立项情况,就可以看出这

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家基金在逐步重视图书情

报学学科的结果。 如 2000 年社科基金对图书情

报学的资助项目数只有 10 余项[13] ,而 2009 年

已达 66 项(不包括当年的后期资助和西部地区

项目) [14] 。
表 3 中的跨学科论文比例数据进一步证实

了图书情报学科的跨学科性,有 20% 左右的论

文是涉及两个学科,应该说,图书情报学是一个

创新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是在网络发展迅速的

时代,这个时代为图书情报学注入了很强的发

展动力,使图书情报学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得到

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表 4 的数据告诉我们,图
书情报学也在影响着其他许多学科。

表 4摇 图书情报学论文被其他学科论文引用统计(单位: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年度

学科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管理学 113 288 175 258 298 431 386 674

新闻学与传播学 133 240 330 354 333 374 465 322

经济学 79 156 137 178 153 174 180 331

教育学 67 142 100 146 173 210 236 228

法学 49 152 122 202 137 177 144 154

历史学 16 18 23 35 39 80 73 57

哲学 8 34 17 27 39 47 50 12

中国文学 5 14 13 18 23 49 34 38

体育学 13 21 22 11 10 25 34 22

社科综合类 1 0 9 14 6 16 23 44

文化学 6 12 4 13 8 8 29 25

摇 摇 图书情报学影响最大的是与图书情报学密

切相关的管理学和新闻学与传播学,其次是经

济学、教育学和法学,其他学科相对较小。 经查

阅被这些学科引用的图书情报学文章主题主要

涉及:管理学主要引用的是信息管理、知识管理

等;新闻传播学主要引用信息传播和期刊评价

方面的论文;经济学引用的有信息消费和信息

经济学主题的文章;教育学主要是信息素质教

育、网络学习方面的论文;法学的引用文献主题

主要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文章;历史学主要与

文献学研究的文章相关;其他学科引用数量较

少,主题也不稳定。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
图书情报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对其他学科

作用日趋增强。

3摇 对提升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问题曾引起本学科的

热烈讨论,普遍认为图书情报学科在整个学术

界没有应有的地位,缺少话语权。 例如,国内三

大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二次文献中的《新华文

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几乎没有转载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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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情报学文章[15] ,学界的重要学术决策群中也

少有图书情报学学者。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笔者认为,有学界对本学科长期的片面认识,也
有本学科自身的研究与定位问题。 因此本文根

据以上数据和对引文索引数据深入分析以后,
给出以下建议。
(1)增强理论创新能力,提升在学界的影响力

图书情报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本学科十分

关注的研究领域,也被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是图

书情报学科的前沿领域,如赖茂生通过对本学

科 30 位教授经过三轮专家问卷调查后的分

析[16]以及他对图书情报学前沿领域的讨论[17] 、
杨文欣等基于文献的情报学前沿领域调查分

析[18] 、叶鹰的图书情报学前沿研究领域选评[19]

等,无不认为图书情报领域的理论研究是本领

域的前沿课题。 因此,加强图书情报学理论研

究、提升图书情报学理论创新能力应当成为学

科提升地位的重要方面。
我们的前辈在图书情报领域创造了很多理

论,为本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这些理论的

影响主要局限于本学科,真正影响整个学界的

理论还很少,究其原因,关键是学科的封闭,以
及缺乏对这些理论应用范围的阐释。 如本学科

三大文献定律: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洛特

卡定律就完全可以解释许多社会和学术现象。
还有一些成就原本来源于图书情报领域,则未

能得到整个学界认同。 例如,超文本思想最早

的来源应归属于图书情报学的检索工具,元数

据思想来源于图书情报学专家的思考,等等。
而当今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图书情报学已

由封闭走向开放,是一个真正的多学科多领域

的交叉学科,过去的许多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

数字化时代,需要理论创新,加强理论实际的结

合,尤其是拓展本学科理论的应用领域,以引起

学界的重视,从而提升学科地位。
(2)重视学科的学术性,改变学界固有意识

长期以来,图书情报在公众的印象中,被认

为是一个工作性的学科(阐述图书情报部门的

工作)、服务性的学科 (整理检索资料服务公

众)。 可以想象一个工作性和服务性的学科能

在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学科地位吗? 回答是否定

的。 因此,如何改变外界对图书情报学科的认

识? 如何提升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 我们除

了研究图书馆、情报部门的工作规律、服务方法

以外,还要提升研究质量,增强学术性,从理论

高度来阐释研究对象。 所以,我们的学者要加

强学术论文的撰写,从理论高度来阐述我们的

工作或服务,提升论文的学术性。 从而逐步改

变学术界对图书情报学科的原有认识。
(3)推出精品之作,扩大社会影响

每年国内期刊上发表的图书情报学论文数

以万计,并逐年增加。 如,2000 年 CSSCI 收录图

书情报学论文 3000 余篇,到 2008 年已达 6000
余篇(检索 CSSCI 网站数据)。 如果仅从发文量

来看,图书情报学无疑已挤进了“大学科冶行列,
但这些论文中有多少在整个学界产生影响? 可

以说,图书情报学目前不缺乏论文,缺少的是影

响整个学界的精品之作。
文献[2]指出,“国内综合性期刊基本上不

发表图书情报学论文冶。 这说明除了学术界对

图书情报学学科认识上的偏差或承认度不够

外,更主要的是我们少有能够影响整个学术界

的精品之作。 因此,推出精品、推出影响整个学

界的学术成果是提升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一

个重要方面。 我们需要能够反映图书情报学的

精髓、改变学术界的认识、影响整个社会的精品

之作,以此扩大图书情报学的社会影响。
(4)加强机构间学科间合作,扩大学科间的影响

机构间的合作可以使我们学科内部实现强

强合作,学科间的合作可以使学术界更多地认

识我们的学科。 从表 2 看出,图书情报学学科的

跨地区、跨机构和跨学科的学术合作论文尚显

不够,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 再有,图书情报学

的合作论文比例虽然很高,但其中大多数的师

生合作文章是“虚假冶合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合作研究成果,最主要还是缺乏跨学科之间

的合作,这对属于交叉性学科的图书情报学的

加速发展是不利的。 因此,必须打破区域间和

学科间的壁垒,加强机构间和跨学科的合作,使
本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向其他学科扩展,将成

果逐渐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促使各学科重新

认识图书情报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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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一步加强应用研究,扩大成果的应用范围

图书情报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过
去主要应用于图书馆和情报部门的工作,在现

今网络资源为主流的环境下,图书情报学应该

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应用型成果不应当仅仅

限于图书情报工作,还需要渗透到电子政务、电
子商务、社会服务、企业竞争等多个领域。

因此,图书情报学科要加强应用研究,扩大

应用成果的实践领域,除了产品性质的成果外,
还需要创建出工具性成果,提供给各行各业运

用它,使各个领域留下图书情报学成果的痕迹,
以此扩大图书情报学学科的影响力。

4摇 结语

近 30 年来,我国图书情报学学科有了很大

发展,从仅有 2 - 3 个学校具有硕士点,发展到拥

有 10 多个博士点,4 个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以
及多个图书情报学国家重点学科,近 10 个机构

拥有博士后流动(工作)站,有 100 多个图书馆

学、情报学硕士点。 这样的队伍以及数字化社

会的发展,为图书情报学科带来了更广阔的舞

台,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借助这样的

舞台和机遇,加强理论研究,扩大应用研究,用
更多更精的成果影响社会和学界,为提升图书

情报学学科地位而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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