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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冶图书学术影响力
报告

———基于 CSSCI 的分析

贾摇 洁

摘摇 要摇 为考量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冶图书学术影响力的大小,本文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0
- 2007)数据,利用引文分析法,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冶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统计,推出该学科领域最有

学术影响的 137 种国内外学术著作。 研究发现,在各类型图书中,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产生最大学术影

响力的是国内学术著作;国外学术著作被引种数排在第二,但被引篇次和篇均被引次数都明显偏低,显示国外学

术著作对本领域学术影响有限。 表 3。 参考文献 11。
关键词摇 图书影响力摇 人文社会科学摇 CSSCI摇 引文分析法

分类号摇 G250. 74

ABSTRACT摇 Based on the data of CSSCI 穴 2000 - 2007雪 and using the method of citation analysis熏 this article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books cited in library熏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tudies熏 and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137
most influential academic books in this field publish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rticle also makes detailed studies of
these books熏 arguing for their leading roles in this field. 3 tabs. 11 refs.
KEY WORDS摇 Impact of books. 摇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摇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摇 Citation
analysis.
CLASS NUMBER摇 G250. 74

1摇 引言

图书是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学术资源,它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着极大的作用。
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的统计

数据,CSSCI 收录论文的引用文献中图书的比例

高达 50%以上[1]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分学科

领域对图书的引用占其全部引用文献的 31.
59% [2] 。 虽然本学科的图书被引尚未达到人文

社会科学的平均水平,但仍然不失其在研究领

域中的重要地位。
利用学术成果中的引文分析法,可以充分

且真实地揭示图书在科学与研究中的学术影

响。 为了推出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

最具学术影响的著作,我们借助 CSSCI,对其中

2000 - 2007 年间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

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选出了被引次数

较多的图书。 图书被引次数的多少,显示其研

究内容被学界所关注的程度,同时也说明该图

书对本学科领域的影响力大小。 我们推断,图
书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它的学术影响越大。 我

们将图书按被引次数多少从高到低排序,在兼

顾其他学科的基础上将图书累积被引次数占本

学科被引总数的 16%作为此次入选图书的最低

标准[1] 。 由于被引数量是一个积累的数据,越
早出版的图书其被引用次数越可能较多。 所

以,为了使所选出的图书较少受出版时间影响,
我们选书遵循如下标准:淤2000 - 2007 年间,
CSSCI 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论文引用 25 次

及以上的图书;于以图书的出版年算起,年均被

引 5 次及以上者。 根据择书标准我们遴选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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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种图书,这些图书总共被引 10184 篇次,占
本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总篇次的 13. 8% 。 可以

认定,这 189 种图书是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图书,它们是本学科

领域学者的思想结晶和理论升华,为学科发展

提供了理论基础、思想导引与实践参考,对中国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极大

的学术影响力。

2摇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图书学术

影响概况

此次遴选出来的 189 种图书涉及面宽泛,为
了更科学地分析不同类别的图书对本学科产生

的不同影响,我们将这些图书分成 5 类:领袖著

作、历史文献、工具书、国外学者著作、国内学者

著作(见表 1)。

表 1摇 入选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论文引用图书的类别统计

被引图书类别

内容类别
领袖著作 历史文献 工具书 国外学术著作 国内学术著作

被引种数 4 27 21 27 110

被引篇次 358 1792 1265 1079 5690

被引篇次所占比例(% ) 3. 52 17. 6 12. 4 10. 6 55. 9

选出图书的篇均被引 89. 5 66. 37 60. 24 39. 96 51. 73

摇 摇 从表 1 看出,对本学科产生最大学术影响

的图书还是来自国内学者出版的图书,不论种

数还是篇次,所占比重均超过 55% 。 历史文献

对本学科学术影响也较大,它的被引种数与国

外学术著作并列第二,但其被引篇次和篇均被

引次数要远远超过后者,特别是篇均被引次数,
也超过了国内著作和工具书,而位居各类入选

图书篇均被引的第二位,说明图书馆、情报与文

献学领域学者非常重视历史文献,同时也与该

学科包含文献学、目录学等需要大量阅读与借

鉴历史文献的二级学科有关。 对工具书的引用

是本学科的一大特色,表 1 显示工具书的篇均

被引次数超过了国内外学术著作,说明工具书

对本学科研究的平均影响力要高于学术著作。
国外学术著作虽然种数排在第二,但被引篇次

下滑到第四,篇均被引次数更是排在末位,与其

他社会科学类学科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篇均

被引次数最高的是领袖著作(高达 89. 5),说明

本学科学者十分注重领袖著作的指导性,但入

选种数偏少,本次仅有 4 本入选其中,说明本学

科学者还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确保

本学科的研究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
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将国内外学术著作

细致分类,着重探讨这两种类型图书对我国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产生的学术影响。

3摇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领域的影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是一个开放性的学

科,它的开放性不仅仅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的融

合、借助先进的技术等,还表现为对国外先进理

念、技术、方法和经验的汲取。 在此次遴选出的

189 种图书中,国外学术著作(包括已被翻译成

中文的)有 27 种,占所有图书总量的 14. 3% ,种
数不多;同时被引篇次占总被引次数的比例仅

为 10. 6% ,且该 27 种图书的篇均被引也远低于

其他类别图书,仅为 39. 96。 表 2 给出了入选的

国外学术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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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国外学者学术著作

序号 图书信息
被引
次数

1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著;胡泳等译. 《数字化生存》 . 海口:海南出版
社,1996 95

2 (印)阮冈纳赞著;夏云等译. 《图书馆学五定律》 .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70

3 (加)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著;何道宽译. 《理解媒介:论人的
延伸》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3

4 (美)William Y. Arms 著;施伯乐等译. 《数字图书馆概论》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 61

5 (美)施拉姆(W. Schramm),波特(W. E. Porter)著;陈亮等译. 《传播学概论》 . 北京:新华出版
社,1984 60

6 (美)沃纳·赛佛林(Werner J. Severin)等著;郭镇之等译.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 51

7 (加)Jiawei Han 等著;范明等译. 《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46

8 (英)麦奎尔等著;祝建华等译. 《大众传播模式论》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2

9 (苏)米哈依洛夫著;徐新民等译. 《科学交流与情报学》 .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 41

10 (德)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著;曹卫东等译.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 上海:学林出版
社,1999 39

11 (美) 杰西·H.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38

12 (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著;夏铸九等译. 《网络社会的崛起》 . 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1* 38

13 (美)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第二媒介时代》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5

14 (英)菲利普·吉尔(Philip Gill)主持编写;林祖藻译. 《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 . 上海:上海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34

15 (美)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 北京:商
务印书馆,2000 33

16 (美)罗杰·菲德勒(Roger Fidler)著;明安香译. 《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 . 北京:华夏出版
社,2000 31

17 (美)谢伦伯格著;黄坤坊译. 《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 .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 30

18 (美)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著;陈小悦译. 《竞争优势》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30

19 Nonaka, Ikujir侪. 《The knowledge鄄creating compan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8

20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等编;何道宽译. 《麦克卢汉精粹》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2000 28

21 (美)布鲁斯·金格马(Bruce R. Kingma)著;马费成等译. 《信息经济学:信息工作者的成本 - 收
益分析指南》 .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28

22 (美)维纳·艾莉(Verna Allee)著;刘民慧等译. 《知识的进化》 .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28

23 (美)E. M. 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著;殷晓蓉译.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 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200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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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图书信息
被引
次数

24 (美)斯蒂文·小约翰(S. W. Littlejohn)著;陈德民等译. 《传播理论》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 26

25 (美)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著;郭进隆译.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 . 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6

26 (英)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著;王文斌译.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 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1 26

27 (美)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等著;张帆译. 《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 . 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5

摇 摇 注:带“*冶号的图书多次出版

摇 摇 分析表 2 中书目看出,其中的图书基本都

是 1980 - 2002 年间国外最新学术著作或是该期

间国内引进、翻译的国外相关学术著作。 在所

有 27 种图书中,译著有 26 种,原版外文图书只

有 1 种,这说明国内学科研究人员虽然很重视

对外来成果的引用,但对国外原著的获取和阅

读能力需要加强。 27 种图书中,美国学者著作

有 17 种,占 63% ,说明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领域,美国的学术水平与学术成果要遥遥领先

于其他各国。 如果再对引用这些图书的原文进

行查询,就可以获得这些图书在哪些领域产生

影响。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对表 2 中的图书划分

几个方面:传播学或传播媒介类著作、图书馆学

研究类著作、信息学相关领域类著作以及其他

著作。

3. 1摇 传播学或传播媒介类著作

传播学与传播媒介类图书应该说属于新闻

学与传播学学科,但本学科的论文大量引用,一
方面说明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的交叉

性,尤其是信息传播、文献传播等研究领域,在
大量地汲取其他学科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说明

了国外的传媒理论方法和技术成果受到本学科

的特别关注。 入选的这类图书共 10 种,在 27 种

国外著作中占有 37% 的比重,对本学科信息传

播研究的影响非常之大。 这部分图书包括:《理
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麦克卢汉精粹》、《传播

学概论》、《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二

媒介时代》、《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传
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传播理论》、《认
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信息规

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
为了分析本学科引用这些著作的观点和得

到的启示,我们对本学科引用较多的四本传播

学著作做简要解析。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被引 63 次)的作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是西方

传播学巨匠,他被称为“继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

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冶,《理解媒介:论人的延

伸》是他的成名作。 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是理

论篇,论述了他的四种观点:地球已成为小小的

“地球村冶;媒介即是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冷
媒介和热媒介。 第二部是应用篇,以第一部的

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从古到今的 26 种媒介[3] 。
《麦克卢汉精粹》 (被引 28 次) 的作者是马歇

尔·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该书

主要阐述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主要思想。 所

选内容包括著论、书简和讲演。 这本书是他的

案卷精要,被引较多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麦克

卢汉研究的媒介涉及人类生活的众多领域和各

个层面,所以他的书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

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读者都不乏教益和启示价

值。 他的“环球村冶思想、媒介的研究等对本学

科信息传播研究领域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启

示作用,对促进信息传播理论、技术、方法等研

究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传播学概论》(被引 60 次)是在中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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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最重要的外国著作之一,该书从跨越

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界限和

综合性的新视角来观察一切类型的人类传播,
打通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界限,并且特别

体现了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重视[4] 。 该书作者

威尔 伯 · 施 拉 姆 ( Wilbur Schramm, 1907—
1987),被誉为传播学的奠基人。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被引 51
次)向我国读者介绍了当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

一些传播理论与研究,阐述了大众传播理论、基
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
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到 20 世

纪 60 年代其作为美国大学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

域的出现。 可见我国学者在研究信息传播的同

时,也非常关注国外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的

发展变化,并分析、借鉴、对比、修正,使之适合

于我国信息传播领域的研究。

3. 2摇 图书馆学研究类著作

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受欧洲学者的影响很

大,“图书馆学冶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图书馆学家

施莱廷格(M. W. Sehrettinger)于 1807 年提出来

的。 在遴选出的国外学术著作中,图书馆研究

方面的著作有四种,分别是:《图书馆学五定律》
(被引 70 次)、《数字图书馆概论》(被引 61 次)、
《图书馆学引论》(被引 38 次)和《公共图书馆服

务发展指南》(被引 34 次)。 这 4 本书有涉及早

期图书馆学理论之作,也有近期数字图书馆理

论与实践的代表之作,还有介绍国外公共图书

馆服务方面的著作。
美国学者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和“印度

图书馆学之父冶 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
最早被引入我国。 《图书馆学引论》出版于 1976
年,是世界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教科书之

一,该书回顾了图书馆的历史,论述了“图书馆

与社会冶、“了解读者与图书冶、“机器的神通冶、
“图书馆学的新方法冶、“结构组织资料冶、“教育

与研究冶、“图书馆与情报服务冶等理论问题。 阮

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把图书馆的基本问

题概括为五条基本法则:图书在于利用,每位读

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约读者的时间,

图书馆是个发展着的有机体[5] 。 这两本书的引

用文献主题都涵盖了图书馆学基本问题,包括

图书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图书馆哲学、图书

馆精神等,以及对两书作者图书馆观的讨论与

评价。 不同的是,《图书馆学引论》的引用文献

还较多涉及了图书馆学理论流派和图书馆学的

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图书馆学五定律》的引用

文献则更多地涉及到数字图书馆对图书馆五定

律的弘扬与新诠释问题。
《数字图书馆概论》 一书作者 William Y.

Arms 把注意力放在介绍当前数字图书馆的活

动、趋势和研究方面。 书中的每个插页都考察

了数字图书馆技术、应用或研究的某个重要方

面。 本书引用文献的主题集中在数字图书馆的

各个方面,包括: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策略、建设

模式、资源管理、信息服务等。
《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介绍了公共图

书馆的作用与目标、法律与经费制度、适应用户

的需求、人力资源、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与宣传等

内容[6] 。 本书的引用文献主题是各类型图书馆

服务问题及与服务紧密相连的图书馆人力资源

建设与人才建设问题。

3. 3摇 信息学研究类著作

信息学又称信息科学,是由情报学拓展形

成,是研究信息的获取,处理,组织、传递、检索

和服务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 它以信息为研究

对象,以计算机等技术为研究工具,以扩展人类

的信息功能为主要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目

前信息学研究领域的专著对我国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的影响还不是很大,本次入选的相关

著作有 5 本:《数字化生存》、《网络社会的崛

起》、《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信
息经济学:信息工作者的成本—收益分析指南》
和《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 分析这

些书的引用文献,主要显示了它们在我国的数

字化研究、网络环境与文献信息交流、信息经济

的范式研究、信息市场、信息产品、信息消费、信
息能力、信息策略、信息分析、信息伦理、图书馆

人文精神等方面的论文引用,说明以上 5 本书在

这些研究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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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摇 其他著作

除了上述归类讨论以外,还有几本译著在

本学科相关领域发挥着很大作用。 如韩家炜

(Jiawei Han)的《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 (被引

46 次)对本学科的数据挖掘和信息处理领域的

研究帮助很大,可以说本学科最早从事数据挖

掘研究的学者主要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 (被引

41 次)是较早引入我国的国外情报学专著,他认

为情报学是研究科学信息的结构、特性和科学

交流全过程的一门科学,主要任务是揭示科学

交流系统的内在规律性。 这本书对我国早期情

报学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今对我国情报工作也还存在着一定影响。

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被引 30 次)
主要阐述了企业可以选择和推行一种基本战略

以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方法,这本书主要面

向企业管理和企业竞争,但书中的竞争思想对

本学科的竞争情报的研究与实践也有不小的

启迪。
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被引

30 次)是唯一一本进入表 2 的国外档案学著作,
该书从对档案定义、档案的双重价值鉴定论到

有关档案的整理等方面的理论及思想,不仅对

当时的档案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于

今天电子文件时代的电子文件与档案的管理也

同样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意义[7] 。

4摇 国内学术著作对我国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领域的影响

在此次遴选出的对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

献学最有学术影响的 189 种图书中,国内出版的

原著有 110 种,占 58. 2% ,它集中了改革开放以

来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出版的最有

学术价值的著作,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

该学科的发展状况,对学科体系和学术研究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0 种图书中,最早出版的

是《鲁迅全集》,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81
年出版;最近出版的是 2007 年南京大学苏新宁

教授和邹志仁教授等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学术影响力报告》;引用次数最多的是 1998
年吴建中教授的《21 世纪图书馆新论》,被引次

数达 202 次。 图书内容涵盖了图书馆基础理论、
图书馆史、文献分类学、文献计量学、数字图书

馆、信息管理学、信息经济学、信息组织与服务、
信息(情报)检索、情报学基础理论、竞争情报、
档案学、传播学和文献学等。 详细目录参见

表 3。

表 3摇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国内学者学术著作

序号 图书信息
被引
次数

序号 图书信息
被引
次数

1 吴建中:《21 世纪图书馆新论》* 202 56 刘国钧:《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39

2 徐引篪:《现代图书馆学理论》 198 57 包昌火:《情报研究方法论》 38

3 孟广均:《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164 58 范并思:《20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
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 37

4 邱均平:《文献计量学》 163 59 包昌火:《竞争对手分析》 37

5 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 154 60 胡昌平:《现代信息管理机制研究》 36

6 孟广均:《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 150 61 冯惠玲:《电子文件管理教程》 36

7 严怡民:《现代情报学理论》 124 62 彭斐章:《目录学》* 36

8 严怡民:《情报学概论》* 123 63 符绍宏:《因特网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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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图书信息
被引
次数

序号 图书信息
被引
次数

9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119 64 卢泰宏:《信息资源管理》,兰州:兰州
大学出版社,1998 35

10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 112 65 何嘉荪:《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
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 34

11 高文:《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实现》 107 66 岳剑波:《信息环境论》 34

12 于良芝:《图书馆学导论》 95 67 罗式胜:《文献计量学引论》 34

13 马费成:《信息经济学》 93 68 马费成:《信息管理学基础》 33

14 马费成:《信息资源管理》 92 69 黄宗忠:《文献采访学》 33

15 汪冰:《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 79 70 霍国庆:《企业战略信息管理》 32

16 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 76 71 张琪玉:《张琪玉情报语言学文集》 32

17 吴宝康:《档案学概论》 71 72 李彬:《传播学引论》* 32

18 赖茂生:《计算机情报检索》 70 73 陈禹:《信息经济学教程》 31

19 王崇德:《文献计量学引论》 70 74
邓绍兴:《档案管理学》,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1996* 31

20 刘炜:《数字图书馆引论》 67 75 张守文:《信息法学》 31

21 包昌火:《企业竞争情报系统》 65 76 赖茂生:《科技文献检索》* 31

22 吴志荣:《数字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
实》 65 77 黄宗忠:《图书馆管理学》 31

23 程焕文:《信息资源共享》 63 78 王知津:《竞争情报》 30

24 冯惠玲:《档案学概论》* 61 79 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 30

25 张晓林:《元数据研究与应用》 59 80 刘嘉:《元数据导论》 30

26 李华伟:《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59 81 程亚男:《书海听涛:图书馆散论》 30

27 初景利:《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
究》 58 82 李国新:《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 30

28 吴建中:《21 世纪图书馆展望:访谈录》 58 83 陈禹:《知识经济的测度理论与方法》 30

29 吴建中:《DC 元数据》 58 84 周文骏:《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 30

30 吴建中:《战略思考:图书馆发展十大热
门话题》 57 85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图书馆

学基础》* 30

31 袁咏秋:《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56 86 郭莉珠:《档案保护技术学教程》 29

32 王子舟:《图书馆学基础教程》 54 87 马张华:《文献分类法主题法导论》 29

33 岳剑波:《信息管理基础》 54 88 韩玉梅:《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 29

34 杨威理:《西方图书馆史》 53 89 吴慰慈:《图书馆藏书,补充、组织、控
制、协调》 29

35 缪其浩:《市场竞争和竞争情报》 52 90 鲁迅:《鲁迅全集》* 29

36 胡昌平:《信息服务与用户》 51 91 史忠植:《知识发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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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图书信息
被引
次数

序号 图书信息
被引
次数

37 张琪玉:《情报语言学基础》* 51 92 沈继武:《文献资源建设》 28
38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49 93 谭祥金:《信息管理导论》 27
39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49 94 谢新洲:《电子信息源与网络检索》 27

40 李希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
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49 95 张新华:《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 27

41 宓浩:《图书馆学原理》 48 96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 27
42 曹树金:《信息组织的分类法与主题法》 46 97 胡昌平:《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 26

43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图书馆学
教程》 44 98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图书分

类》编写组:《图书分类》* 26

44 俞君立:《文献分类学》 43 99 周继良:《图书分类学》* 26
45 庞景安:《科学计量研究方法论》* 43 100 邵培仁:《传播学》 25

46 吴慰慈:《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
寻》 42 101 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 25

47 彭斐章:《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 42 102 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 25

48 中国图书馆学会:《世纪之交:图书馆事
业回顾与展望》 42 103 卢泰宏:《国家信息政策》 25

49 周庆山:《文献传播学》 42 104 严怡民:《情报学研究导论》 25
50 周宁:《信息组织》* 41 105 李培:《数字图书馆原理及应用》 24

51 储荷婷:《 IN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原
理、工具、技巧》 40 106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 22

5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40 107 宋炜:《语义网简明教程》 21
53 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 40 108 戴维民:《信息组织》 20

54 胡昌平:《信息管理科学导论》 39 109 李东来:《城市图书馆集群化管理研究
与实践》 17

55 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 39 110 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
力报告》 5

摇 摇 注:带“*冶号的图书多次出版

摇 摇 表 3 中图书几乎涵盖了本学科所有主要研

究领域,由于文章篇幅的原因,现选择 11 个主题

来讨论这些图书的概况和特点,以及它们的被

引情况。

4. 1摇 图书馆学基本理论类著作

图书馆学理论是图书馆学的研究核心之

一,它是图书馆实践的升华,是图书馆研究者思

想认识的理论结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推动

了当时当地图书馆实践的发展。 入选此类的图

书共 21 种,在 110 种国内著作中占有 19% 的比

重,可见图书馆学理论对本学科的发展影响之

大。 这部分图书包括:《21 世纪图书馆新论》、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概论》、《国外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图书馆学导论》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21 世纪

图书馆展望:访谈录》、《战略思考:图书馆发展

十大热门话题》、《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图
书馆学基础教程》、《图书馆学原理》、《理论图书

馆学教程》、《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
《世纪之交: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刘国钧

图书馆学论文选集》、《20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

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图书

馆管理学》、《书海听涛:图书馆散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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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论文集》、《图书馆学基础》 (北京大学图

书馆学情报学系) 和 《图书馆学基础》 (吴慰

慈)。
为了分析本学科引用这些著作的观点和得

到的启示,我们对本学科论文引用较多的 6 本

图书馆基本理论著作做简要的解析。 吴建中的

《21 世纪图书馆新论》(被引 202 次)认为,在现

代高新技术的推动下,图书馆发生着一场革命,
图书馆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发生着剧烈变

化。 全书围绕着图书馆工作重心的转移、业务

重心的转移、服务重心的转移、收藏载体的延

伸、业务工作的延伸和服务对象的延伸层层展

开,表示图书馆是未来终身教育和文化娱乐中

心、信息传播与交流中心[8] 。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理论图书馆学教

程》(被引 44 次)和徐引篪的《现代图书馆学理

论》(被引 198 次)均将图书馆学理论置于信息

资源管理理论的框架内进行探讨。 前者把图书

馆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以探讨图书馆学在知

识信息贮存和交流中的作用;后者则理清了图

书馆学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的隶属关系以及图书

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和博物馆学等学科的分

工合作关系,明确了图书馆学的研究核心和发

展方向,从而为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条

新的思路[9] 。
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被引 154 次)和

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 (被引 112 次)两书,
均讨论了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图书馆的社会

职能、图书馆的类型、图书馆事业、图书馆网、图
书馆工作、图书馆科学管理和图书馆现代化,未
对图书馆工作的技术方法做详细的介绍。

在《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 (被引

150 次)一书中,作者从理论、技术、服务、管理和

教育五个方面,抓取 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较有现

实意义和指导价值的若干论题,向所有从事图

书、情报、档案、文献资料工作的同行们提供相

关的 新 思 想、 新 观 点、 新 理 论、 新 方 法、 新

技术[10] 。
我们仔细查阅了引用此类图书的期刊论

文,分析了它们的研究领域,得到如下结论:引
用图书馆基本理论图书的期刊论文的主题基本

上集中在图书馆基础研究上,包括图书馆研究

对象、图书馆属性、图书馆哲学、图书馆未来模

式等等,对国外高校信息服务和管理模式也有

介绍,还有论文谈及面向新世纪图书馆管理和

信息服务的未来发展方向。

4. 2摇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类著作

信 息 资 源 管 理 (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

美国首先发展起来然后渐渐在全球传播开来的

一种应用理论,是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以计算

机和现代通信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所

催生的一种新型信息管理理论。 信息资源管

理,就是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对文献资源进行组

织、控制、加工、规划的一种经济活动,它是当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热点之一。 此次入选

的相关著作有 11 种,分别是:《信息资源管理导

论》、《信息资源管理》 (马费成)、《信息资源共

享》、《信息管理基础》、《信息管理科学导论》、
《现代信息管理机制研究》、《信息资源管理》
(卢泰宏)、《信息管理学基础》、《企业战略信息

管理》、《信息科学原理》、《信息管理导论》。 它

们基本上反映了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

源共知、共建、共享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经查阅,引用此类图书的论文主题基本上

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信息资源自身概念、属
性的研究;其二,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科发

展的关系,包括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
学科建设等问题;其三,图书馆如何开展信息资

源管理工作,包括如何对信息资源进行宣传、组
织管理与开发,如何利用信息资源开展用户服

务,怎样培养未来的信息管理人才等。

4. 3摇 科学计量与评价类著作

科学计量学是当前国内外图书情报界重要

而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文献计量学是该领域

的基础学科。 它是在文献的基础上采用适合于

文献量化的各种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如数学方

程式、表达式、定理、定律、图表和函数等来对文

献进行量化的一门学科。 在 110 种国内学术著

作中,科学计量与评价方面的图书有 6 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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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献计量学》、《文献计量学基础》、《文献计

量学引论》(王崇德)、《科学计量研究方法论》、
《文献计量学概论》和《文献计量学引论》(罗式

胜)。 这些图书可以说均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

奠基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图书情报学

非常活跃的研究热点网络计量学、信息计量学

没有图书入选其中。 可以预料在不远的将来,
随着人们对网络计量、信息计量研究的不断深

入,网络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方面的图书必将

进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最具影响力的学术

著作行列。
此次入选的科学计量学图书中,被引次数

最多的是邱均平教授的《文献计量学》 (被引

163 次),出版时间最早的是邱均平教授的《文献

计量学》和罗式胜教授的《文献计量学引论》(被
引 34 次),它们均发表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两

书的构思、布局和章节安排大致相同,不同的

是,邱均平在描述三大定律时着笔较重,用了很

大篇幅叙述布拉德福定律、齐普夫定律和洛特

卡定律的来龙去脉及公式的详细推导过程,而
罗式胜在书中专辟模糊数学一章并作了介绍,
这是罗书一大特色[11] 。

《文献计量学基础》(被引 76 次)主要介绍

文献增长与文献老化的理论、文献计量学的三

条基本定律和一般原理以及引文分析;《文献计

量学概论》(被引 40 次)介绍统计分析的基本程

序以及关于文献量变规律、著者规律、文献流通

规律和用户规律的统计分析方法和步骤。
《科学计量研究方法论》(被引 43 次)是一

部系统介绍科学计量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学术专

著。 该书在对科学计量学形成与发展作简要说

明的基础上,全面系统介绍了科技管理领域中

重要的计量研究理论与方法,包括科学计量指

标体系、科技统计方法、文献计量研究、引文分

析方法、科学能力论,以及科学价值评价和科学

选择原理等。
分析这些书的引用文献,发现它们的引用

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引文分析与评价,
包括对各种学科期刊和数据库的分析与研究;
其二,利用文献计量学的相关定律确定图书馆

工作重点、情报服务的未来方向或利用引文分

析结果指导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包括藏书建设、
读者服务等等;其三,为网络计量学、信息计量

学的兴起提供理论依据。

4. 4摇 情报学基础理论类著作

情报学基础理论是情报学科的研究核心,
是情报学科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和思想认识上

的再度升华,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

依据并起着理论指导作用。 此次入选的情报学

基础理论图书有 7 种,总被引篇次为 414 次,与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相比,无论从被引种数上,还
是在被引篇次上都远不及前者,这与近年来开

展得如火如荼的情报学研究不太相称,说明情

报学基础理论正在渐渐淡出情报研究者的视

线,这不能不引起情报专家的高度重视。 通过

调查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入选图书的作者非常

集中,其中我国情报学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严怡

民教授就撰述了 3 种,分别是:《现代情报学理

论》、《情报学概论》和《情报学研究导论》;张琪

玉教授撰写了 2 本关于情报语言学方面的著作,
分别是《情报语言学基础》和《张琪玉情报语言

学文集》;情报学家包昌火和张新华分别撰写了

《情报研究方法论》和《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

要》。 这一方面说明情报学基础理论精品图书

不仅存在着种数少、被引次数少的问题,更应引

起重视的是鲜见年轻学者。 说明在年轻一代情

报学学者中,他们的学术视角已逐渐从情报学

理论研究转移。
7 种入选图书中,严怡民教授的《现代情报

学理论》和《情报学概论》引用次数最多,分别达

到 124 次和 123 次。 《现代情报学理论》在正确

分析当前情报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抓住现代

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重点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

而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一系列新的富有创见的

结论。 它的研究起点高、立意新颖、内容丰富、
论述深入、观点鲜明, 把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水

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情报学概论》第一

次详细、系统地介绍了文献定量分析的方法和

原理,使方法论研究由定性为主向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转变。
张琪玉教授的《情报语言学基础》(被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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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唯一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情报语言学的理

论、方法、内容与最新发展趋势的经典之作。 包

昌火的《情报研究方法论》 (被引 38 次)阐明了

情报研究方法论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框架,论述

了现代情报研究的各种科学方法。
《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被引 27 次)

的作者张新华依据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范围、
对相关学科的借鉴、研究方法和应用目标等几

个维度,对众多的情报学论述做了区分,勾画出

情报学的各个流派。
查阅这些图书的引用文献后得到,该类引

用文献主题大致分为四类:淤《现代情报学理

论》、《情报学概论》和《情报学研究导论》的引

用文献主题涉及面较广,包括信息系统和信息

化建设、情报或信息产业、情报或信息系统、情
报学研究和情报学学科建设等;于《情报语言学

基础》和《张琪玉情报语言学文集》引用文献主

题集中在图书或网络信息分类、关键词标引、情
报检索语言及其词汇控制等问题上;盂《情报研

究方法论》的引用文献主题集中在信息分析与

评价、信息研究方法上;榆《情报学理论流派研

究纲要》的引用文献则主要讨论情报学学科发

展问题。

4. 5摇 信息检索与情报检索类著作

情报检索是情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
是近年来情报学中很受各国学者重视的一个重

要理论研究领域。 情报检索最早的意义是图书

馆文献检索的同义词。 现代科学的进步,计算

机网络技术在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应用,使情报

检索已发展成为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分支学科,
其检索类型已从当初的文献检索,发展到现今

的电子资源检索和网络信息检索。
此次遴选出的情报检索类图书共 5 种,分

别是《计算机情报检索》(被引 70 次)、《 INTER鄄
NET 网络信息检索:原理、工具、技巧》(被引 40
次)、《因特网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被引 35
次)、《科技文献检索》 (被引 31 次)和《电子信

息源与网络检索》(被引 27 次)。 分析这些书的

引用文献,发现论文引用主题主要集中在信息

检索、信息检索策略、信息检索系统、网络搜索

引擎的介绍和评价、数据库检索等问题上,说明

以上 5 本书在这些研究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

影响。
《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介绍计算机情报检

索的原理和技术方法。 《因特网信息资源检索

与利用》、《 IN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原理、工
具、技巧》和《电子信息源与网络检索》均以网络

信息检索作为图书论述的出发点和核心,谢新

洲的《电子信息源与网络检索》还全面系统地说

明了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的内容类型

和特点,以及检索这类网络空间内书报刊的方

法。 《科技文献检索》的出版时间较早,主要讲

述的是手工检索科技文献的工具和方法。 随着

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不断进步,该书多次修订、
再版,充实了很多有关科技文献检索领域的新

变化和新发展方面的内容。
可以看出,计算机检索方法、网络资源和电

子资源的检索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手工

检索科技文献的工具和方法已渐渐不再符合信

息社会的要求。 研究传统检索工具的相关图书

迟早会被论述新型检索系统的图书取代。

4. 6摇 数字图书馆类著作

新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的生存

模式,数字图书馆已成为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

向。 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是用数字技术

处理和存储各种图文并茂文献的图书馆,实质

上是一种多媒体制作的分布式信息系统。 它把

各种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用数

字技术存贮,以便于跨越区域、面向对象的网络

查询和传播。
在 110 种国内著作中,有 5 种图书主题与数

字图书馆相关,它们是:《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

术实现》、《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数字

图书馆引论》、《数字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实》
和《数字图书馆原理及应用》。 这些图书都论及

数字图书馆的理念、基础条件、组织模式以及运

作方式等多领域的问题,使我们对数字图书馆

有了完整的认识。
《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实现》 (被引 107

次)介绍数字图书馆从概念原理到系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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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所需要的理论、算法与系统的知识。 《电
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被引 79 次)是国内

有关电子图书馆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对电

子图书馆的若干基础理论做了深入的开拓性研

究,系统全面地总结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

代初以来多国在电子图书馆方面的实验、技术

开发活动,并详细讨论了中国发展电子图书馆

的现实问题。 另外,书中列出了数百篇参考文

献,是一份相对完整的电子图书馆研究书目。
《数字图书馆引论》(被引 67 次)阐述了数

字图书馆的基本概念、结构、具体实施运作规

程、外环境及未来发展趋势。 《数字图书馆:从
理念走向现实》(被引 65 次)论述了数字图书馆

理念的形成、数字图书馆得以构成的基础条件、
数字图书馆的组织模式以及运作方式、数字信

息资源的建设、数字信息资源的整序和数字信

息资源的长期保存。 《数字图书馆原理及应用》
(被引 24 次,2004 年出版)以国内外数字图书馆

研究和建设的最新成果为基础,以相关信息技

术为主线,由数字图书馆理论、技术、应用三大

部分组成,突出理论的严谨性、技术的先进性、
方法的系统性、实例的实用性。

对引用此类图书的期刊论文进行了认真地

查阅后发现,数字图书馆类图书在以下四个方

面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其一,数字图书馆的建

设与发展策略、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模式、中外数

字图书馆比较等;其二,数字图书馆技术,包括

中间体体系结构、互操作与分布式构件技术、数
字资源存储与处理技术等;其三,数字图书馆教

育,包括图书情报人员素质教育和用户教育;其
四,对数字图书馆基本工作的展望,包括未来图

书馆馆藏建设问题、电子出版物采访与维护、期
刊工作研究及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等问题。

4. 7摇 竞争情报类著作

竞争情报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

争策略的信息研究,是市场剧烈竞争和社会信

息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既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

础,也是情报研究工作的延伸和发展,已成为信

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热点。 随着情报学基础理

论研究的趋缓,情报学家已逐渐将自己的注意

力投向这个作为知识经济和现代智能服务业在

国际上迅速崛起的竞争情报行业上,并把它作

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 我们相信,随着国内

外对竞争情报概念和活动的深入研究和竞争情

报业的不断发展,必将推动我国情报学理论框

架的重构和完善。
在遴选出的国内学术著作中,竞争情报方

面的著作有 4 种,它们分别是:《企业竞争情报

系统》 (被引 65 次)、《市场竞争和竞争情报》
(被引 52 次)、《竞争对手分析》(被引 37 次)、王
知津的《竞争情报》(被引 30 次)。 这 4 本书都

是竞争情报领域的经典著作,全面地阐述了竞

争情报的相关内容,包括企业竞争、竞争情报系

统、竞争情报搜集与整理、竞争情报分析方法、
竞争情报处理技术、竞争环境情报研究、竞争对

手情报研究、竞争战略情报研究、专利竞争情报

分析、竞争情报产品与服务、竞争情报法律规范

与职业道德、反竞争情报等问题,是我们学习竞

争情报理论的好教材。
引用竞争情报类图书的论文主题较为集

中,包括竞争对手分析、人际网络分析、竞争情

报系统构建、竞争情报方法、竞争情报软件的开

发与评价、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等等,说明此类

图书在竞争情报研究领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4. 8摇 信息经济学类著作

信息经济学是信息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是一门研究信息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变化特征

的科学,它包含宏观信息经济学和微观信息经

济学,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信息的经济作用、信
息的成本和价值、信息的经济效果、信息产业结

构、信息系统、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理论。 目前

在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专著对我国图书馆、
情报与文献学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进入选择标

准的图书只有 3 种:《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与

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教程》。 它们的被

引篇次也分别只有 93 次、40 次和 31 次,这说明

信息经济学领域亟待更多的学术精品来引导该

学科的持续发展和深入研究。
对此类图书的引用文献进行仔细地查阅,

分析、归纳它们的研究主题,基本上得到如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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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引用信息经济学图书的论文主题几乎涉及

到本学科大多数领域,包括信息化指数测评、信
息化评估模型、信息产业、信息产品价格与估

算、信息产品营销、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污染与

控制、信息安全与防范等。 说明此类图书对该

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4. 9摇 档案管理与档案学类著作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规律的科

学。 主要研究档案的形成、发展以及档案管理、
利用的规律和方法。 此次入选的档案学著作有

8 种,分别是 :《档案学概论》 (吴宝康)、《档案

学概论》 (冯惠玲)、《中国档案事业史》、《电子

文件管理教程》、《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

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学》、《档案保

护技术学教程》和《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内
容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科的所有研究领域。 下面

选择被引次数最多的 3 种图书,对它们的内容

梗概做一个介绍,并对此类图书的引用文献主

题做出分析。
吴宝康的《档案学概论》(被引 71 次)是一

部比较全面 、系统 、深入地研究档案学基础理

论的著作,全书从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
案学科发展四方面讨论档案学的基本问题。

冯惠玲的《档案学概论》(被引 61 次)从档

案、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基础性、总体性知识层

面,以及档案与档案事业的基本规律两个方面

对档案学进行系统讲解。
《中国档案事业史》(被引 39 次)对我国档

案事业发展作系统阐述,目的在于探求发展的

规律,阐明其对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诸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以期总结历史经验,
为当前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分析此类图书的引用文献主题,发现主要

显示了它们在档案属性、档案价值、档案保管、
档案管理、档案资源开发、档案人才培养、档案

学科发展及档案事业方面的论文引用,证明此

类图书在档案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4. 10摇 元数据与知识发现类著作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冶。 它为各种形

态的数字化信息单元和资源集合提供规范、普
遍的描述方法和检索工具,为分布的、由多种数

字化资源有机构成的信息体系(如数字图书馆)
提供整合的工具与纽带。 数字图书馆的运作,
无论是存取过程还是检索过程,都是以元数据

方案为基础实现的。 换言之,元数据方案为数

字图书馆分布式信息资源的发现和检索奠定了

基础。 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方向,
元数据也因此日渐成为图情专家研究的重要

内容。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集中识别出有效的、新

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过

程。 知识发现将信息变为知识,从数据矿山中

找到蕴藏的知识金块,将为知识创新和知识经

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知识发现也是现今图书情

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但此次遴选出的元数据与知识发现相关图

书不多,只有 4 种,它们是:《元数据研究与应

用》、《DC 元数据》、《元数据导论》和《知识发

现》。 4 种图书的被引篇次也分别只有 59 次、58
次、30 次和 28 次,而且这四种图书的出版时间

均在 21 世纪初。 可以预测,元数据与知识发现

研究领域已进入一个学术瓶颈期,突破这个平

台,会有大量的学术精品问世。
分析此类图书的引用文献发现,元数据类图

书的引用文献主题主要集中在元数据的各种相

关问题上,包括元数据登记系统、元数据比较分

析、元数据编制、元数据原理与应用、元数据与

MARC 格式转换问题等。 知识发现类图书的引

用文献主题涉及两方面:其一,知识发现的各项

技术问题,包括分类、数据挖掘和文本挖掘、基于

搜索引擎的知识推送、利用关联规则进行知识抽

取等;其二,知识发现模型的构造与应用。

4. 11摇 其他著作

除了上述归类讨论外,还有部分国内著作

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产生着较大的

影响。
《国家信息政策》(被引 25 次)是中山大学卢

泰宏教授于 1993 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讨论信息

政策的专著。 张守文、周庆山合著的《信息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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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 31 次)的问世,则开了我国信息法学研究

的先河。 可以说,信息法学的研究是从信息政策

的研究入手起步的。 这两部著作对我国信息事

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网络环境下如何达到作者权益和使用者利

益之间的平衡是数字化时代学界面临的又一难

题。 薛虹的《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被引 25
次)着眼于网络时代的版权、网络时代的商标权

及反不正当竞争、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法律环

境等问题;吴汉东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

究》(被引 25 次)认为合理使用制度在保证著作

权人的创作激情和公众利用信息之间进行了恰

当地平衡。 这两本书在现代社会如何进行知识

产权保护及如何在尊重他人权益的基础上合理

使用他人的学术成果等方面引起了广泛而热烈

的讨论。

本次遴选出的 110 种国内学术著作涉及 80
位学者和 3 个团体著者。 80 位学者中 3 位专家

各有 4 种图书入选,他们是吴慰慈、吴建中、胡昌

平;4 位专家各有 3 种图书入选,他们是严怡民、
马费成、黄宗忠、包昌火;9 位专家各有 2 种入

选,他们是张琪玉、岳剑波、彭斐章、孟广均、罗
式胜、卢泰宏、赖茂生、冯惠玲和陈禹。 此外,还
有 64 位专家各有 1 种入选。 3 个团体著者分别

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南开大学图书

馆学系和中国图书馆学会。

5摇 结语

图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学术资源,
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也产生了极大的

学术影响力。 各类型图书中,对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领域产生最大学术影响力的是国内学术

著作,国外学术著作被引种数排在第二,但被引

篇次和篇均被引次数都明显偏低,显示国外学

术著作对本领域学术影响有限。
国外著作中对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是传播学

与传播媒介类成果,图书馆学研究著作和信息学

著作次之,还有部分数据挖掘、情报学、档案学译

著对学科发展产生着影响;国内著作几乎涵盖本

学科所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图书馆学基本理

论、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科学计量与评价、情报学

基本理论、信息检索与情报检索、数字图书馆、竞
争情报、信息经济学、档案管理与档案学、元数据

与知识发现、信息组织与服务、图书馆基础工作

等,这些图书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发展

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是研究人员从事各

项科研活动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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