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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外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比较分析

摘摇 要摇 本文运用文献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对 1998 年至 2006 年国内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发表的部分学术

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国内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目前已相对发展成熟,知识管理成为该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 与国外文献相比较,国内文献的适用时间相对较短,文献利用速度相对较慢,刊载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研究论

文的期刊相对集中,作者合作智能发挥还不够充分。 在研究热点问题方面,国内外情况比较一致,网络、知识、技
术、用户等问题是共同的研究重点。 表 12。 图 4。 公式 5。 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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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信息资源管理(IRM)是指为了确保信息资源的有

效利用,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手段对信息资源实施计

划、组织、控制、协调的一种人类管理活动[1]。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信息资源管理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

领域在美国兴起并逐渐受到其它国家学者的关注,我国

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开始涉及该领域[2]。 为了解

国内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情况,本文将通过文献计量

的方式对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比较与分析。

1摇 数据获取

本文将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作为国

内文献统计来源,以“篇名冶或“关键词冶中包含“信息

资源管理冶作为检索条件,共筛选出 340 篇中文文献;
将 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

引扩展版)和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 作为国外文献* 统计来源,分别以

“IRM冶、“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冶作为关

键词进行检索,共检出 199 篇符合要求的英文文

献。**为方便描述,文中将 CSSCI 的简称约定为“中
文数据库冶或“中文库冶,将 SCIE 和 SSCI 共同简称为

“外文数据库冶或“外文库冶。

2摇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比较分析

2. 1摇 文献增长规律分析

科学知识量的增长及其规律与科学文献的增长

及其规律是紧密联系的,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直接反

映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情况[3]45 - 55,因此科学文献的

数量是衡量科学知识量的重要尺度之一。 表 1 列出

1998 ~ 2006 年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研究论文的详细数

量,其中 A 为当年论文数,B 为论文累积量。

摇 * 由于英文文献在 SCIE 及 SSCI 中占 90%以上,本文外文数据特指英文文献数据。
摇 ** 本文抽样时间为 2007 年 11 月 5 日。 因 CSSCI 数据库最早回溯至 1998 年,所以统计样本的起始时间为 1998 年;又
因数据库内容更新的时滞性,统计样本的截止时间设定为 2006 年,以保证样本数据的完整性,所以中文样本的抽样时间段

为 1998 ~ 2006 年共 9 年的时间范围。 同时,为保证国内、国外数据的可比性,外文数据的抽样时间段与中文数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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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1998 ~ 2006 年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论文收录情况

库名 项目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中文库
A 23 36 36 25 47 30 57 46 40

B 23 59 95 120 167 197 254 300 340

外文库
A 1 3 35 19 24 27 33 33 24

B 1 4 39 58 82 109 142 175 199

摇 摇 表 1 中数据显示,中文数据库与外文数据库收录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研究论文的数量均呈逐年增长趋

势。 因在文献增长(或知识增长)规律研究中一般以

文献累积数据为依据[3]101 - 112,所以根据表 1 中 B 行

数据可绘出论文增长变化曲线图(图 1)。 1998 ~
2006 年中外文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研究论文的数量均

以线性方式增长,根据图 1 可将论文增长变化曲线拟

合为线性方程,其中 y 是论文累积量,k 是增长系数

(即直线的斜率),琢 是初始常数。 从图 1 中可以看

出,中文文献增长系数大于英文文献增长系数(k 中

文 > k 外文),也就是说在本文抽样统计时间范围内,
中文文献增长速度比外文文献增长速度要快,国内学

者此时更注重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 另外,由于此阶

段科学文献不是以指数方式快速增长而是以线性方

式稳步增加,所以按照普赖斯(D. Price)的逻辑曲线

增长理论推测,国内外对此领域的研究已经从学科最

初诞生和发展时期过渡到学科相对成熟时期。 虽然

文献增长率变小,增长曲线变缓,但这并不意味着信

息资源管理领域发展的停滞,而是该领域在取得重大

进展后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 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

该领域正面临新的突破,将产生出更新的分支领域,
而内容上更新的文献将进入一个新的急剧增长时期。

图 1摇 1998 ~ 2006 年中外论文增长趋势比较图

2. 2摇 文献利用情况分析

在文献快速增长的今天,国内外科研人员利用文

献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本文从文献利用的广度和速

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2. 2. 1摇 文献利用广度分析

平均引文数,即平均参考文献数是测度文献利用

广泛程度的有效方法之一。 虽然作者引用参考文献

的原因有很多[4] ,但某一学科领域研究论文的平均

引文数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献被利用的广

泛程度。 本文共获得有效中文引文 2090 条,外文引

文 4778 条,具体分布数据见表 2。

表 2摇 1998 ~ 2006 年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论文引文分布数据

库名 项目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计

中文库

论文量(篇) 23 36 36 25 47 30 57 46 40 340

引文量(篇) 126 167 205 113 333 202 451 195 298 2090

平均引文量(篇 / 篇) 5. 48 4. 64 5. 69 4. 52 7. 09 6. 73 7. 91 4. 24 7. 45 6. 15

外文库

论文量(篇) 1 3 35 19 24 27 33 33 24 199

引文量(篇) 8 95 581 452 416 554 1006 836 830 4778

平均引文量(篇 / 篇) 8. 00 31. 67 16. 60 23. 79 17. 33 20. 52 30. 48 25. 33 34. 58 24. 01

摇 摇 从表 2 可见,中文论文平均引文量从 1998 年的5. 48
条上升到 2006 年的 7. 45 条,而外文论文平均引文量则

从 8. 00 条上升到 34. 58 条,中外文论文的年均引文量呈

逐年上升趋势。 这说明随着文献数据库的开发、文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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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技术的进步,文献传播范围在不断扩大,某一领域高

水平的研究论文可被世界各国该领域的学者所引用,文
献利用广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同时也可以看出,
国内外学者利用文献的广泛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从整体来看,中文文献平均引文数为 6. 15,引文数量相

对较少,而外文文献平均引文数为 24. 01,约为中文文献

平均引文数的 4 倍,这与中外学者对文献的可获得程度

和对文献的广泛利用程度紧密联系。 当然,这也可能与

个别期刊特别是国内一些期刊为控制文章篇幅而控制

参考文献数量有关。 另外,外文文献中单篇文章引文数

最大为 405(出现在 2004 年),而中文文献中单篇文章引

文数最大为 38(出现在 2005 年),这也可以反映出中外

作者在文献利用广度上的差距。
2. 2. 2摇 文献利用速度分析

论文引用的速度或时差是评价一个学科领域跟踪

最新研究动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加菲尔德(E. Garfield)
曾提出即年指标对期刊利用速度进行测度,这里我们将

即年指标进行适当改造后对文献利用速度进行测度。

即年指标 =当年发表的论文引用当年论文的篇数
当年引文总数

(1)

根据此公式计算 1998 ~2006 年信息资源管理领域

中外文文献的即年指标,指标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1998 ~ 2006 年即年指标变化趋势图

摇 摇 2000 年以前中文论文的即年指标较高(0. 08 左

右),说明 1998 ~ 2000 年我国利用科技文献的速度相

对较快,但 2001 年中文论文的即年指标大幅下降,随
后几年即年指标也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0. 015 左

右)。 外文论文利用文献的速度在 1998 ~ 2000 年低

于中文论文利用文献速度(即年指标小于 0. 06),但
自 2001 年后情况发生了反转,外文论文文献利用速

度(即年指标在 0. 03 附近振荡)大于中文论文文献

利用速度(即年指标在 0. 015 附近徘徊)。 这说明

2001 年以后我国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学者利用该领域

最新文献的绝对速度降低的同时,利用最新文献相对

国外学者的速度也在下降。 因此,我国学者应紧跟学

科研究动态,加快文献利用速度,避免重复研究;同
时,图书情报工作者也应加快文献报导速度,减少文

献利用时差。
2. 3摇 文献老化规律分析

科学文献的老化是指科学文献随其“年龄冶的增

长,其内容日益变得陈旧过时,作为情报源的价值不

断减小直至完全丧失其利用价值的过程。 它是科学

技术不断进步,科学知识不断更新的必然结果。 引文

半衰期和普赖斯指数是反映文献老化速度的重要

指标。
2. 3. 1摇 引文半衰期

贝尔纳(J. D. Bernal)在 1958 年首先借用放射化

学术语“半衰期冶来描述科技文献的老化速度;巴尔

顿(R. E. Burton)和开普勒(R. W. Kebler)在 1960 年

将文献的半衰期定义为:某学科(专业)现时尚在利

用的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

表的;随后美国的《期刊引证报告》提出了引文半衰

期的概念[5] 。 利用引文发表年限即可计算出引文半

衰期,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论文引文发表年限分布情况

如表 3 所示。

表 3摇 1998 ~ 2006 年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引文发表年限数量分布

年份 库名
引文年限(年)

1 2 3 4 5 6 7 8 9 逸10
合计

2006
中文库 8 79 69 45 31 22 10 7 11 16 298

外文库 14 80 108 94 105 69 62 37 38 223 830

2005
中文库 2 33 45 38 22 16 11 4 5 19 195

外文库 22 79 97 91 73 63 62 71 39 239 836

—93—



第 34 卷第 177 期

Vol. 34. No. 177
中摇 国摇 图摇 书摇 馆摇 学摇 报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 年 9 月

September,2008

续表

年份 库名
引文年限(年)

1 2 3 4 5 6 7 8 9 逸10
合计

2004
中文库 8 90 89 66 46 44 33 11 13 51 451
外文库 50 121 130 135 110 96 54 49 38 223 1006

2003
中文库 3 25 42 18 26 18 9 13 4 44 202
外文库 9 30 56 76 53 71 56 40 30 133 554

2002
中文库 6 83 93 50 34 19 10 3 4 31 333
外文库 21 72 67 48 41 32 22 13 15 85 416

2001
中文库 1 23 29 19 9 4 1 1 3 23 113
外文库 15 40 54 52 42 36 32 22 18 141 452

2000
中文库 16 46 53 18 17 6 9 3 5 32 205
外文库 32 89 65 71 44 42 36 35 16 151 581

1999
中文库 13 44 39 31 12 6 4 4 3 11 167
外文库 3 23 8 15 10 5 7 9 2 13 95

1998
中文库 4 18 36 17 7 10 5 4 3 22 126
外文库 0 5 1 1 0 0 0 0 0 1 8

合计
中文库 61 441 495 302 204 145 92 50 51 249 2090
外文库 166 539 586 583 478 414 331 276 196 1209 4778

摇 摇 下面以 2006 年的外文数据为例来说明如何计算

引文半衰期。 由表 4 可知,最接近 50% 的引用累计

百分比是第 5 年达到的 48. 31% ,由此可计算出 2006

年信息资源管理外文论文的引文半衰期为:

引文半衰期 = 5 + 50 - 48. 31
56. 63 - 48. 31 = 5. 2(年) (2)

表 4摇 2006 年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外文论文引文发表年限数量分布

年份 项目
引文年限(年)

1 2 3 4 5 6 7 8 9 逸10

2006
引文数量 14 80 108 94 105 69 62 37 38 223
引文累计数量 14 94 202 296 401 470 532 569 607 830
累积百分比(% ) 1. 69 11. 33 24. 34 35. 66 48. 31 56. 63 64. 10 68. 55 73. 13 100. 00

摇 摇 根据表 3 中的数据利用公式(2)可计算 1998 ~
2006 年中文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论文的引文半衰期分

别为 3. 29 年、2. 68 年、2. 76 年、3. 18 年、2. 83 年、
4. 50年、3. 58 年、3. 46 年和 2. 90 年;外文论文的引文

半衰期则分别为 1. 8 年、3. 9 年、5. 76 年、5. 64 年、4
年、5. 74 年、4. 61 年、5. 89 年和 5. 2 年,中外文引文半

衰期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 3 所示。

图 3摇 1998 ~ 2006 年引文半衰期变化趋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外文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论文的

引文半衰期曲线大部分在中文论文引文半衰期曲线

的上部(1998 年除外,可能是 1998 年外文数据库数

据只有 1 篇,样本较少代表性不强的原因),这说明外

文数据库中该领域论文的适用年限在总体上大于中

文数据库中该领域论文的适用年限,外文数据库中该

领域研究论文的适用时间更长,老化速度更慢。 外文

文献引文时间跨度较大也印证了这一点。 外文文献

引文的时间跨度(从引文发表到被引用的时间)较

大,本文外文样本文献中引文的最早发表年限可以追

溯到 1908 年,时间跨度在 90 年左右,而中文文献引

文的最早发表年限是 1957 年,时间跨度仅为 40 年左

右,这是外文文献适用时间长、老化速度慢的一个具

体表现。 中外文献老化速度不同与数据库收录期刊

的范围、质量有正相关关系。 SCIE、SSCI 期刊来源广

泛,筛选严格,论文质量更有保障;CSSCI 的期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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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中文社会科学类期刊,期刊来源范围相对较

小,从而也影响了收录论文的质量。
外文文献的引文半衰期在 5 年附近振荡,并且振

幅越来越小向 5 年靠近。 由此推断,信息资源管理领

域外文论文的引文半衰期是 5 年,即现尚在利用的全

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 5 年内发表的,5 年后现有

文献中的一半将丧失其利用价值。 该领域中文文献

的引文半衰期则在 3 年附近波动,即该领域中文文献

的适用时间平均为 3 年,比外文文献适用年限少 2
年。 鉴于此,图书情报部门更要提高工作效率,加快

文献报导步伐,以便提高文献利用价值和利用速度。
当然,图书情报部门也可以 3 年和 5 年为界指导国内

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论文的排架和剔旧工作。
2. 3. 2摇 普赖斯指数

1971 年,普赖斯提出,发表年限小于 5 年的文献

称为“现时有用冶的文献,发表年限超过 5 年的称为

“档案性冶文献,把发表年限不超过 5 年的被引文献

数量同被引文献总量之比作为指标衡量文献老化快

慢的指数[3]191 - 195,它后来被人们称为普赖斯指数。

普赖斯指数 = 出版年限不超过 5 年的被引文献数量
被引文献数量

伊 100%

(3)

普赖斯认为,“有现时作用冶的引文数量与“档案

性冶引文数量的比例,是比引文的“一半寿命冶更为重要

的特征。 根据公式(3)计算 2006 年外文论文的普赖斯

指数为 48. 31%,因为引文在 5 年之内的累积百分比为

48. 31%(参见表 4)。 根据表 3 中论文引文年限分布数

据,利用公式(3)计算可获得 1998 ~ 2006 年的中文数据

库该领域论文的普赖斯指数分别为:65. 08%、83. 23%、
73. 17%、71. 68%、79. 88%、56. 44%、66. 30%、71. 79%和

77. 85%;外文数据库该领域论文的普赖斯指数分别为:
87. 50%、62. 11%、51. 81%、44. 91%、59. 86%、40. 43%、
54. 27%、43. 30%和 48. 31%。

图 4摇 1998 ~ 2006 年普赖斯指数变化趋势图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普赖斯指数在 1998 ~ 2006
年间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证明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外

文研究论文老化的速度逐渐放慢,又因为该领域中外

文文献数量均呈线性上升趋势(图 1),所以“现时有

用冶的引文数量正在不断增加,该领域学者需要阅读

更多的文献来跟踪最新研究动态,了解同行水平。
2. 4摇 期刊分布情况分析

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S. C. Bradford)从

文献统计入手,对文献分散数据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

后,提出了文献信息集中离散分布规律,即著名的布

拉德福定律。 我们利用布氏定律的区域分析法对国

内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期刊论文的集中离散情况进

行分析。
2. 4. 1摇 外文期刊分布情况

外文数据库中收录的 199 篇信息资源管理领域

的研究论文分散在 106 种期刊中,如表 5 所示。

表 5摇 1998 ~ 2006 年外文文献集中分散数据

序号 期刊名称 论文数

1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22

2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16

3 Electronic Library 12

4 Program鄄Electronic Library And Informa鄄
tion Systems 9

5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

6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7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5

8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9 Library Software Review
4

10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1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鄄
matics Association

12 Bt Technology Journal

13 Information Research鄄An International E鄄
lectronic Journal

3

14 - 24 - 2

25 - 106 - 1

摇 摇 由于篇幅关系,表 5 仅列出了刊载该领域研究论

文数大于两篇的期刊。 按照载文量的多少,将刊载信

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论文的相关期刊分成三个区:
刊载 6 篇及以上的期刊; 刊载小于 6 篇而大于等于

2 篇相关论文的期刊; 刊载 1 篇相关论文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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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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比近似等于 4,即 5:19:82抑1:4:42。

表 6摇 外文数据库期刊分区表

分区 期刊载文数量 期刊数量 论文数量

1 逸6 5 65

2 2 ~ 5 19 52

3 = 1 82 82

摇 摇 通过区域分析法得出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外

文核心期刊是排名前 5 位的期刊: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Electronic
Library, Program鄄Electron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但此结果受 SCIE
及 SSCI 收录范围的影响,因为 SCIE、SSCI 收录的是

经过筛选的、数量有限的期刊,很多此领域的期刊未

被收录其中,不在本文统计之列。
2. 4. 2摇 中文期刊分布情况

中文数据库收录的 340 篇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

文献分散在 75 种期刊上,如表 7 所示。

表 7摇 1998 ~ 2006 年中文文献集中分散数据

序号 期刊名称 论文数

1 情报科学 51

2 图书情报工作 39

3 情报杂志 30

4 情报理论与实践 24

5 图书情报知识 18

6 情报资料工作 17

7 中国图书馆学报 16

8 档案学通讯 15

9 图书馆论坛 14

10 图书与情报 12

11 情报学报 8

12 - 13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6

14 - 16 图书馆杂志 / 中国信息导报 / 图书馆工
作与研究

5

17 图书馆 4

18 - 19 档案学研究 / 大学图书馆学报 3

20 - 22 经济管理 / 国外社会科学 / 科技进步与
对策

2

23 - 75 - 1

摇 摇 按照区域分析法得出《情报科学》、《图书情报工

作》和《情报杂志》是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中文核心

期刊。 但此结果亦受到数据库收录期刊范围的限制,
同时也受期刊载文量及出版周期的约束。 由于中外

文数据库期刊收录范围的差别,该领域学者在使用国

内科技文献时应以中文数据库中该领域核心期刊为

主,查阅外文文献时首先考虑外文核心期刊,在阅读

核心期刊基础上再适当扩大范围。
由于 199 篇外文文献分散在 106 种期刊上,平均

载文量(x)为 1. 88 篇,而 340 篇中文文献仅分散在

75 种期刊上,平均载文量为 4. 53 篇,可见国内刊载

该领域论文的期刊更集中,国外刊载该领域论文的期

刊更广泛。 根据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文献集中分散数

据(表 5,表 7)计算得到外文期刊刊载该领域论文的

标准差(s)为 2. 88 篇,离散系数(vs =
s
x )为 1. 53,而

该领域中文期刊的标准差为 8. 85 篇,离散系数为 1.
95。 由于中文期刊载文量的离散系数远大于外文期

刊载文量的离散系数(1. 95垌1. 53),所以中文期刊

的载文量更不平均,载文数量差距更大(最大载文量

51 篇,而最小载文量为 1 篇,相差 50 篇),外文期刊

载文量差距则相对较小。
图书情报档案等学科的期刊是刊载信息资源管

理领域论文的主要阵地,另外计算机科学(如《Lec鄄
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经济学(如《经济管

理》)等学科刊物也登载该领域的研究论文。 信息资

源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主要由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构

成,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者在技术方面深化了信息资

源管理的研究内容,经济学界的学者则主要研究知识

经济时代背景下信息的服务和增值。
2. 5摇 作者分布规律分析

2. 5. 1摇 高产作者分析

普赖斯首先注意到高产作者研究的重要性。 他

在 1969 年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指出:撰
写全部论文一半的高产作者的数量等于全部科学作

者总数的平方根,这就是著名的普赖斯定律[3]255。
中外文数据库中的 340 篇和 199 篇信息资源管理领

域的论文分别是由 388 位作者和 511 位作者撰写

的。 根据普赖斯定律,在撰写中文文献的 388 位作

者中,前 19 位( 388抑19)作者是国内的高产作者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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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摇 国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高产作者

序号 作者 论文数(篇 / 人)

1 谢阳群 7

2 王进孝 / 孟广均 / 马费成 / 毕强 4

3
吴慰慈 / 邱均平 / 肖勇 / 杨达

皮介郑 / 李月琳 / 董慧 / 刘磊

郭星寿 / 党跃武

3

合计 19(人) 46(篇)

摇 摇 在撰写 199 篇外文论文的 511 位作者中,前 22

位( 511抑22)作者是该领域的核心作者,这里仅列

出 14 位撰写一篇论文以上的作者:Gillard. S,Bel鄄
lifemine. F,Cunningham. SW,Davies. J,Ducatel. K,Jo鄄
hansen. J, Li. EY, Mason. D, Oppenheim. C, Sure. Y,
Tarczy鄄Hornoch. P,Ulusoy. O,van der Duin. P 和 White.
M。
2. 5. 2摇 合作者分析

随着对合作者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规定了

合作度与合作率两个计量指标反映某学科领域内作

者合作智能的发挥程度,数值越高,合作智能发挥越

充分。

合作度 = (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作者总数
(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论文总数

(4)

合作率 = (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合作论文数
(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论文数

伊100%

(5)
从劳动规模角度分析,国内论文的劳动规模较国

外论文的劳动规模小,因为中文数据库中该领域研究

论文的平均合作度为 1. 46,而外文论文的平均合作

度为 2. 64;从合作智能发挥角度看,国外该领域学者

合作智能发挥更充分,平均合作率达到 70. 35% ,而
国内的平均合作率仅为 42. 5% 。 一般认为外文数据

库 SCIE、SSCI 中论文的质量相对较高,这可能与作者

合作度高、合作智能发挥充分有关。 因此,我国学者

也要注重科研合作,充分发挥团队作用以取得好的科

研成绩。
2. 6摇 科研实力情况分析

2. 6. 1摇 国家科研实力分析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在同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交流频繁,信息流动大,从而带

动了整个国家或地区某学科的发展,某国家(地区)
在某学科领域的作者数越多,则该国家在该领域的研

究实力越强。 本文是在对外文数据库(中文数据库

以收录国内期刊为主,不能作为各国研究实力分析的

依据)中作者所属国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家研

究实力进行分析的。
外文数据库的 511 位作者来自 33 个国家,其中

有 134 位作者来自美国,美国在该领域的科研实力排

第一位;有 53 位作者来自英国,英国的科研实力列第

二位;中国排第三位,共有 19 位作者(大陆作者 12
位,台湾作者 4 位,香港作者 3 位)的文章被 SCIE 或

SSCI 收录;加拿大、德国则分列第四、五位。 另外的

28 个国家是:澳大利亚、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印度、
波兰、斯洛文尼亚、荷兰、新西兰、土耳其、新加坡、比
利时、阿塞拜疆、克罗地亚、希腊、伊朗、以色列、牙买

加、日本、肯尼亚、科威特、马耳他、纳米比亚、葡萄牙、
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韩国和瑞典。 这些作者来自 33
个国家的 394 个研究机构,前十大研究机构如表 9
所示。

表 9摇 外文数据库中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十大研究机构

序号 研究机构 国家 作者数

1 Univ Washington 美国 8

2 Toronto Gen Hosp 加拿大 4

3 Univ Strathclyde(并列) 英国 4

4 Univ Med & Dent New Jersey 美国 3

5 Univ Missouri(并列) 美国 3

6 Victoria Univ Wellington(并列) 新西兰 3

7 Univ Maryland(并列) 美国 3

8 Univ Karlsruhe(并列) 德国 3

9 Univ Granada(并列) 西班牙 3

10 Johns Hopkins Univ(并列) 美国 3

摇 摇 前十大研究机构均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其中 5 个

来自美国,再次证实了美国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

究实力。 这些研究机构主要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

家,可见其它各国学者在运用非母语撰写科技论文时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语言的限制。 在这些研究机构

中除多伦多全科医院(Toronto Gen Hosp)外,其它 9
个机构都是高等院校,所以说大学在信息资源管理领

域的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2. 6. 2摇 地区科研实力分析

进行地区研究实力分析时以中文数据为主要依

据,仅对国内各地区的研究实力进行分析。 中文文献

的 388 位作者来自 25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表 10
中列出国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前十大研究地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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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列出国内该领域前十大研究机构。

表 10摇 国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十大研究地区

序号 省份 作者数 序号 省份 作者数

1 北京 89 6 湖南 27

2 湖北 83 7 吉林 22

3 江苏 56 8 安徽 17

4 广东 42 9 浙江(并列) 17

5 天津 35 10 河北 16

表 11摇 国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十大研究机构

序号 研究机构 作者数 序号 研究机构 作者数

1 武汉大学 64 6 浙江大学 12

2 中国科学院 32 7 北京大学(并列) 9

3 南开大学 23 8 中山大学(并列) 9

4 中国人民大学 19 9 吉林大学(并列) 9

5 南京大学 15 10 湘潭大学(并列) 9

摇 摇 北京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实力最强,有中

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湖北位列第二,其中武汉大学作者数

(64 人次)占了湖北省作者数(83 人次)的 3 / 4 强;江
苏排第三位,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是江苏省信息资源

管理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 从地区科研实力数据看

(表 10),我国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研究实力较弱,这可能与

西部大环境相对落后、信息资源管理问题还未引起西

部研究机构的足够重视、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人才相对

匮乏有关。 从研究机构数据看(表 11),各科研机构

研究实力差距较大,武汉大学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

研究实力最强,以较大优势处于领先位置。
另外,国内有 19 位作者的论文被外文数据库收

录,这些作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郑州航

空工 业 管 理 学 院、 香 港 大 学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学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国立中正大学(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鄄
ty)和台湾科技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鄄
ence and Technology)。 由此看出,我国台湾地区和香

港地区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实力也很强。
2. 7摇 研究热点分析

对中外文数据分析后获得 1201 个中文关键词,
720 个外文关键词,通过词频分析法对信息资源管理

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 1998 ~ 2006 年信息资源

管理领域中外文十大热门关键词在表 12 中列出。

表 12摇 1998 ~ 2006 年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十大关键词

序号 中文关键词 频次 外文关键词 频次

1 信息资源 100 internet 39

2 网络 87 system 36

3 知识 47 library 24

4 图书馆 39 knowledge 23

5 系统 33 information resource 20

6 教育 22 information retrieval 16

7 服务 16 law 13

8 电子商务政务 14 service 12

9 政策法规 12 electronic commerce 7

10 用户 8 user 6

摇 摇 中文与外文的前十大关键词差别不大,说明中外

作者在研究热点问题上具有一致性。 网络作为一种

新型的载体形式、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吸引了众多学者

对其进行研究;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检索与利用等

问题也是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因
此,“网络冶在中外文关键词排序中均很靠前。 同时,
信息资源的信息化、数字化问题及音频、视频等信息

载体形式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对“知识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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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越来越多,主要涉及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知识发现、
知识管理和知识管理系统。 也可能正是由于知识管

理作为信息资源管理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出现,才导

致 1998 ~ 2006 年信息资源管理论文数以线性方式增

长而非指数方式增长,这一观点与 S. H. Liao 的观点

相同[6] 。 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管理的一个核心机

构,逐渐由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实体图书馆的

研究向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的研究方向倾斜。 无

论是信息资源管理系统还是知识管理系统,国内外学

者对“系统冶的研究都比较多,从技术实现角度探讨

信息资源的管理。 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是近几年新兴

起的研究热点,另外,服务、用户、政策法规也是国内

外学者共同关注的方向。 对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是

国内的第六大研究热点,但却不是外文文献中研究的

重点,这与我国正在进行信息化建设,十分重视人才

培养与教育有关。 “信息检索冶在外文关键词中排第

六名,在国内排名则相对靠后,这是前十大中外文关

键词中的唯一不同之处。 此外,信息共享、知识产权

等问题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

3摇 结论

目前,国内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科技文献均以

线性方式增长,该领域发展已相对成熟,知识管理成

为信息资源管理新的研究方向。 国内文献的适用时

间相对较短,文献利用速度相对较慢,有较大的改善

提升空间。 国内刊载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研究论文的

期刊比较集中,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主要由图书情报档

案领域的学者构成,国外则相对分散。 国内作者合作

智能发挥还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提高。 国内外研究

热点问题比较一致,网络、知识、技术、用户等问题是

共同的研究重点。 总之,国内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情

况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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