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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

（2005-2009）的统计分析
——工程项目及基金项目* 

摘要：基于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相关文献，对国内数字图书馆近5年的研究接受基金资助情

况、领域内重点基金项目和重点基金项目资助领域的分布情况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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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经过十

几年发展，已经从理论探讨为主转

向以实证分析和技术研究为主的成

熟研究范式。在这种情况下，各种

基金项目的资助对于国内数字图书

馆研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为

此，本文通过对国内近十几年来数

字图书馆领域研究成果受基金项目

资助情况的统计分析，较为系统地

考察了基金项目在该领域的关注点

和所发挥的基本作用。

1 历年基金资助情况
统计分析

通过对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研

究文献的统计可以发现：1998年以

后，由基金资助的文章在数字图书

馆研究领域的比重开始迅速上升；

至2009年，基金资助文章比例已占

到该领域所有文献的34.5%。这一

方面说明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越来

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另

一方面，基金资助文章的增多，也

有助于不断提升国内数字图书馆领

域研究的规范性和与实践结合的紧

密程度。

图1显示了从2000年到2009年
十年间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文

章中受基金资助比例的变化情况。 
从基金所资助的文章数量来

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四大国家

级基金项目的资助力度最大。表2
显示了资助文章数超过10篇的6个
基金项目。

2 领域内重点基金项
目统计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国内数字图书

馆各子领域受基金项目资助的基本

情况，我们将资助文章数量超过3
篇的基金项目定义为国内数字图书

* 本文受北京大学前瞻性研究课题“基于网络使用的中文科技期刊及论文评价机制和方法研究”资助。

年份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总计数

3

2

6

24

54

74

77

109

94

103

85

41

672

64

76

297

457

640

587

542

578

490

403

407

119

4771

文章
总数

基金文
章数 比例

4.7% 

2.6% 

2.0% 

5.3% 

8.4% 

12.6% 

14.2% 

18.9% 

19.2% 

25.6% 

20.9% 

34.5% 

14.1% 

表1 1998-2009年国内数字
图书馆领域研究文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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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研究领域的重点基金，并对上述

基金所资助的主要领域进行分析和

归类。表3显示了符合上述标准的

32个基金项目的所属基金名称、项

目标号、项目名称等基本信息。

观察表3可以发现，在全部32
个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重点基

金项目中，四大国家级科研基金占

了20项之多，其中国家社科基金9
项，国家自科基金7项， 国家863和
973项目各2项。这说明国家级重大

科研项目对于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

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3 重点基金项目资助
领域的分布情况

为进一步考察国内数字图书馆

研究各个分支领域受基金项目资助

情况，我们参照本系列文章的分类

标准，将上述32个基金项目按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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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文章比例

2002年 2003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114

99

25

25

18

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基金名称 资助文章数量

14.1%

12.3%

3.1%

3.1%

2.2%

1.7%

比例

海量信息的组织、管理、实现机制及其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

数字图书馆相关关键技术研究

语义网格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的应用研究

电子图书馆的相关关键技术

天津市高校数字化图书馆联盟建设

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检索模型研究

数字图书馆自学习知识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因特网上非规范知识处理实验平台

数字资源整合的理论与方法

数字馆藏评价与绩效分析

网络信息组织模式的优化研究

数字图书馆技术性与人文化的融合研究

数字信息服务系统的比较研究

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研究

中华文化数字图书馆全球化的关键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

可扩展的动态分布式实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方法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G19990327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0BTQ0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7302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9933010）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204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37304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4730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04963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4BTQ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4BTQ0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3BTQ021）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JA05154s）

山东省软科学基金（A200515-6）

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911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6022112014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0174050）

基金名称与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10

9

7

7

6

6

5

5

5

5

5

5

4

4

4

4

文章

图1 2000-2009年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文章受基金资助比例

表2 资助文章数超过10篇的6个基金项目

表3 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的重点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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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点分别归入一般性研究、数

字图书馆管理体系研究、数字图书

馆评价体系研究、数字图书馆资源

建设与资源组织研究、数字图书馆

服务研究、数字图书馆技术体系与

新技术研究和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

研究7大类之中，得到表4：
通过对表4中数据的观察，可

以看到，目前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

的各个分支领域受基金资助的情况

很不均衡。在所有6个子领域（不

算一般性研究）中，数字图书馆资

源建设与资源组织研究受到基金项

目的资助最多，共有11个基金项目

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其次是数字图

书馆技术体系与新技术研究和数字

图书馆服务研究，分别有5个基金

项目关注其研究。因此上述三个领

域属于目前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中

的“主流领域”，相比之下，数字

图书馆版权保护研究和数字图书馆

评价体系研究较不受到基金项目的

青睐，尤其是数字图书馆评价体系

研究，目前仅有1个基金项目对该

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因此我们认

为，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数

字图书馆评价体系和版权保护研究

的资助力度，以促进数字图书馆领

域研究的均衡发展，推动国内数字

图书馆研究走向新的高峰。

 

4 领域内其他重要科
研和工程项目

以上部分，我们基于文献计

量方法，回顾了近年来国内数字图

书馆领域研究的主要科研基金的资

助情况，主要对通过常规渠道发布

的一般性科研基金对学术研究的资

面向内容的海量信息集成、分析、处理和服务

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模式研究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转型研究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法律问题研究

基于本体的网络信息智能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

高校文献保障体系地区性网络的构建策略和管理模式研究

数字图书馆网格应用模型研究

网络信息过滤及图书馆应用研究

机构知识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虚拟个人数字图书馆

——面向用户的数字图书馆集成方案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环境

可视化通用虚拟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及其生成环境

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系统

开源软件与数字图书馆建设探讨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G19990327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5BTQ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3CTQ0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2CTQ001）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5sk223）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Y1056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1JAZJD8700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98JAQ8700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基金（05JJD870004）

教育部规划项目（01JA8700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7BTQ0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3BTQ001）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863-306-ZT04-02-2）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863-306-ZD11-03）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M03）

基金名称与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4

4

4

4

4

3

3

3

3

3

3

3

3

3

3

文章

图2 重点基金项目资助领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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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转型研究

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系统

中华文化数字图书馆全球化的关键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

天津市高校数字化图书馆联盟建设

数字图书馆自学习知识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高校文献保障体系地区性网络的构建策略和管理模式研究

可视化通用虚拟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及其生成环境

数字馆藏评价与绩效分析

海量信息的组织、管理、实现机制及其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

语义网格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的应用研究

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检索模型研究

因特网上非规范知识处理实验平台

数字资源整合的理论与方法

网络信息组织模式的优化研究

面向内容的海量信息集成、分析、处理和服务

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模式研究

网络信息过滤及图书馆应用研究

机构知识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开源软件与数字图书馆建设探讨

数字信息服务系统的比较研究

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研究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法律问题研究

虚拟个人数字图书馆——面向用户的数字图书馆集成方案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环境

面向内容的海量信息集成、分析、处理和服务

数字图书馆相关关键技术研究

电子图书馆的相关关键技术

数字图书馆技术性与人文化的融合研究

数字图书馆网格应用模型研究

开源软件与数字图书馆建设探讨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法律问题研究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

一般性研究

数字图书馆管理体系研究

数字图书馆评价体系研究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与资源组织研究

数字图书馆服务研究

数字图书馆技术体系与新技术研究

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研究

　研究分类 项目名称

助情况进行了分析。除了上述科研

基金项目之外，近年来我国还在国

家和地方层面实施建设了一系列重

大数字图书馆工程。例如在国家层

面，有文化部组织的与国家图书馆

二期工程同步实施的国家数字图书

表4 重点基金项目资助领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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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工程；在行业层面有科技部牵头

组建实施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及其网络服务系统；教育部组织实

施的国家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全

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二期）；

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的国家科学数

字图书馆工程；中共中央党校的中

共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工程以及中

国社会科学院数字图书馆建设和军

队院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等。

一般而言，这些数字图书馆

项目对于学术文章的资助情况并不

多见。较常见的如CALIS发布的一

些科研资助项目，如CALIS发布的

CALIS二期“数字图书馆基地”项

目、“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库”

项目等。此外，国家科学数字图书

馆CSDL对科研论文资助力度也较

大，从我们的统计情况看，其名下

的各类项目资助的相关论文达十余

篇之多。与对科研活动的直接资助

相比，这些国家级数字图书馆工程

的实施和建设过程本身，就构成了

我国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的重要实

践基础。因此有必要在本专题中对

其加以关注，对上述数字图书馆领

域重大工程的具体情况的介绍，文

献[1]给出了非常详尽的论述，篇幅

所限，本文不再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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