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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首次提出数字图书

馆这～概念以米．全球备国时数字罔书馆的研究与实

践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国从1994年左打开始对这

一顿域的摹础理论、关键技术、应用实践等进行了栩

关研究。经过近20年的发展．数字图书馆的相黄研究

已经成为“圆书馆、情于If与文献学”、“计算机科

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出现了一大批相芙研究成

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教育部、国家科技部、国家文化部咀发各省市科研机

构等先后资助了400多项数字圈书馆相关的研究项目。

本文扭重点对近十年来(2000年．2010年)全国并纽部门

资助的数字图书馆相关研究项目进行综音丹析．霹点对

各立项项目的研究主胜进行内容分析．拟从宏观上掌捌

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轨迹、研，兜热点及扎研究趋势。

2埘f充数螂

为了能从整体上对我凼近10‘r束数‘≯田B馆{砸域

相关研究项rl的概况进仃把握．笔者对截至2010≈：10

门30H的吾类盘项项目进行了统计。其中埘2000年剐

2009年的项目主要通过在知网巾按“基金项H”巾包禽

关键词“数字翻书馆”进行检索．在检索结果中逐一提

取缚篇论文中所标注的与数宁图书馆相关的基金项目。

对于2009年、20】0年的项口主要足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网站(wwⅥnpop静c『190vc『1)、国家自科

基金委员会嘲站(一m缸90v叨)以盐搜索引擎进行
盘找。对所检索到的数据进行排震处理厨，一共选用

3∽个项目作为本文的研究数据。

为了本文后断研究的需要，笔者对所选用的304个

项目数据进行了标注加工，标洼加工工作主要完成了项

目的研究主题标注、项目关键词标注、项日来源标注

等。其中时于一个项目中有多个研究主题的情况．标注

其主要的研究主题。

3肚术悄况分析

从整体}=对项目口碗数吼，项n地赋丹ml，项¨

柬塬等肇奉情况分析，能fi助于从宏观上掌握奉研究

领域的研究趋势、各地腻研究水平以及各级科研机构

对奉领域的咀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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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斯话题

3．1征项数情年度分析

对项目立项数量进行年度分析．可以揭示奉顿

域研究的热点程度和发展变化情况。2000 20lO年菩

类数字图书馆研究项目立项共304项(见图lJ。从圈

rf-的数据可以看出．从20呻年开始数字嘲书馆方面的

研究项目呈历年上升趋势+2008年为最高峰．达到89

项，但2009年和20lO年的统计数据中未能完整收集各

娄地方支持的项H数据。如单从国家级项目米看．

在2009年曰家礼科基金和n科基金分别有3项和l项．

2010年国家社科基盒和自科犟金分别有5项和1项．数

字罔l}馆顿域的研究项目立项数量也足墨上州趋势。

20口0⋯⋯⋯0⋯⋯0B 2⋯口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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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同时也能反映出各个地区时数宁图甘馆研究的

重视程度。对本文所收集的304个项目按地区进行分

类．分类结果如图2所示。

从图2中qI以看出．我国省均立项12项．其中高

于平均数的包括浙江、北京、湖北、广东、江苏．哪

川、山东、7日南这八个地区．完成了总项U数的73％，

其中浙江立项致艟最多．为54项．表明国内时数字图

书馆的研究有较高的地区集中度。对排名靠前的地区

进行分析，主要有如下儿个特点：第一、浙江立项数

量多主要是因为浙江省宁波市2008年共资助了35项备

娄数字图甘馆相关研究项目。第一、北京忭为我田的

政治、文化中心．拥有崮家级的蚓书馆、情报、梢案

等管理与服务机构”’。第1、北京、湖北、广东、江

掉等都足酗书情于Il档案学领域高校或研究所1分集一l，

的地K。lH时，从圈中nr以看山．全国只有25个省、

直辖市有数7罔书馆的研究立项．研究R域分布小均

衡．两北、两南地区口项数量偏少。如贵州、青海、

内蒙古等省没有项与数字图B馆研究相美的项U．

返与凶都地区数中图书馆学科教育欠发达以及经济小

艇达都前定的关系。

⋯⋯。”锚骝辫究项88‘揸年 3·3圳米源分析

3．2项R地I《舟拈分析

对项R立项地区集中与分；孜的分析可以描1i数字

图书馆这一主题d各个地区研究的分布情况．能反映

各地区在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实力和抽局． 般来

随．承{!i课题集中表明该地区且有较高的研究实力和

对项目来源分析可以揭示各类项U的级别阻应项

口的重耍程度。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嘲中的省厅

级项目包括各省的礼会科学基金、教育厅、酣政厅、

科拄厅资助的教阿々项、科技攻关项日等：桂级项U

包括幸国备高校资助的菏年研究项目、々题研究项

目等．科技部项口包括国家戟科学基金、863、973项

日；其他部蛋项目包括国家计委、国家财政部、国家

＆}目*镕日R日日#№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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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2 2000—20lO年数字图书馆研究项目拄地区统计簇状柱肜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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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3 2000一20IO年鼓字图情馆研究项目按项日来源统计簇状拄形图

档案局等部门资助的斋类专项。

从图3中H以后m，第一、隧家社科基金、国家自

然基金等国家级基金项目对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项

目资助力度鞍大．平均每年有接近4项国家社科箍金，

接近2项n科幕台第一数宁闭书馆研究项目柑到丁
国家科技部、文化部以及其他部委的大力支持，科挫

部支持的项日中j=E包括863¨划、973计戈町这样的l目家

重大科研计划项目．第二、全围备省缎部门1分重视

本领域的研究，其资助了137项，lIt总项日的45％．

4项n上题分析

对科研项目的主题分析有助于从内容特{lE上掌握

本领域的研究}·题、研究热点咀及研究趋势。F文将

从研究书题时序分析、研究丰题戈键词分析、研究热

点分析、基J‘关键1目的研究趋辫分析四个方面时项目

的研究-堪j：生行分析。

4．I研究#题时序分析

对研咒项日的主题进行仆析，并根据其内容特征

和内霹岫栩关性进行井樊．分为数字罔*馆建设、数

牛豳书馆技术、数字幽书馆服务等14个主越，然后按

年份进行缆|}．得到如表】所示的统¨表和如图4所小

的统计圈。

从表I所示的统计数据来看．数字图挣喧钡域的研

表l 2000—20】0年被字旧书馆研究项目主题丹布表

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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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车期话题。

裹l 2000—2010年数字图书馆研究项n主题分ml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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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4 20∞一如10年教字图书馆研究项目主琵分布统计图

究项目呈现如下特征：

笔者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注时尽量累用较宽泛的

概念来描述研究项日的主题， 共抽取了14个主题对

研究项目进行描述。从统计数据来看，研究项目主要

集中在数字留书馆建世、数字图书馆技术、数字图书

谐服务、数字国书馆理论、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数

字阁书馆版杖保护、数字嘲书馆系统、数字圈书馆管

理方面，这八个主题占据了所有项目的84 5％，呈现出

较强的粜中趋势。但从整体上来看．对数字翻书馆研

究的造韪范围较广。这与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新生的

研究领域、实践性较强等特点足相符合的。但从挪年、
∞I睥的数据来看．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题逐步趋向于
集中，数字国瑚服务、数字图书馆技术成为研究重点。

4．2研究士遵凳硅诃分析

＆，Ⅳ*镕#R

＆’#H*镕％”¨日m

f方式对并研究项目的关键词进行著录，统¨情况

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得Lh以下研究结论：

(I)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数宁阁书馆法律

问题、数字图书馆教育的关键词较少．研究内容

相对比较周定．不同研究项目之同的重复研究度

较高。

(2)数字图书馆技术、数字图B馆建设、数

字图书馆数字资源、数字图书馆理论方面的研究

项目的关键词很多，研究主题宽泛，研究热点不

一，百家争鸣。

(3)不同研究项目之间相互融合程度较高，

不同的研究项目从不同的侧面对同一个问题进行

研究。如对于“知识管理4遮一主韪．既有趴数

字图书馆拄术方面来对知识管理帽关实现技术进

行研究．也育从数字图书涫服务方面来对数宁图

书馆的知识管理服务方法进行研究。

对研究主题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揭示不同

研究主题的核心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笔者采用手 4．3基于关键词的研究热点舟析

5 舶1'{#s■{#第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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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0—20IO年敲字图书馆研究项目主题关键诃额率统计表

∞嗣蔷辐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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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利用关键词进行研究热点分析．对杯

tl：的关键词进行进步规范化处理，如将“知口{产权

战略”、“知识产权评估”等统标注为“知识产

权”，樽到出现频率前3啦的关键词。如表3所示。
从表3中町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信息资源、特

色数据库、个性化服务、检索技术等是近10年来各研

究项目的研究热点问题。其中知识产权方面的研究包

括知识广救评估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诊断，知

叭产权保护等：信息资源的研究包括信息资源开发、

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维织、信息资源战略，信息

资源管理等：特色数据库的研究包括特色数据库建设

技术、々业类特色数据库系统、特色文献数字化保存

等：个性化服务包括个性化服务模型、个性化服务技

术、个性化信息推荐，个性化服务方法等：检索技术

包括数字图}e馆检索方法、检索模型、智能化椅索、

图像检索等：数字图书馆建设研究乜括建设原则、建

设方法、建醴实践等：语义州的研究包括语义嘲技

术、谱义网格、语义互联、语义数字图书馆等：资源

整台研究包括资源整合方法、资源整合理论、资源整

合模式、资源整台技术等。

表4 20『19—2n10年数字罔书馆研究项目丰题美键词牺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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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柱4 20u9—2010年数宁I"#锕研究城I¨抛*键Iq频率统¨丧

。p刘崮ii谢i

H暑m 二d” 1 RFlO 2⋯lI

4．4堆r关键H的研究趋毋分析

各粪科酬项H般能体现qf究镶域的最新发展趋

辨．笔者时2009年和2010年的研究项目关键侧进行统

计分析．得到蛐表4所吓的统计数据。

从表4中町以分析总结出教宁罔书馆钡域的近期研

究发展趋井为：

(I)各类最新的州络技术、计算机拄术，智能

化技术在数牛图书馆建设tI-的麻用趼究将成为·十

新的研究热点。从袁4的缱If数姑中可以看山．H计

算、语义刚、升巾式技术、RFlD，刚格技术、概念

格、深度搜索等都J垃为当时数字脚l竹自研究领域的热

点．随者并类技术的进步成熟．必将J泛戊用十数

字嘲Hm的矬醴2一h W此对玷坫技术丰身或技术难

数宁削书馆建蹬tfl的庙川横』I=，成川方法、敏粜评竹

等¨删的研究将成为科研I作者近期的研究埘霉。

(2)数宁I目{}馆赉源儿业儿毕¨题也将继续成为

数字罔拈馆研究领域的重点。资源菇建共享一直都是

数宁图书馆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f|i随着高校罔书

馆．公共例书馆的数字图书馆建殴的进一步推进．探

索新的#建共事机制、共建共事技术都成为有必螫进

一步深^研究的谭题。

(3)数宁圈1{馆的知识服务问题研究．数字图拈

馆中的海量信息导致“信息过载”与“信息缺乏”并

存，急需撵索新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方法为Ⅲ户提供个

性化的知识服务。田此有必要对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创

新、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等问西进‘步漾^研究，

(4)特色数据库的建鞋问地研究。随精陶家在并

十层俩L的大力扶持，搬多巾衄揶L先成r数字幽H

馆麟础甲台的构建．接下来的个l怍-#^足结合符

竹竹的耍际情况．构迎荷音番竹他f{身特血、艇仃优

许诺泺的特也数据库迎设。对特色数槲阼畦醴中的铬

塬纰纵，资源椅索、资说服抒辞刚膻的刚究迁出成为

个新的研究热点。

2011#■5■(目■HⅫ) 18



5结语

本文以2000—20lO年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科研

项目为数据基础，通过立项数量年度分析，项目地区

分布分析、项目来源分析对此领域的科研项目资助情

况进行了概要分析。通过研究主题时序分析、研究主

题关键词分}斤、基j二关键侧的研究热点分析、基于关

键词的研究趋势分析对1年来本领域研究主题、研究

热点、研究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以F结论：

(1)数字图书馆建设、数字嘲书馆技术，数字

图书馆服务、数字图书馆理论、数字目书馆数字资

∞嗣诺ii-仑坛

源、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数字图书馆系统、数字图

书馆管理方面的研究是近十年来数字图书馆领域的主

要研究内容。

(2)知识产权保护、信息资源、特色散据库、个

性化服务、检索技术、语义网络等是近十年来数字图

廿馆领域的研究热点。

(3)菩类煅新的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智能化

技术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研究、数字图H馆资

源共建共享问题，数字图H馆的知识服务问题研究，

特色数据库的建设阐题研究将成为束来几年的研究热

点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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