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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时代的变迁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

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情报事业越来

越受到重视，新的研究热点不断出现。研究生作为

学科研究中的新生力量，其学位论文可以反映该学

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学位论文专业性强、内容新颖
【1】，故此本文选取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共词

分析，进而探寻近年来我国情报学发展的热点动态。

共词分析方法是从文献数据库中抽取出高频关

键词，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篇 文献中出现

的次数，以此为基础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反

映出这些词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分析这些词所代

表的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2】。共词分析主要研究

两个问题：一是探求研究领域间的相互关系，另一个

是寻找次要的但是在潜在增长的领域【3】。共词分析

的主要方法有多维尺度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

析。本文将分别应用这三种方法进行共词分析，探

寻当前我国情报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

2 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CNKI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作为数

据来源，这两个数据库可查询到2000年至今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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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据。学科专业名称设定为“情报学”，年限划

定为2000年至2009年，于2010年5月6日共检索到

1501条记录。利用excel对关键词进行抽取，并进行

词频统计，共得到2764个关键词。选取其中词频不

小于15的关键词为研究对象，如表1所示。
表1 高频关键词列表

3 共词分析

3.1 构造矩阵

首先，构造共词矩阵。两两统计这19个关键词

在1501篇文献中共同出现的次数，形成19×19的矩

阵，如表2所示。
表2 共词矩阵

第二，构造相关矩阵。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关

矩阵，可以实现两个目标。其一是相关矩阵既可以

直接观察文献的共引频次，也能够分析对象间的相

关度；其二是相关矩阵是对原始矩阵的标准化，消除

了那些高被引对象与那些与其相似却很少被引的对

象在规模上的差别，进而也就消除文献引用特性不

同所造成的数据偏差【4】。

本文采用的相似系数为Ochiia系数：

Ochiai相关系数：Sij= Cij

(CiCj)
1
2

其中，Cij代表A、B两次同时出现的频次，Ci代表

A词出现总频次，Cj代表B词出现总频次。

于是得到相关矩阵，见表3，对角线上的数据均

为1，表示某词自身的相关程度。
表3 相关矩阵（部分）

第三，转化相异矩阵。为方便进一步处理，用

“1”与全部矩阵数据相减，得到表示两词间相异程度

的相异矩阵【5】，如表4所示。相异矩阵中的数据，数

值越大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差；反

之，数值越小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越

大【6】。因而不同的分析方法，选取不同的矩阵结构。
表4 相异矩阵（部分）

3.2 多维尺度分析

首先利用 SPSS 对相异矩阵（表 4 数据）进行多

维尺度分析，相关可视化结果如图 1所示。该方法

是通过测定事物或观测量之间的距离来发现数据结

构，指定观测量到概念空间的一个特定位置，使得空

间中距离的相似性越近越好【6】。该方法比较直观，

并且可作为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的辅助技术【4】。

从图 1中可看出，有高度相似性的对象聚集在

一起，形成一个类别。越在中间的对象与其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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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00001VAR00002VAR00003VAR00004VAR00005VAR00006VAR00007VAR00008VAR00009VAR00010VAR00011VAR00012VAR00013VAR00014VAR00015VAR00016VAR00017VAR00018VAR00019

Component1-0.168-0.265-0.1050.2010.131-0.242-0.111-0.087-0.034-0.094-0.104-0.134-0.1310.0030.855-0.301-0.200-0.0800.861

20.149-0.003-0.1000.769-0.116-0.071-0.1130.021-0.335-0.092-0.145-0.135-0.063-0.1360.0180.875-0.104-0.142-0.104

3-0.078-0.012-0.054-0.1090.8210.761-0.043-0.004-0.171-0.290-0.080-0.1150.052-0.265-0.134-0.0720.0180.0640.091

40.099-0.035-0.011-0.062-0.072-0.0400.917-0.037-0.131-0.0740.688-0.2060.041-0.055-0.069-0.173-0.204-0.234-0.111

5-0.7350.0840.1560.0820.1640.087-0.0190.119-0.7740.2600.0690.0640.4220.1900.0840.047-0.080-0.1270.068

60.176-0.475-0.9680.035-0.0480.175-0.0880.1750.1020.0100.196-0.1150.3080.1490.1060.1000.0600.1080.075

7-0.2710.132-0.217-0.1150.077-0.126-0.2350.9370.068-0.0400.355-0.018-0.2800.009-0.1770.150-0.065-0.1050.067

80.0280.295-0.1530.0870.242-0.1300.2760.0240.0620.151-0.058-1.008-0.0050.0100.0410.0980.1460.1650.108

90.0460.145-0.0530.028-0.1180.2070.004-0.019-0.0730.0940.0440.025-0.1670.0740.063-0.031-0.7970.6380.056

10-0.0340.223-0.138-0.077-0.086-0.0690.0590.036-0.016-0.624-0.1350.0540.1570.8030.041-0.019-0.046-0.0140.004

的对象也就越多，也就越核心；反之，则越孤独，越在

外围。由此，大致可将关键词分为三组。编号 6、
10、12、13、14、18 的关键词聚为一类，即数字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信息构建、信息服务、图书馆、知识

服务；编号 5、15、19的关键词聚为一类，即本体、搜

索引擎、信息检索；其余为一类。

图1 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3.3 聚类分析

利用 SPSS 对表 4 数据进行分层聚类分析。方

法选择“Between-groups linkage（组间平均链锁距

离）”，该方法利用个体与小类的所有距离的信息，克

服了极端值造成的影响。将聚类结果绘制为树状

图，如图2所示。

从图 2中可明显看出，关键词聚为三类。第一

类为编号 15、19、4、16这四个关键词，即搜索引擎、

信息检索、数据挖掘、客户关系管理；第二类的关键

词有本体、数字图书馆、信息构建、知识管理、竞争情

报、信息服务、图书馆、知识服务、高校图书馆；第三

类的关键词有电子商务、信息化、企业、信息资源、电

子政务、信息系统。

图2 聚类树状图

3.4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同组

的变量相关性较高，而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

因此利用 SPSS 对相关矩阵，即表 3 数据，进行因子

分析，方法选择“主成分分析”，生成的碎石图如图3
所示。图 3 中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

根。选择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0个，这10个因子

大部分地解释了原有变量。从第11个因子开始，对

原有变量的解释贡献较小，如“山脚下的碎石”可忽

略不计。因子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中可看出，编号15、19的关键词在第1个

因子上有较高载荷；第 2个因子主要解释了编号 4、
16的关键词；第 3个因子主要解释了编号 5、6这两

个关键词；第 4个因子主要解释了编号 7、11的关键

词；第 5个因子主要解释了编号 3、10、12、13的关键

表5 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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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第 6个因子主要解释了编号 1、9的关键词；第 7
个因子主要解释了编号为8的关键词；第8个因子主

要解释了编号 2、17的关键词；第 9个因子主要解释

了编号为18的关键词；第10个因子主要解释了编号

14的关键词。

图3 因子碎石图

4 结 语

利用高频关键词构造共词矩阵，并进行多维尺

度分析将关键词大类分出，再对矩阵进行聚类分析

和因子分析，将关键词大类逐渐细化为小类。以此

综合来看其中反映的当前情报学研究现状。

⑴信息检索技术的理论与实践，代表关键词有

信息检索、搜索引擎、本体、数据挖掘等。面对“信息

爆炸”的热浪，如何才能更快、更准地获取用户想要

的信息。为此，情报研究人员更加注重信息检索技

术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这离不开对搜索引擎、数据挖

掘的研究与应用。本体理论的加入，使得搜索更加

准确与人性化。数据挖掘、搜索引擎是实施客户关

系管理的重要技术，可对客户群体进行划分，帮助网

站找到其所关心的客户，如潜在客户、有价值客户、

保持客户等。文献[7]也指出，信息检索是情报学最

重要的核心领域之一，要不断提高检索的效率和可

用性。可以看出，信息的智能与个性化检索、深度挖

掘等问题仍是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⑵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代表关键词有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信息构建、信息服务、知识

服务等。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如今的图书馆不仅

有物理的模式，也出现了数字图书馆。数字化信息

资源整合与长期保存是数字图书馆研究的主要方

面。不管图书馆的模式是什么，都是要为用户服

务。然而用户不再仅仅需要被提供文献、信息，更需

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知识服务。研究人员应

用本体、信息构建的思想来完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并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加强资源的共享与服务质量。

情报学离不开图书馆这片土壤，如何加强图书馆的

建设与服务仍将是情报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

⑶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信息化，代表关键词有

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竞争情报、知识管理

等。在高频关键词排名中，电子商务名列第一，说明

在此方面有相当多的研究。共词分析后，发现电子

商务与电子政务、竞争情报、知识管理等词归为一

类。这是由于现如今，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相继

建设自己的网站，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使用户更易获

取网站上的信息。尤其对于企业来说，竞争情报与

知识管理，一是外炼，一是内修，二者缺一不可。而

面对庞大的数据、信息，企业、政府不能只是对信息

进行盲目堆砌，而要使信息资源得到更有效地组织

与利用，故对其信息系统建设的要求非常高。

本文利用近年来我国情报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

高频关键词构造共词矩阵，并进行多维尺度分析、聚

类分析、因子分析。通过共词分析挖掘当前情报学

的研究现状，并尝试梳理热点内容的结构关系。然

而，所选关键词的多少会造成分析结果的不同。研

究越深入，某类关键词词频才越高，这需要一定的时

间保证。共词分析存在这样的时滞问题，会影响其

反映某一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5】。因此，不排除低

频词会成为将来的研究热点。另外，由于一些学位

论文涉及保密或其他原因，未被CNKI的数据库所收

录，因此统计上难免会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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