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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图书馆法制建设知识图谱分析★

刘彩霞

（天津科技大学图书馆　天津　３００２２２）

　　摘要：以ＣＳＳＣＩ中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５７９篇图书馆法制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期刊

共被引网络、文献共被引网络以及关键词共现网络，以信息可视化为手段，对国内图书馆

法制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为本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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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７年“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２０年 间 国

家法制建设产生许多丰硕的成果。十八大以来，文

化领域立法步伐加快，依法治国在文化领域得到生

动体现。２０１７年３月《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实施，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表决通过。
公共图书馆 法 的 出 台 对 进 一 步 促 进 图 书 馆 事 业 发

展将起到里程碑式作用。有法可依、依法而治将是

图书馆 可 预 期 的 局 面［１］。图 书 馆 法 制 研 究 源 起 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循 着４０年 的 研 究 历 程 不 难 发 现，
没有法治建设实践对研究的推动，纯理论研究很难

延续［２］。如今，公共图书馆法的落地不得不说 是 决

策部门与 学 术 界 共 同 推 动 的 结 果。如 何 贯 彻 落 实

公共文化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如何制定相关图书馆

专门法，如何制定图书馆行业自律规范等一系列问

题是需要我们后续研究并推进的工作。因此，识别

图书馆法制建设的经典理论及知识聚类，辨析图书

馆法制建设的起源与演进脉络，有利于后续学者剖

析图书馆法 制 建 设 的 研 究 现 状 并 为 其 开 拓 新 的 研

究前沿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本文 基 于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ＣＳＳＣＩ数 据 库 文 献，

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Ｖ，以可视化方式显示图书馆法制建

设研究的 发 展 进 程 与 结 构 关 系。同 时 分 析 其 核 心

期刊、知识基础、研究主题，明确其演化路径和发展

趋势。

１　数据来源及方法

近年来有诸多可视化软件，其功能相近各有特

点。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由美籍华人，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

者陈超美教 授 开 发 的 一 款 科 学 文 献 趋 势 可 视 化 软

件。它的优 势 是 以 概 念 化 和 可 视 化 方 法 研 究 前 沿

和知识基 础。知 识 基 础 主 要 通 过 共 引 文 献 与 被 引

文献的分析 绘 出 科 技 领 域 的 学 术 足 迹 以 及 演 化 路

径［３］。于此同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以直接读取文献所附

的关键词信 息，这 样 提 取 关 键 词 信 息 更 加 准 确，这

是ＲｅｆＶｉｚ和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所不具备的功能［４］。
本研究选 取ＣＳＳＣＩ相 关 文 献 进 行 分 析。为 了

保障文献的 查 全 率，在ＣＳＳＣＩ中 分 别 以 主 题“图 书

馆法”“图 书 馆 规 程”“图 书 馆 政 策”“图 书 馆 权 利”
“图书 馆 义 务”“图 书 馆 道 德 准 则”“图 书 馆 职 业 资

格”“图书馆职业道德”等多个检索词对文献进行检

索，通过数据去重清理共检索到５７９篇中文文献，数
据下载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

ＣＳＳＣＩ图书馆法制建设研究文献分布见图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科技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基金“基于统计分析的大学生知识产权素养培养研究”（２０１６ＹＢ０３）及 天 津 市

教委科研项目“信息素质教育与学分制改革”（２０１７ＳＫ００１）的研究成果之一。

·３８·



图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ＣＳＳＣＩ图书馆法制建设研究文献分布图

从图１可见，文献的发表出现四个明显的波峰

期。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掀起

了一个相关研究的小高潮。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文献发

表成持续上升态势，归其原因与２００１年中国图书馆

法制订工作 正 式 启 动 有 关，地 方 立 法 速 度 也 加 快。
之后由热变冷逐渐回温，到２０１０年前后属于研究摸

索期，这期间成果基数每年都保持在３２篇左右，比

较稳定。随着２０１５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

规程》的印发，高校图书馆体制、结构、资源建设、职

业资质等 成 为 了 热 议 的 话 题。同 时 伴 随 文 化 领 域

立法的推进，相关研究进入了高峰期。由于检索时

间和文献 出 版 周 期 等 原 因，２０１７年 数 据 收 录 不 全

面，反映出２０１７文献出版数量的减少。

２　重要期刊分析

将检索出的５７９篇文献数据转换成 ＷｏＳ题录

数据 后 导 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参 数 设 置 如 下：时 间 切

片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分析的时间间隔设为５年，主

题词来源选择“标题、摘要、著者关键词”以及“扩展

关键词”，阈值选择ｔｏｐＮ＝５０，即选取被引次数最高

的５０个 引 文 进 行 可 视 化，节 点 类 型 选 择“被 引 期

刊”。运行软 件 后，得 到“图 书 馆 法 制 建 设”被 引 期

刊时间线图谱。视图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出现的频

次高低程度，节 点 的 年 轮 结 构 表 示 其 出 现 的 时 间，
拱桥形连线从被引期刊出发，指向施引期刊。此视

图可以展现 各 个 聚 类 发 展 演 变 的 时 间 跨 度 和 研 究

进程。以“图 书 馆 法 制 化”聚 类 为 例，时 间 跨 度 从

１９９８年直至２０１０年，且 从 其 被 引 期 刊 与 施 引 期 刊

的时间关系来看，１９９８年前后的期刊载文属于本领

域基础性文献，见图２（局部放大图）。

图２　“图书馆法制建设”被引期刊时间轴视图

　　图２中聚类下方列出了每年中的三个高被引期

刊，从视图中两个较大节点可见，《图书馆建设》《图书

情报工作》《中国图书馆学报》是中心度最高的期刊，
与此同时也是２０１３年之后被引频次较高的期刊。被

引频次大于６０次以上的被引期刊列表见表１。
笔者对《中国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８年载文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１９９８年载文共计１１４篇。其中被引频次在

２０以上的文章共４６篇，这其中涉及主题主要有以下

两方面：改革开放２０年之际，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开

放力量出现，为图书馆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挑

战。伴随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有力举措，许多

图书馆有 识 之 士 开 始 反 思 新 时 期 图 书 馆 的 发 展 方

向［５－６］。这其中不乏对图书馆法制环境建设的思考，
以及对国外成熟法律制度的介绍和学习［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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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图书馆法制建设”共被引期刊列表

被引频次 被引期刊信息

１８５ 中国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８）

１７３ 图书馆建设（１９９９）

１４５ 图书情报工作（１９９８）

１２５ 图书馆（１９９８）

１２２ 大学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８）

１０３ 图书馆论坛（１９９９）

８０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３）

７８ 图书与情报（１９９９）

６６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８）

６３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５）

　　Ｓｉｇｍａ值是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 结 合 节 点 在 网 络 结 构

中重要性（中 介 中 心 性）和 节 点 在 时 间 上 的 重 要 性

（突发性）的一个指标，主要用来发现科学研究中具

有创新性 的 文 献。高Ｓｉｇｍａ值 文 献 出 现 在 学 科 发

展的重要突出领域，是研究前沿聚集的重要地带［９］。
因此，结合 这 十 种 期 刊 的Ｓｉｇｍａ指 数 测 评 可 知（见

表２），《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图 书 馆 理 论 与 实 践》、
《国家图书 馆 学 刊》这 三 种 刊 的 发 文 内 容 较 有 前 瞻

性，其文章的选题和立意对于此领域的研究起到引

领和预见作用。
表２　“图书馆法制建设”共被引期刊Ｓｉｇｍａ指数排行

Ｓｉｇｍａ指数 被引期刊信息

２．３４ 中国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８）

１．６２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８）

１．５５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５）

３　知识集群分析

知识领域 可 以 被 概 念 化 为 从 研 究 前 沿 到 知 识

基础的研究映射，原始数据中的被引文献组成了研

究领域的知识基础，而相应的引文则形成了研究的

前沿［１０］。因此，知识领域聚类研究是发现研究前沿

的基础。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 识 聚 类 有 通 过 时 间 切 片 分 析

科技领域不 同 合 作 网 络 从 而 反 应 知 识 积 累 和 知 识

前沿的功能。此功能的实现，可以通过共被引文献

图谱绘制，通过关键节点分析来反映知识聚类之间

的过渡和 逻 辑 联 系。关 键 节 点 是 图 谱 中 连 接 两 个

以上不同聚类，且相对中心度和被引频次较高的节

点。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生成的可视化网络中，关键节点被定

义为中介性大于或等于０．１的节点，这些文献在知

识聚类中起到奠基性作用［１１］。
本研究依据前文获取的数据样本，绘制基于文

献共被引 网 络 的“图 书 馆 法 制 建 设”研 究 领 域 的 知

识图谱结构，同时辨析此领域的理论架构。具体操

作如下：时间切割设置为５年，主题词来源同时选择

标题、摘要、著者关键词以及扩展关键词，主题词类

型选择名 词 短 语，节 点 类 型 为“被 引 文 献”，阈 值 选

择ｔｏｐＮ＝５０，其余设置为默认值。运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
软件得到可视化网络视图，包括３１０个节点，６６７条

连线。网络 视 图 中 中 心 度 与 被 引 频 次 较 高 的 节 点

如图３所示。

图３　“图书馆法制建设”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从文献共被引图谱（图３）来看，图书馆法制化建

设研究呈现出较成熟状态：研究网络较分散，网络重

叠度不高，分支较多。图谱中节点文献间关联度不太

强，说明彼此之间逻辑联系不紧密。部分关键节点文

献处于知识群组的交界处，起到过渡引领作用。节点

文献分析：聚类１（图书馆法）与聚类１２（行政规章）属
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时间切片，这期间具有显著影响力

的文献是１９９７年李衍翎的文章，此文中心性值较高

直接连接聚类９（法律法规）属于过渡性文献。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年时间切片中有法律法规（聚类９）、图书馆价值

观（聚类２）、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聚类４）和图书馆员

聚类（聚类５）。这其中２００３年刘小琴和２００４年李国

新的文章中心性较高，是这个时期有影响力的文章，
属于向图书馆法治（聚类７）和图书馆法治建设（聚类

１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时间切片的过渡性文献。结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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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被引网络 图 谱（图３）及 关 键 节 点 文 献 信 息（见 表

３），本文将图书馆法制化建设研究划分为图书馆法、
图书馆价值观、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图书馆员、图书馆

法治５个知识集群。
表３　图书馆法制建设共被引网络中节点文献信息表（中介性≥０．１）

中介性 作者 时间 文章名称 期刊 所属聚类

０．１４ 李衍翎 １９９７ 图书馆法的三个主要问题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法

０．１５ 沈小丁 ２０００ 论读者的法律地位 图书馆杂志 图书馆价值观

０．１２ 蒋永福 ２００４
知识自由与图书馆制度———

关于图书馆的制度视角研究
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价值观

　　聚类１（图书馆法）共３２篇文献，集中被引时间

为１９９７年。此聚类属于图书馆法制建设的理论基

础，起着奠基性作用。这期间文献的主要议题是图

书馆立法的基本问题探讨［１２］，以及立法的必然性和

紧迫性［１３］。李衍 翎 提 出 了 图 书 馆 法 的 三 个 主 要 问

题：定义、调整的对象、法律渊源以及立法的基本原

则，成为后期 学 者 研 究 的 基 础，对 立 法 的 探 讨 起 着

引领性作 用。另 一 部 分 学 者 对 图 书 馆 现 状 与 国 际

形式进行论述，认为图书馆已为立法准备了基本条

件。这些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更加坚定了

探究图书馆法制化进程的决心。

聚类２（图书馆价值观）共３０篇文献，集中被引

时间为２００３年。这个时间段图书馆法制建设已经

取得初步成效，因此出现了总结成效发现问题的文

章。比如李国新２００４年发表的两篇《中国图书馆法

治建设的成 就 与 问 题（上、下）》，文 中 提 到：法 制 建

设取得初步成效，最大的成绩是人们认识到法治的

根本是法治环境建设；同时提出图书馆经费投入没

有 法 律 保 障 以 及 呈 缴 本 制 度 的 立 法 难 点 问

题［１４］［１５］。这两 篇 文 献 也 为 后 续 图 书 馆 法 制 建 设，

提供了研 究 思 路 和 问 题 导 向。更 明 显 的 一 个 倾 向

是“图书馆 自 由”的 价 值 讨 论，以 及“公 共 图 书 馆 精

神”的思考。此研究导向，与２００２年国际图联公布

《格拉斯哥宣言》、《国 际 图 联 因 特 网 声 明》和《图 书

馆与可持 续 发 展 声 明》关 系 密 切，“获 取 知 识 自 由”
的提法得到弘扬。

聚类４（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共２３篇文献，集中

被引时间为２００１年。随着２００１年中 国 入 世，图 书

馆人才流失 和 人 才 准 入 机 制 的 落 后 引 起 了 业 内 人

士的关 注，这 成 为 阻 碍 图 书 馆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瓶

颈。因此，相关图书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文章也

应运而生。王 世 伟 对 此 制 度 的 建 立 起 了 关 键 引 领

作用［１６］。

聚类５（图书馆员）共２１篇文献，集中被引年份

为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３年《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

试行版发行，图书馆法制建设最重要的是对人、财、
物的保障，而 其 中 人 的 保 障 是 首 要 的，这 也 是 职 业

准入、职业 要 求 再 一 次 引 起 业 内 人 士 关 注 的 原 因。
这个时期业界除了对职业资格的继续探讨之外，更

上升到了 职 业 伦 理 的 层 面。例 如 沙 勇 忠 就 提 到 信

息服务应该 遵 循 公 共 存 取、客 观 公 正、尊 重 隐 私 权

与知识 产 权、精 益 服 务 及 人 文 关 怀 等 基 本 伦 理 原

则［１７］。图书馆员 职 业 素 养 的 探 讨 也 从 其 准 入 资 格

深化到职业道德的层面。

聚类７（图书馆法治）共１９篇文献，平均被引时

间２００５年。此阶段，法制建设已实质性起步并取得

多方面成果。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国土资源部与建设 部 编

制了《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标准》，文化部、发改委与

建设部编制了《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分别对公共

图书馆的选址原则，服务网络设置提 出 要 求。其 中

“服务半径”决定建设规模属于首次提出，同时形成了

比较系统地反映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现实水平

的指标体系。虽然只是针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标准，

但为图书馆制度化建设提供了模板［１８］。

从这５个知识聚类可对“图书馆法制建设”知识

脉络进行梳理。从１９９８年的图书馆立法法理、法源

探讨，到２０１７年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实施，２０年的

进程中，学 术 界 的 推 动 力 量 不 容 小 觑。毋 庸 置 疑，

聚类１（图书 馆 法）是 此 领 域 的 基 础 性 文 献，图 书 馆

立法的思 考 及 紧 迫 性 跃 然 纸 上。但 此 阶 段 的 研 究

对难点、热 点 以 及 符 合 国 情 的 可 操 作 性 方 案 并 不

多，因此与后续的几个知识聚类联系并不紧密。但

在知识结构上与“图书馆价值观”有很强的相关性。

聚类２（图 书 馆 价 值 观）其 中 很 大 一 部 分 文 献 涉 及

“公共图 书 馆 精 神”。此 知 识 聚 类 属 于 意 识 形 态 领

域，因此与职业资格认证和其他聚类都有一定程度

的联系。聚类４和５涉 及 图 书 馆 员 准 入 机 制 的 研

究，和职业道德规范的建立，有很强的内在联系，因

此其间的共引文献较集中。聚类７涉及较具体的制

度建设问题，例 如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建 筑 标 准、用 地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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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等，与法制建设的知识集群比较有共性。经过知

识脉络的梳理，可以发现公共图书馆领域的制度建

设较完备和成熟，这也为公图法的颁布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４　研究主题演化分析

研究主题的分布，可以较直观的反应一定时间

段内的学 科 研 究 热 点。而 关 键 词 往 往 是 反 映 一 篇

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核心词汇。因此，采用关键词共

被引分析，可以对研究主题和知识之间的联系有基

本的了解。其 它 分 析 指 标 未 变，节 点 类 型 选 择“关

键词”，词语类型选择“名词词组”，运行软件得到图

４。其中，节点大小代表它的总被引次数，圈大则总

被引高，其中 的 连 线 代 表 共 被 引 关 系，连 线 的 粗 细

代表之间的关联强度。图中共得到节点１６０个，连

线４３７条。

图４　“图书馆法制建设”关键词共被引知识图谱

通过分析关键词聚类，以及高被引关键词可以

探究研究主题及其发展方向。表５是中心度大于或

等于０．１的关键词列表，从其年度分布和中心度值

可对大概研 究 热 点 有 初 步 把 握。１９９８年 的 三 个 关

键词都是涵盖图书馆领域的泛化词汇，正与前文知

识聚类分析 相 符，属 于 研 究 初 始 阶 段，所 以 概 念 化

的论述 占 据 主 要 部 分。随 之 而 来 的 是“公 共 图 书

馆”的研究热潮，以及“图书馆价值体系”的讨论，随

后是对“图书馆权利”的热点关注。

　　基于关键词中心度研究与关键词聚类的分析，
对主要关键词聚类进行路径标注，展现主要研究领

域的主题演变。从图４中可见，最大的关键词聚类

是“图书馆法”，集中被引年份为２００４年，整个研究

热点呈现均匀分布。可以清晰地发现，整个研究从

早期的“法源研究”逐渐深化和细化。到２００２年出

现“知识产权”和“数字图书馆”的关键词引用，可见

此时电子资源的运用对知识产权带来很大挑战，此

方面的立法 成 为 研 究 热 点。２００８年 地 方 性 立 法 研

究引起关注，地方性图书馆专门立法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可见图书馆法制领域有“地方先行”的特色。
表４　关键词列表

年代 关键词 中心度

１９９８ 图书馆 ０．５９

１９９８ 图书馆法 ０．５３

１９９８ 图书馆事业 ０．２８

１９９９ 公共图书馆 ０．２３

１９９９ 公共图书馆法 ０．２

１９９８ 职业道德 ０．１６

１９９８ 图书馆政策 ０．１３

１９９８ 图书馆员 ０．１３

２００４ 图书馆精神 ０．１２

１９９８ 高校图书馆 ０．１

１９９８ 图书馆管理 ０．１

　　“理事会”聚类共有２４个核心关键词，是第二大

聚类，其平均引用时间为２０１１年。理事会制度为核

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任务后，由理论与实

践撞击 所 出 现 的 热 点 问 题。１９９９年 的“公 共 图 书

馆”热度比较高，到２００８年“民营图书馆”进入学者

视野，到２０１４年“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热

词。从此研究脉络发现，２００８年随着社会力量参与

图书馆建设，也 引 发 了 制 度 保 障 方 面 的 思 考，此 方

面的研究也 充 实 了 公 共 图 书 馆 法［１９］。法 人 治 理 制

度，是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１年下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的配套文件之后，在文化公共领域掀起的研究

热点。公共 文 化 领 域 的 法 人 治 理 以 深 圳 市 为 代 表

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借鉴国外模式的同时，我们

还需要关 联 制 度 的 配 套 建 设。我 国 的 国 情 还 不 适

合全盘吸收，这也是今后需要完善的地方［２０］。
“高等学校”聚类共２２个关键词，集中被引年份

为２００４年。此聚类主要围绕三个版本图书馆规程

展开研 究。１９９８年 世 界 信 息 高 速 公 路 迅 猛 发 展，

１９８７年版本的 高 校 图 书 馆 规 程 已 经 不 再 适 用 于 发

展的中国。因此有学者就其性质与功能、以及专业

人员素质、经 费 管 理，自 动 化 水 平 方 面 提 出 了 修 改

意见［２１］。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５年是分别对前一版规程的

修改研讨。在图书馆没有专门法出台的前提下，随

着时代变化适时修改规程，是指引高校图书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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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智之举。

５　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对２０年

来国内ＣＳＳＣＩ中“图 书 馆 法 制 建 设”的 文 献 进 行 可

视化分析。通过被引期刊的知识图谱分析，分析此

领域主要 载 文 期 刊。并 通 过 绘 制 文 献 共 被 引 网 络

图谱，辨析出主要知识聚类以及之间的理论发展路

径。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分析，识别出主要研

究主题的演变脉络。通过可视化分析，目前国内图

书馆法制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１）纵观２０年的研究历程，“法制建设研究”与

国家大政 方 针 紧 密 相 关。如 果 没 有 决 策 部 门 的 政

策，法制建设 研 究 就 会 停 滞 不 前，或 者 徒 有 理 论 探

讨而缺乏 实 践 验 证。此 领 域 的 研 究 热 点 大 多 是 理

论与实践高度互动形成的，而且理论探讨起引导作

用，继而在实 践 中 进 一 步 提 炼，以 至 研 究 呈 现 波 浪

式演进态式。
（２）此领域的高被引文献大都分布在１９９８年前

后。可见各期刊对此问题早有关注，并且图书馆界

对法制建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都有共性的认识，此

类文献是本领域的基础性文献。
（３）通过知识聚类发现，５大知识聚类呈现以下

研究脉络：基础性研究（图书馆法）———意识层面的

认识（图 书 馆 价 值 观）———法 制 对 图 书 馆 人、财、物

的保障（图 书 馆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制 度、对 公 共 馆 选 址

标准进行要求）。
（４）研 究 热 点 主 要 有 三 大 聚 类。其 中“图 书 馆

法”是 最 大 聚 类，现 阶 段 比 较 关 注“图 书 馆 权 利”；
“理事会”聚类中，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还处于研

究的初期，其 理 论 与 实 践 还 需 进 一 步 完 善，是 后 续

学者应该努力的方向；“高等学校”聚类与高校图书

馆规程的修改步调一致，高校图书馆专门法的出台

也是学术界需要后续探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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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系统科学、特别是自组织和复杂性科学的理

论与方法，新概念比较多，各篇章虽然浑然一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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