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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1 作者共被引及知识图谱

共引（Co-citation）又称同被引，是指两篇文献

同时被后来发表的一篇或多篇文献所引用，用共引

强度即同时引用过两篇文献的文献数进行测度【1】。

一般认为，同时被引用的文献在主题上存在着或多

或少的相似性或关联性。共引强度越大，文献之间

的关系越密切。共引分析方法是由Small和Marsha⁃
kova于 1973年同时分别提出的。共引分析是以具

有一定学科代表性的一批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聚

类分析、多维尺度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把众多的分

析对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共引网状关系简化为数目相

对较少的若干类群的关系并直观地表示出来，在此

基础上分析研究对象所代表的学科及文献的结构和

特点【2】。共被引分析作为一种学科领域分析的方

法，不仅用来揭示科学结构的发展现状乃至变化情

况，还可以用来研究前沿分析、领域分析等，进而为

宏观科技决策提供先行支持，为科技规划与评估提

供基础【3】。同传统的学者个人归纳、访谈调查等主

观分类方法相比，共引分析最大的优势是它的客观

性、分类原则的科学性和数据的有效性【4】。

作者共被引分析（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s,
ACA）是在共引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81
年，美国费城的德瑞克赛大学的White和Griffith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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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从而开创了作者共被引的先河【5】。他们通过

对 1972-1979 年 39 位情报学家的共引分析描绘了

他们在学科中的位置和情报学的学科结构。ACA
以两个作者所发表文献的共引情况为研究对象，共

引次数越多，作者之间“距离”越近。一般情况下国

内外学者按照如下的步骤来进行共被引分析：第一

步构造共被引矩阵；第二步将该矩阵转化为相似系

数矩阵，方法大多为皮尔逊相关系数法（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从而消除矩阵因作者同被引

次数差异或突兀所带来的影响，以揭示作者间的相

似程度；第三步是进行聚类（Cluster Analysis,CA）和

多维尺度(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等多元统计

分析。

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是科学

计量学的术语，是用来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

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它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

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将知识和信息中令人注目的

最前沿领域和学科制高点，以可视化的图像直观地

展现出来【6】。用科学知识图谱来表示ACA的分析结

果，使得学科或研究领域潜在的结构及其力量分布

以可视化直观地展现出来，从而形象地描绘学科或

研究领域的结构及相应的学术群体与代表人物。

1.2 数据分析及数据库选择

本文ACA分析也包括构造作者共被引矩阵、转

化矩阵、进行聚类和多维尺度等多元统计分析这三

大步，与传统分析步骤一致，只是在对角线数值的选

择及矩阵转化方面，采用邱均平老师的研究方法：①
共被引矩阵的对角线取该作者和其他作者共被引强

度最大值+1来表示；②在作者共被引分析中，所关

注的重点不是作者共被引次数的多少，而是共被引

所形成的相似性大小，因此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原

始矩阵需要转化，但可以将其作为输入矩阵然后在

SPSS的聚类和多维尺度分析中自动实现，无需把转

化后的矩阵作为输入矩阵；③采用欧几里德距离的

平方代替皮尔逊相关系数作为转化原始矩阵的方

法，欧几里德距离的平方对于 0模块的存在有较好

的稳定性，不受0模块的影响【7】。

目前常用的国内引文数据库包括中国引文数据

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和中国科技论文引文分析数据库等。四大引文数据

库中CSSCI不具有作者同被引检索功能，CSTPC的

收录范围为自然科学领域，符合同被引分析的数据

库为中国引文数据库（CCD）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本文选择中国引文数据库（CCD）作为数

据统计源，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被引频次高影响

力作者进行共现分析，生成共被引矩阵，然后进行多

维尺度分析、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多维

尺度和因子分析工具是 SPSS13.0，可视化工具为

Ucinet6和NetDraw。

2 农村图书馆领域作者共被引分析

2.1 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选择是ACA分析的关键步骤，也是难

点。如果研究目标是对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的综合

检验，那么建立一个多样化的作者组合是非常关键

的。在核心作者的选取方面，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方

法，较常用的是利用作者发文数或被引频次来进行

评价，作者发文数说明作者的科研产量，因文献被引

频次更能说明作者科研的质量和在领域内的学术水

平【8】。本文采用从期刊论文被引频次高低的角度来

选择农村图书馆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首先，在 CCD 中选择“高级检索”的“引文检

索”，勾选“期刊类型引文”，检索项为“被引题名”检

索词为“农村图书馆+农村图书室+乡镇图书馆+乡
镇图书室+乡村图书馆+乡村图书室+村级图书室 ”，

排序为“被引频次”，检索范围为“核心期刊”，检索年

限选择系统默认值，匹配为“模糊”，共检索到252条

记录，总被引频次为 1386 次，检索时间为 2011 年 2
月22日。其中被引频次在5次以上的有87篇文献，

共有 82 位第一作者。接着，利用 CCD 的“引文检

索”，检索项为“被引作者”，检索词为作者姓名，对这

82位作者，依此进行检索。在检索结果中人工去除

与农村图书馆领域无关的论文，得到这些作者在农

村图书馆领域发文的被引情况。选取了总被引次数

在30次之上的14位高影响力作者，如表1所示。

从表 1可以直观地看出，农村图书馆领域作者

总被引频次相对于其它学科领域明显偏小。研究领

域的核心作者分布在高校及市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中，其中高校8人，公共图书馆6人。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丽水学院图书馆对

农村图书馆研究的贡献较大，核心作者均出现 2
位。同时从区域可以看出，核心作者主要分布在北

京与江苏、浙江、湖南和广东等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1位，西部地区则没有核心作者。作者所处区域分

布的不均衡性，与农村图书馆在我国东部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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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迟缓有关。同时也体现

出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存在地域分布特征，研究状

况与当地农村图书馆建设及区域经济有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
表1 农村图书馆领域高被引作者分布

2.2 构造作者共被引矩阵

本文利用引文数据库（CCD）中的作者共被引检

索功能进行在线检索，构造作者共被引矩阵。在

CCD的高级检索中选择“源文献检索”，在检索项中

选择“参考文献”，在检索词中输入待检索的两个作

者名，逻辑关系为“并且”，在线进行检索，共得到

（14×13）/2=91组不同的数据。在人工去除与农村图

书馆研究关系不密切文章的基础上，构造作者共被

引矩阵。该矩阵为对称矩阵，对角线取该作者和其

他作者共被引强度最大值+1来表示，如表2所示。

2.3 分析结果

2.3.1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研究“物以类聚”

的一种方法，把没有分类信息的资料按相似程度规

类，属于降低维数技术的范畴。它根据事物本身的

特性研究个体的分类，原理是同一类中个体有较大

的相似性，不同的个体却差异很大，基本的思想是认

为研究的变量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相似形（亲疏

关系）【9】。于是根据一批研究对象的多个变量指标，

具体找出一些能够测度这些变量指标之间相似程度

的统计量，以这些统计量为划分依据，把一些相似程

度较大的变量聚合为一类，关系密切的聚合到一个

小的分类单位，关系疏远的聚合到一个大的分类单

位，直到把所有的变量都聚合完毕，把不同的类型一

一划出来，形成一个由小到大的分类系统。

聚类的方法一般有3种：快速聚类、分层聚类和

二阶段聚类，本文采用分层聚类中的凝聚法。具体

如下：将存放在Excel中的数据导入到 SPSS中进行

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采用组间平均链锁法，不相似

测度方法选择平方欧氏距离，标准化方法在 Stan⁃
dardize中选择 z scores，得到层次聚类分析凝聚状态

表（表3）和聚类分析树形图（图1）。从表3中可以得

到，6（何义珠）和 7（刘丽）距离最近，首先合并成一

类，其次是 4（宋玲）和 11（王虹）、1（李国新）与 2（程

亚男）等等，以此类推。
表3 层次聚类分析的凝聚状态表

图1 聚类分析树形图

姓名
李国新
程亚男
缪小燕
宋玲

廖腾芳
何义珠
刘丽

王素芳
李露芳
王学熙
王虹
徐苇

黄俊贵
李翠平

李国新
107
106

0
4
7
2
2
11
5
5
2
0
19
0

程亚男
106
107

0
4
4
1
0
5
6
7
4
0
25
0

缪小燕
0
0
3
0
0
2
1
0
0
0
1
0
0
0

宋玲
4
4
0
10
0
1
0
3
0
0
2
0
9
0

廖腾芳
7
4
0
0
8
0
0
1
2
1
1
0
7
0

何义珠
2
1
2
1
0
7
3
2
6
0
0
0
1
0

刘丽
2
0
1
0
0
3
4
2
1
1
0
2
0
0

王素芳
11
5
0
3
1
2
2
12
0
0
2
1
6
0

李露芳
5
6
0
0
2
6
1
0
7
0
1
2
2
0

王学熙
5
7
0
0
1
0
1
0
0
8
0
0
2
0

王虹
2
4
1
2
1
0
0
2
1
0
5
0
2
0

徐苇
0
0
0
0
0
0
0
1
2
0
0
3
1
0

黄俊贵
19
25
0
9
7
1
0
6
2
2
2
1
26
0

李翠平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作者
李国新
程亚男
缪小燕
宋玲
廖腾芳
何义珠
刘丽
王素芳
李露芳
王学熙
王虹
徐苇
黄俊贵
李翠平

总被引频次
214
156
63
61
53
51
48
42
42
42
36
35
32
30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深圳南山图书馆
北京农学院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湖南城市学院图书馆

丽水学院图书馆
合肥学院图书馆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丽水学院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齐齐哈尔大学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湘潭市图书馆

表2 作者共被引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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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树状图展现了聚类分析中的每一次类

合并的情况。SPSS自动将各类间的距离映射到0—
25之间，并将凝聚过程近似地表现在图上。聚类分

析的结果可以反映这些作者之间的亲疏程度，将“亲

缘关系”较近的作者重新组合起来，能反映出这些作

者所代表的研究结构。图 1 与表 3 凝聚结果相近

似。而且由树形图可直观看出 14位高影响力作者

被分为四类，这也是农村图书馆领域的四个主要研

究团体，如表4所示。
表4 聚类结果

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作者发文的实际情况，可

以归纳出这四类研究团体的主要研究方向。第1类

研究团体：农村图书馆现状、发展模式及农村信息化

建设。第 2类研究团体：公共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研

究。第3类研究团体：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第4类

研究团体：公共图书馆制度及服务体系建设。由于，

2、3和 4类研究团体的作者不仅有专门研究农村图

书馆的论文，而且还在研究县市公共图书馆文章中

也都阐述了农村图书馆相关问题，所以在研究方向

定语上笔者总结为“公共图书馆”，而不是单纯的“农

村图书馆”。

第1类研究团体共有5人，这一团体有一个最明

显的特征，那就是对基层图书馆的称呼，统一为“农

村图书馆”。除徐苇外，5位作者有 4位来自高校图

书馆，其中3位（何义珠、刘丽与缪小燕）提到高校图

书馆对农村进行信息服务或帮扶，说明了高校图书

馆人想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服务于农村，而且比较

注视农村信息化建设。何义珠与李露芳来自丽水学

院图书馆，该图书馆在国内农村图书馆发展现状、模

式及农村信息化建设领域研究中处于重要位置。

第 2 类研究团体从规模来看是最大的，共有 6
人，这说明这个团体是国内农村图书馆领域研究的

中力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谈到基层图书馆时，称

呼一般为“乡镇图书馆”或“社区图书馆”。6位作者

中廖腾芳、王虹与王素芳来自高校，其余3位来自公

共图书馆。宋玲与黄俊贵均来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团体 2对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明显关注，

研究公共图书馆建设及服务中的细节问题，对公共

图书馆的藏书、流通、服务及资金等方面进行了分

析。其中宋玲和王虹关系最密切，研究的相似度较

大，结合发文情况，二者对流动图书馆进行了研究，

而且从市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角度，分别提到图书

馆服务社区化。

第 3类仅李翠平一位作者，该作者没有被分到

其他研究团体中，而是单独成一类。从表 1可以看

出这位作者的被引频次相对较低，在共被引矩阵中

也能发现其共被引频次较低，并有相对较多的 0项

存在，这表示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作者很少；同时分

析该作者实际发文情况，可发现其研究多为公共图

书馆信息服务，所研究的地市级农业科技信息服务

网络与农村信息资源建设有所交叉，但因为作者是

湘潭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文章是从市公共图书馆的

角度出发，相对交叉力度不是很大，所以未被分到具

体的研究团体中。

第 4类包括李国新和程亚男两位作者，两人的

被引频次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从共被引矩阵得

出两人的共被引频次也为最高，结合实际情况，两位

学者均为公共图书馆领域的学术领头人，研究方向

为公共图书馆制度及服务体系建设。李国新从公共

图书馆的立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图书馆

信息服务、公共图书馆建设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农村图书馆建设起到引路人的作用。程亚男从一

个公共图书馆人的角度，研究了公共图书馆精神、公

共图书馆服务，也从建设图书馆之城角度研究了基

层图书馆的建设。两位作者对整个领域内的各个研

究方向均有涉猎，与每个研究团体都有交叉，说明这

一类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是整个领域的基础，影响最

大。

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作者发文情况时，笔者有一

个感受：部分作者对农村图书馆的关注可持续性不

强。在核心作者领域，如排名 12的作者徐苇，仅有

一篇 2004年发表在《图书馆论坛》上关于农村图书

馆的论文《农村图书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难解

的一个结》，这一方面说明了此篇论文水准很高，被

引频次高，另一方面体现了农村图书馆的瞬间作者

占大部分，整体被引频次与其他学科无法相提并

论。还有的作者从发文来看，研究方向已经开始偏

离农村图书馆领域。核心作者尚且如此，无形中折

射出农村图书馆的关注群体小、持续研究的学者不

多这一突出问题。究其原因，有着各种复杂的因素，

不能一概而论。但这种研究的不持续性是不是也从

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农村图书馆发展的现状？

2.3.2 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是分析研究对象的相似性或差异

性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运用多维尺度方法的

第1类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何义珠刘丽缪小燕李露芳徐苇
廖腾芳王学熙宋玲王虹王素芳黄俊贵

李翠平
李国新程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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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将词汇之间语义距离尽可能利用二维或三维

的空间距离加以反映，这样就可以通过直观的视觉

距离来找到领域内的客观存在的通用属性【10】。采用

MDS可以创建多维空间感知图，图中的点的距离反

映了它们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本文测度方法选择

Squared Euclidian Distance，标 准 化 方 法 选 择 z
scores。得到结果如图2所示。

Stress和RSQ是两个多维尺度分析的信度和效

度的估计值，Stress是拟合度量值，其值越小说明拟

合度越好，一般在为0.20以内是可接受的；RSQ值越

大越好，一般在 0.60以上是可接受的【11】。本次分析

Stress 值为 0.14686，RSQ 值为 0.90793，说明拟合效

果较好，可以反映出农村图书馆领域研究者之间的

学术关联。

图2 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从图2可以看出，第1类作者分布在第二象限和

第三象限，且两两之间的距离较大，说明其研究方向

各有特点，结合实际发文情况可知，虽然这类作者研

究方向都是在农村图书馆现状与建设模式方面，但

各人侧重点不同。被分为两个小团体，这两个团体

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说明它们的关系不是很紧密，两

个团体的研究方向有差异。缪小燕、刘丽和何义珠

三位在一个小团体内，三位同为高校图书馆工作者，

都对农村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及高校图书馆对农村帮

扶进行了研究。其中刘丽和何义珠之间的距离相对

小，表明它们的关联度非常大，研究方向大致相同，

这与聚类分析结果一致。第2类作者黄俊贵与廖腾

芳，王虹与宋玲距离较近，其研究相似性较大，而且

这个团体处于纵轴的最右方，说明其为农村图书馆

领域研究前沿。反映了农村图书馆建设具体问题，

如资金、服务及如何满足读者需求等问题成为研究

的主流趋势，这也是图书馆人对农村图书馆可持续

发展进行思考的表现。同时该类的王学熙和王素芳

被排除在团体外，可以看出该研究者与团体的关联

不够紧密，属于游离状态。结合发文，看出王学熙在

研究上偏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就是团体 4
的研究方向，王素芳是从弱势群体角度进行相关分

析的。第 3类团体处于第二象限最上方，说明其研

究内容处于整个领域的边缘地带，这也与聚类分析

所得结果一致，因为该作者的研究与其他团体的交

叉力度不大。第4类团体位置基本在整张图的中心

部分，周围各团体均有向其靠拢的趋势，充分表明该

团体在整个领域中处于重要地位，对其他研究者和

领域的影响最大。第 2类与之最近，其中王学熙作

者游离出第 2类，靠近第 4类，说明其受团体 4的影

响最大。

2.3.3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用尽可能少的因子

去描述众多的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其基本思想

是根据关键词间的相关性大小把研究对象的变量分

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高，而不同组

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

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这样较少的几个公共

因子就可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13】。利用因子

分析法，可根据因子得分值，在因子所构成的空间中

把研究对象的变量点画出来，从而客观地达到分类

的目的，并以此来聚类分析结果进行完善。本文因

子分析采用 Principal components 法和 Varimax rota⁃
tion，为了更好地反映出学术团体的组成结构，本文

因子载荷阈值设定为0.55。
通过因子分析，作者同被引矩阵的因子数为 7

个，其贡献率为91.997%，前四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

为 73.362%，见表 5，说明我国农村图书馆服务研究

的主导力量可以分出四个主要方面。表5显示了研

究者的分类情况。与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相

比，因子分析能够更清楚地看出研究者对农村图书

馆服务的贡献大小。
表5 因子数与涵盖的信息量

从表 6中的因子载荷可以看出，在聚类分析和

多维尺度分析中被分到两个团体的作者共同出现在

因子 1中，两个团体之间的研究方向有所关联或重

合。这与在多维尺度分析中，团体 2研究方向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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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团体4的研究方向，受团体4的影响最大的分析一

致。但因子载荷最大的是黄俊贵，这与上述分析的

结果不一致，结合实际属于数据分析异常。因子 2
中的何义珠、刘丽与李露芳，这三位作者关联强度比

较大，其中何义珠与李露芳同都丽水学院，是2篇文

献的共同作者。在因子 3与因子 6中只有李翠平一

名研究者，说明作者的研究处于孤立状态，没能与其

他研究者形成关联。因子4中出现缪小燕与徐苇两

位作者。聚类分析中的团体1出现在因子2与4中，

被分为两个小的团体，这也与多维尺度分析一致。

王素芳同时在第六、七个因子中出现，说明两个因子

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度。
表6 因子相关系数矩阵（因子负载值大于0.55）

2.3.4 社会网络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农村图书馆研究的各个作者的联

系，我们将作者共被引矩阵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6进行相关分析，这是用来处理社会网络数据

的软件，有很强的矩阵分析功能，得到如图3所示的

作者被共引网络图谱。该图直观地体现了各个研究

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共被引强度。网络图谱中的节点

代表高影响力作者，连线代表作者之间存在共被引

关系。其中线条越粗代表两个共被引作者共被引的

次数越多，表明其研究的领域越相近似。可以明显

看出李国新和程亚男之间的线条最粗，说明这两位

作者之间共被引强度最大。其他作者之间的关系也

可以很清晰地表现出来，并与以上分析结果相符。

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认为文献共被引的关系反映

了一种学术传播的现象，被引用的文献（作者）提供

了概念、理论和方法上的启发，某一学科中共被引了

多次的文献（作者）则在概念、理论或方法上对于这

个学科具有相当的贡献。采用 Netdraw 的 principal
components layout(主成分显示)展示（见图4），所有的

作者排列成鱼眼图形状，类似解释结构模型的层级

状态图，即针对农村图书馆的研究，所有其他作者按

照对上一层级作者共被引入度多少依级排列。从图

4可以看出，李国新是农村图书馆研究的领军人物，

其关注的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及制度建设，对

农村图书馆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图3 作者共被引网络图谱

图4 作者共被引网络主成分显示

3 结 语

首先，虽然目前农村图书馆建设有着大好形势，

然而该领域研究发展还不成熟，论文被引次数相对

其它学科而言，普遍偏低，从多元统计结果可看出学

科体系也有待健全。其次，我国该研究领域初步形

成核心研究团体及研究方向，这些核心研究团体对

其他团体或其他研究者有较大的影响。但农村图书

馆领域瞬间作者过多，大多数作者的研究浅尝辄止、

处于突发性研究阶段，缺乏持续性。核心作者中瞬

间作者的存在，使得农村图书馆研究领域研究团体

的确定有待商榷。同时来自基层的农村图书馆工作

者，没有在核心团体里出现。再次，研究团体有学术

领头人，如李国新教授，其被引频次均相对较高，同

时其与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也有一定的交叉和融

合，对其他研究者在该领域有较大影响力。农村图

书馆领域需要更多的像李国新一样的学者，能够关

注农村图书馆，为公共图书馆发展、农村图书馆建设

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指导。农村图书馆建设的主流

趋势已经形成，农村图书馆研究也要跟进。最后，核

心研究者之间的集中趋势不是很大，被引频次较多

的作者中有部分处于孤立状态，没能融入研究的主

流团体。

本文仅仅是用作者共被引分析对农村图书馆研

究领域进行初步探索，由于存在选取的数据、检索的

精确度，以及CCD的完备性等问题，数据难免出现

偏差及在分析结果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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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统计结果的分析，也只是进行相关性描述，而未产

生推论性的结论。因此本文所做出的我国农村图书

馆研究现状的结果并非最终的研究结论，还需要改

进和完善。随着数据的完善和方法的改进，其研究

将会得到更深的拓展，希望本文对我国农村图书馆

领域研究的分析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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