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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包含的信息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学科研究

的热点与动向，前人一些研究成果对后人研究以及学

科建设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科研工作

者了解本学科研究前沿，促进学科繁荣与发展。知识

图谱与传统的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方法结合，应用数

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等理论和方法，用可视

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结构与发展 [1-4]。知识图谱

理论与方法近年来已成为科学计量学研究的最前沿[5]。

同时，我国也兴起了运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来把握学

科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发展动态的浪潮 [6-7]。数字出版

是出版业新的发展方向，数字出版受众群体快速增长，

数字阅读正逐渐成为群众喜欢的阅读方式之一。2011

年，《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数

字出版是出版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兴出版业

态，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

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新闻出版总署

《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鼓励和

推动数字出版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突出强调要大

力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已成为我国

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重要战略任务。数字出版在我

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在数字出版研究方

面，目前尚未有学者运用知识图谱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本文借助科学计量软件——知识图谱工具和中文

数据库资源处理软件分析 1998—2011 年被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文献，从关键词、发

文作者、被引作者、发文期刊、被引期刊、发文机

构等角度分析期间我国数字出版的研究热点、研究

基础、研究机构等情况，同时利用科学计量学前沿

工具以可视化图谱的形式来展示我国数字出版研究

领域的知识谱系，以期对我国数字出版研究有一个

整体、全面的认识与把握。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是指通

过数据挖掘、信息分析、科学计量和图形绘制等一系

列处理来可视化地展示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具有知

识导航的作用 [8]。它属于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

范畴，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 [9]，其概念在文献

计量学出现时就提出来了 [10-11]。本文利用 CSSCIREC

软件将 CSSCI 数据格式转换成能被 Citespace 处理的

格式，然后采用美国德雷克塞大学陈超美博士研发

的 Citespace 软件 [12]，对命中文献记录中的相关指标

进行分析，构建数字出版领域的知识图谱，探寻研

究热点，揭示数字出版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2 数据来源

对数字出版进行研究的学者分散于各学科，其

论文除发表在《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

科学》等新闻学与传播学类期刊，还发表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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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等图书情

报类期刊上，以及分散于其他学科的专业期刊中。按

照数字出版及相关概念的定义，以及多次试检索，确

定以“数字出版”“数字出版物”“电子出版”“电子

出版物”“网络出版”“网络出版物”为检索关键词，

对 1998—2011 年间CSSCI数据库中所收录的文献进

行检索，经过去重、辨别、整理，获得数字出版研

究相关论文 1431 篇。以此作为分析对象，利用

CSSCIREC软件和Citespace软件进行进一步分析与处理。

2 统计分析

2.1 关键词分析

文献关键词揭示了文章内容涵盖的主要方面，对

某一学科内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共现词情况进行研究，

能够发掘这一学科内受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即学

科的研究热点。以下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所下载的

论文进行关键词共被引分析。首先，将 1998—2011 年

时间跨度中的每 1 年作为时间区，选择每个时区中高

被引的关键词，生成关键词共被引网络结构组配。然

后，在此基础之上选择“聚类视角”选项，获得清晰

的关键词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其中，中心度 [13] 较

高的关键词在可视化图谱中显示为较大的节点（见

图 1）。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在可视化图谱中显示

为较大的节点，由图 1 可见“数字出版”的使用频次

最高，其次是“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等。

图1 数字出版关键词知识图谱

按照词频统计排序，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分布情

况如表 1 所示。结合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将数字

出版研究归纳为 4 个主要方面：一是数字出版基础

理论研究，二是数字出版运营研究，三是数字出版

技术研究，四是数字出版模式研究。

表1 数字出版高频关键词

频 次 关键词 频 次 关键词 频 次 关键词

305 数字出版 22 网络出版物 15 版权

261 电子出版物 21 电子期刊 14 数字出版物

252 网络出版 20 英特网 14 ebook

76 电子书 20 数字图书馆 13 高校图书馆

70 电子出版 19 产业链 13 信息技术

45 传统出版 18 版权保护 10 多媒体

35 科技期刊 18 商业模式 10 出版改革

32 手机出版 18 赢利模式 9 电子阅览室

30 图书馆 17 数字期刊 9 电子图书馆

28 出版业 17 著作权 7 Internet

28 电子图书 17 编辑工作 6 中国出版

27 中国出版业 16 知识产权 5 文献资源建设

26 学术期刊 15 出版社 5 住处资源

22 出版产业 15 传统出版社 5 电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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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作者和被引作者分析

发文作者分析。按照词频（取 4 次以上）排序

统计，重要发文作者分布情况见表 2 所示。从图谱

可知，曾建勋、徐丽芳出现的频次最高，其次是于

永湛、严晨、严彬等。另外，数字出版研究领域的

学者基本处于独自研究状态，常见的研究团体由老

师与其所指导的学生组成。

表2 数字出版发文量大于4的作者

发文量 姓 名 单 位 发文量 姓 名 单 位

7 曾建勋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4 方 卿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7 徐丽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4 刘寒娥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6 于永湛 新闻出版总署 4 朱 音 《中国出版》编辑部

5 严 晨 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4 严定友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5 严 彬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4 沈 波 清华大学出版社

4 张志林 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研究所

被引作者分析。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被引作

者分析，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被引作者在可视化图

谱中显示为较大的节点，见图 2 所示。被引 6 次以

上的作者及其单位见表 3。与发文作者相比，数字

出版研究领域的重要被引作者与发文作者有些不

同，发文高的作者其被引不一定高。谢新洲、徐丽

芳、张立、匡文波等是高被引作者。

图2 数字出版研究被引作者的知识图谱

表3 数字出版被引6次以上的作者及其单位

被引频次 被引作者 单 位 被引频次 被引作者 单 位

34 谢新洲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1 郝振省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22 徐丽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1 刘家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7 张立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数字出版研究室 11 曾建勋 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16 匡文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10 秦珂 新乡学院图书馆

15 陈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9 黄宗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4 周荣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管理与决策科学系 9 程维红 《作物学报》编辑部

12 陈光祚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8 周蔚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 贺德方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8 黄群庆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12 聂震宁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8 陈生明 江苏省出版总社报刊中心

2.3 来源期刊与被引期刊分析

来源期刊分析。按照载文量（取 14 篇以上）排

序统计，数字出版研究的重要发文期刊见表 4 所示。

载文量大于 14 篇的期刊共 26 个，《中国出版》载文

量最多，其次是《科技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编

辑之友》《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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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数字出版载文量前26的期刊

期刊名 载文数 期刊名 载文数

《中国出版》 295 《中国图书馆学报》 40

《科技与出版》 169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38

《出版发行研究》 167 《情报理论与实践》 35

《编辑之友》 104 《情报杂志》 33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69 《大学图书馆学报》 30

《图书情报工作》 63 《图书馆》 24

《编辑学刊》 60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1

《情报科学》 60 《图书馆学研究》 20

《图书馆杂志》 49 《图书与情报》 18

《编辑学报》 47 《中国编辑》 18

《图书情报知识》 47 《图书馆建设》 16

《图书馆论坛》 46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5

《出版科学》 44 《中国图书评论》 14

被引期刊分析。采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被引

期刊分析，中心度较高的被引期刊在可视化图谱

中显示为较大的节点，如图 3 所示。按照被引量

（取 15 篇以上）排序统计，数字出版研究的重要被

引期刊见表 5。1998—2011 年数字出版研究领域被

引较多的国内期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出版类期刊，

如《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编

辑学报》等；另一类是情报类期刊，如《中国图书

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

杂志》等。

图3 数字出版研究被引期刊的知识图谱

表5 数字出版研究被引前20位以上期刊

被引频次 被引期刊 被引频次 被引期刊

100 《出版发行研究》 42 《出版科学》

91 《中国出版》 40 《大学图书馆学报》

81 《科技与出版》 39 《出版参考》

66 《编辑学报》 36 《情报理论与实践》

62 《中国图书馆学报》 33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5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32 《情报学报》

53 《图书情报工作》 26 《现代情报》

43 《图书情报知识》 26 《情报科学》

42 《编辑之友》 26 《图书馆建设》

42 《图书馆杂志》 26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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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高发文机构分析

从表 6 可知，数字出版研究的高发文机构主要是

高校，其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文量最多，其次

是北京印刷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等。数字出版研究的科研单位发文较多的

主要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清华大学出版社、《中

国出版》杂志社、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这些高

校和科研机构是数字出版研究的重要单位，在数字出

版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显示出较强的科研实力，

研究机构主要位于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城市。

表6 数字出版研究发文7次以上的机构

发文机构 发文频次 发文机构 发文频次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67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9

北京印刷学院 49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9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38 江苏科技大学 9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2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8

清华大学出版社 21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8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20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8

新闻出版总署 29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8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5 复旦大学出版社 8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4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7

中国出版杂志社 14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7

浙江大学图书馆 13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7

国家图书馆 11 五邑大学图书馆 7

汕头大学图书馆 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7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10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7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9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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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数字出版为研究对象，通过信息可视化技

术 Citespace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展示了数字出版研

究领域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学术代表人物、高

载文期刊、高被引期刊、主要研究机构等。从多个

角度清晰地展示了数字出版领域的知识结构，帮助

研究者发现领域内的研究状况及之间的关联，为深

入进行数字出版研究提供参考。

我国数字出版研究已逐渐发展为出版研究领域一

个成熟的研究命题。现有数字出版研究主要集中在

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运营、数字出版技术、

数字出版模式四个方面。

曾建勋、刘志强、徐丽芳等为数字出版研究领域

的重要学者。谢新洲、徐丽芳、张立、匡文波为有

关数字出版核心概念、基本理论或开创性研究成果

的高被引作者。

《中国出版》载文量最多，其次是《科技与出版》

《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它们是数字出版高发文期刊。《出

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编辑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图书情报

工作》《图书情报知识》等为高被引期刊。

数字出版研究的高发文机构主要是高校，武汉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清华大学出版社、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是数字出版研究的重要机构，在

数字出版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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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和人身权，那么，日本在 2003 年、2004 年、

2006 年、2009 年历次修法中，主要内容是修订有关

财产权的规定，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对于人身权

的规定很少，只是增加了表演者的姓名表示权和保

护表演完整权。其原因在于日本是在知识产权立国

战略之下审视、修订著作权法等法律的，因此将有

关著作权的法律作为实施日本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振

兴日本经济、提高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系列法律的

一部分 [13]。

日本曾提出“数字内容立国”的发展目标，把

内容产业定位为“积极振兴的新型产业”。数字出

版法律的制定以及修改是在相关利益人的呼吁和推

动下才逐步改进的。出版业能更明确地反映出量化

的经济效益，相关利益人的着眼点也就放在著作财

产权上。

3.4 力图确认出版社在数字化进程中的法律地位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促使出版社获得属于知识

传播者权利的著作邻接权，完善以出版社为主体的

推进图书数字化的体制 , 确立出版社既是纸媒体也

是电子媒体传播者的法律地位。为进一步推动电子

书籍的普及，日本于 2012 年公布了著作权法修正案

草案，目标是通过立法赋予出版社“著作邻接权”，

更好地保护出版社利益。该修正案一经提出立即引

起业界的强烈反响，出版商、作家和学者围绕是否

应该赋予出版社“著作邻接权”展开了激烈争论 [14]。

日本的数字出版法律制度还在不断地探索更新。

只有真正了解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立

法过程中找到相关利益人之间的平衡点，才能使得

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科学、超前地规制及预防数字出

版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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