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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CiteSpaceII 软件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1999－2011 年的个人信息管理领域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

析，研究了国外个人信息管理的重要学科领域、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前沿，为我国的个人信息管理研究提供了有力

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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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th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II，the paper analyzes a series of overseas

academic results and works in the field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uring 1999 to 2011． Relying on analyzing related data which

was from the Web of Science，the paper explores foreign important disciplines，knowledge bases，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 concern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which presents some valuable references to the study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 research hotspots research frontier

0 引 言

个人信息管理( PIM，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
ment) 是人们为日常使用和完成任务 ( 与工作有关或

无关的) 以及履行其他个人职责 ( 作为父母、雇员、朋

友、团体成员等) 而开展的获取、组织、保存、检索、使

用和控制分散的文件 ( 纸质的和电子的) 、网页、电子

邮件等信息项的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个人所掌握的信息海量增长，种类和形

式更为丰富多样，使个人信息管理变得越来越困难。
2005 年以来，国际上成功召开了 4 次个人信息管理专

题研讨会( PIM Workshop) ，来自心理学、计算机科学、
经济管理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了 PIM 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现当今国际 PIM 研究的热点和前

沿，本文利用知识图谱对国外 PIM 领域的文献进行了

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研究，希望得出的结

论能够对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1 数据来源、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

本文使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 CiteSpaceII 软

件对文献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

论。
1．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 库，检 索 时 间 为 2011 年 4 月 15 日，以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为 主 题 词 进 行 检

索，共检索到文献 3 028 篇。将时间跨度设定为 1999－
2011 年，文献类型设定为期刊论文( article) 、会议论文

( proceeding paper) 和综述 ( review ) ，并对学科进行筛

选，选择与信息管理相关的学科( 包括社会学、心理学

等交叉学科) ，精炼后得到的文献数据为 1 425 篇。
1． 2 理论基础与工具 知识图谱( Mapping Kn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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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Domain) 也称为知识域可视化或知识领域映射地

图，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它

是把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

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

法结合，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
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的多学科融合

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把复杂的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

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而显示出来，揭示

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为学科研究提供切实的、有
价值的参考

［1］。美国德雷赛尔大学 ( Drexel Universi-
ty ) 的陈超美博士利用 JAVA 语言开发的 CiteSpaceII
可视化软件为知识图谱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CiteSpaceII 使用的光谱聚类算法能够实现对共现和共

被引网络的自动聚类和标引
［3］，采用的 Kleinberg［4］

突

变检测算法可以用于检测某个学科中研究兴趣的突然

变化。本文采用了“关键词聚类”和“突变检测算法”
来研究个人信息管理这一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和前沿。
1． 3 研究思路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个人

信息管理领域中的文献的数量、作者和主要的研究机

构进行了统计分析，主要使用 Excel、CiteSpaceII 等软

件来绘制这些文献的关键词的聚类图谱，高被引文献

的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从而得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2 研究现状

本文对 PIM 领域中的文献量、作者情况以及机构

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2． 1 文献信息量统计分析 发表的文献数量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个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发展趋势。表

1 和图 1 显示的是 1999－2011 年 PIM 领域发表的文献

数量及其增长趋势，其中 2011 年的数据只统计到 4 月

15 日，暂不分析。从图 1 可以看出，PIM 领域中的文

献量除 2002 和 2010 年略有下降之外，其他年份均呈

上升趋势。
表 1 文献信息量情况统计

年份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数量 18 148 245 202 191 127 111 101 72 52 63 60 35

图 1 国际 PIM 领域文献增长趋势

2． 2 论文作者统计分析

2． 2． 1 作者总体情况。经过统计，这 1 425 篇文

章来自于 821 位作者 ( 其中发表了 6 篇、8 篇、17 篇和

109 篇文章的均为 IEEE 协会) ，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作者发文情况统计

篇数 1 2 3 4 5 6 7 8 10 17 22 109

人数 499 238 57 8 8 1 5 1 1 1 1 1
占总人

数( % )
60． 78 28． 99 6． 94 0． 97 0． 97 0． 12 0． 61 0． 12 0． 12 0． 12 0． 12 0． 12

这一结果并不是特别符合洛特卡定律，虽然按照

平方反比分布，所有生产 1 篇论文的作者的比例为

60． 78% 这一条符合，但是就生产 n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

大约是生产 1 篇论文作者数量的 1 /n 2
这一点来看，除

了发表 3 篇论文的作者符合以外，其他的都不相符。
该结果符合普莱斯定律，即在个人信息管理领域

中，全部论文的半数系由该领域中的全部作者的平方

根的那些人撰写的，“那些人”就是该领域中的核心作

者或高产作者。统计的文章数量共有 1 425 篇，半数

为 713 篇，该领域中的全部作者为 821 人，开平方根的

结果为 28． 65，根据表 2，生产 4 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

共有 27 人，符合普莱斯定律。
2． 2． 2 核心作者情况。核心作者( 或高产作者)

是指在某一领域中发表了多篇文章的作者。通过对作

者的发表文章数量和被引频次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

出该领域中的核心作者及其学术影响力。本文选取发

表文章数量为 5 篇及以上的作者为高产作者 ( 包括

IEEE 协会、ACM 协会和 ETRI) ，如表 3 所示。
表 3 高产作者情况统计

排名 作者 发文量

1 IEEE 109

2 ACM 22

3 IEEE COMPUTER SOCIETY 17

4 Tjoa，A． M． 10

5 IEEE COMPUTER SOC 8

6 Ahn，G． J． 7

7 Bergman，O 7

8 ETRI 7

9 Nejdl，W 7

10 Whittaker，S 7

11 IEEE COMP SOC 6

12 Beyth－Marom，R． 5

13 Blobel，B． 5

14 Katifori，A． 5

15 Keil，M． 5

16 Kim，Y． 5

17 Lee，H． 5

18 Mont，M． C． 5

19 Nachmias，R． 5

本文将协会机构与个人作者分开分析。首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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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收录了 2000－2010
年期间召开的 24 次会议的论文，共 140 篇，包括本体

论、个人隐私及安全、个人健康信息管理、个人数据空

间构造、个人知识管理等。美国计算机协会 ( ACM ) ，

它在 2006 年 1 月“Communication of the ACM”上发表

了一系列研究个人信息管理的文章，如个人信息管理、
个人健康信息管理、个人信息管理与群体信息管理、个
人信息管理中的数据统一等。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

( ETRI) 于 2008 年 10 月，在韩国召开了第 10 届高级

通信技术国际会议，主要研究了身份管理系统、数字身

份安全、个人健康信息管理、分布式个人信息的管理方

法。
就作者来看，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是 Tjoa，他来自

维也纳科技大学，主要是从本体论和语义网络角度研

究个人信息管理。Ahn，Bergman，Nejdl 和 Whittaker
都发表了 7 篇文章，Ahn 来自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

主要从事 PIM 中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研究; Berg-
man 和 Whittaker 都来自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Berg-
man 主要研究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和个人信息检索、再
现等问题; Whittaker 主要研究个人信息的 检 索 与 再

现、用户检索偏好、个人电子邮件的信息管理问题; Ne-
jdl 来自德国的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主要研究个人信

息管理的用户行为和语义桌面搜索。同样来自英国谢

菲尔德大学的 Beyth－Marom 和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的 Nachmias 与 Bergman 多次合作撰写论文，他们

的研究领域相似。来自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的 Blobel
和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Kim，他们主要都是研究个

人健康信息管理。Katifori 来自雅典大学，主要从本体

论的角度研究个人信息管理，也研究用户行为和任务

管理。Keil 重 点 研 究 了 个 人 信 息 管 理 的 技 术 问 题。
Lee 来自爱尔兰的都柏林城市大学，主要研究了个人

信息管理中的隐私问题，个人健康信息管理以及个人

信息管理相关的中介软件。Mont 来自惠普公司，主要

研究个人信息管理涉及的隐私问题。
2． 3 主要研究机构统计分析 统计了发表论文在

9 篇以上的机构，统计数据如表 4 所示:

从论文发表的数量上看，华盛顿大学以 19 篇的数

量名列第一。排在第二的是多伦多大学。其它发文数

量较多的还有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谢菲尔德大学、
IBM 公司和普杜大学等。

从地区情况来看，美国( 8 所) 占了发文机构总量

的一半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在个人信息管

理领域中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其它的一些高产机

构分布在加拿大、英国、台湾、香港和奥地利，说明该领

域的研究机构分布广泛，且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这些高产机构多数都是高校，只有 IBM 这一商业公司

排名比较靠前，这表明高校机构是 PIM 研究的主要阵

地。
表 4 高产机构情况统计

排名 机构 篇数 地区

1 华盛顿大学 19 美国

2 多伦多大学 16 加拿大

3 北卡罗来纳大学 14 美国

4 谢菲尔德大学 14 英国

5 IBM 公司 12 美国

6 普杜大学 11 美国

7 乔治亚州立大学 10 美国

8 国立交通大学 10 台湾

9 国立台湾大学 10 台湾

10 威斯康星大学 10 美国

11 香港理工大学 9 香港

12 科罗拉多大学 9 美国

13 密苏里州大学 9 美国

14 维也纳科技大学 9 奥地利

3 研究热点及前沿

利用 CiteSpaceII 对个人信息管理的学科领域和

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及前沿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3． 1 研究学科领域分析 从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来

看，关于个人信息管理的研究学科共有 24 类，进一步

分析可以看出，主要涉及的学科有计算机科学 ( 包括

信息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人工智能、跨学科应用、软
件工程、硬件和结构、控制论) 、管理学 ( 公共管理、社

会保障) 、图书情报学、商学 ( 商业、财政) 、医学信息

学、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经济学、心理学( 交叉学科、应
用、实验) 和社会学( 社会问题、交叉学科) 。

本文将相关的数据导入 CiteSpaceII 中，将网络节

点的类型( Node Types) 选择为学科主题( category ) ，将

时区中的时段选择为 1999－2011，时区分割( Time Sli-
cing) 选择为 1，即将这 13 年的数据以年为单位切分为

13 片，将 阀 值 选 择 为 出 现 频 次 最 高 的 30 个 字 ( top
30) ，运行软件得到图 2 所示的 PIM 学科领域分布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 10 个明显的聚类，这些聚类代表

着个人信息管理研究领域的主要学科，包括计算机科

学、工程学、管理学、图书情报学、通信技术、医学信息

学、健康护理科学和服务、商学、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和

心理学。从图 2 可知，上述学科聚类之间联系紧密，相

互交融和重叠，呈现出融合之势。按照图中节点的中

心度大小，结合各个学科中的文献数量，可以客观地反

映出个人信息管理的各个学科领域重要性。可以得出

目前国际上有关 PIM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图书

情报学、管理学、商学、医学信息学以及工程学等学科，

且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一分析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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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个人信息管理研究的学科领域

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基本一致。计算机科学包含各种与

计算机和信息处理相关的系统学科，如编程语言、程序

设计、软件和硬件、人工智能等。图书情报学在我国一

般被归为信息管理专业中，主要包括图书馆学，情报

学，文献信息的组织、检索、存储、咨询、分析，信息系统

的设计与分析等。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它是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

学，其目的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

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来提高效力和效率。商学包含了

范围非常广泛，如会计、财务管理、银行学、市场营销、
物流、金融、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等学科。医学信息学

是医学和计算机等科学的交叉学科，是医学发展的必

经阶段，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工程学是一门应用

学科，是研究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原理在各行业中应

用的方式、方法的一门学科，同时也研究工程进行的一

般规律，并进行改良研究。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随着科技、信息和网络的发展，个人信息管理涉及

的各学科领域都在向交叉学科的方向发展，各学科之

间相互交融，有共同的研究方向，也有不同的研究方

向，而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商学、医学信

息学和工程学等学科中都有某些部分构成了个人信息

管理的研究领域。此外，运筹与管理学 ( operations re-
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 、信息技术这两个学科领

域有着较高的突现度( 分别为 4． 64 和 4． 34 ) ，这说明，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和个人电脑的广泛应用，

运筹学在管理学领域的渗透，运筹学和信息技术在个

人信息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在个人信

息管理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3． 2 知识基础 知识基础能够反映出某一学科领

域前沿的本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助于明确和预测

研究前沿和动态趋势
［5］。本文在 CiteSpaceII 中将节点

类型选择为“参考文献 ( cited reference) ”进行分析运

行，生成图 3 所示的知识图谱，共有 291 个不同的文献

节点和 966 条连线，从中能够得出一些个人信息管理

领域中的经典论文或是奠基性文献，如表 5 所示。
表 5 个人信息管理领域高被引核心作者及其经典文献

排
名

被引
频次

中心度 作者 被引著作 /论文题目
出版

年

1 43 0． 06 Nonaka I．
＆Takeuchi H．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
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
tion

1995

2 37 0． 19 Fornell C． ＆ David
F． 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 algebra and
statistics

1981

3 31 0． 09 Davis F． D．
Perceived usefulness，perceived
ease of use，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989

4 26 0． 02 Malone T．

How do people organize their
desks － implications for the de-
sign of office information － sys-
tems

1983

5 24 0． 00 Lansdale，M． W．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In-
formation Management 1988

6 23 0． 02 Davis F． D． ，et al．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
technology － a comparison of 2
theoretical－models

1989

7 22 0． 00 Dumais S T，Cu-
trell，E． ，et al．

Stuff I’ve seen: a system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re－use

2003

8 20 0． 00 Whittaker， S． ＆
Sidner，C．

Email overload: exploring per-
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email

1996

9 19 0． 00 Nunnally J． C． Psychometric theory 1978

10 18 0． 01 Anderson J． 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 a review and recom-
mended 2－step approach

1988

11 18 0． 02 Barreau，D． ＆ Nar-
di，B． A．

Finding and reminding: File or-
ganization from the desktop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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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文献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

Nonaka 等所著的《知识创造企业: 日本企业如何

创造动态性的创新》可以被视为是知识管理领域的奠

基之作，作者提出知识创造可以是个人层次、组织层

次，知识转换包括 4 个主要过程: 从隐形到显性，显性

到显性，显性到隐性，以及隐性到隐性; 并提出组织应

该打破传统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采用

更有利于知识创造和交流的管理方式。可以说本书也

是 PIM 的奠基之作，为个人层次的知识管理提供了理

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6］。Fornell 等针对 Bagozzi 提出的

收敛与区分标准提出了质疑，以《不可观测变量和测量

误差的结构方程模型———代数和统计》进行了回应，作

者认为解释统计结果必须依据研究目的，此外作者还

证明了 Fornell－Larcker 测量体系内部具有一致性，也

符合数据与提取变量的对应规则
［7］。Davis 在《感知有

用性、感知易用性和用户对信息技术的接受》一文中，

对 152 位用户使用的 4 种应用程序进行了有效测试，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与易用性相比，有用性对用户的

使用行为影响更大
［8］。Malone 在其《人们如何管理自

己的桌面———办公室信息系统设计的含义》一文中对

人们的办公室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信息分类会降低

人们检索和回忆该信息的速度，而且对于那些可以归

入多个类目的信息，人们存在认知上的困境
［9］。Lans-

dale 在其《个人信息管理心理》一文中指出，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的种类、形式越来越丰富，原先

用于处理传统纸质信息的方法不再适用，需要从收集、
整理、组 织、检 索 等 方 面 探 究 信 息 管 理 自 动 化 的 方

法
［10］。Davis F． D． ，et al． 在其《用户对计算机技术的

接纳———两种理论模型的比较》一文中，对 107 位用户

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后发现，感知有用性对用户的

意图有强烈影响，感知易用性对用户的意图影响较小，

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但是也很重要，主观规范

对用户目的没有任何影响，作者提出了简单有效的用

户接受度决策模型，该模型能够引导管理干预，从而降

低计算机使用的不充分
［11］。Dumais 在其《Stuff I’ve

seen: 一个个人信息检索和再利用系统》文章中分析了

用户的个人信息管理行为，并设计出了个人信息检索

和再利用的 SIS ( Stuff I’ve Seen) 搜索工具，他认为如

果能够使用 SIS 找到所需要的信息，那么在保存文件

时，能够节约添加标签和注释的时间
［12］。Nunnally 所

著的《心理测量学理论》可以看作是心理学与行为科学

的经典著作，奠定了心理测量理论的基础，同时对工程

学、医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都有所启示
［13］。个人信

息管理离不开对用户行为的追踪、分析与研究，是行为

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因此用户行为和心理学理论也

是 PIM 的基础理论。Anderson 的《实践结构化方程模

型———综述及两步法推荐》一文为使用结构方程建模

的研究者提供了理论测量和模型开发指导，提出了一

种综合性的、两步建模方法，使用了一系列的嵌套模

型，以及相应的卡方差异检验，并讨论了该方法与一步

法相比的优势，以及评估方法的开发
［14］。Barreau 在

1995 年发表的《寻找和再现: 桌面文件的组织》是早期

研究个人信息检索行为的经典论文，论文分别对使用

个人计算机的早期用户 ( 使用 DOS，Windows 3． 1 和

OS /2) 和使用 Macintosh 的经验用户进行了采访，发现

用户在寻找和再现信息时，往往更喜欢使用导航浏览

文件夹来寻找信息而不是通过搜索来寻找信息
［15］，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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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来的许多学者通过研究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 如

Boardman＆Sasse; Capra＆Pérez －Qui珘nones 2005; Kirk et
al． ; Teevan et al． ) 。这 10 位高被引核心作者的论文

涉及了知识管理、商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信息技术、
计算机等多个学科领域，证实了上文得出的个人信息

管理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结论，他们的研究为 PIM 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3． 3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文章的核心，是作者对文

章的主题进行精炼之后得到的结果，有着很强的代表

性，因此，在分析时，往往使用关键词来研究某一学术

领域中 的 研 究 热 点。本 文 将 网 络 节 点 的 类 型 ( node
types) 选择为关键词 ( keyword) ，其他参数不变，运行

软件得到图 4 所示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有 213 个不

同的关键词节点和 585 条连线: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中心度是衡量网络中某

节点对经过该节点并彼此相连接的另外两个节点的控

制能力，一定程度上表征某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

系以及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6］。在图 4

中，具有较高中心度的词用紫色的圈圈表示出来，这些

关键词包括: 管理、信息、系统、技术、网络、绩效、模型

等。关键词年环的厚度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正相关，

表 6 列出了频次最高的 10 个关键词及其中心度( 其中

排名第 10 和第 11 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一样，按照字

母顺序排列) :

从图 4 可以看出，管理是最大的节点，信息次之。
个人信息管理，是对个人的信息进行管理，信息和管理

自然成为个人信息管理的基础。信息管理这一领域中

的许多理论、方法和工具都可以应用到个人信息管理

中，但是由于个人信息管理的核心是个人信息，因此，

信息管理在个人信息管理中应用，还需要做出一些调

整和改进才能够适用，这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之

一，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表 6 高频关键词表

排名 频次 中心度 关键词

1 154 0． 22 Management

2 82 0． 23 Information

3 68 0． 06 Knowledge Management

4 63 0． 17 Systems

5 58 0． 13 Model

6 54 0． 14 Performance

7 50 0． 16 Internet

8 48 0． 05 Privacy

9 39 0． 17 Technology

10 38 0． 09 Behavior

11 38 0． 04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排名第三的是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发

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一种重视与人打交道的信息管理

活动，其实质是将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信息与人们利

用这些信息的规则联系起来，它重视团队成员的联合

并鼓励经验和知识的共享，其核心是知识的创造、应

用、学习、理解和协商
［17］。此外，个人信息管理的一个

重要的研究分支就是群体信息管理( Group Information
Management，GIM ) ，它是指个人信息在公共领域中的

作用，解决的是个人信息在群体内共享以及共享的基

础标准等问题，其实质与知识管理类似，因此，从知识

管理的角度研究个人信息管理成为当前国际上的研究

热点，这也印证了上文“高被引核心作者及其著作”中

包含大量知识管理学领域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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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的是系统和模型。个人信息

管理是从搜索( search for) 、遇见( encounter) 、翻译( in-
terpret) 、组 织 ( organization ) 、保 存 ( keeping ) 、寻 找

( finding ) /再现 ( refinding ) 、再利用 ( re －use ) 、再获取

( re－access) 到信息的最终利用( ultimately use) 这样一

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

难以预估信息价值、存储位置分散、难以寻找和再现

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通过建立模型、设计

出合适的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来实现个人信息的有效管

理。而根据数据库的搜索结果，其中有 477 篇文献是

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系统学科的，这都说明个人信息管

理系统和建模的研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排名第六位的是绩效。设计出合理的个人信息管

理系统( 或工具) ，还要对其进行评价，评价的指标包括

可用性( 效力、满意度、易用性、易学性) 、绩效、采纳和

使用等。对个人信息管理的系统 ( 或工具) 进行评价，

指出问题并加以改进，能够促进这一系统( 或工具) 的

广泛使用，因此，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或工具) 的评估是

目前该研究领域中非常活跃的热点之一。
排名七、八、九位的分别是网络、隐私和技术。随

着因特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上的个人信息不断

增加，个人信息在群体和组织中共享，个人信息管理中

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使

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更好的管理个人信息，确保网络共

享中的个人信息安全是当前研究的难点，也是热点之

一。
排名第十的是行为和个人信息管理。个人信息管

理是本文的检索词，个人信息管理活动过程有各种各

样的个人信息管理行为，这些行为也是个人信息管理

的研究热点。

由此可以看出，管理、信息、知识管理、个人信息管

理构成了个人信息管理的研究理论基础，同时也属于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

了“信息高速公路”，促进了信息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

展。知识管理是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新名词，它的

存在主要依赖于信息管理和对工作实践的管理，现今，

知识管理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在很多机构和部门

中实施，并逐渐与其他的社会活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个人信息管理在最近的十几年

里不断发展，成为新的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系统、模
型、绩效、网络和技术则属于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研

究，主要包括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建模、运行、检测、
维护和更新的过程，现有系统的评价与改造，网络环境

下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网上个人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开

发，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发展等，其中信息技术是信息系

统和网络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隐私是个人信息中

的一个重要方面，会影响到群体信息管理的发展，Ahn
和 Lee 都对个人信息管理中的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行为是个人信息管理的影响因素之一，主要包括对用

户行为的研究，许多学者进行过这一方面的研究，如

Malone 研究了人们的办公室行为。
3． 4 研究前沿 突变词是指短时间内增长速度突

然加快或 使 用 频 率 突 然 提 高 的 术 语。CiteSpaceII 与

CiteSpace 相比，新增了突变检测的功能，能够利用突变

词的动态变化性，研究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本

文选用突变检测算法来检测 PIM 领域的突变专业术

语，同时选择时间区域( timezone) 聚类视图，可以生成

图 5 所示的知识图谱。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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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突现度这一量度指标从大到小排列，一共探

测出 5 个突变词，如表 7 所示。
表 7 突变词分布列表

突现度 频次 中心度 突变词 年份

3． 56 29 0． 02 Information－technology 2007

3． 18 7 0． 01 Human factors 2008

3． 10 15 0． 05 Location management 2002

2． 95 21 0． 06 Strategy 2001

2． 81 18 0． 01 Work 2000

其中 2007 年出现的“信息技术”一词突显度最高，

表明在 2007 年，个人信息管理领域中的研究开始关注

于信息技术在这一领域中的应用，如何充分地利用信

息技术来实现有效的个人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系统、数
据库、信息检索、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等技术方法已经

成为前沿热点。2008 年出现的“人的因素”，表明个人

信息管理领域中的信息用户研究，包括信息用户的分

类、分析和教育，用户信息需求的决定因素、表现形式

和满足方式，用户利用信息资源的行为与心理，用户潜

在的信息资源开发等问题，其中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

较多。用户的信息行为由于受到任务、工具和环境等

因素的影响，会产生个体差异，这成为个人信息管理研

究的前沿领域。因此，在 PIM 工具的设计中，我们必须

要以用户为中心，根据用户的需求和个体差异来设计

出个性化的个人信息管理工具，为不同类型的用户设

计出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管理工具，并增加工具的自

适应性。2002 年出现的“存储位置管理”、2001 年出现

的“战略管理”、2000 年出现的“工作”都成为新的研究

重点。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存储信息的载体变

得越来越多，如计算机、移动硬盘、笔记本电脑、平板电

脑、PDA、纸张等，而人们在存储信息时，可能会出于害

怕遗忘重要信息的缘由，将相同的信息存储在多个不

同的位置，这导致了信息存储位置的日趋分散，难以在

需要的时候及时地再现所需信息; 这种在不同存储位

置保存相同信息的做法还会带来信息的更新和同步的

不一致问题; 因此，信息存储位置的管理成为个人信息

管理的研究前沿之一。其次，个人信息管理的战略选

择，也就是个人信息管理的方法选择，在信息的存储、
组织和再现的过程中，如何使信息序化和优化，选择适

当的信息组织、检索的方法与工具，能够在需要的时候

及时再现和再利用信息是很重要的，因此这一方法的

选择就成为研究的重点与前沿。此外，“工作”一词包

括工作有关的信息、记忆的管理，也可以理解成个人信

息管理中的任务管理，如何提醒人们目前未完成的任

务、跟踪进行中的任务状态、校对和保存这些与任务相

关的信息、创建有效的任务管理工具，实现工作任务的

管理也是当前研究的前沿之一。目前的任务管理工具

主要是电子邮件，虽然其最初设计时并不是出于任务

管理的目的，但是由于它有着工作和信息导管的功能，

所以被用于个人信息管理，尤其是任务管理，当然，这

一工具是有缺陷的，尤其是在提醒人们回复邮件和校

对信息方面。最近，人们也提出了几种改进电子邮件

中的任务管理的方法，如信息结构化，即将收件箱与某

一任务相关的所有信息聚集在一起的信息组织方法;

嵌入任务管理支持，这一技术能够识别和组织任务相

关的信息构建，直接支持提醒和校对; 工作流程，依据

基本任务顺序和人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角色来组织

信息。

4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文用 CiteSpaceII 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

个人信息管理相关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目前

国际上个人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但是，这

一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能对某一特定数据库，

如 Web of Science 收录的文献进行分析，不能实施跨库

分析，这就可能存在分析不全面的情况。例如，国际上

成功召开了 4 次 PIM 专题会议，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

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这些成果未被 Web of Science 数

据库收录而没有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一些学者出版

了专门研究个人信息管理专著，如 2007 年华盛顿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个人信息管理: 机遇与挑战 (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 －
unities) ［18］》、Willian Jones 和 Jaime Teevan 的《个人信

息管理(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9］》、William
P． Jones 的《保 持 发 现 ( Keeping Found Things
Found) ［20］》等。此外，还有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出

的 PIM 研究项目 ( 如《Keeping Found Things Found》、
《My Life Bits［21］》等) 及其成果等也由于 CiteSpaceII 软

件的局限性未被纳入本项研究中。因此，针对上述研

究的不足，在未来还应综合利用其他书目统计和文献

计量方法对 PIM 热点和前沿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5 总 结

本文利用 CiteSpaceII 软件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

库中 1999－2011 年的个人信息管理领域相关文献进行

定量分析，研究了国外个人信息管理的重要学科领域、
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前沿。结论得出，国际 PIM 的研

究领域集中在计算机、图书情报学、管理学、商学、医学

信息学和工程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主要是信息

管理、知识管理、系统及建模、工具与评估和个人隐私

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研究 PIM 的信息技术、个体差

异、存储位置管理、战略方法选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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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1987－2007 年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

规模居于前三位的地区分别是广东、江苏和上海，且这

三个省的电子信息产业占全国比重大体上呈上升的态

势，到 2007 年占全国比重高达 67． 72% ，说明我国电子

信息产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也从侧面反映出电子信

息产业在我国其他地区的分布是相当零散的，两极分

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在于这三个省均位于东

部沿海地带，改革开放较早，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宽
松的政策环境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吸引大量的外商

投资进入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逐渐形成了具有大规模

电子信息产业相对聚集的市场。

3 结 论

本文从偏度和峰度角度构建了产业聚集指数，在

此基础上对 1987－2007 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聚集水

平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整体来

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聚集指数值在整个研究区间

上均大于 18． 42，说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聚集水平

较高，产业聚集现象十分明显。第二，从聚集指数的变

动趋势来看，1987－2007 年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聚

集指数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且从各个年份的变化

趋势上看，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倒 U 型

曲线变化趋势。第三，从聚集地的分布来看，广东、江
苏和上海这三个东部沿海省市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

主要聚集地，且 1987－2007 年间这三个地区的集中度

越来越高，反映出电子信息产业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

越严重。
因此，在电子信息产业聚集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

更要注重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扩散和梯度转移，逐步

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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