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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 (一)
Ξ

——从技术角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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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资源管理 ( IRM )被认为是现代信息

管理的制高点[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面向高

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是整个 IRM 的

核心, 是新的世纪人类对自身创造的信息资

源进行有效管理和开发利用的基础及前提。

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情报学的范

畴, 而需要综合应用信息科学、管理学、社会

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

法, 从技术、经济、人文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

全方位研究, 从而形成现代 IRM 研究的三维

结构, 才能最终解决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开发

利用问题。

从技术角度, 人们除了利用信息科学的原

理研究解决大系统的稳定性、网络结构的有序

性和高速率传输中的各种问题外, 主要是用情

报学的理论方法研究高速信息网络上的信息

组织方法和信息服务模式, 探索各种适合网络

特点的信息系统、信息媒介和利用方式。从经

济角度, 人们主要研究以网络化为基础的信息

市场、信息产业、信息经济的形成、发展、特征

和运行模式, 研究网络技术的评价选择以及网

络信息经济效益评价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从人

文角度, 人们试图通过政策、法规、伦理道德实

现高速信息网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管理, 使高

速信息网络能健康成长。

本文从技术角度, 或者说更侧重在情报

学范式下讨论面向高速网络的信息资源管

理、组织和利用问题。此后, 我们还将分别从

经济和人文角度讨论面向高速网络的信息资

源管理。

1　高速信息网络及其信息资源构成

高速信息网络即“全球信息基础结构”(G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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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nfo rm at ion Infrast ructu re) , 它由全

球通信基础设施和全球“信息上层建筑”构

成。前者指专用网络和公用网络的物理通信

平台, 包括线路交换功能和网络路由功能, 后

者指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的应用系统。目前

人们所熟悉的因特网 ( In ternet) 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全球信息网, 已经成为建设高速信息

网不可替代的基础, 被视为未来高速信息网

的雏形和信息时代的重要支柱。因特网对未

来高速信息网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因特网目前所依赖的高速骨干网将成为高速

信息网的重要通信基础结构, 二是因特网上

极为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种类繁多的网络化信

息服务方式将成为未来高速信息网络信息上

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2 ]。因此, 目前所称的

高速信息网或信息高速公路实质上是指因特

网而言。面向因特网的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

利用是未来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

理和开发利用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也是今天

可供研究的实际对象。本项研究也主要围绕

因特网展开。

高速信息网上的信息资源种类繁多, 分

布在不同的网络节点上, 都是数字化信息及

其信息媒介为基础的电子信息资源, 它可以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制作、加工、传播、转

换和二次开发。信息媒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

通信媒介、广播媒介和制品媒介三大类。通信

媒介包括话音通信、信息通讯网以及与通信

有关的信息服务, 广播媒介主要指广播和电

视, 制品媒介指封装在一定形式的载体内的

信息媒介, 包括印刷、电子和声像形式等[3 ]。

可以认为, 投入高速信息网的一切电子信息

均为高速信息网的信息资源。

2　情报学意义上的高速网络信息资源
管理

在高速网络环境下, 情报学的基本任务

和目标没有变, 仍然是组织知识信息, 以便提

供利用[4 ] , 但是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高速信息网把方便的信息服务带进了家

庭和办公室, 使人们可以像使用自来水和煤

气一样方便地使用全球信息资源。但是高速

信息网络建设并没有带来一个真正有序的信

息空间, 相反, 网络的迅速扩张带来的信息污

染、信息混乱、信息犯罪、信息侵权远远超出

了传统意义上的“情报危机”。首先是信息量

急剧增长, 使网络无序扩张, 网上信息陷入严

重混乱, 使人们难以通过网络获取所需的信

息; 其次是信息污染, 由于各种联入因特网的

网络和信息资源没有质量控制标准, 一些质

量混乱、粗制滥造的网络联入, 使得互联网通

信混乱, 加之淫秽信息泛滥和病毒感染, 使得

网上信息污染日趋严重; 第三是信息侵权和

安全问题, 由于高速信息网的巨大开放性, 进

出方便、存取自由, 任何个人或团体均可以把

自己的计算机和局域网联入, 同时可以通过

网络终端获取网上信息, 使得网络信息安全

大大下降, 信息产权保护十分困难。

面对这种形势, 情报学需要与其他学科

协同, 研究解决由于网络无序扩张带来的网

络信息量急剧增长、信息混乱、信息污染、信

息侵权、犯罪和网络信息利用之间的尖锐矛

盾, 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组织网上的信息, 使之

有序化, 成为人们便于利用的形式, 并利用网

络和其他信息技术以最快的速度向用户提供

所需信息。这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网络

信息组织; 二是网络信息服务。二者共同构成

情报学意义上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利

用的基本任务和内容。在网络环境下, 计算机

终端进入了家庭和办公室, 菜单式的查询工

具应用得越来越多, 曾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误

的认识, 以为由专职信息工作者提供的信息

服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用户可以通过终端

直接从网络上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自我服务。

但人们很快发现, 他们通过自己的终端一般

只能获得网上的表层信息, 要进行深层次的

开发, 还需要掌握许多专门的网络信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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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获取方面的技术, 这便是专职信息工

作者的职责。

高速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虽然

使情报学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但同时也给情报

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由于人类迄今没有找

到语义信息的表示方法和测度单位, 过去也不

具备对信息进行处理和组织的技术条件, 我们

只能借助文献单元和信息的字面含义来组织

信息。这是一种典型的线性结构, 是一种低效

率的信息系统, 用户往往不能从这类系统中获

得针对性很强的信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

技术基础上的各类全文检索系统、多媒体异构

信息系统、超文本系统和超媒体系统, 从各种

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示信息结构, 为知识信

息的组织提供了技术支持, 使人们有可能超越

知识信息组织理论的约束, 按知识和信息的逻

辑结构来组织知识信息[5 ] , 并通过网络信息导

航、信息表现使信息可视化, 对信息进行深层

次的开采, 逼近用户真正的需求。这完全改变

了传统的知识信息组织模式, 形成了知识信息

组织、获取、传输和利用的新格局, 大大拓展了

情报学的用武之地。

3　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组织方式

根据因特网上信息资源的特征和构成,

同时也根据人们对网络信息开发利用的需

要, 我们可以把网络信息划分为不同层次。人

们正是按这些层次在组织和管理网上信息。

3. 1　网上一次信息的组织与管理
面向高速信息网的信息组织, 首先是要

将网外丰富的信息资源电子化, 投入高速信

息网络, 如同一次文献的生产一样, 我们也可

以把这种经过加工、组织入网的电子化信息

称为“网上一次信息”。网上一次信息来源广

泛、种类繁多、内容复杂、包罗万象。

网上一次信息主要有以下组织方法:

(1) 自由文本方式 (F reetex t)。

这种信息组织方式主要用于全文数据库

建造, 是对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进行组织和

处理的一种方式, 它不是对文献特征的格式

化描述, 而是用自然语言深入揭示文献中的

知识单元。根据文献中的自然语言揭示文献

所含的知识单元, 按文献全文的自然状况直

接设置检索点。它所组织的是人们创造或采

集到的网外全文信息, 是输入网络的新资源。

(2) 超文本方式 (H ypertex t)。

这种信息组织方式将网络上相关文本的

信息有机地编织在一起, 以节点为基本单位,

节点间以链路相连, 将文本信息组织为某种

网状结构, 使用户可以从任一节点开始, 根据

网络中信息间的联系, 从不同角度浏览和查

询信息。目前因特网上绝大部分一次信息均

采用这种组织方式。

(3) 主页方式 (Hom e page)。

这种信息组织方式类似于档案全宗的组

织方式, 它将有关某机构或个人的信息集中

组织在一起, 是对某机构或个人的全面介绍。

目前因特网上关于机构或个人的信息几乎毫

无例外地均采用这种组织方式。

3. 2　网上二次信息的组织与管理
一次信息入网后, 如何快捷、高效地从浩

如烟海、急剧增长的网上一次信息中找到用

户所需要的信息, 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高

速信息网虽是现代信息技术集大成者, 但它

却不具备将网上信息资源自动转换为用户所

需特定信息的情报功能。需要将情报学关于

知识信息组织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应用于高

速网络上的信息层次控制, 构建网上一次信

息检索工具, 如同传统的文献体系中的“文献

链”原理[6 ]一样。

在传统的文献体系结构中, 各种类型的

文献组成了一个“文献链”。文献链的概念揭

示了各种文献彼此的依存关系及其产生演变

的时间顺序, 从而帮助人们认识文献情报流

的特性, 并注意链中各环节、各层次的平衡问

题。图书、期刊、会议文献、科技报告等各种类

型的一次文献是人们创造性的成果或对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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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进行组织后的产物, 经过替代、重组、综

合、浓缩后进入二次文献领域, 成为形形色色

的检索工具、手册、名录、词典、文摘、题录等

等; 二次文献经过二次替代, 进入三次文献领

域, 成为书目之书目、文献指南、综述、述评之

类的文献, 形成文献的不同层次, 构成了文献

链的基本环节。同样, 我们可以将文献链的原

理用于网络信息组织控制。以自由文本、超文

本和主页方式进入网络的网上一次信息的工

具。

目前网上二次信息的组织主要有下列形

式:

(1) 查询器 (Search engine)形式。

这是目前因特网上对网上二次信息进行

组织的主要形式, 如 Ho tbo t, yahoo , A l2
tavista, A rch ie 等, 其实质是一种报导、存贮

网上一次信息的检索工具, 其性质、作用与文

献链中检索工具毫无二致。用户输入自己的

检索式, 由 Search engine 自动将其与存贮在

网上的一次信息特征进行比较匹配, 将符合

用户要求的网上一次信息的描述记录以超文

本方式显示出来, 供用户检索式要求的网上

一次信息很多, 动辄成千上万, 因此越来越多

的 Search engine 提供二次检索、法定数检

索、法定数检索功能, 以及对检索结果进行再

处理功能, 如按用户要求进行排序, 或者按符

合用户检索式要求的程度由大到小排列输出

检索结果, 或者允许用户限定检索的时间、地

域范围, 或者提供并行检索功能等等。

(2) 指示数据库 ( referra l database)。

作为网上二次信息形式之一的指示数据

库, 其存贮的是有关网上一次信息的地址以

及相关的关于信息的描述信息, 如 h t tp: öö

www. In terl. iom ; h t tp: ööwww. H arvard.

edu 之类。其建库方式, 数据库结构与普通的

存贮结构化数据的书目数据相似, 除存贮网

上一次信息的地址和描述信息外, 还要依据

一定的索引语言抽取或赋予关于该一次信息

的标识作为检索点。用户输入检索式, 计算机

自动进行扫描匹配, 将符合用户要求的记录

检索出来供用户选择。用户若对某一网上一

次信息感兴趣, 可再转到N etscape, 输入该

一次信息的地址, 即可获得所需的网上一次

信息。这种方式与 Search engine 方式相比

较, 缺点是须经过两个步骤, 第一步在数据库

中获得地址, 第二步在N etscape 中输入地址

进行查找, 而不象 Search engine 那样一次检

索的结果便是超文本方式, 直接 click 便可获

得所需一次信息。优点是入库记录都经严格

选择,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较高的可靠性, 检

索结果适用性强, 而不象 search engine 那样

检索结果过于庞杂, 常常使用户无所适从。因

此, 指示数据库方式常用来组织专题性的或

专用网上二次信息。

(3) 菜单方式。

这种方式主要用来组织用于浏览的网上

二次信息。在网络环境下, 浏览检索的重要性

日渐突出, 用户越来越多地通过浏览检索来

确定其尚不清晰的情报需求, 并初步了解网

上一次信息的内容, 根据需要及时调整检索

策略。以菜单方式组织的网上二次信息本来

是一个超文本文件, 一般是围绕某一专题, 采

用分类法、地序法、时序法、主题法等方式, 将

与该专题有关的网上一次信息的线索 (一般

是其地址)和有关描述信息依次罗列, 供用户

浏览选择, 用户若对其中一项感兴趣, 直接用

鼠标在其上 click 便可。这种方式类似于手工

检索中在某一专题下对款目的浏览。由于菜

单方式组织的网上二次信息专题性较强, 且

能较好地满足族性检索的要求, 因而受到用

户的欢迎。如目前因特网上的 Jobhun ter, re2
sou rces fo r L ib rarian on the In ternet, re2
sou rco s fo r sm all bu siness 等, 均是以菜单方

式组织网上二次信息范例。目前这种以菜单

方式组织的网上二次信息大多出自因特网爱

好者或自愿者之手, 也有部分由机构或政府

部门制作提供。

以上对网上一次信息和网上二次信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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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方式的划分, 有的是信息存贮形式, 有的是

查询方式, 不一定完全符合逻辑, 但这些方式

目前都是网上信息存在或表现的主要类型,

以此作为划分标准比较简明。

对网上一次信息进行加工, 运用 Search

engin, 指示数据库和菜单方式组织成网上二

次信息, 从而使网上一次信息进入二次信息

领域, 实现了对网上一次信息的控制, 在逻辑

上序化和优化了网络信息资源, 为充分开发

利用这种资源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可能。这种

加工实质是抽取一次信息的地址, 抽取或赋

予一次信息以描述和标识, 这三者构成二次

信息的内容, 其实质是文献链中的“替代”方

法。替代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描述网上一次

信息的特征, 对其内容进行各种不同程度的

压缩, 并通过二次信息组织方式使描述结果

有序化, 是对网上一次信息的再次传递, 体现

了信息工作者有价值的劳动, 并成为网上信

息流的控制闸门, 使信息流的流量得以测度,

流向得到合理调节。正是这种“替代”成为一

次信息过渡到二次信息的桥梁。

若有必要, 完全可以对网上二次信息进

行二次替代形成“网上三次信息”。帮助用户

快捷、高效地找到合适的 Search engine, 指

示数据库和专题菜单, 以进一步提高检索效

率和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实质上人

们已经这样做了, 如N etscape 附带的超文本

式说明, 某些大型机构的Hom e page 也有很

多这样的网上三次信息, 以帮助其局域网内

用户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因特网。

从“网上一次信息”到“网上二次信息”,

再到“网上三次信息”, 进入网络的信息资源

的可控性、有序性、易用性一步步增强, 人们

对高速信息网上信息资源的技术管理能力也

一步步提高, 对其进行一切利用的基础也一

步步扎实。三个不同层次的信息分别代表着

对信息的不同加工程度, 构成一个类似于文

献链的“网络信息链”, 网络信息组织程度也

大大提高。“网络信息链”的概念, 是从整体、

有序和动态的高度来探讨网络信息的产生、

演变和结构规律的, 有助于人们正确了解, 即

首先借助于三次信息, 进而掌握二次信息, 最

后获得一次信息。因此, 网络信息链有助于人

们高效、充分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

4　基于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服务

情报学不仅关注信息的组织和开发, 同

时更关注信息的需求与利用, 以便最大限度

实现知识信息的效益。高速信息网络虽有丰

富的信息资源及快速、便捷的信息通道, 但用

户需要的信息却不能自动到达其手中。如同

丰富的资源和便利的高速公路网需要专职服

务部门进行组织调配才能使用户获得所需要

的物品一样, 专职的信息服务在网络时代也

是不可少的, 而且变得更为重要。这也是网络

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

以高速网络为基础可以开展丰富多采的

信息服务, 信息服务与信息的组织开发总是

密不可分、互为条件。目前围绕因特网开展的

信息服务主要有以下几种:

4. 1　为企业建立虚拟资料室或信息中
心

一个企业或组织很难有充足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投入信息工作, 尤其是对于信息资

源, 企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大量购进。可以充

分利用网上丰富的信息资源, 围绕企业的需

求建立虚拟资料室或信息中心为企业所用。

目前许多信息机构或信息工作者正在用这种

方式帮助企业开发万维网 (WWW )服务。

万维网上具有大量商用信息和企业所需

的技术信息, 约占该网信息总量的 80% 左

右, 可以采用“镜象跟踪”和“浏览书签”的方

式从该网收集企业所需要的信息。镜象跟踪

能够动态跟踪用户选中的节点, 并把该节点

上新增加的信息自动拷贝到用户的计算机终

端中; 浏览器书签则可以使用户对自己感兴

趣的节点嵌入“书签”, 需要时将其取回。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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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利用网络的其他功能, 如 FT P、E2
m aiI、T elnet 等广泛收集企业所需要的信息,

为企业建立虚拟资料室或信息中心。图书馆、

情报机构和专职部门也可采用这种方式来增

加自己的馆藏或开展专门服务。

4. 2　建设电子图书馆
电子图书馆是指一个特定组织范围内用

电子方式存贮图书、期刊的全文内容, 为用户

提供访问、检索、查阅和全文提供服务的信息

系统。电子图书馆是网络时代图书馆的技术

模式和发展方向。信息服务必须重视电子图

书馆的建设, 将现有的非电子信息资源最大

限度地转换成电子信息资源, 以增加高速信

息网上信息资源的存量, 并向用户提供电子

图书馆的新型服务。另外要重视以高速信息

网为基础的用户常备信息库的建设, 即供用

户长期使用的专业或专题信息库。

4. 3　利用网络功能开展多样化服务
如利用电子函件开展馆际互借, 利用文

件传送功能为用户提供图书馆的联机目录,

利用网络通信为用户提供大型联机系统的数

据库检索, 还可开展电子论坛、图文信息电视

广播、数据广播、电视远程会议、语言信箱、电

子出版等服务。

4. 4　为用户进行信息挖掘服务
“信息挖掘”( Info rm at ion M in ing) 已逐

渐成为网络化时代信息服务的一个专用概

念, 它与传统的信息检索不同, 能够在异构数

据 (如多媒体等) 组成的信息库中, 从概念及

相关因素的延伸比较上找出用户需要的深层

次的信息, 既可进行数据挖掘, 也可进行文本

挖掘。对任何一个特定的用户的特定需求来

说, 网络上的任何一个信息库对他来说, 冗余

信息总是大量存在, 而信息库几乎都是异构

数据组成的, 如何从中将最有针对性的信息

找出来, 则只能用信息挖掘这种方式。信息挖

掘还可改革传统的定题服务、专项服务、委托

服务、信息保证的内容和方式, 形成一个全新

的适合网络时代要求的信息服务组合。

5　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面向高速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利

用这一综合性的课题, 分配给情报学的任务

主要是从技术角度提供知识信息组织的理论

和方法, 以便有效地获取和利用网上信息。要

完成这一任务, 还应当注意下列一些问题。

5. 1　加强国际合作
网上二次信息和三次信息的加工制作是

一项涉及面广、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持久性

工作, 没有各方面的合作, 没有众多的信息工

作者参与就无法实现, 正如CA、E I、SA、SC I

等国际知名的二次文献信息编制需要世界范

围内的有关方面合作一样。由于网上一次信

息数量庞杂, 新陈代谢快, 网上信息的组织就

更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合作, 保证准确、及时地

报道网上一次信息及其变动情况, 提高二次

信息和三次信息的质量并实现规模效益。

5. 2　重视用户培训
由于网络日益普及, 越来越多的用户将

直接通过自己的网络终端获取信息, 急需对

用户进行培训, 使他们掌握网络操作技术, 了

解网络信息的构成和分布状况, 熟悉网上信

息查寻工具和获取渠道, 以便及时、准确获取

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5. 3　加强信息工作标准化
在网络环境下, 信息服务业中各部门相

互依赖更强、关系更复杂、信息系统日趋社会

化和国际化, 为确保信息资源共享并最大限

度地开发利用, 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工作标准

化、规范化, 实现信息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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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上书目记录, 不然就造成书目记录重

复, 影响检索。因此对于书目数据库必须进行

查重与剔重的维护作业。

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 总会有更新的记

录进入库中, 或存在库中的是出版前预编记

录 (在版编目记录) , 当出版物正式出版后, 根

据出版物编制的正式完整记录要登录到库中

来。上述这些记录都必须取代库中原有记录,

以保证库中的数据质量和记录的惟一性。

进行这项检验是根据记录头标中第 5 位

(从 0 记位)记录状态的代码来判定的。当该

状态为 c (经修改的记录)、d (被删除的记

录)、p (出版前记录, 现已为完整的正式记录)

时, 要将这些状态的书目记录取代库中原有

状态为“n”的记录。当然, 在检验记录状态代

码的同时, 还必须核对记录中的题名或 ISBN

或责任者等项, 看两个记录是否为同一出版

物的书目记录, 相同时才可替代, 以便保证准

确地替代记录。当一个书目数据库经常接受

外来数据时, 这项检验与替代作业是必不可

少的。

利用软件对书目数据校验, 可以采取批

处理方式, 也可以采取实时处理方式进行。接

受外来数据或接收本系统成批的在编记录经

过审校正式进库时, 均应采取批处理方式对

数据进行校验。凡校验中发现数据有误或有

疑问, 均应加以提示, 供人工核对与修改。对

于正确的记录也应统计出数量提供数据库管

理者备案。所谓实时处理, 即在编目过程中编

目员每送一个字段 (或子字段) 或一个记录,

软件就对其检查, 检查结果当时就提示给编

目员, 以便及时修改。采取哪种方式, 由系统

设计者根据系统用户的实际需求决定。但无

论哪种方式, 软件检验都应对数据中的问题

与差错有简洁、明了而又具体的提示, 这样才

便于编目人员判断、改正。一个成熟的图书馆

编目软件系统都应具备这种数据自动校验的

功能, 由于经验不足可能短时间校验功能还

不周全, 但应根据实践的不断总结、积累逐步

完善起来。这样才可减轻编目人员繁琐的校

对劳动, 提高数据的质量, 受到用户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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