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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技术作为对图书馆模式影响最大的

一种计算机技术, 正在成为推动图书馆发展

的重要动力。在信息服务逐步走向网络化的

时代, 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必须是面向网络

的, 而探究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运作模式对

于我们了解图书馆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有益

的, 对我们进行图书馆现代化系统的设计和

建设也具有很大的帮助。

未来图书馆是什么样子呢? 目前至少有

三种说法: 电子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

书馆[1 ]。但这三种图书馆都必然是网络化的

图书馆。也就是说, 网络化是未来图书馆的一

个基本特点, 没有了网络化这个基本特点, 电

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都无从

谈起。本文将从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功能模

式和业务模式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探讨。

为了论述方便,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简单

的名词定义。对于采集2编目环节, 图书馆L 1

和L 2 都是某个联合编目协议的成员, 则这

两个馆互称为协作馆。对于检索2流通环节,

如果读者 R 注册成为馆L 1 的读者, 我们把

读者R 称为馆L 1 的直接读者, 并把L 1 称为

读者R 的直接馆。如果馆L 1 和馆L 2 都是某

个馆际互借协议的成员, 则称读者R 是馆L 2

的协作读者, 而馆L 2 是读者R 的协作馆。

1　功能模式

处于网络之中的图书馆的功能模式由传

统图书馆的“藏用并蓄, 以用为主”转变为“藏

介并举, 特色馆藏”。

读者使用文献资源的满意程度取决于资

源利用的外部环境和信息资源本身的质量,

前者主要包括存取方便性、信息可获取性、信

息及其存取费用; 后者主要包括信息的权威

性、信息的准确性、信息的新颖性和时效

性[2 ]。

传统图书馆以对文献实体的占有为基本

特点, 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服务, 读者的满意程

度与馆藏在小有着直接的关系, 馆藏越全越

好、越大越好。事实上, 在评价图书馆时, 至今

我们仍是以馆藏数量、读者群、读者到馆人

(次)数和读者的满意程度等作为重要的评价

指标。在网络环境下,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它

不再需要图书馆尽可能多地占有文献资料实

体, 而只要图书馆能够提供存取所需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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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 就有可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之所以说有

可能, 是因为读者满意程度很大一部分将取

决于馆际互借开展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人们常说

的所谓零馆藏图书馆 (或称为虚图书馆)。但

是我们不难想象, 不可能所有的图书馆都成

为零馆藏图书馆。否则大家都玩“空手道”, 网

络将失去意义, 读者将得不到任何真正意义

上的信息服务。

所以, 比较可取的一种考虑是对原有模

式进行延伸, 图书馆通过对读者借阅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 以及通过其他方式的调查研究,

对于那些耗资大、读者使用少、馆藏很不完整

或者国内已有多家收藏单位的馆藏, 应该考

虑进行剔除。而对于重点馆藏应给予经费方

面的保证。通过这样的取舍, 逐步形成特色馆

藏。形成特色馆藏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是有利

于信息资源的合理分布, 二是缓解采购经费

相对短缺给各图书馆造成的压力。同时对于

那些放弃收藏的零星资料, 将相应地向读者

提供得到这些资料的线索, 使得读者并不因

为直接馆未收藏而不能得到所需资料。借助

馆际互借协议, 即使是较小馆藏图书馆的直

接读者也能得到满意的服务。

图书馆馆藏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图书馆是

当前图书馆研究的热门话题, 数字化的好处

有很多, 其中最为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能够更

方便地存取这些信息, 这种方便性很大的一

部分在于我们能够通过网络发出和接收数字

化信息。美国、英国和日本都在进行数字化图

书馆的试验和研究, 如数字图书馆计划 (T he

N SFöDA R PA öNA SA D igita l L ib rary In it ia2
t ive, 简称为DL I) [4 ]和多语种H TM L 浏览器

计 划 ( M u lt ilingual2H TM L B row ser

P ro ject) [5 ]等都取得一些进展。但是, 图书馆

馆藏全面的数字化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

力, 并且理论还不够成熟, 实施起来还将需要

很长时间。特别是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 研

究基于现有网络环境下的文献传递和馆际互

借, 将能显著提高读者的满意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馆际互借协议将成

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实际运行的一项重要保

障和基本条件。而对于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

读者到馆人数不再是一个能表示提供图书馆

服务量的重要指标。因此要求图书馆对各个

部门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相应的调整, 以适应

这种情况带来的变化。

美国图书馆界正在构想一种新型的图书

馆联合形式——组织网络 (O rgan iza t ional

N etw o rk ing, 简称为ON ) [6 ]。组织网络以现

有的图书馆为基础, 联合电信企业、计算机公

司和出版公司等单位, 结合信息本身的特征、

信息需求的特征和信息技术的特征, 建立一

个综合性、社会化、系统化的信息搜集、序化、

传输和反馈系统, 其覆盖面对信息的处理能

力远远超过现有的图书馆网。这样, 图书馆已

经不仅仅是文献资料实体的收藏者和提供

者, 而且成为信息通道中的重要一环, 从而成

为信息社会的重要物质部门。原有的一些图

书馆联合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例如OCL C 近

年来逐步扩大其功能, 为图书馆馆员和读者

提供参考服务、文献分配、电子 (化)文献全文

传递等项服务。

由于图书馆的功能的转变, 图书馆工作

人员工作重点将从目前繁重的图书搜集、加

工和流通等具体业务工作转移到网络信息的

搜索、研究和服务。对于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

评价指标已不再仅仅局限于馆藏信息量、读

者群、来馆人次数等指标, 而是评价一个图书

馆获得信息 (包括网上信息)的能力和对用户

服务的反映速度。在将来网络技术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 也许再没有读者来馆索取信息了,

而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或家里通过网络向图

书馆员提问的方式来获取文献。因此, 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 评价将来一个好的图书馆的标

准是来馆读者人 (次) 数量少、获取信息途径

最多、信息量最大、对读者各种服务的响应速

度最快、读者满意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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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业务模式

面向网络的图书馆业务模式的重要特点

是它的标准化和开放性。无论是采集、编目,

还是检索和流通, 都必须实现较高程度的标

准化, 在此基础上进行协作式工作和提供开

放式服务。

2. 1　协作采集

未来图书馆在计算机技术、信息高速公

路和互联网络的推动下, 采集工作将努力向

采集书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方向发展, 充分

利用网络信息, 服务于网络用户 (图书馆本身

也是网络用户)。其工作重心将以网络为基

础, 进行协作采集。

众所周知, 一方面单个图书馆的馆藏, 难

以满足读者需要。另一方面, 图书馆之间又存

在着重复收藏。只有通过协作采集, 才能实现

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网络的发展, 丰富了

图书馆提供信息服务所依赖的信息资源基

础, 使得图书馆即使没有文献实体, 依然可以

让读者快速获得与实体同等价值的信息。快

速的网络环境, 让协作采集真正得以发挥综

合效能。

作为网络环境下的协作采集, 其具体表

现形式可分为主动协作和被动协作。主动协

作是指在采集之前, 各馆间就采集范围进行

明确划分, 并将各自采集内容提供上网服务。

被动协作是指采集时, 各馆间并没有明确划

定采集范围, 而是通过对协作馆采集书目信

息的检索, 确定自己的采集策略, 并将自己采

集结果上网发布或提供检索, 从而实现馆间

的协作方式。这两种协作形式将相互补充、相

互依赖, 长期并存下去。主动协作的直接结

果, 就是形成特色馆藏。对某个特定的图书馆

来说, 它自身的特色馆藏又是网上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被动协作可以快速反映新生事

物, 直接满足读者需求。这就是采集数据的共

建共享, 即协作采集。

2. 2　联合编目

在网络化图书馆中, 编目工作已不再是

个人行为, 书目数据不仅本馆内的采集、编目

人员自己使用, 也可为其他馆的采集、编目人

员使用, 从而实现书目数据库的共建共享, 即

联合编目。为了勾画网络环境下的联合编目,

现定义两个名词: 纵向联合编目——编目工

作分散于文献产生、采集和标引全过程中: 横

向联合编目——主要用于较为完整书目数据

的交流。

因为征订的需要, 出版物 (纸质、缩微型

或电子出版物) 在出版或发行时就上网提供

简要的电子化原始书目档。采集时即可套录

这些书目档, 形成本单位书目数据, 以临时提

供读者检索。作为原始书目档的一个子集,

C IP , 即在版编目已经在许多国家得到应用

并逐渐趋向规范化[7, 8 ]; 我国于 1990 年 7 月

颁布 了《图 书 在 版 编 数 据》国 家 标 准

(GB 12450290)。由于有了出版商或发行商的

原始书目档, 图书馆编目人员的业务工作重

心将是审核、规范和充实原始书目档, 提供更

为详尽的书目信息。这样, 原始编目在文献生

命周期中将往前移动, 甚至同时或先于文献

的出版。而整个编目工作分散于文献产生、采

集和标引全过程中, 形成纵向的联合编目。

在书目信息上网发布后, 协作馆可以借

鉴、修改或直接套录书目数据, 形成自己新的

书目数据; 新的书目数据又可以被再次利用,

这样, 网上编目形成横向联合模式。

这两种联合编目方式如图 1 所示, 在编

目书目档形成的整个过程中, 书目信息一直

在网上提供服务。

提供上网服务的书目信息, 无论是原始书

目档, 还是较为完整的书目记录, 只有解决了

标准化问题, 才有可能实现书目信息再利用,

不同系统之间才有可能实现书目数据的交

换[9 ]。较为成熟的应用是现在许多图书馆系统

使用M A RC 格式。对于书目数据在网络上的

表达, 较新的研究认为M A RC 应和 SGM L

—94—

真　溱　胡从玉　胡均平　王　新: 面向网络环境的图书馆模式构想
Zhen Zhen et al. : A Concep tion of L ib rary Patterns O rien ted to N etwo rk⋯



·

图1 联合编目的两种方式

图书馆L1

图书馆L2

编目部门采集部门出版、发行单位

横向联合编目纵向联合编目

采集书目档原始书目档 编目书目档 网上书目信息

网上书目信息编目书目档原始书目档 采集书目档

结合起来, 这里不详细阐述。

3　检索、流通和其他服务

馆际互借协议对于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

的运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其实现的基础在

于以 Z39150 为标准, 提供开放的馆藏目录

查询体系 (O PA C ) , 彻底消除图书馆物理空

间和开放时间的限制, 打破图书馆原有的自

我封闭状态, 使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从以图书

馆为中心转变为以“图书馆、工作地点、家庭”

三位相结合的模式[10 ]。它的场地服务与传统

图书馆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

它的联机服务却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从服务方式来看, 随着图书馆的数字化

进程的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流通在整个图书

馆业务中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 取而代之的

是电子 (化)文献全文传递。如果图书馆的馆

藏全都数字化, 电子 (化) 文献全文传递是读

者得到一次文献的最简便和最快捷的一种方

式。但是目前数字化的一次文献主要来自因

特网或者光盘上的全文数据库。相对于二次

文献来说, 已经数字化的一次文献还是很少

的, 即使是信息技术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是如

此。有人统计, 某所大学一天发出的检索全文

的请求为 1896 次, 网上得到的响应为 63 次,

得到率仅为 313% [11 ]。这一方面是因为建设

全文数据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 另一

方面图书馆馆藏数字化光靠建设全文数据库

是不够的。

网络环境下的馆际互借主要有电子化文

献全文传递和经过改进的传统馆际互借两种

方式。前者目前可以简单地描述为扫描2压缩

2传递的方式 (见图 2) , 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需

(下转第82页)
图2 电子化文献全文传递示意图

网络

协作读者

的请求

直接读者

的请求

图书馆
以电子邮件或

其它方式传递

压缩计算

机文件

扫描形成计

算机文件

找到读者

所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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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究人才, 为提高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水

平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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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递的文献信息量不大的情况, 例如期刊

上的某篇文章或者某本书的某个章节, 对于

厚达几百页乃至上千页的图书馆则不太适合

了。其原因一是因为网络带宽的相对稀缺, 另

外扫描—压缩—传递方式需要图书馆工作人

员较多的工作量。

由此可见, 传统的馆际互借方式仍将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只是读者从

网络上采用电子邮件发出请求, 图书馆工作

人员处理这些电子邮件后, 再使用传统的邮

寄方式实现馆际互借。

除此之外, 图书馆还可以向读者提供其

自身以及协作馆的处于采编状态的书目数

据, 使读者能够更及时地了解到采编和入藏

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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