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图书馆学报(双月刊) 1999 年第 1 期

ZHO NGGUO TUSHUGUANXUEBAO

●吴慰慈 　许桂菊

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之现状及展望

ABSTRACT　Networking is a key for t he develop ment of library au2
tomation. New develop ment s have been made in t 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library automation , networking and database develop ment in China . In t he

f uture , We should make our effort s to establish t he“Chinese Library In2
formation Network”, realising collaborative library operation in a network

environment . Libraries should switch t heir focus f rom collection to access ,

f rom isolated management to cooperative management , f rom t raditional

document services to networked information services , f rom closed2door

policy to open2door policy. 11 re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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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化成为图书馆自动化进一步发

展的突破口和关键

图书馆网络的思想和馆际协作活动可追溯到

100 多年以前 ,但直到本世纪 60 年代后 ,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应用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真正的图书馆

网实体才得以实现和发展。过去图书馆自动化系

统经历了从单项系统到多项系统、从多项系统到

集成化系统、从单机系统到局域网系统的发展历

程 ,但始终没能真正摆脱“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

营方式 ,使得图书馆一直追求的资源共享和提供

广泛的社会化信息的目标难以彻底真正实现。其

问题的关键就是网络化的匮乏。

当前 ,在这个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标志的信

息化时代 ,网络技术发展到基于开放系统互联和

客户机/ 服务器模型的分布处理阶段。这一巨大

变革 ,使图书馆的自动化建设随之进入了网络化

的崭新发展阶段。它使得图书馆网络的概念既有

别于 60～70 年代发展起来的集中式书目系统 ,又

有别于单个图书馆独立开发的自动化系统。从国

外情况来看 ,美国到 90 年代初 ,图书馆的局域网

已冲破围墙 ,发展到与因特网相联 ,通过地区网和

因特网 ,各图书馆的资源得以共享 ,同时各图书馆

也从网上得到更多的信息资源 ,扩大了图书馆文

献资源的容量 ,把图书馆推向了电子图书馆时代。

网络之间的互联系统因特网也日新月异 ,这些网

络以及网络上丰富的可利用的数据资料共同构成

了一个宏观的网络信息世界。图书馆只有用现代

化的信息技术和观念武装自己 ,融入网络大环境

中去建设现代化的图书馆网络 ,才能最终实现真

正意义上资源共享的目标。因此 ,网络化成为图

书馆自动化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与关键。

图书馆的网络化是把区域、跨区域和跨国的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通过通讯线路连接 ,形成图书

馆的广域网。这种广域网是开放性的 ,除了各子

系统之间可以互访外 ,还可以同其他的网络互联。

通过网络 ,图书馆已不是信息孤岛或信息群岛 ;通

过网络 ,图书馆之间不仅互连共建 ,资源共享 ,还

实现与其它网络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传递和利用 ;

通过网络 ,图书馆还和其它的信息行业融为一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对信息的处理和开发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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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从以揭示一次文献为主的书目电子化走向

文献原文的电子化 ,图书馆自动化正从文献的业

务管理走向文献开发的信息资源管理。电子化、

网络化已成为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主流方向。

2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的建设

现状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起步于 80 年代初 ,至今已

经历了 10 多年的发展历程 ,现已逐步走向实用化

阶段。在理论研究、系统开发、数据库建设及队伍

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主要成绩有 :

2. 1 　在图书馆自动化理论认识方面 ,达成了共识 ;

实践方面 ,有了丰富经验

近 10 多年来 ,我国图书馆界对于图书馆自动

化的作用、地位、如何发展、建设方法等关键问题进

行了探讨和研究 ,并基本达成共识 ;在实践中国特

色的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建设中 ,积累了比较丰

富的经验。北京图书馆于 1986 年编制了《中国机

读目录通讯格式 (CNMARC)》讨论稿。1989 年经

讨论决定 ,中文书目数据库建设采用 CNMARC 标

准 ,西文书目采用 LCMARC 标准。1990 年 ,北京图

书馆开始向全国发行《中国机读目录》,1995 年《中国

机读目录(CNMARC)》正式成为文化行业标准。

2. 2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图书

馆计算机设备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从北京图书馆装备的大型机 ,到一些大中型

图书馆的中小型机和超级微机 ,到各类图书馆的

微机 ,已有相当数量。自动化系统从 90 年代以

后 ,由研制开发进入实际应用阶段。国内开发的

一些管理系统软件实现了商品化 ,例如深圳图书

馆的“ILAS”系统已在全国 400 多家图书馆使用。

北京息洋电子信息研究所的“息洋图书馆集成系

统”,北京图书馆的“文津图书馆管理系统”等等 ,

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

图书馆等则引进国外先进软件 ,经汉化、改造后使

用。全国一大批图书馆实现了自动化管理。

2. 3 　中国的图书馆网络建设开始起步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主要

在于网络化建设和利用。近年来我国通讯事业迅

猛发展 ,为建设图书馆网络创造了有利条件。90

年代一些网络逐步开通。1993 年 ,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校园网投入使用。1994 年 10 月 ,云南省大学

图书馆计算机管理系统 ( YULCS) 一期工程进入测

试阶段 ,该网络将联结整个云南地区高校图书馆。

1995 年 ,广东省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 (ZSLAIS) ,

以省馆为主导 ,以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市馆为重

点 ,珠江三角洲各馆为对象 ,上连国家图书馆 ,下连

部分市县级图书馆的计算机网络。“北京中关村地

区书目文献信息共享系统”是运行在中国教育科研

示范网 (NCFC) 上的图书情报资料管理和服务系

统 ,它运筹着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所属

的各图书情报部门的计算机设备处理能力 ,实现对

这一地区文献信息的科学管理和网络化服务 ,最终

建成一个以图书情报自动化服务为主要目标的中

科院、北大、清华图书情报网络 (APTL IN)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CERNET(中国教育科研网) 的建成

对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的贡献。CERNET 现已

开通了北京、沈阳、西安、上海、成都、南京、武汉、广

州等 8 个地区网的 10 个节点高校 ,10 个节点高校

的图书馆正在努力完善本馆自动化系统 ,与 CER2
NET 和因特网相连 ,目前各节点的图书馆站在“大

地区节点图书馆”的高度来建网和上网 ,起到节点

图书馆向非节点图书馆的辐射作用。以 CERNET

中国教育科研网为依托的高校文献信息服务系统

的建设 ,其总目标是通过建立文献信息资源子网 ,

以全国性和地区性文献信息中心为节点 ,连接进入

“211 工程”的所有学校 ,并与国外文献信息系统广

泛联网 ,形成中国高校教学与科研的文献保障体系。

可以认为 ,它的建成将基本上形成未来中国学术图

书馆网络的主干。这一系统本身整体性强 ,目标明

确 ,各级节点任务清楚 ,资源布局合理 ,因此其它系

统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根据高校文献信息服务系

统的框架格局 ,寻找本系统与它的最佳结合点。

从我国图书馆网络建设实践可以看出 ,它从

两个方面正在展开 :一方面 ,地区图书馆网开始出

现 ,可以预计 ,今后会有更多的地区性图书馆网出

现 ,而地区间的互联 ,即可形成全国性的大众图书

馆网络 ;另一方面 ,正在逐步建设中的高校文献信

息服务体系 ,将形成中国学术图书馆网络的主体。

2. 4 　数据库建设

文献数据库是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资源共

享的根本保证。只有建立相应的通用型、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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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库 ,图书馆才能实现各项工作的自动化 ,才

能借助于通讯网络 ,利用计算机对数据库的资源

进行利用 ,实现资源共享。因此数据库建设是基

础。我国的数据库建设已由各自为政逐步地走向

规范化、标准化、合作化的健康发展道路。自 80

年代末期起 ,数据库建设有了较大进步 ,据统计

1991 年有 806 个 ,1994 年增加到 1038 个。例如 ,

北京图书馆的《中国国家书目数据库 (1988 年以

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

馆、深圳图书馆共同完成的《中国国家书目回溯数

据库 (1994 —1987)》,《上海图书馆的中文社科报

刊篇名数据库》,《中科院中西文期刊联合目录数

据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的以《中国化学

文献数据库》为代表的包括化学库、光学库、生物

库、物理库、稀土库、天文学和计算机库在内的中

国科学文献数据库的数据总量已超过 79 万余条 ,

已装入 NCFC 网 ,试进行服务。清华大学 1996 年

12 月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是我国第

一部大规模集成化学术期刊全文电子检索系统 ,

入编期刊达 3000 种 ,通过设在各地的中国学术期

刊文献检索咨询站 ,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学术期

刊文献检索服务网。

2. 5 　文献信息服务

图书馆事业在信息服务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

实现广泛的社会信息服务也是图书馆追求的目

标。当前图书馆事业正在进入电子化、网络化新

阶段 ,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和用户需求有了很大变

化 ,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也随

之发生了变化。图书馆不但要保持传统服务 ,还

要实现由传统服务环境向电子网络环境的转变 ,

开发各种网络文献信息资源 ,提供网络信息服务。

例如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国际联机检索系统

与因特网连接 ,并与院内外 20 多个单位形成网

络 ,检索课题逐年增加 ,网上的信息服务有书目查

询、电子函件、联机检索、科技成果查新等 ;由于电

子信息源、电子出版物的大量涌现 ,北京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

书馆、广州图书馆等相继建立了电子阅览室 ,提供

光盘检索服务。

但与国外相比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建设

还处于较低水平。首先在系统结构方面 ,大多数

仍采用主机处理 (host2based) 模式的集中式管理

系统 ,而国外客户机/ 服务器模式已成为网络系统

发展的主流 ;其次 ,用户界面上仍以字符型界面为

主 ,国外大多数系统已实现或正实现用户界面的

图形化 ;系统平台缺乏开放性、互联性 ,而国外的

一个软件系统往往可以在多个开发的硬件平台运

行等 ;最主要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网络化方面。一

个好的集成化管理系统除了能实现图书馆的业务

管理功能外 ,还应是开放式的 ,能与其它系统互

联。我国的图书馆自动化建设近年来发展较快 ,

不少馆基本实现了业务管理功能的自动化 ,开始

步入校园网建设时期 ,为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向网

络化发展打下基础。但总的说 ,仍处于集成化系

统的初步实用阶段 ,尚未以网络化为龙头带动整

个图书馆自动化建设。有的图书馆没能很好地了

解计算机互联协议 ,软硬件配置也很不规范或不

支持目前通用的 TCP/ IP 网络协议 ,这就为网络

化发展设置了障碍 ;已建成的网络仍属于低速线

路 ,通过高速网络去传递、获取和使用文献信息资

源仍处于试验阶段 ;图书馆员的网络知识非常缺

乏 ,计算机与信息资源管理的熟练专业人员奇缺 ;

大量的文献信息资源亟待开发 ;我国的图书馆网

络化建设任重道远。

3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之前景展望

3. 1 　整体规划 ,建设中国图书馆信息网络 ———“金

图工程”

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 ,国

家图书馆网络的建成需要以单个图书馆的自动化

为基础 ,分布式处理技术要求局域网系统具有充

分的开放性 ,即系统之间的硬软件可兼容 ,数据可

共享与交换等。然而这些年来 ,一些图书馆独自

开发自己的软件系统或进行馆藏书目回溯建库 ,

造成人、财、力的重复浪费 ,而且通用性差 ,数据标

准化、技术标准化程度不够 ,软件质量参差不齐 ,

显然加强国家宏观整体规划已十分必要。

我国图书馆网络建设当前任务是要形成大众

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网两大体系。

国家教委实现的以中国教育科研网为依托的

高校文献信息服务体系 ,可以看作是学术图书馆

网络建设的起步。它将统筹安排 ,分工入藏 ,形成

网内合理的文献布局 ,成为我国学术文献交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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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支撑网 ,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服务。

与此同时 ,文化部正积极组织规划“中国图书

馆信息网络”的建设 ,即“金图工程”。该工程将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 ,将我国的国家图书

馆、各省、市、县图书馆连接起来 ,将其丰富的文献

资源转变为数字化信息 ,实现网络环境下的文献

信息查询、检索、联合编目、馆际互借等 ,并与国家

教委的教育科研网协调发展 ,与国内外信息网络

互连 ,为全社会公众服务 ,共享信息资源。并且根

据我国具体国情 ,今后一个时期 ,大力加强乡镇图

书馆建设 ,争取每年发展 1000 个基本达标的乡镇

图书馆 (室) ,普及图书馆网点 ,基本建成分类齐

全、布局合理、藏书丰富的国家、省、市、县、乡五级

图书馆网。

在建设的步骤上 ,《文化科技“九五”计划及

2010 年长远规划》(草案) 中指出 ,我国图书馆在

自动化网络建设方面首先抓中南、华东、华北沿海

地区 ,然后扩大到其它三大区 ,建立以省馆为中心

的计算机网络 ,实现联机检索、联机编目 ,使文献

信息网成为国际信息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到

2000 年 ,北京图书馆及上海、广东、天津、辽宁各

省市骨干馆 ,通过国家信息网络实现书目数据共

享及电子文献传输 ,到 2010 年争取实现全国 100

个图书馆进入国家信息网。

3. 2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联合作业

3. 2. 1 　文献资源建设的协调与合作 :联合采

购 ,联合存贮
由于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以及信息资源的

数字化、电子化 ,使得我们可以获取信息 ,而不必

关注其收藏地点。但如果整个网络范围内的各文

献收藏单位缺乏必要的协调与合作 ,整个文献资

源保障能力将会削弱。因此 ,文献资源的宏观控

制在网络环境下仍有必要。

通过联合采购、联合存贮 ,网内个体馆从全局

出发 ,根据各自收藏和服务特色 ,确定所承担的文

献认购方向 ,承担一定的收藏任务。各馆通过网

络均能及时、准确地获得网上其它单位的文献采

购情况 ,在制定本馆的采购政策时 ,相互协调 ,尽

可能减少重复订购 ,力争以有限的经费订购更多

新品种文献。以此组建一个比较合理的采购体

系、存储体系 ,联合共建较完备的全国文献资源保

障体系。

3. 2. 2 　联机编目
联机编目是网络系统功能中最基本的功能需

求。网上各馆在编目时 ,可利用中央书目数据库

中的全部或部分数据来完成自己的作业 ,同时向

其提供各自馆藏信息。网上编目“多快好省”,从

而大大提高编目效率和质量。

3. 2. 3 　联机检索

网络联机检索意味着各成员馆可以根据网上

提供的动态反映文献管理状况的信息 ,了解网上

文献 ,来查询、获取所需文献资料。其文献检索系

统包括书目数据库、事实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等

等 ,通过计算机终端提供服务。

3. 2. 4 　馆际互借
资源共享是网络建设追求的最重要最直接的

目标。各馆通过网络预约功能、公告栏、电子函

件 ,实现实时的馆际互借。用户可根据需要在网

络终端上查到所需文件及收藏地点 ,利用网络的

电子函件 ( E2Mail ) 或远程登录 ( F TP) 等方式获

取。网络使长期的信息壁垒土崩瓦解 ,实现真正

意义的资源共享。

3. 2. 5 　联合建库
随着我国信息网的建设 ,通过设置终端检索

和利用数据库信息资源是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明

智、有效之举 ;而且数据库是图书馆自动化的基

础 ,一个国家文献数据库的质量和数量 ,是影响其

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数据库是

网络的基础 ,而网络则是发展大型、实用数据库的

必要条件。我国文献数据库建设的经验表明 ,合

作建库、共同发展的原则是行之有效的。

利用网络条件进行联机的联合编目和回溯建

库 ,并尽可能利用文献在出版过程中形成的数据

如在版编目数据。除了重点建设好馆藏书目数据

库 ,联合建库还应包括各种索引型、事实型和全文

数据库、超文本数据库。要集中力量合作建设一

批全国性和全局性的大型数据库 ,又根据各馆的

优势 ,建设一批有特色的专门数据库 ,在网络环境

下使资源共享最大程度地实现。因此图书馆在联

合建库、开发信息产品时 ,应协调共建 ,减少重复

劳动 ,使数据库建设高效高质地展开。

3. 3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发展的趋势

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 ,我国图书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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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和网络化建设将有较大的发展 ,而且这种发

展应融入因特网与 CERN ET 等大网络环境之中 ,

实现从传统方式向信息化的转变。在网络背景

下 ,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将全面改观 ,体现出以下方

面的特点和趋势 :

3. 3. 1 馆藏模式的变化 :从以收藏为主向以

检索为主发展
由于电子信息资源的蓬勃发展 ,图书馆的馆

藏载体、馆藏构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图书馆的

资源由单一的印刷型向声像型、电子型等多媒体

并存方向发展。磁介质、光介质等为载体的新型

信息媒体 ,极大地增加了馆藏信息量。

除了藏有明确载体的信息资源外 ,还通过网

络 ,连接区域内的、全国的甚至全球的所有信息资

源 ,形成逻辑意义上的“虚拟”馆藏 ,从而导致了馆

藏建设观念从传统的建立一个有限的物理实体转

变到对网络信息甚至全球信息的把握上来。在馆

藏建设中 ,不是试图拥有全部的信息资源 ,而是强

调利用网络技术 ,能快速检索到各地的信息资源。

3. 3. 2 　办馆模式的变化 :由独自办馆走向合

作、网络一体化
这一变化全面体现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联

合作业中 ,在此不作赘述。

3. 3. 3 　服务模式的变化 :由传统的文献服务

到网络化的信息服务
在做好传统文献服务的同时 ,努力开展各种

各样的网络化信息服务 :

(1) 电子函件 ( E2Mail) :这是通过计算机网络

与其它用户进行联络的高效、快速、简便的通信方

式 ,用于新书通告 ,新闻发布 ,会议通告、信息传递

等等。

(2) 电子文件传递 ( F TP) :通过 F TP 可传递

任何类型的文件 ,也可获取众多领域的信息资源。

(3) 信息查询服务 :为用户检索自己所需的信

息和所需的数据库而提供信息源定位查询服务 ,联

机的公共目录查询 (OPAC)即在此范畴之内。

(4) 网络化信息检索 (N IRS) :包括实时信息

(股票行情等) 、新闻信息、科技信息检索等。

(5) 电子图书馆 :电子图书馆馆藏是电子出

版物和数字化信息 ,用户通过终端随意选择、查

询、翻阅网上电子图书馆的任何图书、资料、信息。

它的服务包括全文存储和全文检索 ,多媒体检索 ,

电子图书 ,通过网络利用信息资源等。

3. 3. 4 　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变化 :从自给自足

的封闭型走向开放型
多媒体、光盘等技术的应用 ,数字化电子出版

物的出现 ,使图书馆的信息存贮、传递和检索方式

有了很大改变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冲破了过

去封闭式的管理 ,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从文献的

业务管理走向文献开发的信息资源管理 ,向着开

放式的社会化的服务方式转变 ,这就要求图书馆

管理从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向开放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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