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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服务：大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的趋势∗
∗

卢章平　 袁　 润　 王正兴

摘　 要　 基于对我国大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知识服务理论热的回顾和学科化服务实践难的反思，以及对图书馆学科特

质的辨析和图书馆工作者智能特点的讨论，本文提出将技术领域的资源发现拓展到服务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发现服务，

探析发现服务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发现服务具有图书馆学科特质和适应图书馆工作者的智能特征，以“资源发现”、“知

识发现”、“用户发现”等服务内容和方式提供学科化服务和知识服务，是大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的服务趋势。 参考文

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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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服务是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热门话

题，尤其是大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已经将知识服务

看作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 许多图书馆将各种

借助网络和现代技术的服务方式和组织形式纳入

知识服务的范畴，探讨服务理念、方法和运营模式，
但由于对知识服务内涵的多维认知，出现了一些理

论理解分歧和观念冲突，遇到了一些难以突破的实

践瓶颈，而源于技术突破的资源发现服务却是日益

发展，不断成熟。 本文沿着资源发现研究进展的脉

络，回顾和反思知识服务与学科服务历程，试图从

图书馆学科本质和图书馆人知识智能特征角度，将
技术领域的资源发现，拓展到基于服务理论和方法

的全方位发现服务。

０２０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生存环境与功能定位的变革研究”（批准号：１２ＢＴＱ００７）和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数字环境下图书馆生态与服务变革研究———产权制度视角的解构与对策”（项目

编号：１２ＴＱＡ００２）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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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知识服务理论热的回顾和学科化服务实

践难的反思

１ １　 知识服务理论热的回顾

我国图书馆界知识服务的理论研究始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１９８７ 年到 １９９７ 年间，彭修义以文献知

识学为理论起点［１］ ，论述知识和知识服务是图书馆

学和图书馆工作的核心内容与主要追求［２］ ，提出：
图书馆应当介入知识的研究、加工与利用［３］ 。 ２０００
年，张晓林指出，应将核心能力定位在知识服务，能
够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解决问题的过程，
提供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４］ 。 可

见，知识服务就是基于图书情报学知识理论的服务，
是图书馆人利用图书情报学知识服务其它学科。

知识服务的另一种解释是面向学科知识的服

务，对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产生较大影响。
近十年来，国内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者将知识服

务与学科服务对应起来，形成以学科化服务实现知

识服务的共识。 “２０１２ 知识服务专家论坛”［５］ 和

“推动图书馆向知识服务转型———２０１２ 学科馆员

服务学术研讨会”［６］也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１ ２　 学科化服务实践难的反思

我国的学科化服务模式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

阶段：①以资源建设为重点的学科文献资源保障建

设模式。 本世纪初，在《高校图书馆规程》（２００２）引
导下，高校图书馆以 ＣＡＬＩＳ 建设为龙头，形成了文

献保障系统建设热，为学科化服务提供了资源保

障。 ②第一代学科馆员服务模式（学科化参考咨

询）。 以清华大学图书馆推出的第一代“团队法”
学科馆员制度（１９９８）为代表［７］ ，还有北京大学图书

馆与学生社团的联合法［８］ 、同济大学图书馆的伙伴

法（合作法）［９］ 等，在图书馆的物理环境中提供阵

地化服务，开创了一些贴近读者、贴近需求的好形

式。 ③第二代学科馆员服务模式。 以武汉大学、上
海交大图书馆等为代表，有武汉大学图书馆基于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嵌入法［１０］ ，上海交大图书馆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
网络法、博客法［１１］ 等，以学科馆员“嵌入”网络，运

用技术方法和社会网络工具，在虚拟环境中与读者

沟通，提供学科服务。 ④学科平台服务模式。 有厦

门大学和江苏大学图书馆基于 Ｎｏｔｅ ｆｉｒｓｔ 的个性化

服务平台，还有基于 ＣＮＫＩ 学科化服务平台等［１２］ ，
强调在虚拟环境中的资源、学科团队、学科馆员以

及图书馆其它业务工作流程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把
学科化知识服务做得更深。

学科化知识服务定位，给图书馆注入了兴奋

剂，培育出了一批特色化、个性化、知识化的服务产

品和成果［６］ ，同时也对学科馆员提出了更高的技能

和素质要求，如数据搜集、整理和管理能力、计划制

定和执行能力、学习与跟踪新技术的能力、创新能

力等。 图书馆被研究者接纳为合作伙伴，要求学科

馆员具备更深更广的专业知识能力以及人际沟通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１３］ 。 然而，事实是我国各高

校与研究机构在图书馆的基本定位和人员配置方

面很难从整体上满足学科馆员队伍的素质要求，给
学科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
学科化知识服务，最重要的是对所服务学科内容

的理解和评估［６］ ，用户也存在一定的担心与怀

疑：担心图书馆员不屑于当配角，不能心甘情愿

地当“耳目”；怀疑学科馆员不熟悉学科前沿，提
供的信息不一定是需要的知识。 许多国外的实

践也说明，学科馆员的专业技能是排在第一位的

巨大挑战［１３］ 。 从信息到知识，关键是对事物运动

变化规律的掌握［１４］ ，图书馆人不可能掌握所有学

科事物的运动规律，也就是说没有将各种信息加

工成知识的能力，这就成为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

务难以深入的根本问题。

２　 图书馆学科特质辨析和图书馆工作者智

能特点讨论

２ １　 图书馆学科特质辨析

图书馆服务究竟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我们必

须认清所掌握的学科理论特质和赖以提供优良服

务的方法体系，围绕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去

创新、拓展，才是根本之法。
从理论体系上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的“规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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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说”、“交流说”、“知识说”都没有离开文献信息

加工整理范畴。 围绕知识信息的整合和有效传递，
在加工过程中实现信息运动规律发现，文献资源分

布发现，情报利用价值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图书

馆的学科特质更多地表现为“发现”。
从方法体系上看，从知识求原求真的版本鉴

别到文本校勘，从知识的分类组织到目录索引的编

制查检，再从知识计量分析的文献计量到引文分

析，都是我们赖以提供优良服务的方法体系。 图书

馆学知识的工具性，注定其对各学科服务的支持配

合功能。 图书馆学科化服务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

服务，是管理知识、理解知识，是挖掘知识的一部

分［５］ 。 挖掘就是一种寻找，一种“发现”：发现资源、
发现价值、发现关系、发现用户，并使之关联起来，
为学科的知识生产和创造做铺路石。

２ ２　 图书馆工作者智能特征讨论

图书馆工作者有其智能本质和技术特长。 人

的智能包含信息、知识、策略和行为四方面要素和

四方面能力，即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由信息生成

知识（认知）的能力，由知识和目的生成策略（决
策）的能力，实施策略取得效果（执行）的能力［１４］ 。
显然，图书馆员的智能特征主要是获取有用信息的

能力和认知的能力。 技术特长主要包括文献分类

技能，文献鉴别区分技能，编制二次文献目录索引

文摘和三次文献综述评论的技能，参考咨询技

能［１５］ 。 传统图书馆员的工作就是依靠其专业技术

特长服务于各学科的智能活动。 当今，图书馆的智

能活动已发展成为资源发现、系统集成和多重关

联，在关联中实现知识发现，在多重揭示中发现用

户，在社会网络中发现结构洞，架起网络桥，在网络

社区中发现隐性知识，在图书馆系统中充当人机对

话的桥梁，发现特征日趋明显，更加鲜明。 如果说，１５
年前知识服务是图书馆情报工作的生长点，那么今

天知识发现服务就是图书馆情报工作的突破点。

３　 发现服务概念探析与内涵阐述

３ １　 发现服务概念探析

《辞海》中对“发现”的解释：本有的事物或规

律，经过探索、研究，才开始知道，叫做发现［１６］ 。 维

基百科的定义：观察和寻找未知的事物，寻找规律

的过程，学习未知的东西［１７］ 。 据此，作者试图将图

书馆的发现服务描述为：图书馆情报机构利用馆员

的专业知识和特定技术设备，观测信息，寻找资源，
探索揭示它们的存在、分布和运动规律，发现其中

的知识，并为其寻找读者（用户），提供关于信息、资
源和知识的智能服务和利用服务。 图书情报工作

的服务，如果能从发现的角度、自觉的状态、核心能

力的运用以及创造能力的发挥去投入，就能实现服

务社会的价值。 目前，各数据商和由国内外图书馆

推出的以开放化接口、以 ＲＤＦ 数据模型等关联技

术为支撑的资源发现服务［１８］（全网域 ＯＰＡＣ［１９］ ）可
以称为狭义发现服务，是本文论述的发现服务的一

个组成部分。

３ ２　 发现服务内涵阐述

图书馆学科和事业发展历程中，处处有发现服

务的踪迹。 著名的阮冈纳赞的图书馆五定律提出

“书是为了用的”，就是要发现和确认一本书在本

馆的收藏价值，而“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

者”，即“为人找书，为书找人”，一个“找”字，道明

发现的实质。 节省读者时间，科学整序，准确简捷

揭示，同样是发现和掌握文献规律的过程，是最原

始最质朴的发现服务。
如今，信息发现、资源发现、知识发现、情报发

现、用户发现、读者信息利用运动规律发现，信息、
知识、情报以及智能转换发现贯穿于现代图书馆服

务、学习活动的全过程，包含了信息加工、文献整

序、知识发现、智能学习的全过程。 信息化、网络

化、全媒体的“大数据”时代的发现服务，要求图书

馆运用最新网络理论、网络工具和软件技术与标

准，以关联、协同的理念，观测信息、寻找资源、发现

知识。 其中，观测信息包括动态跟踪观测信息变

化，及时抽取其中有价值的新元素，加工成无污染

的信息或情报；寻找资源包括全网域资源的检索，
灰色文献收集，机构内部资源挖掘和用户信息资源

开发；发现知识包括社会网络中显性知识的搜寻和

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发现，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用
户资源发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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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发现服务现状与发展趋势

４ １　 资源发现服务方兴未艾

资源发现服务是一种“大数据”规模的元数据

库的搜索服务［１９］ ，通过支持关联数据的图书馆自

动化系统，实现数据融合与语义检索服务，实现跨

机构的关联数据开放与复用，以及分布异构系统的

关联访问。 目前，全球采用各类资源发现系统的图

书馆及其它信息机构的数量已超过 １３００ 家［２０］ 。
影响较大的有 ＯＣＬＣ 的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 Ｌｏｃａｌ （ ＷＣ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公司开发的 Ｓｕｍｍｏｎ、Ｅｘｌｉｂｒｉｓ 公司推

出 的 Ｐｒｉｍ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以 及 ＥＢＳＣＯ 的 ＥＢＳＣ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ＤＳ）［２１］ 。 国内高校图书馆近年

来也陆续开始了资源发现服务系统的应用实践，如
清华的“水木搜索”、北大的“未名搜索”、上海交大

的“思源探索”、厦门大学的“厦大学术搜索”、兰州

大学的“翠英学术搜索”等［２２］ 。 另外还有超星发

现、万方学术搜索、ＣＡＬＩＳ 的 ｅ 读以及国家图书馆自

用的文津系统等。 图书馆的资源发现服务是站在读

者立场所提出的服务，更是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Ｇｏｏｇｌｅ 上受欢

迎的服务方式［１９］ ，是属于图书馆式的、有组织的信息

提供方式，是特定的传统图书馆服务原理的一种“网
域化”，馆员可对内容增加附加值，提升图书馆价值，
最终让读者回到图书馆［２３］ ，是一种具有图书馆学科

特质和适合图书馆工作者智能特点的服务。

４ ２　 知识发现研究正在向重大突破迈进

知识发现又称知识挖掘。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数据库中的“知识挖掘”是狭义的知识发现（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ＫＤ）［２４］ 。 广义的知识发现是采用

各种技术、方法和手段，对数据库内外的知识进行

系统分析、挖掘、发现和利用，撷取隐含、有用、未被

发掘、有潜在价值的知识资源的一种过程［２５］ ，包括

隐性关联知识发现，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和数据库

知识发现［２６］ 。
１９８５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情报学教授 Ｓｗａｎｓｏｎ

创立的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是一种新的独

特的文本知识发现方法，为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开辟

了一个新的方向［２７］ 。 许多基础性的文献情报工

作，都可以从知识发现的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 如

文献标引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关系到知识发现的效

果；知识抽取也是知识发现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
提取有效知识的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知识发现

方法体系中的内容分析方法、共词分析和聚 ／ 分类研

究、关联理论研究、领域驱动知识发现和领域知识挖

掘都是图书馆情报分析、文献计量、分类编目、目录学

理论方法的发展。 所以说，知识发现服务是图书馆

的分内事，是图书馆学科的一个分支领域。
知识发现服务与学科化知识服务关系密切：如

通过科研合作行为关联分析和基于非相关文献知

识发现的科研机构潜在合作行为预测，实现技术活

动行为挖掘；通过共现分析实现技术融合挖掘；通
过技术成熟度分析实现技术生命周期挖掘；通过关

联分析实现技术发展趋势挖掘；通过基于关键词的

形态分析实现技术机会挖掘［２８－２９］ 。 目前国内外众

多图书情报专家正在这一领域辛勤探索，不断有新

的成果问世，如基于本体的知识发现，基于知识网

格的数据挖掘，可拓数据挖掘。 相信不久的将来会

实现重大的理论和方法突破，为图书馆的知识发现

服务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方法支撑。

４ ３　 用户知识需求和知识行为信息发现有着广阔

的应用前景

用户信息历来就是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工具

和依据，广泛应用于访问认证、读者需求和文献利

用统计分析。 围绕用户的知识需求和知识行为信

息发现，可以通过开发用户的“学术电子档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将用户信息与课程设置、研究

项目相关联，实施组织内部的个性化知识服务（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ＣＡＳ ＩＲｓ）和科研过程管

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ｄｒｅｗｓ）。 国外将用户知识需求

和知识行为信息发现研究广泛用于以下领域：①聚

焦用户兴趣，实现个性化推荐［３０］ ；②挖掘用户特

点，实现个性化信息检索［３１］ ；③实现用户为中心的

文献检索结果排序和过滤［３２］ ；④个性化的电子邮

件传递［３３］ ；⑤信息网络中的潜在创新［３４］ ；⑥实时网

络中基于内容的“群检索”［３５］ 。 用户知识需求和知

识行为信息发现的这些服务功能，初步展示了对提

高图书馆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强大魅力。 我国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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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在这一领域需要快速响应，逐
步实现将用户知识需求和知识行为信息发现作为

一种特殊的资源发现，深入研究和实践尝试，参与

实现大数据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为实现人类知识活

动自动发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５　 发现服务是图书馆功能准确定位和下一

代图书馆服务系统应用的必然选择

５ １　 发现服务有助于准确定位大学与研究机构图

书馆的服务功能

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不是一句

口号，学科化知识服务有对象有目标，发现服务不

排斥学科服务和知识服务，发现服务是网络时代学

科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图书馆实现知识服务的

有效途径，是更适合图书馆人智能特征的方法体

系。 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将服务功能定位在发

现服务，也可以将学科馆员直接命名为发现馆员。
这样不仅避开了学科服务、知识服务的概念误读，
也让馆员集中精力发挥所长，为学科化服务做好分

内的事。 这样，馆长也不必为学科馆员的知识结

构、其它专业素养不足而担忧，服务对象对馆员的

服务角色和服务内容认识得也更清楚，更容易接

受。 当然，发现馆员必须有某一学科的知识背景，
有更为广泛的多学科知识，才能将发现服务做得深

入到位。 另外，当今学科发展的大融合和知识创新

的大协作趋势，对发现服务的知识关联和融合需求

日趋明显，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不能融入科研团队，
成不了科研合作伙伴，游离于学科建设和知识创新

的中心工作之外。

５ ２　 发现服务是适应下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的必

然选择

发现服务已经成为下一代图书馆系统的核心

功能。 下一代图书馆界面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服

务系统向读者呈现的所有功能和服务都是通过资

源发现系统来实现的，引导读者通过一个资源发现

其他有价值的、新的相关资源，以全球知识库代替

分散的本地资源库，以中心知识库为核心的数据模

块，支持数据复用、数据套录以及建立数据之间的

层级递归和关联关系，从而支持多层面的导航服务

和发现服务［３６］ 。 大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应抓住下

一代图书馆系统升级更新的时机，与系统配套，适
时推出以发现服务为核心的学科化服务和知识服

务，自然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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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１（９）：９３－９６，１１３．）

［１０］　 张翔．基于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嵌入式学科服务营销———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探索［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５）：７３
－７６．（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ｇ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１（５）：７３－７６．）

［１１］　 徐璟，郭晶．高校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模式探究［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０（１７）：１４－１８．（Ｘｕ Ｊｉｎｇ， Ｇｕｏ 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０（１７）：１４－１８．）

［１２］　 陈恩满．基于 ＣＮＫＩ 的学科知识服务平台构建与学科化服务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９（８）：９６－１０１．（Ｃｈｅｎ
Ｅｎｍａｎ．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ＮＫ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９（８）：９６－１０１．）

［１３］　 范爱红．学科服务发展趋势与学科馆员新角色：康奈尔范例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２（５）：１５－２０．（Ｆａｎ Ａｉｈ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２（５）：１５－２０．）

［１４］　 钟义信． “信息—知识—智能”生态意义下的知识内涵与度量［Ｊ］．计算机科学与探索，２００７（２）：１２９－１３７．（Ｚｈｏｎｇ
Ｙｉｘ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１２９－１３７．）

［１５］　 高新陵，王正兴．生命不会终止———图书馆存在下去的 Ｎ 个理由［Ｊ］．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２（５）：１０－ １３，５９．（Ｇａｏ
Ｘｉｎｇｌ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５）：１０－

１３，５９．）
［１６］　 辞海编委会．《辞海》（缩印本）［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０：４９０．（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ｉ Ｈａｉ．Ｃｉ Ｈａｉ（Ｒｅｄｕｃｅｄ Ｅｄｉ⁃

ｔｉｏｎ）［Ｍ］．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０：４９０．）
［１７］　 发现－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ｈｔｔｐ：／ ／ ｚｈ．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Ｅ５％８Ｆ％９１％Ｅ７％８Ｅ％

Ｂ０．（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ｈｔｔｐ：／ ／ ｚｈ．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Ｅ５％
８Ｆ％９１％Ｅ７％８Ｅ％Ｂ０．）

［１８］　 王亚林．电子资源云服务 图书馆工作社会化的新形式［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６）：８３－８７．（Ｗａｎｇ Ｙａｌ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ｌｏｕ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２（６）：８３－８７．）

［１９］　 殷红，刘炜．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功能评价与愿景展望［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５）：２６－３３．（Ｙｉｎ Ｈｏｎｇ， Ｌｉｕ
Ｗｅｉ．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５）：２６－３３．）

［２０］　 窦天芳，姜爱蓉．资源发现系统功能分析及应用前景［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２（４）：３８－４３．（Ｄｏｕ Ｔｉａｎｆ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Ａｉｒｏ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２（４）：３８－４３．）

［２１］　 Ｖａｕｇｈａｎ Ｊ．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ｅｂ ｓｃａｌ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２５］．ｈｔｔｐ：／ ／ 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ｂｃ．ｅｄｕ ／
ｏｊｓ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ｉｔａ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１９１６．

［２２］　 项英， 李向军．高校图书馆资源发现服务系统应用研究［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２（１１）：１６８１－１６９０．（Ｘｉ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Ｌｉ
Ｘｉａｎｇｊｕ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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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６８１－１６９０．）
［２３］　 陈丽冰．读者服务视角下的图书馆资源发现服务［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２（４）：６６－７０．（Ｃｈｅｎ Ｌｉｂ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ａｄ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２（４）：６６－７０．）
［２４］　 化柏林，张新民．从知识抽取相关概念辨析看知识抽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０，２８（２）：３１１－３１５．（Ｈｕａ

Ｂｏｌ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ｍｉ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８ （２）：３１１－３１５．）

［２５］　 程鹏．知识发掘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０，５４（１８）：１１１－１１５．（Ｃｈ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０，５４（１８）：１１１－１１５．）

［２６］　 冯新民，王建冬．知识挖掘的概念困境与广义知识挖掘［Ｊ］．情报杂志，２００８（７）：６３－ ６５．（Ｆｅｎｇ Ｘｉｎｍｉ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ｓｅｎ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７）：６３－６５．）

［２７］　 郝丽云，郭启煜．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研究进展［Ｊ］．情报学报， ２００６，２５（３）：３４２－３４８．（Ｈａｏ Ｌｉｙｕｎ， Ｇｕｏ Ｑｉｙ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２５（３）：３４２－３４８．）

［２８］　 王翠波，张玉峰．基于知识发现的企业技术竞争情报挖掘（Ｉ）———目标识别与流程设计［Ｊ］．情报学报， ２０１０，２９
（４）：６９５－７００．（Ｗａｎｇ Ｃｕｉｂｏ，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ｆｅ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Ｉ）———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ｉｇ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２９（４）：６９５－７００．）

［２９］　 王翠波，张玉峰．基于知识发现的企业技术竞争情报挖掘（ＩＩ）———策略与实证分析［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５）： ８８９
－８９６．（Ｗａｎｇ Ｃｕｉｂｏ，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ｆｅ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Ⅱ）———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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