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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希明　 刘巧园

摘　 要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实践和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已经历了合作共建阶段、资源共享阶段

和知识共享阶段。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研究受到特别重视。 国外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广泛，主

要涉及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必要性、整合方式、整合技术、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 研究特点主要有：公共

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日益受到重视，注重数字资源生命周期管理，关注新兴技术在资源整合中的应用，元数据标准

成为研究新热点。 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我国应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的合作机制、元数据标准、新技术应

用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强研究。 图 １。 参考文献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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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ｅｔ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ｂｏ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ｗｏ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ＳＣ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ｎｏｔ ａｌ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 ｆｉｇ． ５０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　 引言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是指对不同类型的

公共文化机构的不同来源、相对独立的数字对

象进行类聚、融合和重组，形成一个服务效能更

好、效率更高的新的数字资源体系的过程。 公

共文化机构主要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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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美术馆、文化馆等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

文化服务的机构。 在国外，还包括一些文化中

心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 ）、 音 乐 演 出 场 地 （ ｍｕｓｉｃ
ｖｅｎｕｅ）、教堂等。 这些公共文化机构拥有相同

或相似的使命，服务于相同的社会群体，共同

担负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提供信息获取渠道

以及支持终生学习的使命，这使其成为资源整

合过程中理想的合作者。 公共文化机构在文

化、社会、教育和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通
过合作能够最大化地利用现有资源为用户提

供服务，有效发挥其社会职能，提高其社会

地位［１］ 。
随着数字资源利用率的提升，人们对数字

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公共文化机构的服

务方式也从传统的被动等待用户寻求信息，逐
渐发展为主动为用户提供信息，并且更加关注

信息服务中的用户体验，各机构间的界限被打

破，跨机构的资源整合开始兴起。 其实，公共文

化机构对资源整合的探索从未间断。 按照资

源整合的程度，这些探索可以划分为三个阶

段，即合作共建阶段、资源共享阶段和知识共

享阶段。
在合作共建阶段，公共文化机构主要通过

合作协议进行部分业务合作，目的是节省开支，
实现共赢。 如，美国芝加哥图书馆与芝加哥所

属 １３ 个博物馆、美术馆达成合作协议，建立免费

门票项目（Ｍｕｓｅｕｍ ／ Ａｒｔ Ｐａｓ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为图书馆

的持卡用户提供免费参观门票，此举大幅增加

了各机构的到馆人数［２］ 。 北美不少文化机构都

效仿该方式展开合作，随着该项目的推进，各机

构都开始谋求更深层次的合作。 再如，美国马

里兰公共图书馆与当地的儿童博物馆合作创建

探索中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由博物馆提供场

馆和设施支持，图书馆提供图书资料和馆员［３］ 。
在资源共享阶段，公共文化机构致力于资源共

建共享，旨在扩大本机构的资源范围，提高资源

利用率。 例如，威尔士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

项目（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ｌｅｓ）系统地整合了众

多威尔士国家级文化机构中的资源，建立了统

一的网站供用户浏览和获取［４］ 。 再如，德国图

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共同建立的资源入口

（ＢＡＭ－Ｐｏｒｔａｌ）为用户访问三馆的资源提供了便

利［５］ 。 在知识共享阶段，公共文化机构开始探

索更深层次的资源整合，旨在为用户提供知识

挖掘、知识推送等服务，这也是现今公共数字文

化资源整合项目的努力方向之一。 例如，加拿

大政府于 ２００４ 年出台政策，将国家图书馆和国

家档案馆合并为加拿大图书档案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Ｃａｎａｄａ），该馆使用 ＭＯＤＳ（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Ｏｂ⁃
ｊｅｃ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元数据标准整合了原有

的书目数据和档案描述元数据，实现分布式检

索，允许用户使用单一检索工具对馆内在线资

源进行检索，还建立了可信数字仓储 （ Ｔｒｕｓｔ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以实现数字馆藏的持续获取，
将所采集的元数据统一保存为 ＭＥＴＳ 格式，保证

用户长期、无缝地获取和利用馆藏文化资源［６］ 。
该项目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重新进行组织并采

用统一的格式存储和显示，为知识挖掘服务奠

定了基础。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

源整合研究关注较少。 虽然早在 ２００８ 年就有学

者关注过欧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馆际合作

问题［７］ ，但没有深入到资源整合研究的层面。
笔者曾于 ２０１２ 年撰文探讨过国外图书馆、档案

馆和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研究进展［８］ ，但未能

涵盖各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机构。 ２０１４ 年，笔
者梳理总结了国外多领域数字资源整合研究进

展［９］ ，而本文将聚焦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

领域的研究进展，对其起源及发展历程进行系

统梳理，同时关注数字资源生命周期管理、新兴

技术应用和元数据标准制定等国外公共数字文

化资源整合研究领域的新课题。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概况

１ １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ＳＣＩ）数据库为数据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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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为检索项进行检索，剔除无关数据共得

到 ３１３ 条检索结果①。 图 １ 反映了国外公共数

字文化资源整合领域研究论文的时间分布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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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领域研究论文时间分布

１ ２　 研究概况

图 １ 表明，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领

域的研究虽各年略有波动，但整体仍处于上升

状态。 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源较早，１９３４ 年

比利时图书馆员 Ｏｔｌｅｔ 在其出版的 Ｔｒａｉｔｅ ｄｅ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中提到过一个构想，可以被视为公共

文化资源整合思想的发源。 他认为，文化机构

的元数据，特别是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的文

化资源，应当由一个中心机构保存、整序、编目

和分类，并为公众提供获取资源的接口。 除了

文本和实物资源外，他还考虑了静态图像、动态

图像、音频和视频资料等当代最先进的多媒体

形式，他设想采用 ＵＤＣ 分类法进行资源组织，并
建立可信的信息检索工具来实现资源获取［１０］ 。
对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９３ 年，美国学者 Ｇｒｕｎｄｎｅｒ 提出，政府应当为公

众建立一个经过整合的信息资源浏览和获取平

台，在信息资源利用中要避免巴尔干现象②的出

现，他认为该平台应当由图书馆建设和维护［１１］ 。

１９９８ 年，美国学者 Ｒａｙｗａｒｄ 曾预言，图书馆、博

物馆、档案馆的数字文化资源在 ２００５ 年就能够

实现整合与跨库检索，但这一目标至今也未完

全实现。 他还指出，随着数字资源数量的增加

和可获取性的提升，公共文化机构的资源整合

逐渐受到关注，但由于受到组织文化差异、整合

技术障碍等限制，资源整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要实现文化机构间的资源整合就必须突

破这些限制［１２］ 。 ２０００ 年以前的研究或是集中

探讨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指导性建议，

或是重点探究了公共文化机构中某一特殊领域

资源的整合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０６６

①

②

检索式为 Ｔ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 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巴尔干现象”原本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因山脉阻隔，而在地理空间上被分裂成许多相互无法沟通的微

小部分。 引申到信息领域，是指信息空间的隔离和分化状态，信息分散在信息空间的各个角落，存在于不同形式

的信息载体中，信息运动状态混乱无序，呈现出逻辑碎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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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公共数字

文化资源整合领域的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间，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领域

的研究开始兴起。 这一阶段，学者一方面继续

探索新时期公共文化机构资源整合的可行性，
如，Ｂｅｅｂｅ 探讨了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多媒

体资源整合的优势及可行性［１３］ ，另一方面也较

为关注早期资源整合项目的实践情况，如，Ｔａｒｉｆｆｉ
等介绍了 Ｔｒｉａｌ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ＴＲＩＳ）项目的

概况及相关项目的验收情况［１４］ 。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间，该领域的研究增长较快，进入高峰时期。
这一阶段，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了公共数字文

化资源整合的必要性，并开始积极推进有关项

目的实施，因而产生了大量国家层面资源整合

项目的研究文献，如，Ｂｕｏｎａｚｉａ 等人介绍了意大

利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和互操作项目“ ｔｈｅ Ｉ⁃
ｔａｌ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ｒｔａｌ”的建设情况［１５］ 。 此外，异构

资源整合中的技术问题也是这一阶段的研究热

点，如，Ｒｏｅｌ 探讨了采用 ＯＡＩ－ＰＭＨ 元数据收割

协议对来自不同机构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的可

行性［１６］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间，研究数量有所回

落，除了延续以往的研究主题外，还将研究扩展

至公共文化机构合作共赢、资源整合平台构建

等多个领域。 ２０１１ 年至今，该领域的研究迎来

新的高峰，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加细化，重点关注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对策，如，Ｄａｖｉｓ 和 Ｈｏｗａｒｄ 分析了澳大

利亚现有文化政策，探讨了公共文化机构资源

整合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１７］ 。 此外，资源整合

中的元数据互操作问题、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问

题和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也受到

广泛关注。

２　 研究主题分析

国外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广泛，主要涉及公

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必要性、整合方式、整合

技术、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

２ １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必要性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是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资源整合项目规划

前期，学者纷纷就其必要性展开研究，试图为整

合项目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该方面的研究主

要分为两种：一是从公共文化机构自身出发分

析资源整合对本机构的影响，二是从用户的角

度出发分析资源整合对用户的影响。
公共文化资源整合为文化机构注入了新的

活力，提高了公众对其资源的认知度，改变了其

在公众眼中的封闭形象，为这些机构更好地融

入社会，发挥其社会职能奠定了基础［１８］ 。 公共

文化机构通过合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机构间

共享馆藏资源，借鉴管理理念，共同提升服务质

量。 例如，Ｄｉｌｅｖｋｏ 等人提出整合能够实现博物

馆和图书馆间的资源共享，创建以用户为中心

的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跨学科领域的学习环

境，有效吸引新用户，扩大两馆的用户群体［１９］ 。
图书馆和档案馆能够借鉴博物馆教育公众的方

式和经验，而博物馆可以从图书馆处学习如何

帮助用户利用其馆藏资源［２０］ 。 整合还能够促进

文化机构工作人员的成长进步，一方面合作为

员工间的经验交流提供了平台保障，另一方面

用户参与度的提升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

视角［３］ 。
此外，Ｄｉａｎｅ 等人从经济角度出发，提出资

源整合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帮助公共文化机构节

省开支，实现经济效益。 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
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也出现了经

费紧缺情况，而合作建设公用设施和开展服务

能够有效帮助这些机构节约建设资金，提高服

务质量［２１］ 。
随着数字资源数量的激增，用户获取资源

的途径也日益多样。 相对于资源的存储机构，
用户更加关心资源的获取方式。 研究表明，图
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是最受用户信

赖的信息来源［２２］ 。 资源整合不仅能够有效提高

资源利用率，还增加了用户访问资源保存机构

的频率［２３］ 。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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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提供了统一的资源访问入口，允许用户

采用多元化方式获取和利用资源。 公共文化机

构积极引进新兴技术改善信息服务中的用户体

验，也为用户进行终生学习提供了资源保障［２４］ 。

２ ２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方式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方式是该领域研究

的核心主题，现有研究主要涉及资源建设、资源

组织、 资源获取、 资源保存和用户服务五个

方面。
２ ２ １　 资源建设

馆藏资源建设是公共文化机构提供文化服

务的基础，馆藏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成效。 在数字时代，
公共文化机构的馆藏资源类型丰富、数量众多，
而纸质出版物和数字资源的不断增长迫使其在

馆藏资源建设时不断剔除部分资源并新增资源

以完善各自的馆藏体系。 Ｅｄｗａｒｄｓ 运用符号学

的方法阐释了公共文化机构馆藏建设和维护中

的问题，并提出了如下建议：①公共文化机构首

先要明确本机构的社会角色和定位，资源建设

不仅仅是某个机构的职能；②公共文化机构应

当通过信息公开和共享提升机构对用户的责任

感；③在剔除和新增馆藏资源之前必须对该资

源的研究价值进行准确评估；④确保不同机构

间的资源能够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传递和共享。
作者认为在资源建设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公众

的需求和资源的社会价值，各机构间应当通力

合作， 在资源建设和维护方面实现帕累托

最优［２５］ 。
２ ２ ２　 资源组织

有学者将互联网比作黑洞，认为仅仅将纸

质资源数字化供用户检索和获取远不能满足用

户的信息需求，必须要重新组织数字资源，在资

源组织的过程中提高资源利用价值［２６］ 。 数字资

源同纸质资源有着本质区别，任何整合项目开

始之前都应当充分考虑数字资源的特点，进行

资源组织前必须明确目标，资源组织的源动力

是用户需求而非技术革新［２７］ 。 Ｔａｔｊａｎａ 和 Ｍｉｒｎａ

提出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资源组织应当

遵循的几个原则：①资源可获取性原则，即不分

来源和存储机构，方便获取数字资源；②信息服

务社会化原则，即通过资源组织要最大限度地

扩展文化机构的社会角色，为用户提供有特色

的文化资源；③信息高效传递原则，即确保用户

通过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平台准确持久地获

取所需文化资源；④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原则，资
源组织中要注意保存和有序组织各类文化遗产

资源；⑤信息增值原则，通过资源组织实现文化

资源的增值利用，并为用户提供有效的指导

信息［２８］ 。
２ ２ ３　 资源获取

实现用户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获取和利

用是资源整合项目的最终目标，该领域的研究

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文化机构数量众

多，每个机构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增长较快，但机

构间因缺乏沟通和联系而导致彼此孤立，成为

信息孤岛。 用户需要在不同的数据库和操作界

面间来回切换和登录，寻找所需资源，降低了资

源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影响用户的资源获取

效率。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平台的建设能够为

用户提供统一的资源入口，是用户获取资源的

主要途径。 与商业网站不同，资源整合平台中

的资源经过专业的分类和组织，允许用户自定

义高级检索，排除冗余及不相干资源，迅速精确

定位所需信息资源。 Ｐａｕｌ 提出，资源整合平台

中的搜索引擎不仅需要支持普通文本检索，还
应当支持文本格式的元数据检索。 他认为，搜
索引擎应当对用户信息检索的能力层级及其所

使用的检索语言十分敏感，要对检索结果进行

智能排序，提供与用户检索请求最为匹配的检

索结果［２９］ 。 也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构建知识

地图的方式来实现文化资源之间的协调和整

合，知识地图的模型包含文化机构、文化资源以

及接入点三个实体，通过对不同文化机构的资

源进行聚类，统一资源描述标准，将公共数字文

化资源整合的成果直观地展示给用户［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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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在完成检索后，用户往往需要下载相应的

检索结果，这就要求资源整合平台建立一个在

线多媒体资源传递机制，为读者提供资源下载

服务。 整合平台中的下载服务需要遵循 ＩＳＯ ＩＬＬ
协议，采用可读的 Ｅｍａｉｌ 格式或其他标准格式，
通过现有的文件传输工具为用户传送包括网

页、文献资料、图片在内的多类型数字资源［３１］ 。
２ ２ ４　 资源保存

公共文化机构的资源保存往往会受到存储

空间及维护费用的限制，如何实现数字资源的

长期保存是各机构面临的共同难题。 Ｊｏｈａｎ 提

出，由国家级图书馆、档案馆、信息通信技术机

构以及出版商联合建设存储图书馆，实现数据

控制和文献获取，是解决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

有效方式。 他将存储图书馆的建设划分为三个

阶段：首先，建立数字资源存储系统的基本框架

结构，初步选择技术标准；其次，具体定义功能

细节，包括采集标准、获取条件、存储方式及相

关的技术需求；最后，完成具体的技术方案，建
立存储图书馆的原型［３２］ 。

Ｃｈａｒｌｅｓ 从档案学角度出发，探讨了公共数

字文化资源整合中的资源保存问题。 他认为，
数字资源保存策略包括维护现有数据和将原信

息系统中的数据转换为符合新标准的数据记

录，在数据转换时应注意格式的选择，减少转换

引起的资源损失，确保存储媒介和软件的更新

不会对资源的存储和获取造成阻碍［３３］ 。 Ｇｉｌｌｉａｎ
等人认为，当今数字资源呈指数增长，自动化技

术使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成为可能，他们主张

采用 “ ５Ｗ１Ｈ ” 方 法， 即 从 目 的 （ ｗｈｙ ）、 内 容

（ｗｈａｔ）、时间（ ｗｈｅｎ）、地点（ ｗｈｅｒｅ）、人物（ ｗｈｏ）
和媒体结构（ ｈｏｗ）六个方面对数字资源进行描

述，从而实现自动化处理，减轻公共文化机构的

资源维护负担［３４］ 。
２ ２ ５　 用户服务

以用户为中心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理

念。 随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项目的推进，
技术难题已不再是资源整合的主要障碍，项目

组的关注焦点从如何建设资源整合平台逐渐变

为如何为用户提供资源服务。 在公共数字文化

资源整合平台中，专家应该改变以往的权威形

象，将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融入信息系统，让用

户自主选择信息资源并负责评估资源质量。 整

合平台还应该在原有服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 有报告显示，新
兴技术使公共文化机构的工作发生本质变化，
部分工作被外包，出现了包括信息顾问、知识顾

问及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顾问等新职位，旨在提

升服务过程中的用户体验［３５］ 。

２ ３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的技术研究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涉及的技术种类

较多，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可视化技术、关
联数据技术、二维码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的实

践及应用前景展开。
Ｇｅｒａｌｄ 等人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出发，论述了

可视化技术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的重要

作用。 他指出，可视化技术是提高人机交互体

验的潜在技术之一，并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

合构建了交互式的信息可视化模型架构，该模

型具体包括信息模型、可视化模型以及信息可

视化功能实现三个部分，并为该模型定义了资

源描述所需的实体、属性及其关系。 系统通过

分析用户的检索行为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并
形象化地展现有关信息资源［３６］ 。

开放关联数据技术将公共文化机构联系起

来，使资源互操作成为可能。 Ｓａｏｎｎ 等人建立了

基于语义网的关联数据技术理论框架，指出尽

管该技术已经在部分公共文化机构中广泛应

用，但在出版及标准化管理等方面仍未发展成

熟，公共文化机构间的合作需要各机构进一步

开放馆藏资源，利用关联数据技术构建资源整

合网络［３７］ 。 关联数据技术采用特定的连接词汇

将不同的文化资源连接起来，并有其规范的资

源描述框架格式，信息专业人员利用该技术能

够有效实现资源的聚类和集成显示，使用户更

加便捷全面地获取所需信息资源。
Ｓｃｈｕｌｔｚ 认 为， 二 维 码 （ Ｑｕｉｃ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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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ｅｓ，简称 ＱＲ 码）也可以用来连接不同的文化

机构，日本上野动物园和东京国家科学博物馆

采用 ＱＲ 码创造了一个跨机构的移动可视化的

指南，而法国最大的科学博物馆则采用 ＱＲ 码将

它的实体展览和图书馆馆藏联系起来，为用户

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化体验［３８］ 。 ＱＲ 码的使用增

加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趣味性，使资源访问

更加个性化。
近年来，云计算技术广泛应用于信息领域，

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同样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 一旦数字资源成功存入云端，它就可

能和其他任意同在云端的数字资源相连接，为
用户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以及

大学网站、维基百科等信息源中的检索提供强

大的支持［３９］ 。

２ ４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所面临的问题主要

分为三类，即公共文化机构间的差异所导致的

合作问题、资源整合中的元数据标准问题以及

知识产权问题，国外学者探讨了这些问题产生

的原因、影响及对策。
２ ４ １　 资源整合中的合作问题及对策

公共文化机构在社会职能、发展历史及人

员构成等方面的差异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合作

进程。 研究表明，公共文化机构历来被人们视

为资源收藏和信息管理中心，然而其在满足用

户信息需求和知识开发方面的努力并未受到认

可［４０］ 。 公共文化机构在数字文化资源的建设方

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图书馆的数字化工作几

乎比其他文化机构提前了 ２０ 年。 再如，与博物

馆相比，图书馆和档案馆具备如下优势：①较早

开始使用社交网络，开放存取观念较强；②纸质

馆藏更容易数字化；③拥有较为成熟的分类和

编目体系。 同样，公共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拥

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环境，在合作中不可

避免地存在交流障碍。
对此，Ｄｅａｎｎａ 指出，在数字时代，公共文化

机构需要适应其社会定位的改变，在数字资源

整合中发挥作用，提高资源质量，扩大用户群

体［４１］ 。 公共文化机构的人员应当努力协调其内

部角色定位和外部读者需求间的矛盾，以用户

为中心，跨机构合作，以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

求。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并不意味着公共文

化机构的合并，各机构在合作共建的同时仍应

该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建设并维护本机构的特

色资源，为用户长期无缝获取数字文化资源奠

定基础。
此外，Ｗａｌｋｅｒ 等人介绍了美国公共文化机

构合作的概况以及合作中的资产、债务和风险

等问题。 他们定义了四类风险：①产能风险，即
合作者不能完成既定任务的风险，其中财政、管
理、技术等因素均可能导致问题的产生；②战略

风险，即项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③承担义务风

险，即成员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力投入合作；
④兼容性风险，即机构间的资产及负债不匹配。
他们建议合作项目要有清晰的目标，任务分配

明确，以及切实可行的任务时间表，机构间要确

保定期交流，邀请有资历的员工参与项目评价

和决策制定［４２］ 。
２ ４ ２　 资源整合中的元数据标准问题及对策

公共文化机构根据其社会职能和资源特点

制订了符合本机构的资源描述体系，各机构间

的元数据标准差异较大，要实现跨机构的数字

资源整合，使用户能够在单一平台上进行资源

检索和获取，就必须确立统一的元数据标准［４３］ 。
Ｒｏｂｉｎ 指出，在公共文化机构间建立分布式

资源发现系统的想法由来已久，ＸＭＬ 标记语言

的出现为该想法的实践提供了技术支持。 他主

张建立基于 ＸＭＬ 语言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

平台，将符合 ＭＡＲＣ、ＥＤＡ、ＴＥＩ 等标准的资源描

述数据转换为 ＸＭＬ 格式，并建立元搜索引擎来

实现分布式数据库的资源检索［４４］ 。 也有学者介

绍了建设基于 ＸＭＬ 语言的资源整合系统的具体

步骤：首先，分析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数据类型

和结构，找出各机构资源描述标准中的共性，即
共有的元素和属性，如作者、主题、日期等；其

次，定义资源整合系统的用户需求和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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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用户跨库检索的需求；最后，实际检验系统

功能及其用户界面是否符合用户需求，实施该

系统模型并邀请用户给予使用评价和建议［４５］ 。
Ｅｕｌａｌｉａ 提出，采用开放档案计划元数据采

集协议（ ＯＡＩ－ＰＭＨ） 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

搭建桥梁。 该协议不仅支持 ＤＣ 元数据，还支持

包括 ＥＤＡ 在内的所有采用 ＸＭＬ 语言的元数据

标准，能够在不同机构间实现数据交互。 Ｅｕｌａｌｉａ
还指出，该协议需要的技术支持较少，具备很强

的灵活性，适用于多个文化机构［４６］ 。
Ｐａｔｒｉｃｋ 认为，可以使用国际博物馆协会提

出的概念参考模型（ＣＩＤＯＣ ＣＲＭ）来统一描述用

于整合的数字文化资源，尽管该模型最初是为

博物馆资源设计的，但图书馆的 ＭＡＲＣ 数据能

够与之形成映射，该模型未来有望支持 ＦＲＢＲ 理

论框架，能够有效弥补现有元数据无法描述实

体间复杂关系的缺陷，也更容易被机器识别和

处理［４７］ 。 也有学者认为将全部描述数据共享短

时间内难以实现，公共文化机构应当优先实现

规范文档的共享，规范文档采用受控词汇对资

源名称、存储地点、创建日期以及资源类型等基

本信息进行了规范描述［４８］ 。
２ ４ ３　 资源整合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对策

随着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资源数字

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逐渐受到公共文化机

构的关注。 公共文化机构一方面要实现馆藏资

源数字化和资源共享，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康奈尔大学图

书馆曾出版专著《知识产权与文化机构》 （Ｃｏｐ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论述公共文化资源

数字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４９］ 。 该书研究了

美国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条例，特别是公共文化

机构所拥有的合理使用和豁免权。 他们认为，
条例中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豁免权应当同样适

用于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并就资源数字化

过程中如何进行风险管理、避免侵权行为给出

了建议。 该书还分析了部分资源数字化相关的

案例，并给出了公共文化机构可能遇到的问题

及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

３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研究的主

要特点及借鉴意义

近年来，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为资源整合提

供了技术基础，将不同公共文化机构的数字资

源整合到统一的平台供用户检索、浏览和获取，
提高资源获取过程中的用户体验满意度已经成

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共识。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

源整合领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并呈现

出四个特点。
（１）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日益受到重视。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研究起源较早，新
世纪以来出现了两次研究热潮，研究的广度和

深度都有所拓展。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项目

日益增多，研究所涉及的公共文化机构也从最

初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逐步扩展到了所有

文化机构，而参与整合的机构范围也从地方层

面扩展到了国家层面，甚至是国际层面。 公共

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平台的建设也不再是简单的

资源叠加，而是更加注重对资源内容的整合，期
望通过整合平台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资源内容

和服务。
（２）注重数字资源生命周期的管理。 从上

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探讨公共数字文

化资源整合方式时涉及的内容较多，研究内容

涵盖了馆藏资源建设、资源组织、资源利用以及

资源长期保存，十分强调对信息资源生命周期

的管理。 如，Ｓａｒａｈ 从信息资源生命周期视角出

发，指出公共文化机构在建设数字资源时要根

据本馆的馆藏发展政策选择数字化对象，在资

源组织中应当制定合适的资源描述标准以方便

用户检索和获取，在资源获取方面要采用高效

的信息传递技术确保用户对数字资源的无障碍

获取，在资源保存方面必须完善数字资源生命周

期管理以保证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利用［５０］ 。
（３）关注新兴信息技术在资源整合中的应

用。 公共文化机构历来十分重视新技术的引进

和应用，国外学者关注到了关联数据和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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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技术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领域的应用

前景。 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公共文化机构应当

认识到资源整合的推动力应当是用户需求而非

技术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整合中的技术应用问题一直是该领域关注的核

心内容之一。
（４）元数据标准成为研究新热点。 国外学者

探讨了多种元数据标准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

合领域应用的可行性，旨在确立公共数字文化资

源描述体系，帮助用户在统一的界面检索、浏览

和下载资源。 公共文化机构现有元数据标准种

类众多，选取通用的元数据标准统一各机构资源

描述体系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在不同元数据标准

间建立映射关系，仍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
综上所述，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研

究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目前，我
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因此，我们

应当关注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
我国应该在四个方面加强研究。

第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机构合作

机制问题。 国外研究表明，公共文化机构间的

合作是资源整合的基础。 在我国，不同类型公

共文化机构间合作基础薄弱，有效的合作机制

没有建立起来。 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这一领

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第二，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元数据标准

问题。 国外学者关于元数据标准的选择问题尚

无定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元数据标准

的确立，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现有元数据标准的

具体情况，研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标准。
第三，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新技术的

应用问题。 这一直是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

合研究关注的核心领域。 我国对新技术的应用

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 如何将可视化技术、
关联数据技术、二维码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等

应用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应该成为我们

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
第四，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的知识产

权问题。 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源较早并且

发展成熟。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较晚，知识

产权意识相对薄弱，不利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整合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要加强公共数字文

化资源整合中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以保障公

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项目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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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希明　 刘巧园：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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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图书馆学报》公共邮箱变更的公告

由于国家图书馆网站域名变更，即日起《中国图书馆学报》公共邮箱变更为 ｊｌｉｓ ｃｎ＠ ｎｌｃ ｃｎ，原
公共邮箱（ｊｌｉｓ ｃｎ＠ ｎｌｃ ｇｏｖ ｃｎ）停止使用，特此通告。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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