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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与图书馆发展
∗

陈传夫　 李秋实

摘　 要　 现代图书馆制度缘自对传统知识垄断与封闭社会的挑战与博弈。 但自 20 世纪末互联网的发展与内容

开放潮流,全球进入信息、数据与智能开放新环境。 在新型开放社会,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驱动创新、科研

与社会治理。 开放环境彻底改变社会知识的供给与消费生态,使图书馆的传统优势与功能受到严峻挑战。 作为

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图书馆应在新型环境中创新发展路径,获得社会赋能,规避发展风险,以更

高水平的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保持在开放社会中的文化与信息主流地位。 参考文献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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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library
 

system
 

was
 

a
 

product
 

of
 

the
 

challenges
 

coming
 

from
 

knowledge
 

monopoly
 

and
 

closed
 

society.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open
 

contents
 

movement
 

since
 

late
 

last
 

century 
 

the
 

world
 

has
 

entered
 

into
 

a
 

new
 

open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data
 

and
 

intelligence.
 

In
 

such
 

new
 

open
 

society 
 

data
 

become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providing
 

impetus
 

to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formation / data
 

disclosure 
 

acquisition
 

and
 

sharing
 

constitute
 

the
 

basic
 

dimensions
 

of
 

open
 

environment.
 

Driven
 

by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pen
 

research
 

data
 

and
 

open
 

education
 

resources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of
 

ope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CTs 
 

open
 

network
 

and
 

the
 

growing
 

commercial
 

digital
 

platforms
 

service
 

reshape
 

the
 

user
 

information
 

and
 

data
 

acquisition
 

mode.
 

Open
 

data 
 

open
 

science
 

movement
 

and
  

data
 

services
 

provided
 

by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make
 

data
 

sharing
 

cheaper 
 

mor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While

 

such
 

open
 

environment
 

is
 

transforming
 

the
 

ecology
 

of
 

supply
 

and
 

consumption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he
 

advantages
 

and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the
 

library
 

are
 

severely
 

challenged.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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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re 
 

the
 

lack
 

of
 

data
 

in
 

the
 

library
 

collection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increasing
 

information
 

demand
 

of
 

the
 

society.
 

Network
 

service 
 

public
 

service 
 

commer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other
 

new
 

services
 

compete
 

with
 

libraries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library
 

users.
 

Under
 

the
 

trend
 

of
 

disintermediation 
 

the
 

knowledge
 

intermediary
 

function
 

of
 

libraries
 

is
 

being
 

replaced squeezing
 

the
 

living
 

space
 

of
 

the
 

library.
 

The
 

librarys
 

research
 

service 
 

reference
 

service 
 

document
 

delivery
 

and
 

other
 

services
 

have
 

been
 

replaced
 

by
 

open
 

access 
 

self-archiving 
 

self-publishing 
 

social
 

document
 

sharing
 

platforms
 

and
 

other
 

services.
 

Compared
 

with
 

the
 

low-cost
 

and
 

widespread
 

open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cost
 

and
 

efficiency
 

advantage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are
 

declining 
 

which
 

makes
 

the
 

library
 

face
 

survival
 

risks.
 

However 
 

the
 

new
 

open
 

environment
 

is
 

a
 

new
 

opportunity
 

for
 

libraries.
 

Libraries
 

should
 

seize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make
 

full
 

use
 

of
 

its
 

core
 

advantages 
 

actively
 

integrate
 

the
 

open
 

environment 
 

and
 

go
 

beyond
 

the
 

open
 

environment
 

to
 

explor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The
 

authoritative
 

library 
 

credible
 

library 
 

blended
 

library 
 

smart
 

library
 

and
 

seamless
 

library
 

ar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riorities
 

in
 

the
 

open
 

environment.
 

In
 

the
 

open
 

society 
 

libraries
 

should
 

be
 

built
 

into
 

the
 

authoritative
 

knowledge
 

centers
 

which
 

are
 

generally
 

recognized 
 

trusted
 

and
 

preferred
 

by
 

the
 

public.
 

Taking
 

advantage
 

of
 

credible
 

knowledge
 

brand
 

and
 

safe
 

communication
 

space 
 

libraries
 

should
 

play
 

their
 

role
 

in
 

supporting
 

academic
 

integrity
 

service 
 

enhancing
 

the
 

publics
 

continuous
 

trust.
 

The
 

smart
 

library
 

provides
 

smart
 

data
 

services
 

based
 

on
 

technologies
 

and
 

tools 
 

builds
 

intelligent
 

library
 

space 
 

and
 

inspires
 

user
 

wisdom
 

in
 

open
 

interaction.
 

The
 

blended
 

library
 

referring
 

to
 

the
 

open
 

service
 

should
 

integrates
 

the
 

open
 

trend
 

of
 

public
 

data 
 

government
 

data
 

and
 

scientific
 

data 
 

deeply
 

embedded
 

in
 

the
 

demands
 

of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society.
 

The
 

seamless
 

library
 

means
 

connection
 

with
 

community
 

life
 

in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leading
 

social
 

cultur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As

 

a
 

cultural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ion
 

open
 

to
 

the
 

public
 

free
 

of
 

charge 
 

libraries
 

should
 

strive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driven
 

by
 

high-level
 

innovation 
 

through
 

evolving
 

with
 

the
 

open
 

environment 
 

gaining
 

more
 

social
 

empowerment 
 

and
 

avoiding
 

potential
 

risks 
 

so
 

as
 

to
 

maintain
 

a
 

mainstream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position
 

in
 

an
 

ope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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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1　 研究背景

互联网加速全球社会开放的进程,彻底改

变社会知识、信息的供给状态,深刻影响人们获

取文化、信息、知识与数据的行为,推动全球进

入信息开放社会。 诞生于知识垄断与封闭社会

的图书馆,其传统优势与功能现在正在减弱。
在今天开放环境下,图书馆应该如何创新发展?
开放环境降低了用户获取文献、数据的成本,正

在重塑公众信息获取利用的行为。 新型信息服

务正在与图书馆竞争用户。 如何抓住机遇,守
正出新,成为图书馆在新型环境中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问题。

1. 2　 文献综述

社会数字化极大地拓宽了信息生成与扩散

的渠道。 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型渠道逐渐成

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

要来源。 皮尤研究中心互联网使用调查表明,
约 59%的美国成年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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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1] 。 我国公众信息获取渠道发生根本性变

化,越来越依赖网络媒体。 中国人民大学对中

国网民新闻阅读习惯的研究调查表明社交媒体

平台的微信群是当前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

(占 75. 25%),其他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
 

(占

39. 02%)、新闻聚合平台今日头条(占 26. 61%)
也占 据 较 高 比 例, 而 传 统 纸 质 媒 体 仅 占

0. 68% [2] 。 网络、社交媒体信息服务的用户信任

水平也在提升,因其便利、成本低廉而增大了被

采纳机会。 牛津网络调研发现,网络用户对互

联网服务的平均信任水平最高(与电视媒体持

平),超过其他机构如大型企业、纸质媒体和政

府部门[3] 。 在开放环境中,相较于信息质量,用
户更加注重信息的可获取性、便捷性,倾向于优

先选择维基百科、搜索引擎而非图书馆获取信

息资源[4] 。 在学术社区,高校教师等专业用户

对网络百科文章质量作出肯定评价[5] ,维基百

科、用户评论、社会媒体、问答网站等成为研究

参考来源的趋势不断被加强[6] 。
开放环境下图书馆知识信息获取的重要中

介地位,正面临互联网、新媒体、商业化服务的

激烈竞争,图书馆未来发展走向引起国内外广

泛关注。 国际图联(IFLA)聚焦新的开放信息环

境下图书馆如何转型发展以保证其不被边缘化

的紧迫性问题,发表趋势报告警示全球图书馆

界采取行动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7] 。 美国大学

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ACRL)跟踪研究开放获取

运动下馆藏预算决策及资源采访模式的转变、
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开放教育资源评估、研究数

据集管理等开放环境对学术图书馆的挑战[8] 。
Tara

 

Brabazon 运用案例分析和文献调研方法,分
析了数字化革命引发图书馆员中介作用被谷歌

学术、开放获取以及在线内容和工具所取代的

趋势,强调图书馆应借助新媒体技术在高校学

生教育、建设学习中心、加强特色馆藏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9] 。 Stephen
 

P.
 

Buss 阐述了在互联

网开放资源增长和网络搜索引擎技术进步的挑

战下,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仍应存在的合理性

以及角色转变的迫切要求,图书馆员应继续在

解决专业、复杂问题,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方面

发挥独特优势[10] 。 Lewis 提出信息通信技术和

网络发展使得文献资源的全球获取愈加便捷,
学术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面临内容数字化、电
子阅读用户增加、按需出版、开放获取增长、开
放出版的转型挑战[11] 。

开放环境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信息服

务等方面产生变革性影响。 研究者们深入探讨

了图书馆作为可信的信息中介进一步参与开放

环境建设的策略。 公共图书馆应增进公众电子

政务参与[12] 和公共信息获取[13] ,促进更大程度

的开放。 纽约州立大学政府技术研究中心高度

肯定了公共图书馆对开放政府的促进作用,调
研当前美国公共图书馆参与开放政府的现状和

不足,建议公共图书馆从明确图书馆社区中心

作用、注重政府开放需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建设开放政府知识库、资助图书馆开放政府最

佳实践和试点项目等方面加以改善[14] 。 美国博

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IMLS)将促进开放获取

作为图书馆核心战略规划之一,通过开发工具

技术及培训促进馆藏资源发现及利用,合作消

除共享壁垒,增进社区沟通协作等方式实现行

动目标[15] 。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 ( LIBER )
《2018—2022 年发展战略》提出,为在数字时代

推动知识可持续发展,图书馆必须将开放科学

作为战略核心,成为创新学术交流的平台、数字

技能服务的中心以及建设科研基础设施的合作

伙伴[16] 。 John
 

I.
 

Ogungbeni 等审视了学术图书

馆在开放科研中的作用,认为学术图书馆应解

决开放中的法律问题,向科学社区宣传开放文

化,主导建设开放数据机构库,成为科学合作的

中心,使开放科学的效益最大化[17] 。
国内学者针对开放环境对图书馆资源建设

与服务的影响、图书馆角色定位转变、如何参与

开放环境等问题形成了多个研究热点。 张晓林

较早关注技术环境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揭示

了数字学术出版、科学数据引发的科研信息资

源的内容形态变化,用户利用信息方式改变,以
及图书馆运营中的同质化、业务外包与众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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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发展的颠覆性趋势[18] 。 孙坦警示数

据密集型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模式变革、开放

存取环境弱化图书馆信息资源保障地位、数字

图书馆服务被边缘化等挑战[19] 。 吴建中系统梳

理了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放科学为代表的全

球知识开放与共享运动纵深发展的动态,建议

图书馆推进研究数据管理,支持开放科学[20] 。
近年来图书馆科学数据管理的相关研究成果较

为丰富,学者们提出开放数据管理[21] 、数据馆员

队伍建设[22] 、参与开放资源保存[23] 与学术出

版[24] 等发展对策,针对公众政府信息获取利用

需求,探析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25] 和政府

数据开放[26] 等实践策略。
以上研究成果为开放环境下我国图书馆发

展创新提供了一定启发和思路。 但现有研究大

多集中在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的业务内容,对
开放环境引发的图书馆系统性风险、图书馆作

为公共数据信息获取中介的作用发挥关注较

少,较少将图书馆这一社会信息机制置于动态

变化的开放社会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 已有研

究较为重视对国外服务经验的引介,但还需进

一步结合我国开放社会情境以及图书馆发展中

的现实风险、挑战,提出适切的中国图书馆应对

方案。 基于此,本研究以开放社会为切入点,将
开放社会的具体场景与图书馆发展连结起来,
以多来源的实证数据为基础,多角度深入阐释

开放环境对图书馆发展的根本性影响及挑战,
以期进一步探讨开放环境中图书馆的发展与创

新问题。

1. 3　 研究过程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文献调研、实践调研、演
绎与归纳的研究方法,将图书馆创新发展置于

全球开放背景,以开放社会为理论基础,结合当

前我国开放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研究我国图

书馆创新性应对路径。
将信息数据公开、获取和共享环境作为开

放环境的基本面向,以广泛的研究文献和实证

数据为支撑,围绕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政务与政

府数据开放,开放获取、科学数据开放以及开放

教育资源、商业性数据服务等关键议题,展现出

中国全方位进入新型开放社会的现实图景。
开放环境下公众对信息、数据获取利用的

需求更为强烈,本文通过探究技术变革、数据驱

动的开放环境对公众、企业、科学社区等不同利

益相关者的影响,进一步聚焦信息获取途径、成
本、效率等维度,整体研判用户知识信息获取特

征和信息获取媒介、行为的变化趋势。
同时,广泛调研了开放社会图书馆信息、数

据服务效能的实践状况,洞察分析图书馆数据

资源收藏不足、服务阵地面临竞争的现实风险,
深入阐释图书馆中介作用变化、获取成本与效

率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凝练了图书馆在开放

环境中的发展之策。

2　 开放环境:中国与全球正在缔造新型
开放社会

开放环境是经济政治、科学研究、思想文化

全方位开放的社会环境,开放性生产方式、开放

性政治生活、开放性价值观念构成社会开放的

重要维度[27] 。 开放环境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驱动下,以社会信息化、数
字化、智能化变革为特征所形成的新型信息环

境。 开放环境的驱动要素包括政府信息公开、
公共数据开放与共享、开放出版与开放存取、开
放课程、开放科学等方面。 开放环境下社会知

识信息获取的成本大大降低,公共信息服务深

入渗透、普及。 我国高度重视开放环境建设,并
已取得一定成效。

2. 1　 信息、数据公开环境

互联网和大数据驱动的信息公开构成了开

放社会的基本特征。 政府信息 / 数据的公开、开
放被视作推动社会开放变革的动力[28] ,利用数

字工具、平台和社会化媒体提供数字化服务,增
进政府透明、问责制和公民参与,是开放环境下

开放政府的建设重点[29] 。 国际上大规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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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开放始于 2009 年美国《透明和开放政府备

忘录》和《开放政府指令》的发布,强调利用网络

和新媒体技术开放政府信息、数据,提升政府透

明和问责[30] 。 2011 年开放政府联盟(Open
 

Gov-
ernment

 

Partnership)的成立,标志着开放政府数

据在全球范围推进,其成员国已由成立初期的 8
个发展为 79 个。 澳大利亚 2016 年至今已发布

两版《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 (2016—2018 和

2018—2020),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强化问责、以
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政府服务数字化转型、建立

政府信息开放的法律和技术框架、提升公众对

公共部门信任以及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等方面

采取行动[31] 。 美国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收录的数

据集目前超过 26 万个①。 据联合国《电子政务

调查》报告统计,全球政府数据开放水平不断提

高,自 2014 年以来 193 个成员国均提供在线形

式的数据开放服务,2014—2018 年世界平均电

子政务发展指数( EGDI)均值已经由 0. 47 提升

至 0. 55[32] 。
由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政务到政府数据开

放共享、公共数据开放,我国不断推进公众信息

获取和参与互动的开放政府环境。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2007)、《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15)、《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2016)等国家层面的行政规章、制度规则对政

务公开、政府数据开放的原则、程序、范围、标准

等给予保障。 我国于 2015 年作为 G20 集团的

成员之一签署《反腐败开放数据原则》,将数据

默认开放,提升数据的及时性、全面性、可获取

性、可用性以实现政府透明作为工作重点。 截

至 2019 年 10 月底我国已有 102 个省级、副省级

和地市级政府建立了数据开放平台,开放数据

集数量从 2017 年的 8398 个迅速增至 2019 年的

71092 个。 重点行业领域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力

度不断加大,2018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发布库总

数据量达到 1105. 5 万笔,累计访问量达 2. 58
亿次[34] 。

传统上图书馆是主要的政府信息获取渠

道[35] ,长期以来承担了政府出版物收藏、保存与

传播的责任,形成为公众免费提供政府信息的

服务特色。 如美国国会设立的政府出版物寄存

图书馆制度( FDLP)可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36] ,
图书馆通过收集政府机构的公开文件并编目,
保障公众自由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 政府文件

管理、政府出版物管理、信息政策等专业课程被

纳入图书情报学教育体系[37] ,以培养服务于公

众信息获取的政府信息馆员。 随着电子政务日

益普及,社会公众无需到访图书馆,即可随时随

地通过计算机或移动设备在线检索、获取政府

信息。 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

服务比例达 87. 09%,通过建设网站、搭建查询

平台丰富政府信息公开方式,首都图书馆、浙江

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均设置政府信息查阅点[38] 。
在线电子政务、政府公开信息的用户持续增加,
影响了图书馆作为主要机构收藏印刷型政府出

版物并提供流通服务的固有价值。
数据驱动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变[39] ,凸显了

数据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全球政府部门、科
研资助机构、研究联盟、图书馆和出版机构等发

布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对科学数据开放原则、范
围、标准、权益等各方面作出规定。 国际科学理

事会等科学组织代表科学社区明确提出学术信

息、科学数据的公共开放获取应成为默认模

式[40] 。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 CARL)将开放

科学作为广泛的开放政府的一部分,支持公共

资助的出版物和研究数据等研究成果在全世界

范围内的共享和获取[41] 。 2019 年美国政府问

责办公室提出必须以更大行动力度推动科学成

果的公众获取[42] 。 国际数据委员会( CODATA)
发布《科研数据北京宣言》,再次强调了公共经

费资助产出的科研数据应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

共享重用的开放原则[43] 。 2018 年国务院出台的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突出科学数据共享利用,明
确了“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数据共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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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时间: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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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44] 。 我国已建成国家基础学科公共科学数据

中心①、中科院科学数据云等数据平台②,为研究

数据开放共享提供政策引导和基础设施支持。
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为代表的

开放教育也为开放环境建设做出了贡献。 2012
年“MOOC 元年”开启了全球开放教育内容、平
台扩张和高校参与的热潮,美国三大 MOOC 平

台 Coursera、Edx、Udacity 开放课程总数超过 600
门,注册用户共计约 9

 

500 万③。 2013 年以来我

国高校、教师群体、在线教育平台、互联网企业

等加入 MOOC 内容供应及商业运营链,慕课学

院、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 等平台的注册用

户超过 1
 

000 万,课程总量居世界首位[45] 。
传统上图书馆提供图书、期刊等知识信息

的免费获取,是研究人员和普通公众获取前沿

科学信息、文化知识的最主要渠道。 但随着技

术支持的信息实时访问、数据便捷获取愈加普

遍,新的、多样性的服务在替代图书馆的这一功

能[46] 。 开放获取期刊、开放研究数据资源等高

价值数据内容供给拓宽用户的信息选择渠道,为
学术研究、个人决策和社会增值提供便利。 国内

高校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上海

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等建立了支持数据收集、存储

的科学数据平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分阶

段构建了分布式开放资源采集平台(如 GoOA)和
开放知识资源集成系统 OAinONE

 [47] 。 开放教

育资源在线获取使得低成本、全覆盖、无差别的

公共教育成为可能。 我国已有 12
 

500 余门慕课

上线,慕课学习者超过 2 亿人次,6
 

500 万人次

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48] 。 互联网学习向正式学

习场景和非正式学习场景延伸,2018 年 40. 40%
的互联网学习者为非正式学习,完全在职的互

联网学习者占比最高( 53. 62%),成年人( 30 岁

以上) 互联网学习者增幅达 17. 26% [49] 。 在线

教育资源形成了与图书馆竞争的格局。 开放环

境下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数据公开一定程度上取

代了图书馆原有的文献信息资源和教育培训职

能,使图书馆与用户研究过程、学习生活场景日

渐分离。 图书馆如何突破资源、时空限制,为用

户提供易用、便捷、高质量的数据信息和教育服

务面临巨大挑战。

2. 2　 信息、数据获取环境

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发展,构筑公众开放信

息、数据获取无缝互联的环境基础。 2018 年全

球互联网用户渗透率达 51% [50] 。 1993 年至

2019 年全球域名系统(DNS)中的互联网主机数

量从 131 万增长到 10. 1 亿,顶峰期出现在 2017
年,达到 10. 6 亿[51] 。 美国公众使用互联网、社
交网络、移动设备获取信息的群体经过快速上

涨后已经趋于稳定,证实无所不在的网络环境

已经深度融合民众生活[52] 。 我国自 1994 年接

入国际互联网以来, 网民数量已超过 8. 54
亿[53] ,数字经济规模达 31. 3 万亿元,占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 34. 8% [54] ,已经发展为仅次于

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产业市场[55] 。 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 IPv6 地址数量为 50
 

286 块 /
32,已跃居全球第一位, 域名总数 4

 

800 万

个[56] 。 公共、连结的开放社会中互联网已经占

据知识信息传播的主流,形塑着用户获取、利用

信息的行为模式。
社会化数字图书馆为公众提供图书、期刊

等各种类型和载体的数据信息。 “谷歌图书馆

计划”与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

书馆等 19 个机构合作,截至 2015 年谷歌已经扫

描了 100 多个国家、400 多种语言的 2
 

500 多万

本图书[57] 。 国际和国家层面的研究机构、科研

资助机构、基金会组织等建设了综合性以及学

科、主题领域细分的数据中心和开放数据仓储、
平台,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 DataONE
和 Data

 

Conservancy, 开放知识基金会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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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ttp: / / www. nsdata. cn,
 

访问人次约 1. 26 亿,数据下载量约 1753TB。 统计时间:2019 年 12 月 17 日。
http: / / www. csdb. cn,

 

访问人次约 1. 58 亿,数据下载量约 1994TB。 统计时间:2019 年 12 月 17 日。
根据各慕课平台官网发布数据统计,统计时间:2019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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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AN,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支持的 CERN
 

Open
 

Data。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全球科学数据仓储

注册平台 re3data. org 收录的完全开放的数据库

已达 2
 

306 个[58] ,在科学数据标识符注册中心

DataCite 中注册的 DOI 数量超过 2
 

089 万个[59] 。
传统上图书馆作为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

提供阅览、外借、参考咨询、信息推荐、个人学习

研究支持等服务,充当信息流动与知识传播系

统的重要节点,履行社会知识中心的职能。 当

前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带来信息获取中介

的日益多元化。 2018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

读(包括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

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接触率不断提升,相比

之下图书、报纸和期刊的阅读率较低且均呈下

降趋势[60] 。 社会化数字图书馆、数据中心等基

础设施的建设极大改变社会知识供给生态。 超

星数字图书馆在学术搜索市场占有很高份额,
数字化图书 210 万种以上,为用户提供超过 9 亿

页全文资料海量学术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和获取

服务[61] 。 开放仓储、在线出版的新型学术交流

环境,使得用户能够绕过图书馆直接与内容生

产者接触,实现低成本、便利、实时地检索、识

别、选择、处理、利用和存储信息、数据[62] ,进一

步对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形成了替代。

2. 3　 信息、数据共享环境

图书与期刊等传统文献资源价格快速上

涨,进一步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学术信息开放获

取与数据共享需求。 全球开放环境更加强调研

究的开放、透明、可复现[63] ,借助在线数字技术、
平台工具促进研究过程高效和结果透明,加快

研究成果交流传播以及研究数据的开放共享、
公众获取和利用[64] 。 各国重视开放科学的实

施,相继出台开放科学计划。 芬兰制定《2014—
2017 开放科学与研究路线图》 (2014 年)、启动

“开放科学与研究计划” ( 2016 年),欧盟提出

“欧洲开放科学云计划” ( 2016 年),美国发布

《开放科学设计: 实现 21 世纪的研究愿景》
(2018 年) [65] 、法国出台《国家开放科学计划》

(2018 年),引领世界开放科学潮流。 美国建立

开放科学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支持科

研流程、内容和研究成果的整体性开放框架服

务,以提升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完整性和复现

性,其 15 万用户覆盖了全球 229 个国家的科研

人员,2018 年文件被下载达 650 万次[66] 。 2015
年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分别

发布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论文开放获取政策声

明。 截至目前我国以图书馆 / 信息研究所为主

体共 18 家单位签署了“ OA2020 大规模学术期

刊开放获取倡议”的意向书。 我国积极参与国

际开放共享环境建设,如在 2019 年 4 月第四次

中欧创新合作对话中,中欧双方专家组将支持

开放科学、开放数据获取等作为关键议题,列入

交流议程,并最终通过了包括促进开放科学、加
快开放获取科学出版物和研究数据进程等在内

的第四次中欧创新合作对话联合公报[67] 。 以上

行动与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塑造了科学数据公共

获取、科学知识共享传播的国际合作开放生态。
广泛分布的传感技术、大规模数据存储和

通信技术的发展应用使得网络数据、网络传感

器数据和社会层面的数据呈爆发式增长[68] ,标
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2018 年我国大数据产

业增速约为 15%,产值达到 5
 

405 亿元[69] 。 国

际数据公司(IDC)预测 2019 年大数据全球市场

的整体收益将达到 1
 

896. 6 亿美元[70] 。 作为新

的生产要素,大数据及其技术、产业应用正在推

动开放环境下社会数字化转型。 与此同时,商
务数据市场也在快速成长,服务环节不断优化

改善。 大量互联网企业、大数据服务商业公司

等加入社会公共服务运营,成为社会公共服务

提供者和中介[71] ,并占据数据服务市场主流。
传统上图书馆提供资源共享服务如联合目

录、文献传递、预约借阅、专题服务、文献展览等,
扩大各类图书馆之间合作,密切与社区公众及其

他机构的联系,发挥了社会知识、信息资源共享

的特色作用。 2018 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

统(CALIS)
 

联合目录数据库书目数据总量近 730
万条,提供联机下载数据服务超过一千万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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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请求 38
 

249 件[72] 。
如今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出现使图书馆用户寻

求信息、交流和协作共享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

化[73] ,网络的信息获取与共享功能更为普遍,
2018 年网络用户行为活动中“阅读新闻” (占比

61. 6%)和“查询各类信息”(占比 28. 2%)占较高

比例[60] 。 科学数据共享、商业性公共数据服务、
大数据企业的加速发展拓宽社会信息流动、数据

共享的范围和程度,由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中国

高校机构库联盟的会员机构已达 50 家,元数据

总量近 287 万个,访问量达 6 万余次①。 社会化

媒体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政务新媒体应用服务已

覆盖全国 297 个地级行政单位,总体覆盖率达到

88. 92%[74] 。 上海、广州、武汉成为第三方平台支付

宝与政务服务融合较深的典型城市,警务类、社会

保障类以及交通类的数据服务是流量占比最高的

服务类型[75] 。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享环境使得

信息数据深度融合于宽泛、普适的开放创新与应用

场景,对图书馆服务构成一定程度的替代。

3　 开放社会对图书馆的挑战

3. 1　 图书馆数据资源收藏问题

(1)开放环境进一步刺激新型信息需求,进
一步挑战图书馆的数据服务功能。 信息数据服

务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建设中更加重要,公众对

获取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等采集、加工、生成的

数据的需求更为强烈。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

台的数据访问次数超过 600 万,下载利用率较高

的数据集中在城市建设、教育科技、文化休闲领

域②。 当前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重

要数据资源仍然主要掌握在政府、商业组织、互
联网平台、研究机构手中。 与这些机构相比,图
书馆处于数据劣势状态。 国际数据公司( IDC)
预计,2025 年全球数据圈规模增长至 175ZB,公
共云数据、企业数据中心与消费者设备是主要

的数据存储地[76] 。 2014 年我国数据总量占全

球数据总量的 13%,其中来自媒体、互联网的数

据占比与政府部门、电信企业的数据占比均为

1 / 3[77] 。 用户需求调研也表明,公众对图书馆政

府信息服务有较高需求,重视数据质量[78] ,但当

前公共图书馆的政府信息服务不充分、不均衡,
图书馆在数据完备性、系统性方面有所欠缺,数
据更新不及时[79] ,公众关注的医疗健康、就业、
教育、安全等相关数据缺乏[80] ,图书馆难以契合

民众社会生活对数据的需求。
(2)开放环境正在驱动科学研究范式创新,

 

进一步挑战图书馆科研服务功能。 数据密集型

科研范式下数据的收集、组织、引用对于提升研

究效率和质量尤为重要,激发了学术社区数据

共享和重用的需求。 69%的科研人员认为科研

资助机构应将研究数据共享作为其授予资助的

要求之一[81] 。 与研究机构和数据库商存储、加
工的数据资源相比,图书馆的数据较为贫乏。
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数据如气候数据、空间数

据、基因数据等主要存储在由科研资助机构、研
究机构建设的专门学科知识库和机构知识库。
我国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的建设主要集中在中

国科学院系统[82] 与高校图书馆系统
 [83] ,但这些

数据开放共享度有待提高,数据质量(数据完整

性、可用性)及平台功能等方面还有待改善。 图

书馆主导建设的科学数据平台还不能满足科研

创新的需要。 文献调查发现,112 所“211 高校”
中仅 4 所高校明确建设科研数据管理平台,工具

资源支持程度很低[84] 。
(3)开放环境正在催生新型商业模式,挑战

图书馆服务创新能力。 工业界与企业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对产业数据、工业数

据、设计数据、市场数据等提出了需求。 企业工

商信息是大数据行业发展最需要的数据资源类

型(需求占比 47. 2%),社会保障信息、市政管理

及教育科研数据等也被大量需求[85] 。 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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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主体(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制
造业企业等)通过自身平台和渠道沉淀了巨量

的用户行为和相关数据资源。 IDC 报告显示,
2019 年上半年中国公有云服务 ( IaaS / PaaS /
SaaS)整体市场规模达到 54. 2 亿美元,阿里巴

巴、腾讯、中国电信、Amazon
 

Web
 

Service、华为共

同占据 75. 3%的市场份额[86] 。 而图书馆数据类

型集中在文献信息和数据库资源,来源渠道包

括资源采购、数据库自建、合作建设以及开放数

据集成等,在面向企业提供经济类、科技类、产
业类的数据库信息产品时[87] ,缺乏支撑企业创

新的开放数据资源,且部分数据库面临数据库

商的知识产权限制,存在数据加工组织标准不

一、缺乏整合等问题。

3. 2　 图书馆竞争服务阵地问题

社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信息传播渠道日

益多元化,用户信息获取、利用的行为发生根本

性变化,移动化、碎片化娱乐需求大大提升。 搜

索引擎、商业化数字图书馆、网络游戏、视频直

播等数字信息服务行业正在与图书馆竞争用

户。 图书馆如何在开放环境中提升竞争力,保
障图书馆在开放社会的文化信息的主流地位成

为现实问题。
(1)网络与图书馆的竞争。 数字化、网络化

和信息化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获取和利用信

息的方式。 2019 年 6 月份全球访问量最高的

100 家网站就产生了 2
 

060 亿次访问量,谷歌、百
度、雅虎等搜索引擎占据了较大份额[88] 。 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中搜索引擎用户达

6. 95 亿,占网民总规模的 81. 3% [53] 。 而图书馆

文献借阅率持续下降,面临用户远离、价值边缘

化的风险。 以南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上饶师

范学院三所不同层次高校的文献借阅为例,
2005 年之后大学生纸质图书的借阅量持续下

降[89] 。 公共图书馆如重庆市图书馆[90] 、天津泰

达图书馆[91] 、新疆克山县图书馆[92] 等自 2010
年以来借阅人数、借阅册数均呈总体下降趋势。

(2)公共服务与图书馆的竞争。 以数据开

放平台、在线政务、互联网应用为载体的公共服

务供给方式和渠道日益多元化,对图书馆公共

信息服务构成强力竞争。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

已建成的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开通

了超过 1
 

000 项面向全国的数据共享服务接

口[93] 。 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

户规模达 5. 09 亿,占网民整体的 59. 6%。 互联

网企业如微信平台开发的民生领域“城市服务”
项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 2017 年 12 月至 2019
年 6 月)累计用户由 4. 2 亿迅速增长到 6. 2 亿,
百度移动端政务服务搜索量仅 2019 年上半年就

高达 94. 4 亿次[53] 。 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达

2. 32 亿,用户规模增速(半年增长率 15. 5%)居

于互联网应用类型首位。 相比之下,部分公共

图书馆读者服务活动的参与出现下降趋势,如
黑龙江省图书馆 2014—2015 年间讲座、展览与

培训参加人次持续减少[94] ,图书馆服务效能、用
户参与空间受到在线公共服务生态的严重

挤压。
(3)商业化信息服务与图书馆的竞争。 在

多方数据内容商的数据资源融合的基础上,商
业性数字资源平台进一步拓展资源发现、数据

分析与价值挖掘的多元化功能。 除基本文献检

索外,还提供论文查重、文献管理、引文分析、文
献互助等一站式研究分析服务,迎合了用户开

放资源获取利用的潜在需求。 中国知网目前在

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99% [95] ,
2013 年用户规模超过 5

 

000 万,访问量高达 21
亿人次,全文下载量达到 12 亿篇[96] 。 而图书馆

在学科导航、平台建设方面对开放学术资源组

织的有效性不足[97] 。 信息消费面临网络游戏、
短视频、直播平台等的竞争。 据统计 2018 年我

国网络游戏产业市场规模为 2
 

480 亿元,短视频

平台用户已超 6. 48 亿,用户超长使用时长和高

度黏性的特征使其成为流量增长最快的网络服

务业态[98] 。 游戏、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互联网服

务在文化服务市场的占比不断上升,争夺图书

馆用户,大大挤占了图书馆服务的用户空间,图
书馆发展状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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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图书馆知识中介功能问题

中介功能是图书馆的主要传统功能。 作为

社会信息、文化的记忆装置、扩散装置,图书馆

在思想信息交流系统中处于帮助人们利用文献

进行间接交流的中介物地位[99] 。 作为一种制度

安排,图书馆普及知识与信息,支撑现代政体有

效运行和现代社会和谐发展[100] 。 图书馆产生

于知识匮乏、信息稀缺的时代,使得原本为精英

阶层垄断的图书、知识、文化逐渐下移,分担了

全社会的知识获取成本,保障了普通民众知识

信息获取的权利。 数字化技术革新塑造的开放

环境下互联网去中心化、信息数据共享成为趋

势,用户个体可以自由免费获取文献,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进行阅读、下载、复制、发布,以及对

文献的链接、索引等行为[101] 。
传统环境下图书馆承担知识传播、学术交

流的重要中介职能。 图书馆根据用户需求,选
择、收集和组织资源以满足用户需求,是连接用

户与其所需资源的中介[102] 。 高校图书馆服务

于学术社区的文献获取、资源发现、研究指导

等,成为科研、教学和学习之间的联系枢纽。 开

放环境下用户直接与数据等内容提供者发生联

系,图书馆脱离于用户的思想培育、文化教育、科
研创新等活动之外,其中心地位受到很大冲击。
尤其在公众参与的开放科学运动下,个人作为传

播主体和传播中心,通过开放出版、微出版、自出

版、自存储等新型出版方式,日益成为学术生产

系统的一部分,图书馆中介功能进一步被弱化。
图书馆的中介价值集中体现在通过采访和

分类、主题标引等编目工作充分揭示文献的形

式信息和内容信息,通过借阅服务使文献的内

容信息为公众获取并得以传播,为文献信息内

容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开发与转化提供渠道[99] ,
并通过长期保存使文献能够传承久远,服务后

世。 开放环境下,商业性在线文档分享平台、数
字图书馆等具备资源实时获取、方便快捷、程序

简便、成本较低、宣传推广等优势,平台的友好

性和功能性提升用户满意度,促进用户持续使

用[103] ,成为用户获取学术文献资源的重要补

充。 图书馆文献传递由于流程复杂,响应速度

慢,用户需求被商业性文献传递分流[104] ,如中

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2017 年

文献传递的需求量较 2009 年下降 75% [105] ,显
示出受到严重冲击的程度。

传统上,图书馆员指导帮助用户检索、获取

信息,是连接用户和馆藏资源的能动中介[106] 。
知识生产大众化趋势下,社会化问答、知识电

商、用户生成内容平台、社区直播、讲座课程等

在线知识服务行业以社交互动、声誉系统等优

势集聚社会公众。 2018 年中国知识付费用户已

达 2. 92 亿人[107] ,这必然削弱图书馆公众知识

获取和教育培训的中介职能。 开放环境下图书

馆员将维基百科视为图书馆的威胁[108] ,但图书

馆的参考咨询服务未能嵌入开放社区,阅读指

导服务局限在馆舍空间,失去了大众化、社会化

媒体的教育和服务阵地,进一步动摇图书馆长

期积累的用户基础。

3. 4　 图书馆获取成本与效率问题

传统图书馆的主要社会价值,是通过提供

资源和服务满足社会对知识的获取和利用需

求,实现各类知识载体如图书、期刊、报纸、声像

等文献资源成本的社会化。 图书馆是信息链中

连接信息内容生产者与终端用户的中介,具有

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传统优势。 图书馆作为机

构订阅者,对市场出版物进行严格筛选和质量

控制,保障文献资源的高质量、免费供给;运用

国家投入的公共资金承担文献资源尤其是期刊

的高昂订阅费用,担当向终端用户分发信息的

工具,节约了信息市场中用户与内容生产方的

沟通成本、时间成本以及经济成本[109] 。
图书馆通过采购、合作、自建、开放获取等

方式集成建设的各类文献信息和数据资源是传

播知识信息、开展社会教育、支撑科技创新的重

要保障,也是图书馆分摊社会知识信息获取成

本的基础。 但在数字化网络化发达的今天,计
算存储设备、信息通信的成本均大幅下降,抵消

了图书馆原有的成本优势。 针对消费者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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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每千兆字节( HDD) 的平均成本从 1998
年的 56 美元下降到 2012 年的 0. 05 美元,平均

每年降速近 40% [110] 。 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入

门级固定宽带计划的价格大幅下降,从 2008 年

的平均每月 40 余美元降至 2017 年的每月 25 美

元。 信息通信成本的持续下降扩大了互联网的

接入和使用范围。 国际电信联盟统计 2018
 

年全

球超过一半人口接入互联网,而十年前这一比

例为
 

23. 1%。 当前全球 96%的人口都已生活在

移动蜂窝网络信号的范围内,90%的人口可通过

3G 或更高速率的网络接入互联网[111] 。 工信部

数据表明,与五年前相比我国宽带平均下载速

率提升约 6 倍,固定网络和手机上网流量资费水

平降幅均超过了 90%[112] 。 技术革新驱动的成本

低廉、泛在普及的信息资源获取模式,也使图书

馆成本优势迅速丧失,逐渐脱离公众信息寻求、
获取和使用过程的关键环节。 图书馆如何保持

服务吸引力、平衡成本与效率是重大问题。
近年来期刊、数据库价格不断上涨,图书馆

等信息服务机构的资源采购经费压力加剧,图
书馆成本优势下降。 据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ARL)的调查,1986—2015 年图书馆用于采购

连续出版物的支出上涨了 521% [113] 。 商业性数

据库方利用独有内容资源竞争优势,获得垄断

性市场支配地位,高价销售数据库产品加剧图

书馆资源采购压力。 据报道 2010 年大陆高校组

团订购爱思唯尔数据库产品经费已达 2
 

600 万

美元[114] 。 中国知网 2000 年以来对高校图书馆

的报价涨幅每年超过 10% [115] 。 我国高校图书

馆电子文献资源采购经费连年攀升,2018 年达

32. 57 亿元,馆均电子资源购置经费占文献总经

费比例高达 60. 6% [72] 。 图书馆采购的电子文献

资源数据库,绝大部分只采购了使用权,保存权

并未涵盖在采购合同内[116] ,资源的长期保存和

可靠获取受到授权许可、合同期限、访问用户限

制、供应方条款变动等因素影响。 数据库商捆绑

销售策略造成资源同质化严重,降低采购经费的

成本收益率。 支撑数据存储的平台、软硬件基础

设施投入大,图书馆预算已经不能支撑研发支出

的增长[117] 。 成本危机、经费压力已使图书馆处

于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风险的中心。 英国特许

公共财政与会计协会(CIPFA)对英国图书馆的

年度调查显示,政府财政紧缩政策下图书馆预算

大幅削减,自 2010 年以来全国图书馆支出下降了

29. 6%,导致 773 家图书馆被关闭[118] 。
此外,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访问、利用率低

造成图书馆的人均服务成本升高。 开放存取变

革学术交流与传播模式,用户利用网络(开放学

术社区、文档分享平台、学术搜索引擎等) 免费

获取学术文献资源更为普遍,取代了图书馆数

据资源访问。 2006 年以来引用中文网络百科的

中文期刊论文数量显著增加,网络百科类资源

成为国内研究人员采纳利用的参考文献信息来

源之一[119] ,约 32%的用户经常将百度文库的文

献信息用于学术研究[120] 。 相较于开放免费的

在线平台,图书馆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费用和时

间成本导致用户放弃利用图书馆获取文献信息

而转向网络渠道。

4　 开放社会图书馆创新发展之路

图书馆事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国图书馆发展具有巨

大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将图

书馆发展写入宪法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和其他文化事业。 图书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提
升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开展群众性文

化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滋养民族心灵、 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

所
 [121] 。 我国图书馆积累了丰富的各种载体类

型的文化及信息数据资源,建设了一支优秀的

专业队伍,发展了系列技术规范,形成了跨机

构、跨地区、跨系统的图书馆网络体系,在开放

环境下具有巨大的创新发展潜力。 开放环境给

图书馆发展带来了挑战,但也带来了发展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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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图书馆应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利

用开放环境,融合开放环境,并超越开放环境,
引领社会文化与知识服务,保持图书馆行业在

开放社会中的文化信息主流地位。

4. 1　 权威图书馆

权威图书馆是一种发展理念,就是要在开

放社会中,将图书馆建设成社会知识的权威机

构,具有知识信息权威属性,成为社会公众所普

遍认可、信任并优先选择的社会知识品牌。
一方面图书馆以其特有的标准对文献信息

资源进行选择、核查、评估,确保了资源来源可

靠、内容完整准确。 另一方面,图书馆员发挥资

源建设、教育培训、学术支持的专业指导权威作

用。 开放环境下权威图书馆的建设重点是要进

一步加强数据资源建设、服务及其获取、交流的

权威地位。
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泛滥也要求图书馆成

为信息权威机构。 虽然网络百科已经成为公众

广泛使用的信息获取媒介,但大众编辑的专业

水平、权威度不足[122] ,内容质量权威性受到质

疑。 以维基百科为例,相较于大英百科全书、美
国历史和传记词典,维基百科准确度和知识深

度均低于二者[123] ,被视作 “ 有缺陷的知识社

区” [124] 。 当前开放数据总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

且在不断增长,但数据组织序化如主题分类、命
名方式、体系结构等方面存在不足[125] ,同时开

放资源质量标准不一、多重授权许可,引发资源

技术不兼容、互操作性差、权利瑕疵等风险,严
重影响了开放数据资源的利用效能。 因此权威

图书馆应建立开放数据资源的精细化质量评估

与动态监测机制,加强开放资源的采集组织标准

化,进行主题分类导航与细粒度知识发现,与数

据库供应商、数据存储中心等利益相关者协商合

作,提升资源质量权威。 图书馆员发挥元数据世

界中的信息构建、导航作用[126] ,从资源准确性、
可用性、易用性、可及性和相关性、合法性等方面

进行开放资源精准识别、定位、组织、获取,以满

足广泛的数据挖掘、重用的知识服务需求。
社会公众期待负责任的科学研究,对开放

存取期刊、开放数据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研究表明,开放同行评审的质量明显低于传统

评审方式[127] ,科学社区对开放获取期刊的认知

度普遍不高[128] ,对数据质量存在一定担忧。 图

书馆学术诚信服务以支持负责任的研究为目

标,帮助用户遴选期刊等出版物,评估科学研

究,协助增强科学的社会信任。 图书馆应依托

学科馆员、数据馆员、知识产权馆员等教育力

量,主导开展面向人文社科和自然工程等不同

学科研究群体的开放学术诚信教育,建立与研

究透明相关的研究设计、实施与报告制度,以及

研究成果发表共享准则、网络资源学术引用规

范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创建高质量的开放研

究资源工具包与研究质量规范手册,与专职教

师合作提升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诚信;提供期刊

遴选服务,定期发布掠夺性和盗版期刊名单,降
低学术甄别的社会成本。

4. 2　 可信图书馆
 

增强公众持续信任、发挥可信优势是图书

馆在开放社会中竞争取胜的关键。 可信图书馆

集中表现在可靠的知识鉴别与组织、安全的技

术系统和空间设施,以及人际交流、社会包容等

方面。 数字化开放环境下,与开放网络、搜索引

擎等信息数据服务相比,图书馆数据获取的可

信度更高。 作为社会公益性机构,图书馆是社

会知识、信息的过滤机制。
开放互联网络成为虚假信息泛滥的重灾区

和滋生地,引发网络空间的社会公众信任危机。
2018 年我国网络诈骗总金额超过 3. 9 亿元,人均

损失高达 2. 4 万余元[129] 。 2019 年以网络媒体方

式传播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占比达到 80%①。 搜

索引擎竞价排名[130] ,网络百科内容错误[131] ,电
商行业“数据造假” “刷单” 乱象蔓延[132]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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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了网络的公众信任。 图书馆作为信息门户

守门人和知识信息领航者,应发挥知识鉴别、信
息来源评估、打击假新闻的核心作用[133] 。 图书

馆通过建立内容核查机制、与政府部门合作等

方式建立自己的社会信任。 以公众信息搜索与

评估技能培养、媒体素养与数字素养教育等为

手段,关注弱势群体和公共服务[134] ,发挥自身

的信息信任作用。 网络开放环境下的信息安全

风险凸显了公众对可信知识信息、安全交流空

间的需求。 互联网空间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开
放云平台承载的恶意程序种类占全网比例达

53. 7% [135] ,大规模数据泄露、恶意利用事件的

危害引发公众舆论关注[136] 。 图书馆致力于以

可信服务与技术保护用户个人隐私和行为信

息[137] ,保证用户访问使用图书馆技术系统和基

础设施过程中的信息安全,防范隐私泄露和数据

安全风险,提供基于高速、安全网络访问环境的

社会媒体、开放社区、在线教育等多样化服务,构
建可信赖的社会交流、人际交往开放空间,促进

公众参与和对话[15] ,持续提升社会信任。
开放环境下科研诚信是开放交流的关键方

式和根本要求。 作为开放科学的先锋和拥护

者,图书馆应开展以保存、出版为核心的研究支

持服务,建立研究成果登记制度,保障研究人员

学术优先权确认。 图书馆应通过研究数据(如

研究人员的手稿、试验数据、教学演示课件等)
存储,建立科研信任的基础,促使图书馆成为研

究人员进行成果提交与发表、数据存储与管理,
获得学术认可、提升学术影响力的首选渠道,强
化开放学术的根基。

4. 3　 智慧图书馆

开放环境下智慧图书馆的核心在于支持社

会公众广泛参与,成为公共开放创新、开放知识

服务的大众智慧平台。 这一目标的达成要求图

书馆以人为中心开展智慧服务,建设智慧空间,
会聚用户智慧,激发智慧服务,从而超越开放环

境,引领开放环境。 公众参与是开放环境的典

型特征[138] 。

由信息提供、知识传播向智慧服务转变是

图书馆服务转型的方向之一。 智慧服务面向用

户需求,利用人工智能、可视化、个性化、机器学

习等技术增强图书馆开放资源发现、学术交流

和教育的影响力,提供以开放数据和算法为基

础的智慧发现及学术资源自动化推荐系统,以
及文本与数据挖掘等智慧工具软件的获取、许
可及利用服务,支持基于用户大数据分析、预测

的个性化数据推送服务。
建设作为开放基础设施的智慧图书馆空

间。 图书馆是将建筑设备等基础设施、专业人

士、丰富数据和用户关联起来的互动空间[139] 。
一方面加大智慧图书馆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将聊天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应用于参考咨询、
研究支持服务,建设开放机构库和知识库提升

馆藏开放资源的社会可用及可获取,开发在线

数据平台支持普通公众参与研究社区。 另一方

面发挥智慧图书馆数据可信、多元决策支持的

信息门户作用,与互联网企业、研究机构等社会

力量联合举办开放创新赛事,争取各方的资金

以支持公众创新、创意项目的实施。
图书馆在开放互动中挖掘、增进用户智慧,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美国图书馆与大学、博物

馆、非营利组织等合作发起“图书馆作为公众科

学的中心” [140] 等开放科学运动,增进公民科学

参与度。 以社会多元主体协作为前提,就公众

关注的住房、教育、治安等社会问题开展数据收

集、研究分析和公众对话,回应公众需求。 面向

公众、研究个体和机构,开展人工智能伦理、数
据产权等素养教育,加速负责任、可持续和开放

创新研究成果产出,帮助解决开放环境下数据

收集和智能技术应用的隐私和法律问题。

4. 4　 融合图书馆
  

融合图书馆是指图书馆与公众生活、行业、
社区的深度融合。 将图书馆建设成为社会信息

资源的链接枢纽,整合社会开放资源和自身资

源,实现资源互通,深度融合于个人的学习、工
作与生活、社交场景,使图书馆成为社会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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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存储、服务的集散中心。
融合公共数据。 图书馆开放数据服务应融

合个人需求。 皮尤研究中心报告表明,美国公

众期待图书馆支持当地教育,为特殊群体服务,
提高公民数字化工作技能以及采用新技术支持

公民终身学习[141] 。 因此,图书馆应整合与公众

需求密切相关的公共数据,涵盖但不限于交通

出行、食品安全、医疗健康、城市建设、环境保护

等领域,将图书馆建设成为社区的文化、科学、
生活、娱乐中心,进一步提升公共数据服务的覆

盖面、可及性。
融合政府开放数据。 在开放政府数据情境

下,图书馆一方面参与政府开放数据活动,整合

并链接政府数据,另一方面对政府开放数据进

行加工、整合,协助建立开放数据的完整性、机
器可读性、格式通用性等标准,以提升开放数据

质量,促进数据增值和社会化利用。
融合科学数据。 数据驱动的科研带来开放

期刊和文献、开放数据大规模增长,但现实中数

据孤岛依然存在[142] 。 图书馆作为数据提供、组
织、集成中介的开放数据服务更被需要。 图书

馆链接全球范围内高影响力的开放资源数据,
进一步连通知识信息和研究机构及人员、社会

公众的互动交流。
加强深度融合和立体融合。 图书馆深度融

合开放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可视化等技术,
实现文献、载体、用户、设施等数据感知互联和

智能化立体融合[143] 。 开放图书馆数据资源的

系统接口,提升跨界融合的连通性。 将馆藏文

献资源、数字化讲座、培训教育资源嵌入商业信

息搜索引擎、资源发现平台、移动阅读平台,以
及音频分享和直播、短视频平台等,增强图书馆

数据的资源网络社区影响力和社会可见度。

4. 5　 无缝图书馆

无缝图书馆强调图书馆的数据信息服务突

破时空限制,实现知识信息的本地访问与远程

利用。 通过资源跨平台、跨系统的无缝衔接,增
强数据和知识的流动效能。

图书馆应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推动图书馆的

无缝服务空间建设,发展与公共生活无缝衔接的

服务。 图书馆的馆藏文献和网络数据资源,以及

空间设备设施、教育服务等应为不同年龄、背景

和阶层的人士提供平等服务。 图书馆应将信息

咨询、教育培训、创意交流服务与其他公共服务、
文化服务对接,将公共服务与图书馆服务融合;应
当根据公众需要,面向国民经济与社会建设,不断

拓展服务功能,继续向全社会承诺免费开放。
图书馆应不断创新,建设无缝服务环境,向

公众提供文化与信息公共服务。 我国在这些方

面研究积累了一些经验,如深圳图书馆之城建

设、上海中心图书馆建设、广州图书馆总分馆制

度、武汉 24 小时图书馆建设等等。 图书馆如何

进一步创新,在保存地方人文资源、传承优秀文

化、保存城市记忆、满足公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方

面还有很大潜力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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