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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电子信息网络建设策略研究

摘　要　目前的中国图书馆信息网络建设中, 存在着建设和发展与旧管理体制的矛盾, 多种系统与

规范化、标准化的矛盾, 以及经费不足、理论研究滞后等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 应采取打破条块分

割, 实行统一规划, 引进市场机制, 突出中国特点, 强调国家图书馆地位和建立统一的规划、指挥机

构等策略。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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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图书馆网络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1. 1　我国图书馆网络化建设正在积极推进
首先, 我国的社会信息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有

着重大进展。1993 年 9 月我国建成新的分组交换数

据网 (CH INA PA C)。1994 年 10 月, 中国数字数据网

(CH INADDN ) 开通。我国开始与因特网连接, 到

1997 年 1 月, 已联接主机近 2 万台, 用户约 13 万户。

目前已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技术与设施网

(N CFC )、中 国 科 学 院 高 能 物 理 研 究 所 网

( IH EPN ET )、中国教育科研网 (CERN ET )、中国公

用计算机互联网 (ch inaen t)、金桥网 (GBN )等子网与

因特网直接联网。1995 年又开通了中国因特网的骨

干网CH INAN ET [1 ]。

我国图书馆网络也在积极建设中, 有的已取得

了显著进展。1991 年以中山图书馆为中心的珠江三

角洲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计划开始实施, 至 1994

年 5 月已建成三级结构的地区图书馆网, 上通国家

图书馆, 下连市县图书馆, 基本覆盖了珠江三角洲地

区。连接教科网的中科院、北大、清华文献信息共享

网络 (A PTL IN ) 建设工程业已起动。其近期目标是

实现公共书目检索、联机编目和馆际互借管理。据

悉, 广东省高教厅和江苏省高教系统也都投资数百

万元, 正在抓紧区域性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网络的

建设, 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图书馆集成系统的研制和应用成绩斐然。在不

长的时间内就涌现出近百种图书馆管理系统。到

1992 年 6 月已有 122 个单位应用集成管理系统。其

中较有影响的有深圳市图书馆牵头的 ILA S 系统、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 PULA IS 系统、北京图书馆文津

系统、深大的 SUL CM IS 系统以及息洋、丹诚、博菲

特等系统。

在数据库建设方面, 虽然起步较晚, 但已取得不

小成绩。据《数据库大全》统计, 到目前已建立数据库

1000 多种。

1. 2　我国图书馆电子信息网络建设的主要

问题
全面分析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建设的进

程, 客观地、如实地考虑我国的国情和图书情报事业

的现状, 我们在自动化、网络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还是很多的。

(1) 整体化网络目标与旧体制的矛盾

现代电子信息网络要求高度的整体化。我们的

目标是逐步实现覆盖全国各类图书馆、信息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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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心的信息资源, 旁通各行业信息系统, 能联通

国际互联网络的全球一体化的电子信息网络。真正

实现世界各地任何有条件使用计算机的人都可以自

由获取网上的每一条信息。但旧的图书馆、信息部门

的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 互相之间缺乏有

机联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这样条块分割的体

制下实行全面合作和推行网络化是十分困难的 [2 ]。

今天不但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的影响仍然存

在, 而且有人认为“八金”工程建设的思路本身也是

条块分割思想的产物, 是不利于整体网络目标的实

现的。

(2) 多种集成管理系统并存与规范化标准化的

矛盾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管理, 缺乏统筹规划, 各

馆独立进行自动化建设, 独立开发管理软件, 使我国

各图书馆管理系统软件的应用情况十分混乱, 微机

局域网系统、微机多用户系统、大中小型局域网系

统、大中小型机系统与客户机ö服务器等多种方式并

存[3 ]。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般是在联机网络基础上发

展集成系统, 而我国大都是首先建立一馆之内的集

成系统。这一方面是因为全国总体网络建设缓慢, 图

书馆网络环境条件差,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馆盲目

争先上马造成的。事实上, 这些费时费力开发研制的

管理系统常常被束之高阁, 弃之不用了。现在能够活

下来的不过南北三五家。但这三五家集成系统的格

式不统一, 标准化程度差, 致使有的馆联入校园网

后, 只能检索他馆和外国的数据资料, 本馆的书目数

据却上不了网。

(3) 缺乏全局观念和合作精神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 图书馆界与国外接触日

广, 面对中国图书馆的落后局面, 大家忧心如焚, 希

望能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未能制定统

一规划, 各馆缺乏全局观念和合作精神, 而是想争头

功, 孤军奋战, 急于求成。搞软件开发, 各馆纷纷上

马; 回溯建库, 各自埋头苦干; 专题数据库建设, 不顾

重复; 现在搞区域网络, 又出现了“遍地开花”和一个

地区几个中心的预兆。

(4) 时间紧, 摊子大, 经费严重不足

有人说“国外电子图书馆出现后的 15 年内, 中

国也将有电子图书馆[4 ]。”也就是说中国落后 15 年。

美国图书馆学家 Ch rist ian 出版第一部电子图书馆

专著, 是在 1975 年, 20 年过去了, 中国的电子图书

馆还在孕育之中, 因为此前中国已宣布建成的电子

图书馆只是光盘检索和多媒体阅览室而已。凡是到

过国外, 了解国外的人都感受到了建设中国图书馆

电子信息网络的紧迫性。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 经济发展水平低, 能够用于图书馆自动化、网

络化建设的经费, 远远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程度。

中国图书馆又完全靠政府拨款, 年度经费除用于正

常业务建设之外, 能够用于自动化网络化建设的资

金是极为有限的, 而且由于管理不周、使用不当而造

成的浪费却又是严重的。

(5) 人力分散, 低水平运作, 国家级大型图书馆

未能起到骨干作用

美国等在自动化网络化建设之初, 往往是一个

州或几个州的几家或几十家图书馆联合起来, 在短

期内出现了一批联机编目中心。这是相对的分散, 又

是相对的集中。我国连相对集中也做不到, 基本是分

散作业, 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 资金分散, 只能小

打小闹, 办不成大事; 人才分散, 只能是低水平的局

部开发, 高水平、高难度项目不敢问津; 事关全局的

重大项目上马难, 突破难。遗憾的是一些大型图书馆

在网络建设系统开发方面也没有弄出有影响的产

品, 没有起到牵头作用。

(6) 电子信息网络建设理论研究滞后, 缺乏深

度, 也未能及时制定出科学、可行的方针政策

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已经“向信息规范转移”,

但综观 1995 年前后的图书馆学研究的主题, 也不过

是“以信息管理构造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将图书馆

事业纳入信息产业的范围; 图书馆学教育的信息化

倾向;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背景下思考图书馆的未

来[5 ]。”近两年, 关于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图书

馆信息服务、网络建设模式等问题研究的论文已有

不少。但总的来看, 缺乏全面系统的有重大影响的项

目的研究。缺乏有组织地对事关全局的理论、方法和

应用研究, 理论引导不力。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领导

部门也很少拿出统摄全局、计划周密、切实可行的方

针政策和办法, 对图书馆和信息工作人员的思想、工

作指导乏力。

2　中国图书馆电子信息网络建设的策略

各国图书馆界电子信息网络建设的终极目标和

战略目标是同一的, 即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满足人们

的信息需求。但由于各国社会制度、图书馆事业管理

体制不同, 各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不同, 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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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设备条件不同, 经济状况和人文传统不同, 所以

不同国家为达到最终目标所采取的策略和选择的道

路是不可能相同的。欧美等西方国家经济发达, 资金

雄厚, 技术先进, 设备优越, 市场竞争和群体意识强,

他们在众多图书馆、信息中心的互相竞争中优胜劣

汰, 出现了OCL C,WLN 等那样生命力强盛的国际

电子信息网络中心, 出现了像O h io link 这样的地区

高校网络系统[6 ]。

俄罗斯在 1993 年召开的全国图书信息会议, 不

仅制定了全俄图书信息网络 (L IBN ET ) 规划方案,

确定了总体目标、终极目标和具体目标, 并且商定了

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做法: 成立由各方面专家组成

的部际专家委员会; 委托俄罗斯联邦文化信息计算

主导中心进行集中领导; 明确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在图书信息网络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确定 CD 2ROM

为俄罗斯国内信息交换的载体; 编制全俄联合电子

目录; 谋求国外合作, 争取国际援助等 [7 ]。很显然, 俄

罗斯的做法在不少方面受了前苏联集中管理思想的

影响。

我国图书馆电子信息网络建设, 应该全面研究

国外网络建设的成功经验, 充分考虑中国图书馆自

动化、网络化建设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根据中国国

情, 积极地、科学地、理智地选择可行的道路, 制定良

好的策略。

2. 1　打破条块分割, 统一部署, 统一指挥
我国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分离状态并未因图书

情报一体化的理论研究而彻底改变, 而图书馆界本

身因所属管理系统的不同, 也难于合作自如。这种体

制一直是, 今天仍然是阻碍我国图书馆和信息部门

网络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之一。面对各国信息化健步

如飞的步伐和咄咄逼人的信息网络扩张的气势, 以

国家民族为重, 我国各专业系统的图书信息部门应

该无条件联合起来, 携手共建中国电子信息网络, 把

伟大的祖国尽快推向信息社会, 抢占信息空间优势,

促进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避免再一次

失去良机。

电子信息网络是涵盖全国所有图书馆、信息部

门信息资源的无形“信息空间”, 需要各方面通力合

作。为此, 应当由信息产业部牵头成立图书信息部际

专家委员会, 并设立全国电子信息网络指导中心, 作

为专家委员会的执行部门。国务院应授予专家委员

会专项政策制定权和对图书信息部门的领导权。

2. 2　制定方针政策和总体规划, 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
全国电子信息网络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 应由部际专家委员会委托电子信息网络指导中

心尽快起草全国信息网络发展规划, 制定系统性的

方针政策; 应把包括电子信息网络在内的国家信息

化纳入国家总体计划, 作为本世纪的基本国策; 应筹

备召开一次由各系统参加的全国信息网络会议, 讨

论和确立我国从现在到 21 世纪初 (15 年左右) 这段

时间的电子信息网络发展政策和策略。要做好宣传

鼓动工作, 增强国民的信息意识, 激发向信息社会迈

进的民族精神。

2. 3　采用经济手段, 引进市场机制, 建立经

济实体, 发展信息产业
当前, 国家教育部拿出 7400 多万元建立文献信

息资源保障体系, 文化部、科委和其它部门也应该有

投资。如能从各系统集得一批资金, 成立一个非营利

性的中国电子信息网络发展公司, 集中全国优秀人

才, 包括引进或聘用国外人才, 集中攻克信息网络中

的难题, 开发适合中国图书馆和信息管理需要的集

成系统和其它信息产品, 以市场方式运作, 肯定会取

得好的效果。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信息市场。具有中国

特色的各种信息产品肯定是会受到各图书情报部门

的欢迎, 可望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用商业经济的驱

动力, 使公司各种信息产品不断完善, 逐步升级, 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以开发中文信息为特点, 获得竞

争优势, 是完全可能的。目前, 国内许多大型的图书

馆竞相订购国外管理系统的倾向应该扭转, 否则损

失的不仅仅是资金, 还有难以挽回的时间和事业心。

2. 4　应该根据中国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特

点, 构建中国电子信息网络新框架
目 前, 我 国 已 开 通 公 用 分 组 交 换 网

(CH INA PA C) 和公用数字数据网 (CH INADDN ) ,

积极开展因特网联接服务; 同时, 以此为基础的中国

科学教育网、中国科技信息网、国家医疗卫生网已经

联通了部分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医学科研部门等,

与国际信息网络接轨, 为我国图书馆电子信息网络

建设提供了良好基础, 我们就不应该再照搬美国和

俄罗斯的模式, 应该根据中国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

现实基础, 构建中国电子信息网络模式, 即以各专业

网络系统为骨干的、分布式多系统联合的电子信息

网络。各专业信息系统连接各专业电子信息资源, 各

系统又以CH INAN ET 为平台, 系统之间互相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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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统又直接与因特网联接, 纵横交错, 共同组成一

个分布式开放性的电子信息网络, 全国数字图书馆

则是这个网络的组成部分。

2. 5　应该明确国家图书馆及其所属图新公

司在我国图书情报自动化和网络化建设中的

重要地位
国家图书馆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的文献信息资

源, 在文献信息和数据库建设方面应该发挥重要作

用。应该鼓励并授权国家图书馆及其所属图新公司

研究制定电子信息网络建设中的技术标准, 进一步

完善中国国家书目光盘 (198821995) , 继续建设中文

回溯书目数据库, 并逐步扩展为全国中文图书联合

目录, 为各图书馆回溯建库、网上书目咨询服务提供

基本书目数据。这个联合目录应该包括台湾、香港、

澳门地区及其它国家收藏的中文图书目录数据, 成

为国际互联网上最有权威的中文书目信息资源。

2. 6　成立专题数据库建设领导小组, 建立专

题数据库登记制度
当前, 我国在数据库建设和光盘构置方面的重

复浪费是显而易见的。仅教育文献库已发行的就有

三家, 正在建设中的还有数家, 大同小异, 无甚特色。

是在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进行着重复劳动。光盘数

据库的购买更是重复严重。左邻右舍的高校图书馆

同时购买相同的光盘数据库, 而利用率却极低。我们

建议, 由国家图书馆、北大、清华和科技信息所联合

成立专题数据库建设领导小组, 接受信息产业部的

领导, 主要执行三项任务: (1) 负责全国图书馆、信息

所及信息咨询产业专题数据库建设的申报、审批、登

记; (2) 解决专题数据库存建设中的技术标准问题;

(3)协调光盘数据库的采购。

2. 7　成立馆藏数字化建设领导小组, 有计划

地开展馆藏数字化建设
馆藏数字化是大势所趋, 也很有吸引力。目前许

多图书馆跃跃欲试, 有的已仓促上马。馆藏数字化技

术复杂, 投资多, 社会需求量小, 如不及时控制, 同样

会出现重复制作, 浪费人力、财力的后果。建议由京

沪两地的有关部门成立全国馆藏数字化领导小组,

直属信息产业部领导。其任务是制定“全国书刊数字

化方案”, 协调各馆所之间, 馆所与有关光盘制造商

之间的关系, 有计划地进行馆藏特色文献的数字化。

2. 8　培育良好的信息市场和网络用户基础
电子信息网络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使现有文献信

息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所以, 用户数量是检验

系统效益的重要指标。用户数量的多少, 取决于网络

系统设计的质量和用户本身的素质, 即取决于信息

市场的供需双方。

网络系统的设计, 要求用户界面友好、系统开放

性强、获取信息简便, 数据库数量多、质量高, 就能吸

引更多的用户。目前联机编目正在由立足业务建设

转向面向用户的O PA C, 带动整个电子信息网络向

更有利用户的方向发展。

文献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还有赖于网络系统的

功能和系统延伸的程度。公共图书馆系统要延伸到

区县图书馆, 就必须用现代化设备武装区县图书馆;

并配备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管理人员。要提高高校图

书馆用户使用频次和数量, 除增加和完善必要的设

备条件和管理人才外, 还必须以完善校园网为前提。

目前全国各重点院校都在努力建设校园网, 为扩展

高校用户、有效利用因特网网上资源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8 ]。

还要积极开展对用户和读者个人利用网络信息

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让他们及时了解网络的功

能和信息资源的范围, 提高电子信息意识, 掌握网上

查索信息资源的方式方法, 使我国电子信息市场走

向成熟。

2. 9　加强与国外信息网络机构和国际组织

的联系与合作, 争取国外技术和经费的支持
近年OCL C 积极与中国图书馆界接触, 在清华

大学设立中心, 以互利互惠为前提, 吸引图书馆入

网。UN ISCO 和 IFLA 对俄罗斯图书信息自动化网

络化建设所给予的技术、人力和资金的帮助, 对我们

应该有一定的启示。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提出了“自强

不息, 积极奋斗、广交朋友、勇于改革”的口号[9 ], 这

也应是我们全体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者努力建设全国

电子信息网络的指导思想。

总之,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脚踏实地, 努力奋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子信息网

络, 早日实现中国图书馆和信息工作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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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叶氏鉴别字体笔迹很敏锐, 他收藏的稿

本很多。我答, 这两人是近现代或当代著名的

文献大家, 我都已为他们写了较多文字。言谈

还涉及到袁芳瑛卧雪庐、袁思亮、梁溪余氏负

书楼等情况。这次, 我请益又颇多。快到中午,

为了不使老人疲劳, 我就起身告辞。他把我一

直送到大门口。

1998 年元旦后第三日, 我又去北苑向老

人拜节, 并专访顾老先生本人的文献活动经

历。他问我, 拙著是否已有人题书名。我说,

已请启功先生题签。我恳请老人家给拙著题

辞。他就挥毫赐书, 字体大小不同的两张题

词, 以供我选择:“为文献家通考题词: 阐献徵

之潜德, 述典籍之源流。”落款均书小字一行,

为“一九九八年一月顾廷龙时年九十五”, 并

钤以“廷龙”小白方印。他对我叙述了他从事

文献事业的经历后, 再三对我讲,“文革”后由

他主持编辑而成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现

已正式出版, 我终归看见了, 这是一件大事。

好多单位, 好多人参加, 组织这么大工程, 真

不容易, 总算成功了。我终观其成。可见这是

令老人家一生中最感骄傲、最为关心的一项

业绩。他还从书房里把新近出版的由他和顾

颉刚先生合编《尚书文字合编》四巨册搬出来

给我看。顾老在这部书后记里说, 该书将现存

海内外的《尚书》各种版本合编起来, 比如有

汉、魏、唐石经本, 宋晁刻《古文尚书》本, 写

本, 敦煌本, 吐鲁番本, 和阗本, 高昌本, 清刻

通志堂本, 日本岩崎本、神田本、岛田翰本、内

野本、观智院本、古梓堂本、天理本、足利本和

日本影写本等, 各种版本可谓网罗殆尽, 穷极

天人。该书纸张和印刷都极为精美, 顾老颇为

欣赏, 也感到十分欣慰。我又询问老人, 一生

做人做学问最深的体会是什么?他不加思索,

爽朗地说:“‘无我。’做人做学问要遵循‘无

我’。”这是何等深奥的人生哲学道理啊! “无

我”, 方能静心寡欲, 不争名, 不图利, 一往直

前地去研习学问, 必能有所成就;“无我”, 方

能谦逊恭和, 虚怀若谷, 尊重他人, 尊重客观,

才能品格高尚。经我请求他老人家再一次泼

墨为我书写了“忘我”两个大字横幅。真乃蓬

荜生辉, 曷胜感幸! 我将永远珍藏, 并铭记于

心。

不意时隔数月, 即闻顾老仙逝的噩耗, 我

伤心何极!他给了我这多教诲和恩惠, 而我的

《文献家通考》在他有生之年尚未出版, 还来

不及赠送他一套, 不知如何感谢他才好。在他

逝世周年之际, 我怎能不撰文缅怀他, 追思他

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追思他的为人和为学, 追

思他的高尚品格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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