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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图书馆伦理与法律、图书馆管理思想与模式、开放获取、数字图书馆技术等 8 个方面的研究进行述评。
关键词摇 图书馆学理论摇 信息资源建设摇 知识组织摇 用户研究摇 图书馆伦理摇 图书馆法摇 图书馆管理思想摇
开放获取摇 数字图书馆技术

分类号摇 G250
ABSTRACT摇 The authors make a summary of research developments in library science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2007,
and analyze major topics in theories in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ethics and legislation, library management thoughts and
patterns,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open access, user study, and
digital library technologies.
KEY WORDS 摇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摇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摇 Knowledge management. 摇 User
study. 摇 Library ethics. 摇 Library legislation. 摇 Library management thoughts. 摇 Open access. 摇 Digital library
technologies.
CLASS NUMBER摇 G250

网络竞合中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摇 摇 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方面,2007 年国外图书馆

界更加关注图书馆对网络环境、数字空间的适应、响
应和参与能力,紧密结合实践需求,从定位、人员、技
术等方面进行理论探讨。

关于图书馆 2. 0 的理论研究充分诠释了用户参与

的图书馆新理念。 2007 年,国外有关图书馆 2. 0 的理

论思辨与实践探索不断发展,形成了一股图书馆 2. 0
研究热潮。 2007 年 6 月,美国图书馆协会前任主席戈

曼(Michael Gorman)在 Web2. 0 论坛上连续发表 6 篇

博文[1 ~6],论述了 Web2. 0 时代轻信和误传对人类智

力生活的影响,探讨了知识民主的理念,以及由此造成

的不同来源、不同质量信息的混杂,对于专业和专家的

抛弃等阻碍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 透过这些文章不难

发现,戈曼一直秉承一种精英主义观念,他批判 Web2.
0 所带来的无政府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信并主张

尊重专家的权威和精英的智力成果,主张理性利用数

字资源进行创新性研究。 戈曼的观点引发了广泛讨

论。 在图书馆 2. 0 的系统性研究方面, “Library 2. 0冶
概念的提出者 Michael Casey 与同样来自 Gwinnett 郡
图书馆的 Laura Savastinuk 于 2007 年 5 月合作出版了

第一本专门论述图书馆 2. 0 的著作《图书馆 2. 0:参与

性图书馆服务指南》,书中将图书馆 2. 0 定义为“鼓励

持续的和有目的的变革的模式,这种变革通过参与的、
用户驱动的服务授予用户权利。冶作者很好地总结了

图书馆 2. 0 的本质,为那些希望自己的图书馆更加以

用户为中心、更加及时地响应用户需求的人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起点[7]。 在图书馆员方面,Cohen 的博文《一
个图书馆员的 2. 0 宣言》旨在帮助图书馆员对迅速变

化的信息文化做出积极回应[8]。
共享仍然是图书馆不变的价值追求。 2007 年 10 月

22 日,OCLC 发布了题为《网络世界中的分享、隐私与信

任》的报告,对社会网络空间应用进行了探索,具有及时

性和促进性,为公众和图书馆员提供了一个反思、讨论、
重新评估其政策和服务的机会。 该报告认为,图书馆必

须更多地参与到网络世界中,并构建起基于图书馆内容

服务的社交网络[9]。 这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生存于互联

网时代的用户的认识,同时也为图书馆界参与或者建设

社会网络空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依据。
Google 数字图书馆计划引发了全球关于图书馆

未来发展的争议。 2007 年,Google 继续实施其图书

扫描计划,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和大学成为其协作机

构,但波士顿图书馆联盟却拒绝了 Google 扫描联盟

图书的计划。 为了使每个人都能从数字资源中获益,
波士顿图书馆联盟选择与开放内容联盟(Open Con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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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 Alliance)进行合作[10] 。 Google 数字图书馆计划

对图书馆的定义和价值带来了空前的冲击。 Google
会不会使图书馆走向消亡? 未来的数字图书馆应该

是什么样? 人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 这一系

列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在线图书搜索将改变信

息传播和利用的社会习惯和格局,大量用户直接利用

Google 图书搜索服务获取信息,图书馆将面临用户流

失的威胁。 这关系到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
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重要性依然不可低估。

Will Sherman 列举了 33 条原因说明图书馆和图书馆

员依然重要,包括:并非互联网上的一切都可用;数字

图书馆不是互联网;互联网并非免费;互联网补充而

非替代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提高学生的考

试成绩;数字化需要一段时间;图书馆不只拥有图书;
实体图书馆不会消失[11] 。 2007 年 4 月 16 日,美国图

书馆协会发布了 2007 年《美国图书馆状况》报告,用
一系列具体的统计数据为图书馆依然重要的论断提

供支持。 调查表明各类图书馆都在蓬勃发展,利用率

持续增长,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发展迅速和作用显著。
促进阅读对于图书馆功能发挥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 2007 年国外图书馆界非常关注图书馆文化教育

功能的发挥。 2007 年 11 月 19 日,美国国家艺术基金

会发布了《阅读或不读:一个事关国家命运的话题》
的报告[12] 。 该报告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青少年阅读

状况的担忧。 国外图书馆界发现游戏是一种能够很

好地吸引用户的方式,并开始探索利用游戏特别是视

频游戏吸引青少年以提高其信息素养。 2007 年 7 月

22 ~ 24 日,美国图书馆协会在芝加哥组织召开了首

届“游戏、学习与图书馆研讨会冶,会上 325 名来自游

戏业和图书馆界的专家共同就图书馆如何利用游戏

提高青少年阅读能力的问题进行了探讨[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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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资源为核心的信息资源建设

摇 摇 2007 年度国外信息资源建设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 4 个方面: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数字文献长

期保存;图书馆机构知识库建设和数字馆藏建设的创

新性发展。 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应用研究和

实践。 跨地区、跨语言和多机构的合作建设与研究成

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一个亮点。
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与保存利用等问题

继续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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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 2007 年度实施了一系列历史

文化资源数字化项目,并在机构间乃至国际间开展了

广泛合作与研究。 因而,主体多元化与跨地区、跨机

构间的密切合作成为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最突

出的特点。 例如:淤马萨诸塞州各图书馆、博物馆、档
案馆、研究机构以及历史学会合作建设的数字资源门

户———马萨诸塞数字联邦。 于新泽西多家文献机构

合作建设的“新泽西数字高速公路冶。 他们通过文

本、图片、音视频和三维模拟实物等方式提供资源统

一检索与浏览,促进了信息技术在自建特色资源中的

应用[1 ~ 2] 。 盂印第安那波利大学图书馆与州立图书

馆合作建设了“印第安纳记忆冶,由州立图书馆提供

资金支持和技术服务,大学图书馆参与具体项目的实

施[3] ;印第安纳合作图书馆服务联盟还与 4 所公共

图书馆联合建设了“印第安那人数字图书馆冶 [4] 。 榆
华盛顿州立图书馆针对小型乡村图书馆,建设了独具

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华盛顿乡村遗产冶。 它采

用大型公共图书馆提供人员设备,乡镇图书馆进行资

源聚合的模式开展合作[5] 。 虞哈佛大学图书馆与尼

泊尔政府合作开发了基于尼泊尔皇家宗教中心各类

遗产的 Kathmandu Valley 保存协议[6] 。 愚国会图书

馆与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合作开展的亚历山大世界

数字图书馆等[7] 。
随着馆藏数字资源建设规模的扩大与数字化技

术的变迁,海量资源长期保存问题也成为当前研究的

热点。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开展数字资

源长期保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尤以英国最为突

出。 例如:淤北卡罗来纳大学“DigCCurr2007 论坛冶
和法兰克福“数字资源长期存取专题研讨会冶等国际

会议均对该议题展开专题讨论[8 ~ 9] 。 于英国国家档

案馆领导了旨在保护可能由于格式变迁而遭到破坏

的公共数字文件长期保存项目———英国数字保存项

目[10] 。 盂大英图书馆与伦敦大学合作开展的数字资

源长期保存成本研究“Life 项目冶开发出一种数字资

源长期保存成本测算方案[11] 。 榆维多利亚公共档案

办公室开发了数字档案长期保存技术方案 Ingest
Function,可同步处理大量数字对象并具有错误自检

功能[12] 。
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IR)的发展

趋于成熟,使得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将其引入馆藏资源

建设当中,成为馆藏发展中新的重要内容。 2007 年

相关研究主要结合本机构 IR 建设实践,阐述图书馆

IR 理念与过程,并提供相关建设经验。 例如:淤Ka鄄

ren Estlund 等以“犹他数字知识库冶为样本,以现有框

架为基础进行资源整合和相关人员技术培训,并构建

允许用户检索跨机构复合元数据的网络门户[13] ;于
Buehler 和 Marianne 指出图书馆 IR 对科研活动的支

持至关重要,其他成功要素还包括元数据标准、数据

结构和馆藏分类的一致性以及持续性资源存取空

间[14] ;盂 Anderson 和 Nikkia 介绍了 NASA Goddard
图书馆利用本机构网络存取知识库数字资源系统

(DAS)管理内部灰色文献的实践[15] ;榆 Kelly 和 John
C 探讨了高校图书馆如何成功建设机构数字库,指出

高校服务型知识库可通过致力关键性因素、改造现有

资源、利用当前数据资源系统等方式,克服资金技术

限制[16] 。
数字馆藏建设的创新性发展是 2007 年度资源建

设的又一亮点。 Hahn 和 Karla L 提出了一种解决数

字化对象版权问题的新途径,即 SERU 共享电子资源

谅解机制[17] ;面对 Web 2. 0 技术的迅速发展,文献

[18]概述了 wiki 技术在斯坦福大学馆藏建设中的应

用以及对图书馆日常运作产生的影响;文献[19]对

那些以各种格式存在的微小、独立且不可替代的馆藏

资源以特别关注,并提出多种测算方案,论述了此类

资源整合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大英图书馆实施的

The British Library Direct Plus 项目将本馆书目数据

库,数字全文订阅系统以及 Google Scholar 整合,提供

统一文献服务以替代当前服务框架[20] 。 研究者在考

虑本馆数字资源的同时对商业机构尤其是 Google 的

图书数字化项目也给予了关注。 Paul Duguid 认为

Google 图书计划一方面有助于促进馆藏资源数字化

建设,另一方面也对传统图书馆数字化项目构成了

冲击[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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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信息与知识组织研究

摇 摇 根据调查,2007 年度关于信息与知识组织的文

献量有所增加,内容涉及基础研究、多媒体信息组织、
层次化信息组织、算法模型、网络信息组织、技术与系

统以及语义网、本体、个性化专业化信息组织(如医

学信息组织)、元数据等,其中高相关性论文集中在

基础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等领域。 国际知识组织

学会 ( ISKO) 主办的《Knowledge Organization》杂志

2007 年度共刊出 28 篇论文,其中分类 7 篇,技术及

应用 6 篇,基础理论 1 篇。 该年度也有一些重要会议

召开:ISKO 第 8 次年度会议;多伦多大学信息学者组

织的知识组织北美研讨会;由意大利米兰大学 Bicoc鄄
ca 图书馆合作举办的第三届 ISKO 意大利会议;UDC
“全球社会的信息获取冶主题研讨会;“Mitteleuropa冶
基金会关于哲学本体论的研讨会。 K. S. Raghavan 和

K. N. Prasad 对知识组织、信息系统及其他论文进行

了回顾。

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的

深入,如对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的关系、一般知识网

络和特殊知识网络的内涵与外延等研究。 Kasten 认

为,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两类文献继续蓬勃发展并趋

向解决两者的共同问题,越来越难以划清两个领域的

界限。 通过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管理系统

运行的知识环境,很明显,大部分包含在知识管理中

的功能都需要坚实的知识组织基础作为支持[1] 。 理

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如通过实验研究目标如何影响

对领域知识的组织和利用,表明目标使用的效果取决

于目标的意义和它提供的与目标有关知识结构的连

贯性[2] ;通过调查分析学科信息门户(SBIGs)存在的

忽视整合信息组织工具以及低质量元数据引起的低

质量知识发现的不足,提出改善学科信息门户的建

议[3] 。 比较新颖的是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探讨了知识

组织的理论和实践及其与人类感知的必然联系,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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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准则来选择用户进入知识组织系统的设计周期的

方案[4] 。
关于方法研究。 分类和主题研究是信息组织研

究热点之一。 《知识组织》杂志引入 race theory,结合

元数据对大众分类法( folksonomy)进行研究,开发利

用旁注或“在页边空白处加注冶等手段为读者将目前

社会共享环境中的数字文件增加一个更深入的层次

粒度和主题表示[5] 。
关于元数据。 元数据和适当的元数据模型都是

信息构建概念化与实施的重要构成,元数据获取可以

改进检索过程、改进信息组织和导航并支持数字对象

的管理,因此有研究如何理解元数据的需求并进行建

模以支持综合统计知识网络( SKN)最终用户的工

作[6] 。 还有一些文献研究利用仓库网格概念化元数

据,开发特定领域知识组织系统的开发方法。 将本体

集成到信息组织研究是信息领域的机会和挑战,涉及

本体分类和语义关系,研究从用于双语词典构建术语

的词典库的那些信息源导出的基本概念、分类、意义

和关系[7] 。 关于本体应用的研究成果较多,如为飞

机发动机的设计创建一个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模型;
为有效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针对电子学习系统

提出的一个情境本体模型,通过在学习过程中及时推

导出不同情况,可以判断学习者的情绪状况,根据不

同的情绪对学习者给以不同的鼓励、帮助和娱乐。 利

用网络组织知识是一个难点,Weikum 认为 Web 信息

组织与搜寻是获得结构和背景知识以及语义的工具。
作者设想从网上自动采集和组织知识并表示为和本

体概念一样明确的实体和关系,这是一大飞跃。 这可

能形成三个强有力的趋势:一是丰富语义网形式的知

识库如本体和分类;二是从高质量的文本源如维基百

科中大规模抽取信息;三是 Web 2. 0 中的社会标签。
这三个方向就是语义网、统计网和社会网络[8] 。

关于技术研究。 语义网研究目的是采用基于本

体的更严格结构,使信息在机器中更可用。 在此背景

下,Benslimane 等提出了一种能从数据密集型 Web 应

用中半自动化地抽取基于本体的语义网新方法,从而

使网站内容可以被机器理解[9] 。 由于组织内存在不

同类型的数据资源以及信息系统的异质性,针对

XML 在企业集成中“缺乏语义冶的问题,Cardoso 运用

语义 Web 技术来集成 HAD 组织的数据资源,给出了

一个语义数据集成中间件(SIM),采用基于本体的多

源数据提取器 /包装器的方法把信息转化为语义知

识,只需一次查询就能够集成分布在不同数据源中的

数据[10] 。 语义网的应用研究包括语义 Web 技术在

生物医学领域的价值,为理解语义网中的信息组织制

作出一个模型,并用于理解医学上的范式转变。
关于可视化技术。 一种可视化的工具 Connect鄄

Dots 能使用户查阅这个大型数据集的交互信息,并更

容易感知交互的形态。 获此信息后,任何个人都可以

进一步了解其针对社会网络的当前决策,并观察到它

们的关系如何受到影响[11] 。
关于数字图书馆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有关于

特定领域知识组织系统的开发方法研究,涉及到仓库

网格技术和元数据技术;有网格在信息组织和管理中

的应用研究,给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网格技术的信息组

织和管理的开发方法;有信息集成系统中关于数据组

织中基于关键词冲突的解决方法,讨论了功能依赖环

境中的数据冲突并提出了分解算法;针对知识管理应

用于传统图书情报服务的局限性,有文献论述了图书

馆自动化系统与知识组织系统集成的新发展,由知识

组织系统担负一部分馆藏建设、发现和检索、导航、评
估和可视化任务。 知识组织系统研究领域的新趋势

包括:如何跨知识组织系统开发一套具有相同涵义的

关系类型的核心集合,如何为知识组织系统内容挖掘

开发 XML / RDF 的标准,以及如何整合知识组织系统

到数字图书馆的架构和服务。 论文提出了集成知识

组织系统的新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开发思

路及特点,开发了统一知识描述机制,集成了多种应

用,这将有助于为相关的研究与探索提供范例和

经验[12] 。
关于应用。 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如半导体企业

的知识组织方式、信息系统中的知识表示研究、以警

察调查中的侦探为例研究知识组织如何起作用等,特
别是三类知识系统模型在健康知识方面的应用。 研

究结果表明,虽然这些知识模型对于背景研究是非常

普遍的,但这里明显缺乏知识利用或基于案例的医药

中的模型使用,建议在特定三维健康系统分析的未来

研究中使用这个模型[13] 。
国外研究表明,信息与知识组织研究涉及到多种

学科的交叉性理论研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本领

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促进和理论支持作用。 信息与

知识组织目前的核心是网络化资源的信息组织,以及

如何从信息中挖掘出知识,由此应用了多种信息技

术,如语义网、可视化、数据仓库与挖掘等。 研究领域

继续拓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继续拓展。 归纳起

来,对我国研究的启示有:一是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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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应该紧密跟踪计算机科学的前沿技术;二是网

络环境下的知识组织是适应数字时代图书馆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抉择;三是重视个性化、专业化信息与知

识组织;四是重视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五
是信息与知识组织研究需要拓宽广度和深度。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黄兰秋参与了本文的文献调研和统计。)

参考文献

1摇 Kasten, J .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organi鄄
zation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KNOWLEDGE ORGANI鄄
ZATION,2007,(34)

2摇 Jee, BD; Wiley, J . How goals affect the organization and
use of domain knowledge. MEMORY & COGNITION,2007,
35(5)

3摇 Kim, CS; Liu, LY. Cost information model for managing
multiple project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鄄
NEERING AND MANAGEMENT鄄ASCE,2007,(133)

4摇 Barat, Agnes Hajdu . Human perception and knowledge or鄄
ganization: visual imagery. Library Hi Tech, 2007,25(3)

5摇 Abbas, J. In the margins: Reflections on scribbles, knowl鄄
edge organization, and access. KNOWLEDGE ORGANIZA鄄
TION,2007,(34)

6摇 Hert, CA; Denn, SO; Gillman, DW, et al. Investigating
and modeling metadata use to support information architec鄄
ture development in the statistical knowledge networ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鄄
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7,58(9)

7摇 Neelameghan, A. . ONTOLOGICAL CATEGORIES AND SE鄄

MANTIC RELATIONSHIPS (SEMANTIC RELATIONSHIPS
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 UPDATE 2). Infor鄄
mation Studies, 2007, 13(1)

8摇 Weikum, G. Harvesting and organizing knowledge from the
Web. Advances in Database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Pro鄄
ceedings 11th East European Conference, ADBIS 2007.

9摇 Benslimane, SM; Malki, M; Rahmouni, MK, et al. Extrac鄄
ting personalised ontology from data鄄intensive web applica鄄
tion: an HTML forms鄄based reverse engineering approach.
INFORMATICA,2007,(18)

10 摇 Cardoso, J. Integrating HAD organizational data assets u鄄
sing semantic Web technologies. ENTERPRISE INTEROP鄄
ERABILITY II: NEW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
2007: 333 ~ 344

11摇 Morrison, D. ;Gooch, B. ConnectDots: visualizing social
network interaction for improved social decision making. On鄄
line Communities and Social Computing. Proceedings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CSC 2007. Held as Part of HCI
International 2007

12摇 Ghosh, T. ;Marquard, J.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s ( RHIOs ): knowledge networks
and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007: 298 ~ 315

13摇 Marchand, C; Poitou, C; Pinosa, C, et al . Cognitive
structures of obese patients undergoing bariatric surgery: a
concept mapping analysis. OBESITY SURGERY, 2007,
(17)

柯摇 平摇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面向新信息环境的用户研究与服务创新

摇 摇 在以网络为主体的新的信息环境下,在 Web2. 0
时代,查询学术信息的科研人员的期望和行为正在发

生改变,图书馆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所提供的服务正

在快速发生改变,图书馆应对变革的方式也需要随之

改变。 为此,要创造一种以用户为中心、信息新颖的

用户对图书馆的体验,包括建立新的图书馆界面,以
满足今天信息查询者的需求。 Ex Libris 公司的 Primo
发现与传递系统正是通过建立新的图书馆界面而给

用户带来一种全新的对馆藏利用的体验[1] 。
随着联机资源和新技术的兴起,图书馆开始考察

建立虚拟社区的途径,以加强用户服务,提供对图书

馆服务和馆藏的无中介的独立利用。 新的技术使得

图书馆向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无论用户需要什么,
何时有需要,以及以什么方式需要,都能轻松地获得。
为了提供利用和宣传推广 24 / 7(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的内容和服务,图书馆正在利用社交软件建立虚

拟社区,如博客(blog)、新闻聚合(RSS feeds)、及时讯

息( Instant Messaging)、维基(wiki)、播客(podcast)、
影像播客(vodcast)、网络会议(web conferencing)等。
美国图书馆学专家 Michael Stephens 指出,图书馆员

只有利用今天这些新的协同和交流工具,才能更好地

为用户服务。 图书馆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直接地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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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用户)沟通。 如果图书馆做不到这一点,用户就

将绕开图书馆。 图书馆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

程度上满足今天年青人的需求。 这些年青人比我们

大多数图书馆员在技术上略胜一筹[2] 。
多年来,用户一直在家里或图书馆才能获得图书

馆的服务。 但在 Google、Yahoo、YouTube、MySpace 和

Facebook 时代,图书馆的网站和目录常常不是人们查

询信息的首选。 工具条的创新性使用可以改变这一

点。 图书馆工具条使得用户可以检索图书馆的目录、
查找全文文章、获得新闻,并与图书馆员直接联系,将
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如跨库检索、问图书馆员等)
与用户直接联系起来[3] 。

为帮助生命科学领域的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找

到共同兴趣并建立联系,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利用实体

-关系本体模型建立了虚拟生命科学社区 VIVO(ht鄄
tp: / / vivo. library. cornell. edu),组织和呈现有关人

员、研究和教育活动的信息。 康奈尔大学生命科学学

术活动的这一服务方式,跨越了校园、院系的结构,使
康奈尔大学的师生员工、外部赞助者以及公众集中了

解康奈尔生命科学的整体状况。 在校方的请求下,
VIVO 数据库现在已经扩展到提供康奈尔有关社会

科学、工程、物质科学、国际活动和潜在的其他领域的

类似内容[4] 。
随着年轻的伴随数字图书馆长大的一代用户乃

至富有声望的学者日渐依赖 Google、或其新产品

Google Scholar 和 Google Book 来进行信息资源的发现

和获取,图书馆结构化的网站和信息服务越来越难以

得到有效的利用。 因此,图书馆不应再在“你来我才

服务冶的环境下开展工作,而是寻求“走出去冶融入到

用户社区中的新方式,保障资源的有效利用[5] 。
同样,在日本,新的信息获取渠道正在出现。 越

来越多的人通过家庭电脑利用宽带网络,甚至通过手

机提供的网络服务。 这些变革似乎都对公共图书馆

的服务产生很大的影响。 调查发现,图书馆服务的创

新吸引了更多的人,拓展了图书馆的用户范围。 由于

信息技术的进步,许多图书馆的用户在家里利用新的

信息服务。 建立在传统服务模式基础上的图书馆服

务缺乏新的信息服务方式,因而用户只能适应图书

馆,其结果是用户的需求与图书馆的实际服务存在巨

大的差距。 图书馆必须避免这种情况,从用户适应图

书馆,到图书馆适应用户[6] 。 南澳大利亚大学图书

馆也正在变革其馆外服务模式,正在从专业联络馆员

的角色转向团队合作,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支持,包括

建立图书馆服务团队,与学校建立协同、伙伴式的工

作关系,以此来适应教育变革和学术交流的变革[7] 。
图书馆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图书馆员是否真正理

解和认识整个组织的日常业务运作。 而做到这一点,
需要图书馆员自身融入到图书馆以外的活动和规划

过程之中。 为此,需要将地理上集中的咨询台服务转

变为分散的电子服务,并嵌入用户的环境之中;需要

从提供和保存偶尔需要的印本馆藏,转变为通过电子

数据库、馆际互借、从馆外存储中心按需提供等方式

及时提供信息资源;需要从用户必须实际到馆,转变

为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其他电子的虚拟手段咨询与

研究问题;需要从集中的一般性的咨询台服务,转变

为针对整个组织中不同用户群的专门化的内容服务;
从图书馆员等待用户上门的纯粹反应性的咨询服务,
到图书馆员能动性地建议研究方法。 图书馆员的角

色从研究者扩展为包括培训者、质量控制员、事实证

实者等角色,因此,需要与用户密切接触以获取信任

并建立工作关系[8] 。
参考咨询服务的效益问题值得重视。 调查和访

谈发现,只有 16% 的大学生在检索时经常或总是立

即寻求帮助。 大学生不利用图书馆咨询服务的原因

是多样而复杂的,包括“不愿意打搅忙碌的图书馆

员冶,“不想显得傻气或愚笨冶,也可能是利用图书馆

缺乏经验,或者以前需求帮助时不愉快,或与图书馆

员的接触不令人满意,或者不了解这种服务、感到尴

尬或害羞、物理障碍引起的焦虑以及情感障碍。 为此

建议:首先,图书馆需要改进并宣传参考咨询服务以

便于更多的学生得到利用。 其次,图书馆需要减少学

生必须提问的情形的数量。 特别指出,所有的图书馆

都需要大力鼓励那些没有提出求助需求的学生[9] 。
在过去十年里,数字图书馆的迅猛发展创造了各

种各样的数字资源和数字化服务,但用户的需求并没

有大的改变,用户仍然要求方便地获取多种信息资

源,获取利用这些资源的适用的工具,得到舒适的服

务设施。 美国内华达大学图书馆建立了 W. M. Keck
地球科学与采矿研究信息中心(简称 Keck 中心),实
现多种馆藏和服务上网。 Keck 中心随后又重组为

Knowledge鄄works,其战略规划目标为:预期数字化主

导的未来,实现对大量信息的无中介检索和远程以及

更为直接的(虚拟的)的利用;向大学所有的研究人

员提供数据托管和管理服务;与教学科研人员直接合

作,不仅创造这些服务的内容,而且创造其呈现的形

式。 计划在 2008 年建立知识中心取代图书馆。 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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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该馆工作重心正在从信息转变为知识。 正如

Keck 中心不仅仅是数字对象的馆藏,新的知识中心

也将不仅仅是图书馆。 在知识中心中,Keck 中心将

继续提供虚拟的平台,从而用户不仅可以查找数据仓

库的数据资源,而且可以利用分析工具和可视化工具

处理这些资料,并存储自己的数据供个人、协同或公

众使用[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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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景利摇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教授

图书馆伦理与法律研究进展

1摇 2007 年的图书馆伦理研究

2007 年图书馆伦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保护

读者隐私权、信息技术发展中的信息平等、图书馆员

与系统提供商伦理关系、图书馆员信息伦理教育等方

面的问题。
图书馆保护读者隐私权是图书馆伦理研究中的

一个重点问题,特别是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大背景下,
图书馆保护读者隐私和国家安全之间的伦理冲突日

益明显。 美国《爱国者法案》中规定,政府可以要求

获知公民在图书馆、书店阅读购买书籍的详细信息,
这对图书馆隐私保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带来困

扰[1] 。 此外,针对《美国健康保险便利与可靠法案》
对隐私保护的要求,图书馆如何保护健康护理中的图

书馆读者隐私,这也需要有一个相应政策[2] 。
保障信息自由是图书馆服务的重要价值理念,而

公民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资源在当前网络和数据库

系统环境下面临严峻挑战,比如数据库查询成本越来

越高,谁应该为此买单就需要明确的政策[3] 。 David

McMenemy 探讨了在网络时代虚假信息控制、种族和

宗教冲突问题方面,图书馆服务如何保持一种道德中

立立场以避免信息自由和信息安全上的失当之举,也
需要相应的伦理规范[4] 。

图书馆信息系统建设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热点。
John Blyberg 发表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用户权利宣

言》,向系统提供商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并提出需

要建立一种可以自主更新的运作模式,而不能仅依靠

系统提供商。 Roy Tennant 发表了 《图书馆软件宣

言》,内容包括消费者权利与义务、共同责任等[5] 。
而 Talis Panlibus 则邀请了一些图书馆 2. 0 相关人士

讨论图书馆与软件提供商之间关系,美国 “ Library
Journal冶也就建立一套伦理规范的必要性组织了相关

的探讨[6] 。 此外,随着数字图书馆与网络技术发展,
相关伦理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7] 。

图书馆员信息伦理素养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很多

美国高校如依阿华大学和肯特州立大学开设了图书

馆伦理方面的课程。 目前图书馆员面临信息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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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挑战和困惑,这虽然可以借助图书馆职业守则来

处理,但是还远远不够,需要通过加强信息伦理教育,
特别是通过一些案例分析来帮助图书馆员更好地解

决面临的实际伦理问题[8] 。

2摇 2007 年图书馆法律问题研究

图书馆法律方面的研究和进展主要包括图书馆

立法、图书馆与知识产权法、《爱国者法案》对图书馆

的影响等。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翟建雄所做

调研,目前世界上有 60 个国家制定了 160 余件国家、
公共、专门、综合四类图书馆法以及出版物呈缴法。
2007 年,克罗地亚已考虑起草新图书馆法[9] 。 美国

民主党议员 Jack Reed 在 2007 年提出了《图书馆员法

案》动议,以完善《高级教育法案》相关规定,使受奖

学金资助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在低收入地区的图书馆

工作以解决图书馆人力资源短缺问题[10] 。
进入 21 世纪,图书馆与版权法关系的研究日趋

活跃,其中开放获取(OA)、创作共享(CC)、数字资源

保存( PDO)、数字产权管理 ( DRM)、网络传播权

(CRI)、电子出版物呈缴(LDEP)等相关法律问题成

为研究热点。 C. K. Malone 和 A. S. Coleman 探讨了

开放获取对图书馆的影响问题[11] 。 Sharon E. Farb
撰写的博士论文对由数字内容出版商设立的许可及

其与图书馆之间的关联问题作了深入调研[12] 。 2007
年德国议会通过新的版权法案,其中有关于图书馆文

献传递的法律规定。 荷兰、澳大利亚、德国等还十分

关注孤儿著作(无主作品)和公共借阅权问题[13] 。
版权法中合理使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

点。 图书馆学界担忧在版权法的不断强化下,合理使

用作品的共享机制面临减弱的危机,这就需要图书馆

积极参与到版权游戏规则的制订活动中,而不是袖手

旁观。 Peter B. Hirtle 披露了 1935 年《君子协定》产

生和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事实,强调该协定最初只是一

个私人使用复制协定,后来却演变成一项为图书馆提

供版权复制许可的重要制度,并指出图书馆在现在的

版权法制中也要有所作为[14] 。
现有的版权制度是否需要变革是图书馆法律研

究中的一个争论话题。 2007 年 8 月在瑞典召开的图

书情 报 国 际 会 议 中, JC Fernandez鄄Molina 和 JAC
Guimaraes 就质疑数字版权保护没有有效保障作者的

数字权利,强调需要一个立法改革,加强图书馆和权

利持有人双方的合作[15] 。 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其 2007

年行动计划中,积极推动《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的修

订工作,力图平衡各方面利益,确保和扩展公共领域

的合理使用制度[16] 。 美国国会图书馆成立的版权法

“108 条款研究小组冶在 2007 年召开了一系列会议,
其中包括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建议,利用版权豁免

条款完善相关政策,美国国会图书馆 2007 年也签署

了新的规则,将六类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纳入豁免范

围,在今后三年里有条件使用[17] 。
美国于“911 事件冶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案》对美

国图书馆信息自由和隐私权的影响问题也一直为理论

界所关注。 美国图书馆协会等机构提出了五个方面的

关注,包括政府部门跟踪和查询读者的网络使用情况

等个人信息;查询商业活动记录(包括被各个州法保

护的图书馆流通记录);查询教育机构的记录(包括受

《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权法案》保护的学生的隐私资

料);对恐怖主义嫌疑人的界定过于宽泛,图书馆担心

如此做法可能会侵害服务对象的合理与正当权益;要
求图书馆利用有限资金安装信息技术系统来跟踪恐怖

嫌疑人。 Alan Kent Neitzel 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调研

美国专业学术图书馆馆员,分析了爱国者法案对图书

馆的影响[18]。
此外,信息自由与政府信息公开法、出版法、商业

秘密法、信息安全与网络法等议题在 2007 年也受到

关注。 Bryan M. Carson 在《图书馆与档案法》中介绍

了合同法、知识产权法、数据库许可证、信息犯罪以及

隐私权法、爱国者法、劳动法以及非盈利组织相关权

益等内容[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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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山摇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图书馆管理思想与模式的变革

摇 摇 随着图书馆发展环境的变化,管理的作用越来越

突出,因此近年来国外对图书馆管理的研究又开始升

温。 与之相应,《图书馆管理》杂志(Library Manage鄄
ment)从 2007 年起专门设置了一个名为“图书馆管

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冶的新栏目,刊登了一系列图书

馆管理研究论文。 不过,受图书馆学研究传统的影

响,实证研究仍然是国外图书馆管理研究的主流。
关于图书馆管理的创新。 沃尔顿(Graham Wal鄄

ton )在 2007 年发表了一组关于图书馆管理的系列论

文,论文之一《图书馆管理的灵活性》从三个方面对

图书馆管理的灵活性进行了阐述,即如何在图书馆管

理的具体工作中体现灵活性;如何在图书馆人力资源

管理中体现灵活性;以及图书馆如何在明确用户需求

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灵活服务。 他认为图书馆

管理中的灵活性实际上是图书馆管理不断创新的一

个基本要求[1] 。 斯多库(Peter Edward Sidorko)发表

了题为《图书馆管理创新的培育———香港大学图书

馆的领导人协会》的论文,通过对香港大学组建“亚
洲学术图书馆领导人协会冶的介绍,分析了建立地区

性图书馆领导人协会的必要性,并以实例说明在广泛

的图书馆合作环境下,协会应该如何协助各图书馆开

展灵活、有效的管理[2] 。
关于图书馆发展战略规划。 斯托瑞(Colin Sto鄄

rey)在《珍惜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人:在未来 25 年领

导潮流、做出改变》一文中指出,面对电子技术革命

的迅猛发展,未来的 25 年图书馆将会发生巨大的变

化,图书馆员对此做何反应,采取什么对策,是决定图

书馆能否合法地长期生存的关键[3] 。 这就要求图书

馆在客观评价自己的专业传统和专业人员的基础上,
制订出一个详细而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 沃尔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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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系列图书馆管理论文之三《图书馆管理的多样化》
中也指出,随着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增多,图书馆信

息服务已经处在了一个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因此图书

馆在进行战略规划时必须考虑如何使图书馆的发展

具有多样化,即具有多目标。 当然为了减少多样化发

展目标的风险,图书馆管理者在实施多样化战略的时

候,也要考虑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特殊性和图书馆服务

个性化等因素[4] 。
关于图书馆的团队管理。 随着项目管理方式在

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以工作团队为基础的组织结构

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管理中已越来越常见,但很多研究

型图书馆直到最近才开始组建团队,可见团队结构仍

是图书馆管理中较新的研究内容。 近年来,研究者们

在有关团队的组建、团队管理与传统图书馆组织管理

的关系、团队工作的评价以及团队运行效率等方面发

表了不少研究论文。 奥坎诺(Matthew O蒺Connor)在

《团队环境下个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从
团队成员个体行为角度出发分析了团队的管理。 他

指出,图书馆内由不同学科背景的馆员个体组成团队

的情况很多,而这些个体在团队中要取得绩效受到多

个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归纳起来有两类,即内部因

素和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有个体的自我认知、个
体的成就欲望、个体在团队中承担任务的特殊性和个

性、团队规模、个体自我形象、团队给个体的授权等;
外部因素主要有团队效率、社会回报和社会认可、社
会选择、成长空间等。 奥坎诺通过分析上述因素给团

队中的个体取得绩效带来的影响,向领导和管理团队

的图书馆管理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5] 。 卡斯提格里

昂(James Castiglione)也在《自我管理工作团队和它

们的外部领导》 一文中指出,自我管理工作团队

(SMWTs)是图书馆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馆员工作满

意度的工具,但要使 SMWTs 成功,离不开图书馆组织

的民主化和领导者的支持。 他在分析了图书馆领导

者如何设计和运行 SMWTs 后提出,由于目前一些图

书馆领导者对 SMWTs 带来的管理效益还不清楚,导
致这些人不愿使用这种创新的管理工具,因此还需要

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各种原因,包括个人的和机构的原

因进行深入研究[6] 。
关于图书馆的成本核算。 在图书馆财务管理方

面,经费削减和经费来源多元化、财政支出、财政预算

等依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珀尔(Roswitha Poll)在

《利用成本数据进行图书馆管理》一文中指出,在图

书馆财务管理中,成本核算方法与传统的收入支出预

算方法相比,有关的成本数据对图书馆决策应该说更

有价值,特别是在信息服务机构和信息服务方式多样

化的今天,当图书馆准备提供某种新的或者特殊的服

务时,首先应该将它与其他信息服务机构开展的类似

服务在成本上作出比较,这样图书馆就能更好地判断

是否应该提供这种服务。 珀尔强调指出,成本核算方

法应该被看作与图书馆任务、目标以及战略规划等关

系十分密切的组织行为,应该在图书馆管理中得到很

好应用,以实现图书馆资源价值的最大化[7] 。 林

(Mott Lin)也在《从战略上进行管理的重要性》一文

中提出,图书馆管理者必须从战略上对图书馆的经费

预算进行考虑,并希望激发起管理者在从事图书馆管

理,特别是在财务管理时的战略意识[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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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发展的开放获取事业

摇 摇 2007 年是开放获取事业稳步发展的一年。 除了

开放获取期刊和知识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稳步增长

和扩大,2007 年度开放获取最明显的两个特点是:强
制性开放获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新的开放获取内容

出现。 Peter Suber 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1] 。
开放获取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强。 公共资助的研

究成果的强制性开放获取更为深入地推进。 2007 年

初,一些欧洲国家的相关机构就采纳了强制性开放获

取政策,如:英国关节炎运动、英国人文艺术研究理事

会、英国癌症研究中心、JISC、Flanders 研究基金会、瑞
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等。 欧盟理事会第七框架计划共

同决议(FP7 Grant Agreement)中也包含了开放获取

的强制性命令。 在私人资助机构中,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实施了强制性开放获取。 2007 年底,美
国总统布什签署了联邦 2008 年财政预算案,这意味

着 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要求其资助的科

研成果强制性开放获取的政策正式具备了法律效力,
NIH 的这一行动也使其在开放获取领域采取的各种

措施达到了顶峰[2] 。
全世界各大学开始积极运作大学层面的开放获

取强制命令,已实施强制开放获取政策的大学包括:
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文理学院(2008 年 1 月实

施)、俄罗斯科学院中央经济与数字研究所、土耳其

中东理工大学等。 巴西和欧洲开始组织和说服相关

国家和地区的各大学采取强制性、区域性的开放获取

政策[3] 。
开放获取内容扩展。 许多机构都实施了数据共

享政策,如: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瑞士视频通讯实验

室、国际电信联盟等。 NIH 设立了针对神经科学研究

的开放获取数据库、基因型与表型数据库(dbGaP)、
SNP 卫生协会资源(SHARe)等。 美国政府审计办公

室要求 4 家主要联邦资助机构(DOE、NASA、NOAA、
NSF)加强现有的数据共享政策[4] 。 挪威实施了公共

地理数据强制开放获取的政策[5] 。
许多数据知识库都嵌有图表和分析功能,如:

Dabble、Data360、 Freebase、Many Eyes、 Open Econom鄄
ics、StatCrunch、Swivel 以及 WikiProteins。 同时,便于

在 OA 知识库中存储数据的项目也在进行,如 EDINA
的 DataShare 项目、JISC 的 SPECTRa 项目等。

Peter Suber 估计,2007 年在数据开放获取方面进

展最大的领域是天文学、考古学、化学、环境科学(包
括气候变化)、地理、医学(包括基因学、临床药物试

验) [6] 。
开放内容联盟(Open Content Alliance,OCA)作为

非赢利性组织,将数字化的公共领域的图书实行开放

获取,吸引了 80 多家图书馆加入联盟,一些从公众立

场出发的图书馆宣布宁愿自己支付数据化的费用,也
要将数字化的内容交由 OCA 开放,如:波士顿图书馆

联盟的 19 家机构成员及纽约大学图书馆。
出版社开始尝试出版开放获取图书。 比如:密歇

根大学出版社(数字文化图书)、加州大学出版社

(FlashPoints)、MIT 出版社(数字媒体与学习)、加拿

大人文社科资金会等。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正在考虑

将所有新的专著开放获取。 Polimetrica 发布了一份

开放获取声明[7] ,这是图书出版商的第一份开放获

取声明。
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电子版学位论文开放获取

的合理性。 丹麦、德国、荷兰、瑞典、英国宣布推出欧

洲电子学位论文门户的试点[8] ,可以从各参与国的

互操作开放获取知识库中收割相关内容。 瑞典已推

出了它的学位论文开放获取门户,并启动了英文学位

论文的开放获取资源建设[9] 。
课件资源及教学资料的开放获取资源数量规模

比较庞大,在 2007 年比较重要的资源包括:MIT 的开

放课件达到 1800 种,并创建了专门面向高中生的新

的开放课件计划;IEEE 信号处理学会开始与 Connex鄄
ions 合作建立开放教育模块;哈佛 Berkman 中心与计

算机协助法律指导中心为各法学院创建了开放获取

的教学与学习资料;人类开放获取教育计划是一项新

的开放教育项目,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医学教育;
印度教育改革联盟发起了全国性的开放教育项目;耶
鲁大学也成立了自己的 Open Yale Course 项目;非赢

利的公共资金项目加拿大的课件开放获取门户 Cul鄄
tureSource 启 动; Creative Commons 正 式 启 动 了

ccLearn 项目,针对教学资源的开放内容和开放许可,
该项目还与 Hewlett 基金会正在开发面向开放教育资

源的搜索引擎;UNESCO 提出未来知识获取与共享的

Kronberg 宣言[10] ;OSI 提出 Cape Town 教育资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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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宣言[11] 。
政府信息的开放获取主要指 2007 年成立的 Pub鄄

lic. Resource. Org(PRO) [12] 项目,系统地收集美国政

府部门发布的公共领域的信息,并提供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期刊和数据库数量增长。 DOAJ 的开

放获取学术期刊增长了 486 种,比上一年增长 19% ;
根据 OAIster 的数据,OA 知识库的数量增长了 199
个,涨幅 27% ;OA 知识库登记系统(ROAR)中的数字

增长了 176 个,涨幅 22% ;而 OpenDOAR 的这一数字

为 184 个,涨幅 22% 。 OAIster 的数据显示,存储在这

些知识库中的记录数量增长了 4,560,809 条,涨幅

46% 。 DOAJ 正在以一种加速度吸纳新的开放获取

期刊,2007 年平均每天吸纳 1. 4 种期刊,其中 11 月和

12 月,平均每天吸纳 2 种。
ScientificCommons 目前已有 893 个知识库,OA

知识库登记系统中的数字为 968 个,OpenDOAR 为

1017 个。 此外,美国图书馆与信息资源委员会详细

统计了美国的 OA 知识库情况、SURF 统计欧盟各国

的情况、eIFL 统计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在期刊方面,
DOAJ 的期刊达到 3000 多种,SHERPA 项目的 RoME鄄
O 数据库记录了 300 多家出版商关于自存储的规定,
其中有近一半是去年增加的。

开放获取期刊和知识库配套设施逐步完善。 科

研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对开放获取期刊的资助和支

持力度增加。 德国自然科学基金会(DFG)利用公共

资助创办开放获取期刊,并将现有订购型期刊转换为

开放获取期刊[13] 。 欧洲研究理事会同意为需支付出

版费用的 OA 期刊缴费。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

扩展了现有的政策,为在复合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

章的研究人员支付出版费用。 各大学设立资金为教

职员工在需要付费的开放获取期刊上支付出版费用,
阿姆斯特丹大学、诺丁汉大学、威斯康辛大学 2007 年

都设立了开放获取资助基金[14] 。 CERN 的 SCOAP3
项目正平稳推进,并通过重新设计期刊订购资金的流

向,向着将粒子物理学科全部核心期刊转变为开放获

取的目标而努力。
针对开放获取期刊的相关服务项目也在进行。

Lund 大学作为 DOAJ 的创建机构发起了名为 Journal
Info 的服务运动,帮助研究人员对他们将要投稿的期

刊进行评价。 对于非 OA 期刊,该服务会给出可替代

的 OA 期刊的建议,并告知期刊的自存储政策、每篇

论文的订购费用、每篇引言的订购价格。 一些科学家

建立了名为 Eureka Science Journal Watch[15] 的 wiki,

收集关于 OA 和 TA 期刊的相关信息,并策划相关对

策推广 OA 期刊。 西班牙的研究人员创建了 SCIma鄄
go[16]项目,这是一个开放获取期刊数据库,按照领域

和国家进行组织,根据该数据库自定义的评价标准,
支持灵活的查询和期刊名次排序。 JISC 和 Glasgow
大学启动基于 LOCKSS 的 OA 期刊保存系统项

目———OpenLOCKSS[17] 。
各国政府纷纷支持开放获取知识库建设。 英国

利用公共资助启动了为全英国研究人员创建的 Depot
机构知识库;澳大利亚启动了国家级的知识库登记系

统;德国创建了 OA鄄Netzwerk,向国内的开放获取知识

库网络传播和推广最佳实践;欧盟的 DRIVER[18] 项

目在 2007 年继续扩展和推广,起草了促进知识库收

割的指南,并与独立的知识库合作促进加入 DRIVER
协同工作。

知识库软件及相关支撑工具还在继续研发。
Arxiv 和 OpenDOAR 均开放了其 API。 OpenDOAR 增

加了一系列图表展示其收录的知识库的发展态势。
OpenDOAR 和 ROAR 还参与了跨界地图绘制服务

(ROAR 与 Google Earth 合作、OpenDOAR 与 Google
Maps 合作),展示其收录的知识库在全世界的分布情

况。 JISC 和 UKOLN 启动 SWORD 项目(Simple Web鄄
service Offering Repository Deposit, SWORD),提供知

识库自动存储。 密歇根大学 PubMed 作者文摘与该

校机构知识库的全文开放获取相链接[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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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摇 麟摇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馆员

构建面向网络的数字图书馆技术环境

摇 摇 2007 年数字图书馆技术的研究集中在数字保

存、数字仓储、知识技术、虚拟研究环境建设、数字图

书馆基础架构和 Web2. 0 应用等 6 个主题。 在这 6
个主题之下,又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热点趋势。

规范性评估和开放源码活动成为数字保存研究

的两大亮点。 数字保存是 2007 年数字图书馆研究一

个热门领域。 在 2007 年的数字保存研究和实践中,
有两个进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进展之一为数字保

存仓储的审核和认证的研究,另一个进展为开源数字

保存系统工具的纷纷出现。
数字保存系统的审核和认证的最终目标是对数

字保存仓储的可靠性、规范性等方面进行评估,构建

可信赖的保存仓储。 在 RLG、OCLC 和 NARA 可信赖

仓储的基础之上,2006 年 12 月,德国 Nestor 工作组

发布了《可信赖数字仓储标准纲要》 [1] ;2007 年 2 月,
美国研究图书馆中心发布了《可信赖仓储审核和认

证:准则和检查要点》 [2] ;2007 年 3 月英国 DCC 和欧

洲 DPE 发布了《基于风险评估的数字仓储审核方法

DRAMBORA》,并提供了评估工具 DRAMBORA Tool鄄
kit,将对保存仓储的评介指标和方法具体化[3] 。 以

上审核和认证方法的出现,对于数字保存系统组织进

行数字保存可靠性的自我评价、审核和认证提供了具

体的指南。
2007 年,数字保存领域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

是开源数字保存系统工具的推出和广泛应用。 2007
年 4 月,佛罗里达图书馆自动化中心(FCLA)推出了

数字保存仓储系统 DAITSS[4] ;2007 年 7 月德国 Kopal
项目推出了保存信息包(AIP)检索和摄取工具 ko鄄
LibRI[5]。 这两个开源的数字保存软件都得到了广泛

关注。 2007 年推出的开源数字保存软件还有丹麦

netarchive. dk 项目推出的 NetarchiveSuite[6] 、新西兰

国家图书馆推出的元数据抽取工具[7] 、澳大利亚

PANIC 项目推出的自动化格式退化通告系统 AON鄄
SII[8] 、荷兰国家图书馆 KB 推出的仿真模块 Dioscu鄄
ri[9]等。

面向 e鄄Science 和 e鄄Scholarship 的数字仓储建设

踊跃,OAI鄄ORE 开始发布 Alpha 版本。 与数字保存相

关的数字仓储是 2007 年数字图书馆研究的另一个重

要热点。 如何为教学、科研构建应用目的更为广泛、
内涵更加丰富的数字仓储,是 2007 年数字仓储研究

和建设的重点。 数字仓储如何与语义 Web 和 Web 2.
0 结合,如何与 e鄄Science 和 e鄄Scholarship 结合成为了

2007 年新的话题。 支持研究和学习的数字仓储建设

是 2007 年的一个重点。 欧盟在 2007 年支持了一个

名为 “面向欧洲 e鄄Science 数字仓储的 e鄄Infrastruc鄄
ture冶(简名为“ e鄄SciDR冶)项目[10] ,旨在促进数字仓

储在欧盟内的发展和利用。 开放、共享和协作的仓储

体系建设也是 2007 年该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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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英国在“Repositories Support Project冶的基础之

上,提出了 JISC RepositoryNet 项目[11] , 而欧盟的

DRIVER 项目,也在 2007 年进入了第二阶段[12] 。
开放存档计划对象重用和交换协议 (OAI鄄ORE)

Alpha 版本的推出是 2007 年数字仓储互操作的最大

成果[13] 。 ORE 发起于 2006 年,目标在于促进数字仓

储之间对象的重用和交换。 2007 年 12 月 10 日,OAI鄄
ORE 的 Alpha 版本向公众推出,赢得数字图书馆界的

广泛关注。
以信息抽取为代表的知识技术盛行,成为 JCDL

2007 会议上的主角。 将信息抽取、数据挖掘、可视化

等知识技术应用于数字资源,实现数字资源中知识的

发现、抽取、分析、挖掘是 2007 年数字图书馆技术研

究的重要方面。 在 2007 年的联合数字图书馆会议

(JCDL 2007)中,安排了多达 3 个以“信息抽取冶为主

题的分会和 2 个以“信息检索和信息抽取冶为主题的

分会,讨论的内容涉及文本聚类、文本挖掘、自动元数

据抽取、引用和链接分析、实体识别等多方面[14] ,足
见以信息抽取为代表的知识技术被关注的程度。

将文本挖掘应用于学术文献,进而发现新知的代

表机构英国国家文本挖掘中心(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Text Mining, NaCTeM)2007 年发布了一系列的术

语挖掘、缩略语识别和关联、语义标注、文本可视化等

方面的工具,已经开始为英国的学术团体提供相应的

服务[15] 。
虚拟研究环境(VRE)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初现

端倪。 虚拟研究环境的建设在 2007 年成为现实。
2007 年微软的技术计算组和大英图书馆合作,开发

出了名为研究信息中心(RIC)的虚拟研究环境,并在

生物医学领域开始了应用[16] 。 2007 年英国的 JISC
的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 计划也进入了第二阶

段,此计划下的研究项目如 EVIE(Embedding a VRE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等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17] 。 美国 Cornell 大学图书馆推出的 VIVO 也是虚

拟研究环境的一种类型,它基于实体关系 Ontology 模

型来组织和呈现有关人员、活动、事件、组织、出版方

面的信息,进而在此之上能够联系相关人员,创建虚

拟生物科学社区[18] 。
基础框架的研究势头不减,推出 Delos 数字图书

馆参考模型。 数字图书馆基础架构在 2007 的数字图

书馆研究和实践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于网格和点

对点的系统框架已经被很多项目和系统纳入到数字

图书馆的系统框架之中。 然而,在 2007 年数字图书

馆基础架构研究方面,最值得关注的还是 DELOS 发

布的“DELOS 数字图书馆参考模型冶,这一模型区分

了数字图书馆管理系统(DLMS)、数字图书馆系统

(DLS)和数字图书馆(DL)的差别,提出的数字图书

馆参考模型中包括了内容、用户、功能、框架结构、服
务质量、服务政策几个方面,目前新的版本还在不断

改进之中[19] 。
Web 2. 0 技术被广泛应用,但数字图书馆界尚无

针对性的重大项目和研究活动。 Web2. 0 和 Social
Network 应用是国内数字图书馆界的研究热点,国外

数字图书馆界对 Web2. 0、Ajax、 FLEX、 Social Book鄄
marking、Web Mashup 等都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并应用

于系统开发之中,但相比之下,在 Web2. 0 和 Social
Network 方面,数字图书馆界在 2007 年并没有出现专

门针对这一领域的重大项目和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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