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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集成服务的特征是:参与性、开放性、个性化和友好性。 图书馆 2. 0 环境下集成服务涉及的内容有:信息资源

集成、技术集成、服务集成和人员集成。 Web OPAC 服务是目前最活跃的图书馆 2. 0 应用。 它采用插件、Ajax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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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图书馆 2. 0:理念与应用

近年来,Web 2. 0 理念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

带来了互联网应用的深刻变革,也对社会的诸多方面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催生了 Library 2. 0 (图书馆

2. 0)、Law 2. 0(法律 2. 0)、Business 2. 0(商业 2. 0)、
Media 2. 0(传媒 2. 0)等相关应用[1] 。 其中“图书馆

2. 0冶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 2004 年的一篇专访《校园

图书馆 2. 0》中。 2005 年 9 月,Michael Casey 在其博

客中对图书馆 2. 0 的较为深入的探讨,引起图书馆人

的注意。 从此图书馆 2. 0 得到了图书馆界的广泛

关注。
图书馆 2. 0 是 Web2. 0 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

应用,是图书馆服务的范式转变。 在理念上,图书馆

2. 0 提倡以用户为中心,鼓励用户的参与和双向交

流,强调依靠集体智慧,从而打破图书馆的障碍,提供

优质服务。 在技术上,图书馆 2. 0 主要依托 Web 2. 0
的常用技术来实现其服务理念。 图书馆 2. 0 涉及的

主要技术有:博客、播客、维基、RSS、即时通信、Ajax、
开源代码、社会性书签等。 尽管出现时间不长,图书

馆 2. 0 已经从理论上的探讨走向了实践探索,目前国

内外不少图书馆都在进行着图书馆 2. 0 的实践。 例

如厦门大学建立了维基版主页;巴特勒大学图书馆建

立了“参考维基冶;美国 Ann Arbor 区图书馆推出了博

客版主页;清华大学图书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台
湾大学图书馆等开通了 RSS 信息服务。 不少图书馆

都在使用 MSN、QQ 等 IM(即时通信)为读者提供虚

拟咨询服务。 图书馆 2. 0 的应用远不限于此,它在图

书馆门户建设、联邦搜索、远程用户认证及数字图书

馆建设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应用[1] 。

2摇 图书馆 2. 0 环境下的集成服务特征分析

图书馆信息集成服务是在网络环境优化和信息

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用户信息需求日渐个性化、多
样性、集成化的情况下出现的。 集成服务整合了网络

化、数字化环境下信息资源、技术、组织、服务等诸要

素,体现了图书馆服务从“以系统为中心冶逐步向“以
用户为导向冶的服务模式的转变;突破了地域位置、
异构系统等限制,将多种资源有机地整合,为用户提

供集成化、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尽管图书馆信息集成服务以方便用户为目标,但

多数集成服务的设计和实施仍然存在以馆员为主导,
用户参与和交互不足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集成服务的效果。 图书馆 2. 0 的出现为提高图书馆

信息集成服务的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方面,图书

馆 2. 0 技术可以更好地满足“以用户为导向冶;另一

方面,图书馆 2. 0 的理念和技术直接面向用户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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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以让用户享受双向交互式的信息服务成果。 图

书馆 2. 0 环境下的信息集成服务的主要特征如下:
(1)参与性。 尽管图书馆 2. 0 的信息发布仍然

以馆员为主导,但在资源的组织和服务中已越来越多

地引进用户参与[2] 。 比如,通过博客、维基、社会性

书签等工具,用户更多地参与到图书馆的信息集成服

务中。 图书馆 2. 0 的著名文献 Talis 白皮书将“图书

馆邀请参与冶列为图书馆 2. 0 原则之一[3] 。 图书馆

2. 0 鼓励参与,尊重图书馆员工、技术合作伙伴和读

者的贡献,促进图书馆读者对他们已经使用的和希望

获取的服务提出自己的想法。 Michael E. Casey 认为

在图书馆 2. 0 下,读者是图书馆的合作者[4] ,他们将

参与图书馆的服务,促进图书馆的服务不断改进,从
而更好地适应他们的需求。

(2)开放性。 图书馆 2. 0 的开放性包括开放应

用程序接口(Open API)、开放资源内容(Open Con鄄
tent)和开放标准规范(例如 OpenURL 等 Open Link
标准、大量的如 METS、MODS、CoINs、Microstructure、
OAI、SRU / SRW、REST 等元数据及编码和协议标准规

范)。 许多图书馆采用 Google、Amazon 以及 OCLC 的

许多开放的 API 提供服务[2] 。 这种开放性成为图书

馆 2. 0 下资源和服务整合的有利条件和重要基础。
较传统的集成服务而言,图书馆 2. 0 下的信息集成服

务也具有对外开放的特点,不少图书馆正在努力将自

己的服务集成到读者常用的信息环境中。 比如通过

浏览器工具条、Google 等就可以直接获取图书馆的资

源和服务。 这使图书馆的服务不再局限于图书馆的

建筑和服务器内部,而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空间,方便

了更多读者的利用。
(3)个性化。 随着人们个性化需求增长,提供针

对性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成为近年来图书馆界关注的

热点问题之一。 图书馆 2. 0 环境下,个性化服务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 利用个性化书签,读者可以挑战

“权威冶,对图书馆信息资源进行个性化的分类标引。
开源软件建立的个性化门户,提供定制个性化资源和

栏目功能,使用户可以轻松建立与众不同的网页。
RSS 服务聚合了多种类型信息资源,用户只需订阅自

己感兴趣的话题和新闻就可以享受信息自动上门的

便捷。 此外,用户还能拥有自己的个性化空间,享受

在线网摘、信息上传、分类或主题词标注、建立知识

库、搜索、共享等功能。
(4)友好性。 美国图书馆界知名博客 Michael

Stephens 将图书馆 2. 0 描述为“参与(Participatory)、

开放(Open)、好玩(Playful)、透明(Transparent)冶 [4] 。
的确如此,图书馆 2. 0 注重用户体验,提供持续的、不
断完善的服务(“永久的 Beta 版冶)。 图书馆 2. 0 环境

下的信息集成服务强调友好的用户界面,让读者感觉

方便易用,可亲可近,好玩有趣。 国外图书馆界利用

3D 游戏“第二生命冶建立的图书馆应用,让读者在虚

拟世界中享受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正是对这一点的极

好诠释[5] 。

3摇 图书馆 2. 0 环境下集成服务涉及的内容
3. 1摇 信息资源集成

信息资源集成是图书馆 2. 0 环境下集成服务的

重要基础。 信息资源集成要突破信息资源的介质、来
源、文献类型、检索平台、地理位置不同而造成的障

碍;通过对资源的有序化组织,使各类资源一体化,方
便读者从多种途径获取和利用所需要的各类资源。
信息资源集成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1)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集成。 网络环境下,
图书馆的资源不仅包括传统的纸质资源,还包括众多

电子资源。 不少图书馆中纸质资源往往反映在馆藏

书目数据库中,而电子资源则通过各种不同的数据库

平台提供检索,从而割裂了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联

系。 实现两者的集成,可通过统一检索系统实现数据

库中电子资源和 OPAC 中纸质资源的跨库检索;也可

以借助 OPENURL 等协议,通过 SFX 等链接服务系

统,实现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双向链接。
(2)实体资源和虚拟资源的集成。 现代图书馆

拥有本地有实体的资源,包括纸质资源和存储在本地

服务器上的自建资源和商业资源;同时也有不少可存

取的虚拟资源,包括本地无实体的租赁的数据库和网

上免费资源。 图书馆 2. 0 环境下,图书馆虚拟资源的

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网上免费的全文文献、其
它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数据,甚至包括传统意义上图书

馆之外的非权威的资源,如一些专业人士的博客和高

质量的维基,以及一些网络书店的图书信息等。 例

如:新泽西技术学院图书馆的 OPAC 中,就集成了从

亚马逊网上书店获取的图书封面、永久地址、分类标

签、使用数据、书评等信息,从而大大丰富了原有的图

书信息[6] 。 网络上这一类的虚拟资源大量存在,图
书馆员需要具备一双慧眼,发现有价值的资源,并开

动脑筋打破常规思维,提供创新的集成服务。
(3)馆员加工的信息和读者贡献的信息的集成。

在图书馆 2. 0 环境下,图书馆的资源不限于馆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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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布的资源,还包括用户贡献的资源和知识,如图

书馆博客中用户对于图书馆资源的评价、维基中用户

上传的有价值的信息、社会性书签中读者对资源所给

的标签,甚至包括读者对资源的使用统计数据等。 这

些资源既有利于馆员了解读者的需求以完善自身的

服务,也为其他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服务提供了帮助。
3. 2摇 技术集成

集成信息服务的提供离不开多种技术的支持。
多种技术的集成能为多种服务系统的信息共享和相

互协作,以及多类资源的有机结合和无缝链接提供有

力保障。 图书馆 2. 0 环境下服务技术的集成主要涉

及三个方面:
(1)信息服务支持技术的综合应用。 包括计算

机、网络、通信、多媒体、存储等系统支撑技术以及数

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交换、信息检索、信息发布、信
息推送等应用技术。 这些技术的综合应用为信息服

务提供了基础技术支持。
(2)各种集成服务关键技术的整合。 实现集成

检索等服务需要集成多种协议标准。 当前集成服务

所采用的协议主要包括:实现信息资源链接、检索与

浏览操作的 HTTP 协议、实现异构资源互操作的 Z39.
50 协议、元数据发布和收割的 OAI 协议、实现分布式

系统对象访问的 SOAP 协议、建立开放信息资源及服

务动态链接的 OpenURL 协议等。 相关技术包括动态

数据库访问技术、通用服务中间件技术、资源元数据

获取技术、资源选择技术、检索式转换技术和结果整

合等技术[7] 。 借助这些协议和技术可以建立异构信

息系统之间的互操作,实现跨库检索、结果整合以及

资源的多方位链接。
(3)图书馆 2. 0 各种常用技术的共享与重用。

图书馆 2. 0 包括博客、播客、维基、RSS、即时通信、
Ajax、浏览器插件、开源软件、社会标签 ( Tagging /
Folksonomy)、集体智慧 (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等。
这些技术都具有分布式架构、平台独立、可共享和重

用、技术门槛较低等特点,可方便地建立与读者的交

互,为构建和优化集成信息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 博

客、播客和即时通信提供了与读者交互和通信的手

段;维基、社会标签和集体智慧可聚合集体智慧,建立

信息共享的平台;RSS 可实现信息资源的聚合和推

送;浏览器插件扩展了浏览器的功能;Ajax 采用异步

通讯模式优化用户体验;开源软件则提供了开放代码

和开放内容,对资源融合和服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3. 3摇 服务集成

(1)构建用户交互服务平台,改进集成服务的效

果。 运用图书馆 2. 0 的服务理念和技术,通过用户交

互服务平台,加强与读者的交流与互动,为用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体验。 目前,图书馆 2. 0 所提供的与用户

交互工具可应用于以下集成服务,改进服务效果:淤
利用 RSS 建立图书馆新闻、公告、新书通报等信息推

送,整合商业数据库的 RSS 服务,建立相关信息聚

合、推送服务;于利用博客可建立资源介绍、服务介

绍、最新消息等网页,让读者进行评论和反馈,建立与

读者的交流和互动的平台;盂利用社会性书签,可以

尝试让读者对网络资源导航等进行资源的分类标引,
提供用户容易理解和便于使用的分类体系;榆利用即

时通讯技术可提供实时的虚拟参考服务等。
(2)通过混搭应用,创新集成服务。 混搭(mas鄄

hing up)被称为 Web2. 0 的核心精神,据说 2007 年全

球每天有 10 个新的混搭产生[8] 。 Web 下的混搭是

指网站或网络应用程序,通过混合搭配不同来源的内

容或信息,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服务。 混搭可以说

是图书馆 2. 0 下的信息集成服务的突出表现。 不少

图书馆都在利用混搭开展集成服务。 2006 年,TAILS
公司举办了“Mashing up the Library Competition冶,参
赛作品建立了丰富的图书馆混搭应用。 Library Map
Mashup 利用 Google Maps 的 API 接口,建立该地区的

图书馆分布图。 新泽西技术学院图书馆在 OPAC 中

集成了亚马逊网上书店的书评等众多信息。 go鄄go鄄
google鄄gadget 则把图书的借阅和到期信息、图书馆的

借阅排行和新到图书信息做成 Google 个性化页面的

插件,把图书馆的信息服务集成到 Google 的页面中。
丹麦的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建立了集成检索系

统 Summa,不仅实现了对 Horizon 和 Aleph 两种集成

系统中的 MARC 数据,以及 OAI 系统中收割的 DC 数

据的统一检索;同时利用 AJAX 集成了用户界面的外

部服务,包括获取亚马逊网上书店的图书评论等信息

以及文学网站上的作者信息等。 Book Tracker 为读者

生成图书借出情况的 RSS Feed,通过 RSS 服务,读者

可以跟踪所欲借图书的状态[6] 。 这些服务通过开放

的 API 接口或 RSS / Atom、Javascript 获取第三方的信

息和服务。
通过混搭应用,一方面将图书馆外的资源集成到

图书馆的系统中,丰富了图书馆的服务;另一方面则

将图书馆的传统服务集成到读者最常用的环境中,方
便了图书馆服务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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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摇 人员集成

人员是提供集成信息服务的关键因素。 集成信

息服务突破地域等障碍,实现馆内外多种资源和服务

的整合,很多时候需要通过不同部门及不同岗位人员

的相互合作才能完成。 通过建立不同角色、不同部

门、不同地域人员之间的联系,强化人员之间的协作

和沟通,实现优势互补,为读者提供一体化的服务。
由内而外来看,我们可以把人员集成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部门内不同岗位人员的组合;二是图书馆内部不

同部门的人员联系;三是不同图书馆之间人员的协

作;四是读者参与。 其中不同部门人员联系及跨馆人

员的协作障碍较大。 人员集成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培养馆员的合作意识。 图书馆 2. 0 强调集

体智慧。 信息集成服务的开展离不开馆员的合作意

识和集体智慧。 一方面要注重对馆员的培养和教育,
使馆员能理解和认同图书馆 2. 0 的服务理念,并掌握

图书馆 2. 0 服务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需要

建立馆员共享的知识库,为他们提供信息交流平台,
促进知识共享,鼓励服务创新。

(2)强化馆内相关部门之间沟通。 目前,图书馆

的部门之间相互联系非常密切,大多数服务都需要多

部门的配合才能做好。 例如图书馆的数据库统一检

索服务,看似简单,其实需要多部门的分工协作。 编

目人员要参与制定数据库的标引元数据标准,技术人

员负责数据库的配置和系统维护,咨询馆员要进行平

台的使用培训、读者信息搜集和咨询反馈等等,甚至

阅览部的工作人员也参与读者的咨询与指导。
要做好这类服务,一方面图书馆内部要进行业务

流程的优化和重组。 可以考虑合并相关的业务部门,
把相似和相互关联的业务工序和环节加以整合,消除

重复职能,简化工作步骤,使图书馆服务更加高效化。
要改变以往按载体划分资源的做法,按学科和专业组

织信息单元,即将同一学科的各种载体的文献信息资

源集中管理,实现信息资源的学科集成化。
另一方面,图书馆各部门须改变工作模式,从各

自封闭独立变为协作协调、彼此合作。 可以建立跨部

门的横向工作组,负责相关服务的组织和实施,明确

组内各部门之间的分工,明确职责,共同合作开展信

息集成服务。 同时需要建立内部网、馆内维基等信息

平台,并借助 QQ 等即时通讯工具以实现部门之间的

信息交流和及时沟通。
(3)加强馆际合作。 馆际合作是图书馆之间共

享信息资源和服务的重要举措,比如长期以来已经实

施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和合作参考咨询等。 但馆际

合作远比馆内部门间的合作复杂,除了需要建立共同

工作和交流的平台外,还涉及很多内部管理问题。 如

对各馆合作服务管理规章的有效协调;建立各馆之间

充分交流和平等议事的平台;达成各馆在合作事务上

的共识;制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服务成本核

算及利益补偿;维持互利互惠合作关系的策略;保证

馆际集成信息服务的长效机制等[9] 。
(4)与读者建立互动关系。 以读者为中心是图

书馆 2. 0 的核心。 在图书馆 2. 0 的信息集成服务过

程中,读者既是服务的接受者,也应是服务的合作者。
就是说,用户的参与是图书馆集成服务成败的重要因

素。 为加强用户参与,提高服务效果,首先要建立用

户互动的平台。 如可以通过维基、博客、社会性书签

等工具让读者对图书馆的服务进行评价和反馈。 鼓

励读者在获得服务的同时,掌握上述工具的使用技巧

和方法,并充分信任读者,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认真

分析,积极回应。

4摇 重点案例

Web OPAC 服务被称为目前最活跃的图书馆 2. 0
应用[6] 。 Web OPAC 采用插件、Ajax 等 2. 0 技术,集
成了多种资源和服务,是图书馆 2. 0 下信息集成服务

的重要方式。 目前国内外的不少图书馆,如北卡州立

大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

馆、暨南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都在 Web OPAC
上进行着积极的服务拓展。 本文以 OWC 为例,分析

图书馆 2. 0 下 OPAC 的集成服务。
OCLC Open WorldCat(OWC)是最大、最复杂的全

球性联合目录数据库,目前已拥有来自 18,000 多成

员馆的 6,000 万条书目记录和 1. 3 亿馆藏[10] 。 从

2000 年起,OCLC 开始进行 OWC 项目研究,目的是建

立图书馆网络与万维网之间的重要连接点,使图书馆

的馆藏和服务通过 Yahoo、Google 等常用搜索引擎即

可获得[11] 。 作为全球最大的书目数据库,OWC 在人

性化的功能设计上也走在书目数据库的前列,较好地

运用了图书馆 2. 0 的理念和技术。 OWC 在服务集成

功能方面的突出表现如下[10] :
(1)用户的参与。 OWC 项目的研究从用户调查

分析开始,项目对学生信息搜索行为习惯进行了细致

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设计,为传统的 OPAC
系统增加了不少创新因素。 数据库中增强了用户的

参与性,提供了支持用户交互和微结构编码的 Wi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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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在系统中用户能直接对书目记录发表评论,上
传书刊目次信息;用户参与编写和上传的内容可以进

行共同维护,并将提供检索[12] 。
(2)将外部资源和服务整合入书目系统中。 在

自有资源基础上,OWC 不仅整合了用户编写的信息,
还整合了其它授权电子资源、成员馆的馆藏数据,以
及搜索引擎、图书网站等众多资源。 OWC 支持

OpenURL 协议,借助图书馆的链接服务系统,可以方

便地从 OWC 检中的书目记录链接得到图书馆授权

使用的电子图书、电子期刊全文,并可链接文献传递

系统、虚拟参考系统等获取多种服务。 系统提供了

“Find in a Library冶的就近查找功能,读者可以输入邮

政编码、州、省、国家,链接距离自己最近的图书馆的

书目库,查找图书的馆藏信息。 这项功能甚至有可能

与 Google Maps 进行混搭,在电子地图中显示检出图

书所在馆的位置。 一旦读者所需要的文献没能找到

馆藏,而且暂时无法通过馆际互借获得,OWC 还提供

了“buy it冶按钮,读者可以通过 Amazon 等网上书店即

刻购买图书。
(3) 将自有资源和服务整合入外部系统中。

OWC 非常重视向外推广,让更广泛的用户通过更多

的方式使用其服务。 用户可建立简便的 WorldCat 链
接,在 URL 中加入检索词即可方便地进行单字段检

索。 如在 “ http: / / worldcat. org / search? q = au: Ste鄄
phen + King冶,可检索出作者为“Stephen King冶的文

献。 OWC 还提供了多个浏览器插件,方便读者在

FireFox、IE 等浏览器中建立检索工具条,随时进行书

目检索。 OWC 还对外开放 html 代码,读者简单注册

后,即可获得其代码,将 WorldCat 检索框添加到自己

的网站中。 此外,OWC 还向 Google 等热门网站提供

了元数据,用户在 Google、Yahoo 等搜索引擎中都能

方便地进行 Worldcat 检索。 例如:在 Google 检索词

前后加 “ find in a library冶,即可进行 Worldcat 检索。
支持 CoINs 的 Greasemonkey 插件还可以提供从亚马

逊等购书网站链接至 OWC 的优异功能。
OWC 较好地体现了“图书馆无处不在冶、“图书

馆没有障碍冶、“图书馆鼓励参与冶等图书馆 2. 0 理

念。 OWC 将自有资源和服务整合入外部系统中的做

法,体现了信息集成服务在图书馆 2. 0 环境下新的发

展方向。 图书馆 2. 0 环境下信息集成服务有不少创

新,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用户隐私保护;混
搭应用的著作权问题;开放系统的安全性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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