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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图书馆界交流合作卅年述略

张摇 正

摘摇 要摇 在 1978 年至 2008 年的 30 年中,两岸图书馆界的交流合作经历了由海外非正式的接触交流,到跨过海

峡实现互访,再到新世纪携手合作的三个阶段,通过组团互访、交流讲学、会议研讨等多种形式,促成了两岸图书

馆与图书馆教育机构合作的不断深入,并逐步在某些领域形成了正式的交流合作机制,共同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亦见证了 30 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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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过去的 30 年中,海峡两岸的图书馆界同

行积极地进行接触、沟通,交流、合作,共同推动

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亦见证了 30 年来两

岸关系的发展历程。

1摇 期待坚冰的消融(1978—1988)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胜利召开。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冶,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
两岸交流的大门由此缓慢地打开。 一直处于隔

绝和封闭状态的两岸图书馆界,也开始利用不

同的机会和场合进行接触和沟通。

1. 1摇 在海外的接触与沟通

1979 年 7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山西太原

正式成立。 刘季平当选为理事长,丁志刚、黄钰

生、顾廷龙、汪长炳、梁思庄、佟曾功为副理事

长,谭祥金为秘书长[1] 。 成立后的中国图书馆

学会,积极参与国际图书馆事务,并利用出席国

际图联会议的机会与台湾同行增进了解。
1980 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北京图书馆副馆

长丁志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先

生,利用出席第 46 届国际图联大会的机会,与时

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的王振鹄先生进行了同

胞、同道情谊的友好问候,这是两岸同道隔绝数

十年后的首次接触。 1981 年 5 月,中国图书馆

学会恢复了在国际图联的国家协会会员的合法

席位,此后每年都派出代表出席国际图联大会,
并利用出席大会的机会,与参加会议的台湾地

区图书馆界同行积极接触、沟通,增进了解。
1982 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中文书目自动化国

际研讨会冶上,大陆图书馆界李竟等 6 人与台湾

图书馆界沈宝环等 6 人应邀参加,会上进行了研

讨交流[2] 。 1988 年,在国际图联第 54 届年会期

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陈炎生主任主持

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国际展望———IFLA 会后

国际研讨会冶,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史鉴、
常务理事王振鸣、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邵文杰与

台湾中央图书馆胡欧兰等两岸同行与会,两岸

同行在会上真诚坦率地交流了各自的情况,胡
欧兰教授激动地表示:“海峡两岸的同道不仅是

友情关系,而且还具有亲情关系冶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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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积极撰文,提出交流主张

为了充分表达大陆图书馆界与台湾图书馆

界增进了解,加强交流,促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

望,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图书馆馆长

黄钰生于 1982 年 1 月 22 日在《图书馆工作与研

究》杂志发表《致台湾图书馆界贺壬戌春节的

信》,提出海峡两岸图书馆界交流的看法与主

张。 在信中,黄钰生针对两岸图书馆界的交流

提出了四点建议:(一)两岸图书馆界,在业务上

互通声气。 (二)两岸的图书馆之间,在书刊收

藏上,互通有无。 (三)两岸图书馆工作者,交流

经验,互相观摩。 (四)两岸图书馆工作者,共同

努力,促进祖国的统一。 黄钰生馆长动情地说:
“国内同行,自己人,没有理由让一百多公里的

海峡,把咱们隔离开来冶 [4] 。

2摇 跨过浅浅的海峡(1988—1998)

1989 年 8 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 55 届国

际图联大会上,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杜克

先生与台湾师范大学王振鹄教授会晤,并代表

中国图书馆学会热情邀请台湾图书馆界于 1990
年组团访问大陆。 海峡两岸图书馆界交流的新

时代到来了。

2. 1摇 台湾图书馆界首次访问大陆

1990 年 9 月 2 日,受中国图书馆学会邀请,
台湾图书馆界“大陆图书馆访问团冶一行 14 人

由王振鹄教授率领,首次赴大陆参观访问。 访

问团成员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杭州、
广州六市的图书馆与图书情报院系考察,拉开

了两岸图书馆界正式交流的序幕。 访问活动不

仅增加了双方的认识与了解,更为以后的交流

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

教授沈宝环以《本是同根生———我看大陆图书

馆事业》为题,详细记叙了与大陆同行交流合作

的情形,并以一首“埋首图书里,人心想统一,本
是同根生,交流应积极冶的诗句,表达了两岸图

书馆同人渴望交流合作、实现统一的心声[5] 。
继首次大陆之行后,1992 年 5 月,台湾大学图书

馆学系沈宝环、胡述兆、李德竹,台湾政治大学

胡欧兰、台湾中兴大学范豪英等五位教授又应

邀参加了由华东师范大学与西北工业大学联合

主办的“现代图书馆藏书建设与资源共享国际

研讨会冶。 通过台湾同行的两次访问,两岸图书

馆界有了初步的沟通和认识,双方都认为:百闻

不如一见,实现双方互访,相互研讨,藉以凝聚

共识,共同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已成为两岸同

行的当务之急。

2. 2摇 两岸图书馆界实现双向交流

为谋求进一步的交流,1992 年 10 月,天津

图书馆学会的《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和台湾师范

大学的《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杂志携手合作,
共同筹划了以“如何促进海峡两岸图书馆与资

讯事业的发展冶为主题的笔谈会,邀请两岸及海

外关心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同行,秉持繁荣

中国图书馆事业、恢弘中华文化的信念,各抒己

见、献言献策。 两岸图书馆界名人如大陆的彭

斐章、黄宗忠、周文骏,台湾的王振鹄、沈宝环等

纷纷撰文,表达交流合作的心声与真知挚见[6] 。
胡述兆先生在为两岸笔谈撰写的《两岸图书资

讯交流的基本条件与可行途径》一文中指出,实
现有效交流需具备三项基本条件,其中第一项

便是“两岸政府当局允许在学术文化方面,进行

全面而自由的交流,换句话说,台湾方面图书资

讯人员,可以不受限制地到大陆各地去从事访

问、考察、开会、研究、交换、讲学等活动,大陆方

面的同道也有同样的自由到台湾去从事以上的

各项活动冶 [7] 。
在此认知下,经过台湾图书馆界同行的不

断努力,大陆图书馆界访问台湾终于得以成行。
1993 年 2 月 19 日,应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及图

书馆学研究所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庄守经馆

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周文骏教授、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史鉴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学情报学系陈誉教授、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

院院长彭斐章教授、南开大学分校王振鸣教授

等大陆图书馆界同仁六人开始了为期 14 天的台

湾访问之旅,先后参加了“图书资讯学教学研讨

会冶、“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教育研讨会冶等七次

学术交流座谈会,访问了台湾大学等 28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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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的款待[8] 。

2. 3摇 两岸图书馆界交流合作稳步发展

两岸图书馆界实现互访后,双方交流合作

次数增多、交流的内容也不断发展深化,交流活

动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1)针对图书馆事业及其发展中的具体问

题的交流研讨

1993 年 8 月 3 日至 22 日,应甘肃省图书馆

学会之邀,台湾“图书馆事业访问团冶一行 14 人

在胡述兆、王振鹄率领下,参加了“海峡两岸图

书馆事业研讨会———兰州会议冶,介绍了台湾图

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等情况。 1997 年,
“海峡两岸图书馆事业研讨会冶又在台湾政治大

学图书馆举行。 本次会议有大陆代表 31 人及香

港、台湾代表共计 190 人参加,是两岸人员参加

最多,涉及课题较广的一次研讨会。 会议在“图
书馆、资讯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冶、“两岸图书资

源之收集、组织与服务冶、“文化资产的维护与管

理冶、“图书资讯网的发展与资源共享冶等四方面

进行了综合座谈。
对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两

岸图书馆界也积极开展交流探讨。 1994 年,台
湾政治大学图书馆举办“两岸图书馆自动化座

谈会冶,邀请上海图书馆吴建中等人出席;1995
年,中山大学与 OCLC 合办“中文文献数据库国

际学术研讨会冶,亦邀请两岸图书馆界同行出

席,并提交论文 51 篇;1996 年和 1998 年分别在

台北、北京举办的“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冶,
以及 1998 年在台北淡江大学举办的首届“海峡

两岸科技资讯研讨会冶等,都有两岸同行积极参

与。 而 1998 年 6 月在香港举行的“区域合作新

纪元———海峡两岸图书馆与资讯服务研讨会冶,
尤其值得记取。 本次会议由香港岭南学院图书

馆主办,广州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协办,来自大

陆、香港、台湾、澳门及其他国家 192 人出席会

议。 会议决议组成“华文资源共享工作小组冶
(联络小组),推动合作事宜,并促成了“中文文

献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制度的建立。
(2)两岸图书情报院系的交流合作

1993 年 7 月 3 日,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胡

述兆教授率台大图书馆学研究所硕士生班 10 位

同学到上海华东师大信息学系进行两岸硕士生

交流活动,并参观图书馆,进行见习。 此后,两
岸图书情报院系的教师也互相访问,开展讲座、
讲学活动。 如 1994 年台湾大学李德竹教授应邀

到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讲学,1996 年中山

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谭祥金教授访台讲学,
1998 年台湾世新学院顾敏教授应邀参加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98 全国情报学研究生学

术研讨会冶等等。
除了讲座、讲学活动,两地图书情报教育机

构还形成了不定期召开“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

术研讨会冶的机制。 “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

讨会冶由台湾中华图书资讯学教育学会与大陆

图书情报院系合办。 1993 年 12 月 12 日,首届

“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冶在华东师范大

学信息学系举行,两岸图书情报院系学者、专家

共七十余人出席会议,就海峡两岸图书资讯事

业发展、海峡两岸图书资讯教育等内容进行研

讨,是两岸图书馆学教育界的第一次交流盛会。
“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冶根据不同时期

图书情报学术的发展,选取研讨主题,至 1998
年,已成功举办四届,第二、三、四届分别在北京

大学信息管理系(1994,主题:图书馆学资讯学

教育、图书馆自动化、用户研究与信息服务)、武
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97,主题:图书馆学核

心课程设计及有关图书馆学教育方面的课题)
和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1998,主题:图书馆自

动化与网络)举行。
(3)各类型图书馆的交流合作

1994 年 11 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 6 所高

校图书馆的馆长应台湾清华大学邀请,出席了

“海峡两岸大学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冶,同时亦

应台湾大学邀请,参加了“海峡两岸大学图书馆

现状与展望专题讲座冶,两岸高校图书馆的交流

合作取得很大进展。 在少儿图书馆方面,1995
年 8 月,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与台湾世界华文

儿童资料馆在天津联合主办了首届“海峡两岸

儿童与中小学图书馆学术研讨会冶,会议就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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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图书馆现状及趋势以及图书馆理论与工作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1996 年在台北举行了第二

届“海峡两岸儿童与中小学图书馆学术研讨

会冶,大陆有 16 位代表出席,并参观了台湾公共

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第三届“海峡两岸儿童

与中小学图书馆学术研讨会冶则移师上海,共有

两岸儿童及中小学图书馆、儿童读物专家八十

余人参加。

3摇 携手迈入新世纪(1998—2008)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两岸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亦面

对新的挑战。 迈入新世纪,两岸图书馆界的交

流合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在交流次数、合作

内容、合作层次上都有了飞跃,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

3. 1摇 交流合作内容扩展,涵盖面广

这一时期两岸图书馆界的交流合作内容主

要涉及以下方面:
(1)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数字图书馆建设

1999 年 9 月,第二届 “海峡两岸科技资讯

研讨会冶在上海举行,研讨会探讨了网络化中文

资讯资源开发与应用的相关问题;2001 年 1 月,
第三届“海峡两岸科技资讯研讨会冶在台北成功

大学举办,就两岸资讯服务交流合作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 新世纪,数字图书馆建设在两岸图

书馆方兴未艾,数字图书馆建设成为两岸交流

的重要议题。 1999 年 8 月,北京图书馆刘湘生、
汪东波研究馆员,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徐引篪

教授等 8 人应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邀请参加了

“华文书目资料库合作发展研讨会冶;2005 年 5
月,“新世纪资讯组织与典藏技术研讨会冶在台

湾政治大学举行,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邱

均平教授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刘嘉博士都应

邀出席;2006 年 12 月,“海峡两岸数字图书馆建

设交流研讨会冶在台湾大学举行,国家工程图书

馆馆长贺德方、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刘兹恒、原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孙承鉴出席,刘兹恒教授作

了“大陆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现状及趋势冶

的专题报告。
(2)图书馆建筑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图书馆新馆建设进

入了一个高峰时期,有很多新馆落成,也有很

多现代化的新馆在规划建设,图书馆馆舍建设

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议题之一。 1999 年 4 月,
大陆图书馆界及建筑界代表朱强、高冀生、夏
国栋、朱成功等 18 人应台湾淡江大学邀请参加

“海峡两岸图书馆建筑研讨会冶。 2003 年 12
月,两岸同行又在北京举行了“2003 海峡两岸

图书馆建筑研讨会冶,深入探讨了网络环境下

图书馆建筑的各种新课题。 而 2006 年 11 月在

台湾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大学图书馆建筑学

术研讨会冶,则探讨了当前大学图书馆规划建

设的问题与挑战。 2007 年 5 月,“2007 海峡两

岸图书馆建筑学术研讨会冶顺利召开。 2008 年

11 月,又迎来“第二届海峡两岸大学图书馆建

筑学术研讨会冶。
(3)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在图书馆工作中,搞好服务始终是工作的

核心内容。 如何更好地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

量也是两岸同行共同探讨的课题。 1999 年 9 月

13 日,浙江大学信息管理系邀请台湾师范大学

胡欧兰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杨美华教授等两岸

专家学者参加“现代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冶报告

会,会后参观并研究筹建乡镇图书馆事宜。 2002
年 12 月,台湾中兴大学图书资讯研究所举办

“2002 年海峡两岸公共图书馆实务研讨会冶,共
有两岸 196 名图书馆实务工作者参会。 2005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台湾大学

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澳门大学图书馆主办

“2005 年海峡两岸图书馆服务发展与创新高层

论坛冶,期间,在“战略思考———走近 2010 年的

图书馆冶的主旨论坛上,两岸三地的图书馆馆长

分别介绍了各自所在的专业、高校和公共图书

馆未来五年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

3. 2摇 两岸图书情报院系交流合作有了实质性

内容

(1)两地图情院系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并积

极签订学术交流协议

082



张摇 正:海峡两岸图书馆界交流合作卅年述略
Zhang Zheng: 30 Years of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Librar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2009 年 5 月摇 May, 2009

新世纪,两地图情院系的交流合作日益密

切,参观、访问、讲学活动持续不断。 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周庆山教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陈传夫教授、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黄仕忠教

授分别于 2005 年 5 月、2006 年 6 月和 12 月访问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并作

专题学术讲座;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邱均平

教授、陈传夫教授、浙江大学资讯管理系叶鹰教

授分别于 2006 年 9 月、2007 年 6 月、2007 年 4
月参访台湾大学资讯管理系并作“网络信息计

量学导论冶和“图书馆业态的变化与趋势冶、“大
学评价与排名研究冶等专题演讲。 2000 年 8 月,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研究所师生组团

参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

学院;2006 年 9 月和 2007 年 10 月,台湾大学图

书资讯学系陈书梅、黄慕萱教授分别出席了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举办的两届“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开放论坛冶,并作专题演讲。
除了互访讲学,两岸图书情报院系还积极

签订学术交流协议,互设课程,加强学生交流合

作。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薛

理桂教授于 2005 年春季应邀访问中山大学资讯

管理系,并讲授档案学高级研究课程数月;中山

大学资讯管理系于 2005 年和 2006 年 6 月 20 日

分别与台湾世新大学图书资讯学系和台湾政治

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签订交流与合作

协议[9] ;2006 年 10 月,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

与档案学研究所又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签订

了学术交流协议[10] 。 另外,两岸图书情报专业

的学生交流也非常活跃。 2006 年 6 月 19 日,中
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图书

资讯学研究生论坛冶,有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图书

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图书资讯

学研究所、台湾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等

的研究生共计 30 余人参加[11] 。 2008 年 7 月 4
日,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举办的第二届“海
峡两岸图书资讯学研究生论坛冶上,又有来自台

湾地区的淡江大学、世新大学、中兴大学、昆山

科技大学等学校的 40 余名研究生参加了

讨论[12] 。
(2)不断发展“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

会冶交流机制,开展学术交流

新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图书馆教育界不断

发展已有的“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冶交
流机制,定期举行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探讨图

书馆学教育发展中的不同课题。 至 2008 年,已
成功举办了 9 届。 其中第五届由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主办(2000 年 8 月,都江堰市);第六

届(即“海峡两岸资讯服务与教育新方向研讨

会冶)由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主办(2002 年 7 月,
哈尔滨);第七届(即“2004 年海峡两岸图书资

讯学暨教育发展研讨会冶)由大连理工大学主办

(2004 年 8 月,大连);第八届由中山大学资讯管

理系主办(2006 年 6 月,广州);第九届“海峡两

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冶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闭幕(2008 年 7 月)。 历届会议都取得了丰

硕成果,尤其是第九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

研讨会冶对两岸图书馆教育界的交流机制有了

很大的创新。 第九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

研讨会冶 的主题是“图书资讯学专业教育和图

书资讯学事业发展冶,来自海峡两岸 30 余所信

息管理学院的院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图书

馆馆长等专家学者齐聚珞珈山,共谋图书资讯

事业与教育的发展。 本次交流会首次举办了海

峡两岸图书资讯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交流

会,讨论《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系主任联席交流

会关于专业教育若干问题的共识备忘录》 (草
案),并就两岸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若干问题达成

共识[13] 。

3. 3摇 建立中文文献共建共享平台,完善“中文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机制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起源于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和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于

1998 年联合主办“海峡两岸第四届图书资讯学

术研讨会冶时成立的“华文信息资源共享联络小

组冶。 该小组成立一年后,香港中文大学又于

1999 年 11 月主办了“二十一世纪中文图书馆学

术会议冶。 会议认为有必要发展“华文信息资源

共享联络小组冶的职能,经商议确定举办“中文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 2000 年 6 月 7
日,第一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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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两岸四地和全球华人中文文献共

建共享平台初步建立。
第一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

选定了《中国版印图录》等 8 个合作项目,并决

定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牵头,中国大陆、台湾地区

及美国等多家单位参加,成立“中文 METADATA
标准格式工作小组冶,为全球中文文献资源的共

建共享研讨制订统一的标准格式。 这是以中文

文献资源为主轴,跨地域跨国界的合作务实会

议[14] 。 同时,它又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会议:首
先,它第一次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图

书资讯界的合作与交流正式拓展到了国际层

面,广泛地吸纳了欧美的中文图书馆与文献收

藏单位参加会议,共商全球中文信息资源共享

的大计,这是一个飞跃;第二,它标志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图书资讯界的合作与交流

已开始由坐而言向起而行转变,这同样是一个

飞跃;第三,它在项目的合作方式和全球中文信

息资源共享的组织机制等多个方面开辟了新的

可行的路径,为今后全球中文信息资源共享的

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5] 。
在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后,“中文文献资源共

建共享合作会议冶又在 2001 年 4 月、2002 年 9
月、2004 年 11 月和 2005 年 11 月分别在台北、澳
门、南京、香港举行了 4 次会议,推动中文文献资

源共建共享项目工作。 2006 年 9 月,第六次“中
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在敦煌市召开。
本次会议确定了会议论坛性质的定位,会议向

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既研究宏观的

政策问题,又关注具体技术操作方面,在信息交

流中寻求双方或多方的合作机会。 同时,还决

定“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两年举办

一次,第八次会议于 2008 年由台湾汉学研究中

心举办[16] 。

4摇 结语

回顾海峡两岸图书馆界接触、交流、合作的

30 年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华情、同胞爱始终贯

穿其中。 海峡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渊

源,有着宏扬中华文化、共同推动中国图书馆事

业发展的共同心愿。 诚如台湾大学教授沈宝环

先生在“两岸笔谈冶中撰文所言:“‘我们是中国

人爷,做到这一个条件以后,‘我们才是图书馆专

业人员爷……我们要手牵手心连心,一步接一步

向国家统一的目标迈进冶 [17] 。 海峡两岸图书馆

界 30 年的交流合作史,正是两岸人民 30 年来交

流合作、增进了解的一个缩影。 我们坚信,只要

我们共同努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将卓

越于世界图书馆之林,中国和平统一的大业亦

将会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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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矢量 UserA 和 spr 的相似性 Sim(UserA,spr)应
该取决于各概念实例对的语义相似性 SemSim
(uoi,soi) [9] :

Sim(UserA,spr) = 移
g

i = 1
琢i 伊 SemSim(uoi,soi)

其中,琢i 为概念 ci 在数字图书馆领域本体中

的重要性。 同理,各概念实例对的语义相似性

SemSim(uoi,oi)应该取决于每个概念中各属性实

例对的语义相似性 Simlarity(uoi . aj,soi . aj):

SemSim(uoi,soi) =移
l

j = 1
茁j 伊 Simlarity(uoi . aj,soi . aj)

其中,l 为概念 ci 中属性的总数,uoi . aj 表示

uoi 的属性 aj 的实例,soi . aj 表示 soi 的属性 aj 的

实例,茁j 为属性 aj 在概念 ci 中的权重。 显然,
Simlarity(uoi . aj,soi . aj)的计算需要根据各概念

属性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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