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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及热点分析

———基于 IRMJ 和 JASIS 的分析

毕摇 强摇 滕广青

摘摇 要摇 为反映国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研究进展与热点内容,本研究对 2003 - 2008 年国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

IRMJ 和 JASIS 两大权威期刊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在理论探索与技术应用层面,本体理论、形式概念分析

(FCA)、语义学、数据挖掘和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CMC)这五个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交叉和渗透,是目

前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在人文价值与社会经济层面,知识共享将代表未来知识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用户信

息行为和满意度研究中,以用户为核心的理念将成为研究和应用的指导思想。 而跨语言与文化差异方面的研究

重点则是在保留现有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异类语言和文化间的无障碍信息沟通和知识交流。
关于信息道德、隐私保护与青少年信息安全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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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o reflect the progress and hot sp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熏 this
study conducts an analysis and summarization of IRMJ and JASIS熏 the two authoritative journal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熏 published in 2003 - 2008. In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熏 ontology theory熏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穴 FCA 雪 熏 semantics熏 and data mining and computer鄄mediated
communication 穴 CMC雪 熏 there are varying degrees of cross鄄cutting and penetration熏 which are the focal points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aspect of the humanity value and socio鄄economics熏 knowledge鄄sharing will
represe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knowledge management鸦 in the user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satisfaction study熏
the idea of regarding the user as the core will become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he research focus
of cross鄄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s to realize the barrier鄄fre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knowledge between heterogeneous hum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熏 based on retaining the existing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he issues of information ethics熏 privacy protection and teenage information security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42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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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通过对 2003 - 2008 年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领

域两大主要文献《信息资源管理杂志》 (The In鄄
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Journal,IRMJ)和
《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杂志》 ( Journal of the A鄄
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鄄
nology,JASIST)所发表论文的统计和梳理,分别

从理论探索与技术应用、人文价值与社会经济

两个层面挖掘和分析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

前沿课题以及研究的热点内容。

1摇 信息资源管理中理论探索与技术应

用层面的研究热点

1. 1摇 基于本体理论的研究

本体(Ontology)在信息科学领域是指共享

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明。 随着信息

技术的应用逐渐向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本体作为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s)和概念

间视图关系(Conceptual Schemas)的一种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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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被广泛应用于知识的共享与重用。
在本体理论研究上,通过对 Barry Smith 的

“本体论冶的讨论,研究者构建了信息系统本体,
并提出构建信息系统本体应考虑到来自哲学和

科学史的支持,以及加尔达摩(Gadamer)诠释学

在理解信息本体和数据库用户任务方面起到重

要作用。 通过对 Wand、Weber 以及 Guarino 对本

体驱动信息系统研究的比较,分析了信息系统

的本体(Ontologies of Information Systems)与对信

息系统的本体性描述的区别,使本体研究的相

关基本概念得到了更清晰的理解[1] 。 算法方

面,Ahmad Kayed、Nael Hirzallah、Luai A Al Shala鄄
bi 和 Mohannad Najjar 提出了不同于先前大多数

算法提供所有概念间关系的新算法,能够对概

念间关系进行提炼,并已开始应用于实践[2] 。
随着本体理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国际信

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关于本体的相关研究也逐渐

从理论探索走向实际应用研究。 在语义 Web 检

索方面,比较试验表明,针对不同检索类型、不
同内容的检索关键字,结构化的基于任务的索

引本体不仅可以改善精度,而且能够减少搜寻

时间,提高了检索效率、检索效益以及检索精确

性[3] 。 在其他领域,研究者通过利用岛屿驱动

算法( Island鄄driven Algorithm)和潜在语义分析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LSA)提出基于本体的

言语行为识别是有效的对话管理。 通过分析语

义取向的文本信息产生出一种优于基线法的本

体支持的极性挖掘方法。 此外,本体理论在知

识管理领域和组织记忆评估中也得到应用。 目

前,基于本体理论的应用除包括信息检索、语义

Web 领域外,还包括信息抽取、异构信息系统的

互操作和集成、知识管理以及数据挖掘等领域。

1. 2摇 形式概念分析的应用研究

形式概念分析 (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FCA)最早由 Rudolf Wille 在 1982 年提出。 它是

对概念的哲学理解的数学化,是以人为中心构

造和分析数据的方法,是数据的内在结构、关联

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可视化方法。 近几年来,形
式概念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本体的构建,二者形

成了伴生关系,促使形式概念理论的应用领域

不断扩展和延伸,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应用包括

信息检索和信息工程两个方面。
信息检索方面,有的研究从概念出发将信

息检索的焦点看作是一个特定类型的信息检索

任务,构建信息研究的概念框架,并从心理学角

度通过对概念空间信息流的计算实现从文本语

料库自动构建高纬度语义空间,大大提高了查

询模型的有效性和精准度。 同时,利用赫布型

学习算法(Hebbian type of learning algorithm),使
用共同出现的数据作为输入,通过对邻近概念

的探索找到新概念之间的关联,对探索未知的

概念间关系提供了支持[4] 。 研究者还提出了多

层面动态性质的概念,认为客户相关性是最现

实的情景相关性,要求通过交互式信息检索参

考其潜在的动态性质。 此外,Pablo J Garces、Jose
A Olivas 和 Francisco P Romero 通过语义区域从

模糊角度看待概念,改善了大多数搜索引擎的

词语匹配程度[5] 。
信息工程方面,通过将数据库、实体和文件

等多种对象在概念网络中呈现,在知识域中借

助语义协同在各个实体之间获得独特的路径。
Manuel Mora 等以系统最初的概念形式开发了信

息系统文献使用模式和框架,减少当前研究中

的焦点冲突并努力寻找学科领域的基本范

式[6] 。 另外,在类层次设计、数据挖掘和知识发

现等方面,形式概念理论都有广泛的应用。

1. 3摇 语义学的相关研究

1. 3. 1摇 语义关联(Semantic Association)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实体彼此间的联系能

够被发现,数据库中的关系序列能够被明确表

示,则就可以构造两个实体之间的语义关联,引
入一种集成了语义关联操作与文档操作的查询

语言来发现语义关联。 在此基础上,根据查询

中指定的实体是否预先为用户所知以及文本信

息是否在文档中被利用,对查询类型进行分类。
如果该实体的前提是事先预知,则在查询语言

中属于非常低效的模仿行为[7] 。
1. 3. 2摇 潜在语义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

LSA 产生的最初目的,就是将 LSA 思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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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信息检索中,解决基于关键字检索中遇到

的同义词和多义词的问题。 目前,新的基于相

似概念的双概率模型为潜在语义索引( Latent
Semantic Indexing,LSI)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该模型高峰期的可能性曲线表明了内在语义层

面的存在,而遵循齐夫分布的潜在语义索引的

重要性表明了 LSI 层面代表着潜在的概念,可以

将语义层面含有的噪音信息分离出来,通过统

计显著性和可能性来定量揭示语义关联[8] 。 而

Miles Efron 则在潜在语义索引中以修正平行分

析(Amended Parallel Analysis,APA)作为一种模

型选择的新方法用于信息检索等无监督学习的

问题。 经修正后的平行分析是合恩平行分析的

升华,运行于空白特征的信任区间,主张保留比

预期的独立性更大的非假设检验参数的相关矩

阵特征值[9] 。 用词性标注加强潜在语义分析也

是文本分类的一个有效算法,在潜在语义分析

中使用词性标注器过滤奇异值,可以降低词频

矩阵的纬度,将文档在更少、更能表示其特征的

语义空间表示出来。 潜在语义分析可结合上下

文的无关文法从自然语言中推断语义。
1. 3. 3摇 多媒体描述(Multimedia Description)

(1)视频领域。 MPEG - 7 是国际标准化组

织新推出的支持结构化和语义的多媒体描述的

标准。 在针对 MPEG - 7 标准的研究中,研究者

采用智能多媒体知识应用(Intelligent Multimedia
Knowledge Application,IMKA)构建媒体网络框

架,把多媒体作为语义和知觉信息的代表进行

表述和处理。 研究成果表明,多媒体数据的附

加注释可以自动构建媒体网络知识基础,并且

用于提高多媒体的检索[10] 。 元数据被用于描述

多媒体是用来标识一个项目的单纯的物理特

性,甚至标识被检查项目本身不能直接确定的

属性。 这些具有意义的抽象的、解释性的属性,
往往是人们搜索的对象。

(2)音频领域。 在音频领域,研究者建立了

评价区分情感、结构和动觉等高级别音乐品质

描述的模型。 提出基于主体特征的因素分析

法,并认为主体的性别、年龄、音乐专业知识、音
乐修养、音乐品味和音乐熟悉程度对音乐的语

义描述具有一定影响力[11] 。

(3)图形 /图像领域。 在图形 /图像领域,首
先利用预先测试的语义属性提取序号。 在保证

最终提取序号的独特性和作为输入的图像序号

的语义依赖的前提下,用于验证发行图片或检

测部分修改的可靠程度,并使用更好的已知散

列函数数字签名方案,以及产生的字符串来检

查不明图片和原始图片的真实性和相似性[12] 。
1. 3. 4摇 数据挖掘(Data Mining)

在数据挖掘方面,针对词汇和语义 Web 内

容,一个网页往往和类似的网页相链接,并且链

接集群将推测到的有关同一主题的网页都聚集

在一起,并通过定量研究确认最新 Web 挖掘技

术和网络小世界拓扑结构之间联系的成功。 同

时通过探索非监督学习技术提取语义信息,在
段落检索模式中利用语篇中的语义改善文献检

索。 新的段落检索模型是基于无指导的图形模

式,可实现其空间检索模型在主题、概念和术语

的分布上方便高效的聚集,在语义表象的多个

层面改善了检索结果[13] 。

1. 4摇 数据挖掘应用的研究

数据挖掘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应用于信

息资源管理领域,随着其算法的不断改进,数据

挖掘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泛,无论是文本挖掘、数据库挖掘还是基于互联

网的 Web 挖掘,数据挖掘应用已成为研究的热

点之一。
首先,在文本挖掘方面。 近年来数据挖掘

主要应用于文本自动综述、搜索引擎的发展、文
档聚类、文件分类、词库建设以及浏览界面等。
其目标是在适当的文本集合中帮助自动发现一

组有意义的模式或假设,在发现框架基础上用

元数据配置文件的主题构建算法,成功地解决

关键术语 之 间 的 关 系 和 排 名 问 题。 Yi鄄fang
Brook Wu 等通过关键短语识别程序(Keyphrase
Identification Program,KIP)利用人们已事先识别

确定短语的样本配置候选短语的权重来提取文

档的关键短语。 KIP 的学习功能可以通过自动

添加新的关键短语标识丰富术语表,其个性化

功能还可以帮助用户建立满足自身兴趣领域的

术语表[14] 。 此外,A Durfe 等提出了一种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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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挖掘方法———原型匹配文本聚类( Prototype鄄
matching for Text Clustering),该方法应用于基于

摘要的文档聚类、财务数据分析、作者身份鉴

别、相似译版评价等方面[15] 。
其次,在数据挖掘方面。 信息资源管理作为

数据挖掘应用最早的领域,数据挖掘在这一领域

中的应用也是发展最成熟的。 以生物医学数据

库为例,Andr佴s Rodr侏guez 等在数据库中,通过遍

历搜索和自动模式识别策略确定信号,利用关联

规则使标签序列排列保持相应信号功能的关键

字,从而设计出一套发现关联规则的算法。 该规

则提取算法应用的有效性已经被其在相关领域

中发现未知知识和有用知识的能力所证实[16]。
Jiexun Li 等则建议使用基于内核的学习方法

(Kernel鄄based Learning Method)从专业语料库文

献中自动提取所需的关系,通过纳入跟踪内核捕

获丰富的背景信息来修改标准树内核功能[17]。
第三,在 Web 挖掘方面。 近年来,Web 挖掘

一直引导着数据挖掘应用的潮流,关于 Web 挖

掘应用的相关成果也是最多的。
(1)Web 结构挖掘。 通过用数据挖掘调查

主页关系,系统确定网页导航、相对位置和共同

项目的特征,将主页连同其支持的网页视为一

个 Web 单元,通过从 Web 单元中提取网页间的

特征从而实现更好的 Web 精度挖掘[18] 。
(2)Web 用法挖掘。 利用语言分析技术借

助齐夫分布等统计方法对网站的查询结构、词
汇和词间关联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存储和迭代

分析建立数据模型粒度,从而确定查询行为的

模式和趋势。 另一种新的网络日志分析方法是

借助识别“查询转化冶序列的相似性,将“查询转

化冶序列描绘成图形化网络,通过对转化代码相

关性的观察分析说明行为习惯,进而对检索行

为进行序化描述[19] 。
(3)Web 内容挖掘。 基于学习的数据清洗

算法主要用于筛选目标网页,通过独立查询功

能和清洗算法,可以集中少量高价值的网页来

满足大部分用户需求,帮助搜索引擎更好地利

用有限的存储和计算资源,改善搜索效果。 此

外,使用增强模式的相关规则将一组查询日志

中的相关查询用于初步查询,用户可以利用相

关查询和基于关联度的排序调整或重新定向搜

索过程。 在搜索引擎的帮助下,新的挖掘 Web
数据的分割算法在检索中可以有效地处理分割

模糊、未知词检测、截止词等问题,在精度上优

于传统算法[20] 。

1. 5摇 以计算机为交流中介的研究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与创新、知识的积累

与传播,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流越来

越被人们所重视。 如何将现有的信息和知识有

序化,以及将交流机制和模式智能化,使之有利

于交流与创新,成为摆在信息工作者面前的重

要问题。 目前,计算机作为中介作用于人类交

流特别是知识交流在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越来

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以计算机为中介(Comput鄄
er鄄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使得人类知识

的交流具有瞬时性、广泛性、准确性和便利性的

特征,促进了科技进步。
算法与理论方面,在互动一致性分析(Inter鄄

actional coherence analysis,ICA)的基础上产生了

混合互动一致性(Hybrid Interactional Coherence,
HIC)算法,可以更准确地标识和构建以计算机为

中介的交流。 该算法采用了一组系统和语言功

能,包括邮件标题信息、报价、直接地址、词汇关

系,以及基于相似性的词汇匹配算法( Lexical
Match Algorithm ,LMA)等。 混合互动一致性算法

比较明显地在精度、回叫、论坛和线程测量等方

面表现出优势[21]。 为了解决电子媒介与面对面

媒介相比对协作型任务的沟通造成的妨碍,产生

了补 偿 适 应 理 论[22] ( Compensatory Adaptation
Theory)。 这一理论把重点放在认知效果、交流模

糊性、信息准备、流畅程度和任务效果质量上。
在实践应用方面,团队结构和通信模式被

认为会影响虚拟团队的进程演变,包括团队导

向、分担工作量、寻求和交换信息的倾向等。 这

些团队的进程将决定小组成员的信息交流模

式,进而影响团队效率和进程的满意程度。
Jung鄄ran Park 认为,语言礼貌现象是人类沟通的

关键组成部分,可以很好地为分析社会交往和

人际之间的话语与交流参与者变量提供一个框

架,因为它不仅适用于面对面的社会交往,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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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在线交流的互动。 通过定性分析得出,
积极的礼貌表现和直接的语言行为策略都是立

足于密切参与者之间人际关系的本质,这类礼

貌策略表明,有效和充分实现人际沟通在在线

社会互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3] 。
信息与知识的激增对人类传统的交流模式

提出了挑战,互联网迅速普及促使知识交流进

入一个高速、高效、高容的全新阶段。 尽管专门

针对以计算机为中介交流的研究目前不是很

多,但由于人类社会信息与知识交流的普遍性

和多样性,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会成为信

息资源管理领域中新的热点。

2摇 信息资源管理中人文价值与社会经

济领域的研究热点

2. 1摇 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共享

在知识产权保护(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鄄
tion)领域,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法律规范上,
早期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数字水印(Dig鄄
ital Watermark)技术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法的不

断完善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专利商标局

在 2002 年发布了《21 世纪战略纲要》,其战略目

标是建立保持美国发明人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所

需要的专利商标制度,将专利商标局发展成一个

以质量为核心,对市场变化反应灵敏的市场驱动

型知识产权机构。 同年,日本也发布了《知识产

权战略纲要》,提出“知识产权立国冶的口号,在日

本全社会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近年来,理论

界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有以下两方面的成

果。 一方面,研究者通过对欧洲专利局和几大信

息提供商的比较和分析,认为对于一些特殊功能

的需求,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利信息可以实现

排序、制图和信息流的可视化,在书目专利耦合、
共同专利引文、专利转让、技术专门化等方面可

以进一步改善[24]。 另一方面,也有人注意到数字

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以传统材料为基础的媒体(书
籍和杂志等)形成了冲击,因此对知识产权保护

提出了新的要求 [25]。
对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的研究近

年来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 Lawrence M Oliva 认

为,信息共享的问题主要是非技术性的问题,目
前信息共享的非技术性壁垒主要包括:淤法律

限制;于行政权限;盂安全分类;榆经济问题;虞
信息过时;愚背景。 在此基础上,Oliva 提出了通

过调和与协商政府、商界和学术界信息共享标

准消除信息共享壁垒的建议,具体包括:淤信息

共享标准;于法律保护;盂经济补偿;榆背景标

记;虞信息退出机制[26] 。
在知识共享理论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知

识共享的倡导和壁垒问题主要存在于个体之中,
倡导者往往以集体主义和互惠为出发点,而壁垒

者的动机则不尽相同。 对于知识管理的知识共

享而言,人类个体的执行方式并不总是与他们此

方面的信仰相一致,这种矛盾被解释为自我效能

(Self鄄efficacy)。 基于知识管理的知识共享已经

超越了知识共享的实际行为和意志控制结构,管
理必须着眼于组织设置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从而

加强人们在知识共享实践中的意志控制[27]。
知识共享的实证研究集中在各类企业经营

活动领域。 从企业供应链管理(SCM)角度对信

息共享效力进行仿真研究得出,分销商和批发商

在最终库存和后备订货量等方面从信息共享中

获得巨大收益。 在企业资源规划(ERP)方面,对
默许知识共享(Tacit Knowledge Sharing)进行的研

究表明,通过对 ERP 执行过程中默许知识共享的

要素进行识别和分类,有助于探索默许知识共享

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目前,在基于资源的理论基

础上已经有研究者建立起知识共享模型,随着软

信息资源的补充,信息共享和自发学习将成为企

业智力资本。 企业必须同时关注在作为知识共

享基础的硬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本等软信息资源

上的投入[28]。 此外,W A Taylor 和 G H Wright 还
率先对公共服务领域的知识共享进行了研究,通
过要素分析和回归模型识别出影响有效知识共

享的独立因素,即从失败中学习的能力和良好的

信息质量有效地预测成功的知识共享[29]。
2. 2摇 用户信息行为分析和用户满意度

在用户信息行为分析方面,国外学者在研

究中超越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本身的范畴,从
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和

层面对用户的信息行为进行研究。 研究所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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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包括社会学数据(角色、规范、任务)、心
理学数据(知识状态、认知状态、作风状态、情感

状态)、信息来源数据(来源的性质、来源的行

为)和行为数据。 强调信息行为的非线性、动态

性和层次性,并把互动与反馈纳入了信息行为

研究中,研究重点在于应用,而不是单纯获取技

术。 Amanda Spink 和 Charles Cole 依据进化心理

学的理论,将人类的寻求信息的行为分为三个

层次:淤日常生活信息寻求常识的决策方法;于
信息搜索方式;盂信息寻求观念的解决方案[30] 。
正是基于人类信息行为的非线性、动态性和层

次性,作为信息活动主体的人的个体差异也凸

现出来,许多研究者纷纷致力于探究信息搜索

策略与人类个体差异之间的关系,采用回归分

析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因素分析法。 而基于人类

个体差异强调用户个体偏好的个性化信息搜索

模型也随之诞生。 Chen Ding 和 Jagdish C Patra
在自组织映射(Self鄄Organizing Map,SOM)的基

础上建立了个性化信息搜索模型,从而使得个

性化信息搜索更加有效[31] 。
用户满意度研究方面,较早的研究在本质

上仍然没以产品(系统)为核心。 迪洛涅和麦考

林模型(DeLone and McLean蒺s model)研究的焦

点集中在以下四层关系:系统质量的感知和用

户满意度、信息质量感知和用户满意度、用户满

意度和使用意向、用户满意度和个人影响感知。
模型中对质量的高度强调,暴露出其根本出发

点仍然是产品而不是用户。 随着学术界和产业

界普遍接受以用户为核心的指导思想,感知易

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对用户满意度影响

的权重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感知易用性是强

调以用户为核心,提倡用户参与、互动和控制,
其决定因素包括个体的差异、系统的特点以及

抵制变革(Resistance to Change,RTC) [32] ,从易

用的角度来考虑用户满意度,真正实现了以用

户为核心的指导思想。
2. 3摇 跨语言与文化差异

人类的文化是多元性的,以互联网迅猛发

展为特征的信息时代要求信息交流遵从便捷、
高效、畅通的原则,而文化的多元性造成的语

言、文字交流障碍显然有悖于这一原则。 另一

方面,面对互联网的英语化( Internet 上 90% 的

内容为英语),许多国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

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不被吞噬。 这些问题和矛

盾促使国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关于跨语言和

文化差异的相关研究日渐兴盛。
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跨语言和文化差

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语言信息检索( Cross鄄
Language Information Retrieval,CLIR)方面。 针对

跨语言信息检索中超出词典和词汇不匹配的问

题,目前主要采取建立检索中介和借助平行语

料库两种方式。
(1)建立检索中介的方法是在跨语言信息

检索过程中先建立一个检索中介以弥补功能性

和交互性的不足。 这个检索中介可以是一个中

继性的词汇知识库 ( Lexical Knowledge Base,
LKB),也可以是类似词库的一个初级检索结果

集。 根 据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的策略建造词汇知识库或传递

字典,定制可用的翻译资源用于翻译查询。 也

可以依据有效的标准向量空间模型算法,通过

自动分类程序查询术语和相关专业概念,利用

专业概念建立一个语言抽象,使信息的检索以

独立的方式进行,以使语言歧义最小化。 还可

以采用基于 Web 的术语翻译方法,借助一个真

正的网络搜索引擎对双语结果页面进行挖掘,
从而确定未知查询项的有效翻译[33] 。

(2)利用平行语料库技术进行跨语言信息检

索时,更强调检索内容的相似性。 在掌握了海量

的所涉及语言已严格标注的语料基础上,根据相

似性原则提取恰当的含义。 再根据翻译规则和

相似矩阵,从平行语料库中自动学习。 最后根据

不同的相似性提取适当的词汇,提高检索精度。
对于存疑之处采用类似字符串匹配技术,参考相

似之处的上下文关系,排除不适合含义[34]。
此外,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差异问题在学

术界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们一方面强

调网络和计算机技术越是高度发达,就越应该

更多地考虑系统主体的文化差异问题。 另一方

面,通过研究证实,团队中文化的多样性是一把

双刃剑。 这也决定了文化差异不是简单的是否

应该被消除或如何消除,而是如何既保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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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又协调了文化差异的问题。 信息社会应

立足于并促进对文化特征、文化和语言的多样

性、传统以及信仰的尊重,推动不同文化和文明

间的对话。

2. 4摇 信息道德与隐私保护

网络社会是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兴起而出现

的包括信息、知识、情感的一种崭新的生存环境。
在这种全新的生存环境中,各种异质的价值观

念、生活方式通过多种信息传播渠道相互交汇、
碰撞,人们不得不面对道德伦理关系的挑战。 专

业的信息工作人员需要掌握其工作的道德尺度,
而即使缺乏信息素养的普通参与者(生产者、提
供者、传播者、汇集者)也应该努力减少未验证信

息。 近年来,对于如何防范和识别违反道德甚至

犯罪的信息行为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淤技

术上,采用共生分析(Co鄄occurrence Analysis)、最
短路径算法(Shortest Path Algorithm)、启发式处

理方法、可视化技术、灌溉算法(Flooding Algo鄄
rithm)等建立的一系列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地克服

信息过载和搜索的复杂性,帮助进行犯罪调

查[35];于制度上,研究者发现借助威慑理论(De鄄
terrence Theory) 和 计 划 行 为 理 论 (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建立的惩罚和道德培训机制可

以有效地减轻潜在的软件和信息安全的威胁[36]。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信息道德问题

上,人们既认可依据道德准则和伦理原则的标

准进行判断,同时也强调信息道德的主观性,认
为现代信息社会中道德和不道德行为之间的界

线在不断变化,对网站所有者的潜在影响是习

惯于支持新的道德规范,人们的判断往往可能

随时间而改变。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对隐私

的传统认识,但由于许多与隐私有关的法律问

题还没有解决,研究人员、决策者、使用者都开

始担心网上的隐私,隐私问题在互联网上已经

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 目前,学术界关于

隐私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隐私关注问题

(Privacy Concern)、隐私保护制度和隐私保护技

术三个方面。
(1)隐私关注问题。 研究者通过多种方式

对互联网隐私问题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

Mike Z Yao 等依据二元性、分层回归和结构方程

建立模型,得出隐私的心理需要和隐私的信仰

与权利是影响对在线隐私关注的主要因素[37] 。
(2)隐私保护制度。 有学者从政府和社会

的层面提出采用类似数字版权的管理规范建立

扩展隐私框架,用于管理个人资料的隐私。 从

企业组织的层面,通过了解隐私权威胁的来源、
确定隐私防线和识别工具及隐私防范程序、监
测这一提案的效力[38]三个步骤来监督隐私问题

和确保符合相关法律。
(3)隐私保护技术。 企业的商务活动离不

开收集和交换数据的信息行为,因此如何既满

足企业商务活动的数据需求,又为企业间的数

据交换提供隐私保护是十分重要的。 针对这一

问题,最新的隐私保护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表

明,分布式数据的二元评级置顶(Binary Ratings鄄
Based Top鄄N)方案可以被用于在保护数据所有

者隐私的前提下提供准确的推介,为企业数据

隐私保护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39] 。 此外,也有

学者认为隐私保护的根本在于立法而不在于技

术。 鉴于目前国际上隐私问题立法的多样性以

及人们对隐私问题认识的复杂性,人们在隐私

保护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2. 5摇 青少年信息安全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越

来越成为青少年学习、娱乐和社会交往的重要

平台。 网络给孩子们的影响是双向的。 网络在

为青少年带来自己动手观念、多元化知识、反权

威、独立性、探索性、开放性与合作性等诸多利

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有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危

险因素。 根据国际儿童网络( Childnet Interna鄄
tional)的看法,目前儿童在网络中遇到的危险主

要有以下三类[40] :淤联系性危险(Contact Dan鄄
ger),指通过网络聊天和电子邮件等交互方式,
某些人可以联系上儿童,从而引诱或者伤害儿

童。 于内容性危险(Content Danger),指儿童接

触到不适宜的内容,这些包括了有关色情、种族

歧视和种族仇恨、暴力等文字、图片和影像资

料。 盂商业性危险(Commercialism Danger),指
儿童隐私受到市场商业行为的侵犯。 国际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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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ITU)指出,青少年是互联网最积极同时也

是处境最脆弱的用户群之一,因此必须加强对

上网青少年的保护。 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

Hamadoun Tour佴 博士于 2009 年 2 月 17 日宣布,
2009 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5 月 17 日)的

主题为“保障儿童网上安全冶。
在理论研究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不

同的社会经济、种族、文化和地理界限背景下

的青少年具有相似的信息需求,互联网并没有

影响青少年是否访问公共图书馆,只是影响他

们访问的频率。 使用互联网降低了青少年把

公共图书馆作为个人信息来源的需求,但并没

有影响公共图书馆在他们的学业和娱乐方面

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使用互联网的需求逐

渐上升。 互联网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更详细

的信息,但由于互联网从业人员都是成年人,
青少年使用互联网在检索目标定位上却不尽

人意。 尽管传统的认知理论认为层级目录导

航更适合少年的信息检索,但是青少年更喜欢

按关键字进行检索,原因是目录中的术语往往

由成人设计。 如果在逻辑检索和休闲浏览的

界面中提供多层次的、连续的层级导航,发展

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受控词汇表,另外不仅在界

面设计中而且在内容和结构设计中考虑青少

年因素,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检索和浏览的技

能和偏好[41] 。 在具体措施上,针对青少年网络

信息安全进行专题教育,增加信息安全常识,
这种教育可能会成为青少年学习社会信息学

和各种社会信息处理技能的主要因素。 另外,
针对《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 (CIPA)规定的信

息过滤为图书馆带来的一系列实际问题,有学

者提出必要信息研究这样一个视角,从而更好

地理解 CIPA 的冲击[42] 。
在实际应用方面,美国的公共图书馆都已

安装了信息过滤装置,像美国在线(AOL)和家

庭点击(FamilyClick)公司还提高了商业化网络

内容过滤服务的标准,在精确性和效率性方面

有较大的提高。 YahooLigans、AJKIDS 等专为青

少年服务的搜索引擎应运而生,Hello Kitty 的美

国网站 Sanriotown 以及 Disney. com 等面向少年

儿童的网站都增加了相应的控制功能,努力避

免和降低自己面临的法律风险。

3摇 总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近年来

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梳理,在理论探索与技术应

用层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本体理论、形式概念分析( FCA)、语义学、

数据挖掘、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CMC),这五

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交叉和渗透。
本体理论、形式概念分析和语义学结合的产

物———潜在语义分析,广泛应用于 Web 语义检

索和对话管理中,必将成为未来信息检索领域

的研究重点。 本体理论和形式概念分析同时也

对数据挖掘和知识管理产生了新的影响,而数

据挖掘也通过语义提取发展出更新颖的算法并

被更多地应用于改善信息检索的结果,未来的

数据挖掘显然会与本体理论和形式概念分析更

深入地结合。 本体理论和语义学与以计算机为

中介的交流的结合使基于本体的潜在语义分析

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方面实现有效的对话

管理,这为日后进一步在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

领域展开研究奠定了语义学层面的基础。 可以

预见,未来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在理论探索与技

术应用层面的宏观趋势必将是以跨学科、广理

论、多技术的交叉融合为特点,各项理论与技术

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其他理论与技术

中汲取营养,然后在完善和发展自身体系的同

时,再回馈到其他相关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中,交
叉融合,相辅相成。

在人文价值与社会经济层面,虽然仍旧是

以那些亘古不变的话题为主,但研究内涵和研

究重心都已悄然发生转移。 知识产权保护与知

识共享的研究此消彼长,研究的重心已经转向

了知识共享领域,知识共享也必将代表未来知

识管理的发展趋势。 在用户信息行为和用户满

意度研究中,无论是个性化信息检索还是感知

易用性都强调人类个体的思想、行为、需求的个

性化发展,以用户为核心的理念必将成为指导

未来这一领域研究和应用的核心指导思想。 而

跨语言与文化差异方面的研究将继续深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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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只是未来的研究重点是在保留现有的语言

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异类语言和文

化间的无障碍信息沟通和知识交流。 信息道德

与隐私保护问题在未来仍将是一个争论的焦

点,人类科技的发展总是不断地触动人类的道

德神经,关于道德层面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久

的话题。 青少年的发展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但
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产业界尚不能从信息需

求或信息组织方面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妥善解

决办法,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关于青少年信息

安全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

们观念的不断更新和提高,信息资源管理领域

中的前沿和热点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而且,本
文所列示的 10 个方面也只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诸多分支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足以反映国际信

息资源管理领域研究成果的全貌。 假以时日,
文中所列的 10 个方面或者不断发展进步乃至成

为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的显学,亦或衰退、没落

甚至被替代或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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