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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视角看机构知识库的建设与创新

吴建中

摘　 要　 学术成果传播是现代大学的核心使命之一,起步于 2000 年前后的机构知识库在大学履行该使命中扮演了不

可或缺的角色。 机构知识库初期建设的重心在于对正式发表的学术成果的汇集和开放获取,随着学术研究活动越趋

数字化和多样化,机构知识库的功能及服务方式进一步深化。 近二十年图书馆转型的实践表明,机构知识库建设不

只是技术或专业层面的问题,更与价值观念、服务方式以及与用户之间的合作等密切相关。 机构知识库在不断深化

和创新的同时,也给机构管理及文化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需要从文化的视角思考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本文从大

学及研究型图书馆角度出发,从三个方面探讨机构知识库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①走出图书馆,在与用户沟通中

发现新需求;②拓宽新渠道,实现馆内资源的纵向整合;③拥抱新时代,以全球共享为目标履行新使命。 对机构知识

库下一轮发展提出三点建议:注重全范围参与,加强集体合作与共享,深化高质量服务。 参考文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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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dissemination
 

is
 

one
 

of
 

the
 

core
 

missions
 

of
 

modern
 

universiti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which
 

started
 

around
 

2000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fulfilling
 

this
 

mission.
 

The
 

focus
 

of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was
 

on
 

collection
 

and
 

open
 

access
 

of
 

the
 

research
 

outputs
 

published
 

formally.
 

With
 

the
 

increasing
 

digit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functions
 

and
 

service
 

methods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are
 

further
 

deep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libraries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opens
 

up
 

a
 

new
 

world
 

for
 

the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of
 

library
 

services.
 

The
 

practice
 

of
 

libr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is
 

not
 

only
 

a
 

technical
 

or
 

professional
 

issue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values service
 

methods and
 

cooperation
 

with
 

users.
 

While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continue
 

to
 

deepen
 

and
 

innovate they
 

also
 

bring
 

a
 

series
 

of
 

new
 

challenges
 

to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and
 

culture.
 

To
 

do
 

this we
 

need
 

to
 

think
 

culturally embrace
 

and
 

address
 

development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university / research
 

libra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from
 

three
 

aspects 
 

1  
 

go
 

out
 

of
 

the
 

library 
 

and
 

find
 

new
 

needs
 

in
 

communication
 

with
 

users 
 

2  
 

broaden
 

new
 

channels
 

and
 

realiz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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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3 
 

embrace
 

the
 

new
 

era
 

and
 

fulfill
 

the
 

new
 

mission
 

with
 

the
 

goal
 

of
 

global
 

shar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for
 

the
 

next
 

round
 

of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1  
 

Focus
 

on
 

comprehensive
 

particip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of
 

university
 

requires
 

the
 

storage
 

of
 

all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the
 

institution 
 

which
 

not
 

only
 

requires
 

the
 

faculties
 

and
 

staffs
 

to
 

display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but
 

also
 

ensu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2  
 

Strengthen
 

collective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Next
 

generation
 

repositories 
 

must
 

change
 

the
 

phenomenon
 

of
 

digital
 

island 
 

based
 

on
 

the
 

goal
 

of
 

global
 

sharing 
 

and
 

make
 

ever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as
 

much
 

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visibility
 

of
 

open
 

sharing.
 

3  
 

Deepen
 

high-quality
 

services.
 

The
 

vitality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depends
 

on
 

its
 

social
 

relevance
 

and
 

external
 

expansion.
 

In
 

a
 

highly
 

digitalized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should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digital
 

system
 

of
 

its
 

parent
 

institution.
 

27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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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传播(Research
 

dissemination)是现代大学的核心使命之一[1] ,起步于 2000 年前后的机

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在大学履行该使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2] ,其初期建设的重

心在于对正式发表的学术成果的汇集和开放获取,随着学术研究活动越趋数字化和多样化,机构知识

库的功能及服务方式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数字驱动的学术生态为机构知识库的深化发展提供了

更广阔的前景[3] 。 机构知识库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探索起步

阶段,第二阶段为整合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全球同步阶段,每一个阶段大致为十年,2016 年开始的

“下一代机构知识库”倡议开启了第三阶段的发展,在未来十年里,机构知识库将朝着建设分布式、全
球型网络基础设施的学术交流平台的目标迈进。

图书馆正面临转型,机构知识库建设是大学及研究型图书馆转型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也为图书馆

服务的升级和创新开辟了新的天地。 实践证明,机构知识库建设不只是技术或专业层面的问题,更与

价值观念、服务方式以及与用户之间的合作等密切相关。 有学者指出,开展机构知识库建设“需要学

者与行政者之间的磨合,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机构知识库的技术实现,而是在融入研究人员的日常活动

和行为模式中所面临的文化变革” [4] 。
 

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机构知识库在不断

深化和创新的同时,也给机构管理及文化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5] 。 为此,我们更需要从文化的角度

思考和解决机构知识库发展中的问题。
本文从大学及研究型图书馆的角度出发,从三个方面探讨机构知识库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机

遇:①走出图书馆,在与用户沟通中发现新需求;②拓宽新渠道,实现馆内资源的纵向整合;③拥抱

新时代,以全球共享为目标履行新使命。 对机构知识库下一轮发展提出三点建议:注重全范围参

与,加强集体合作与共享,深化高质量服务。

1　 走出图书馆,在与用户沟通中发现新需求

与图书馆转型的重心是从收藏转向利用一样,机构知识库建设也经历了由“存储和展示”转向以

“服务”为导向的过程[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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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知识库从一开始就以学术成果传播为主要目的,以提升科研机构的知名度、地位及公共

价值[7] 。 按理说,机构知识库因其数字化特性在技术路线上更倾向于数字思维,但由于大部分机

构知识库都是由图书馆来具体承办或运作的,其建设和发展深受图书馆传统技术路线的影响和制

约。 龚亦农和朱茗通过对中国内地机构知识库建设情况进行调查,归纳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执行率不理想、开放获取政策不明朗以及学者参与度不高等方面[8] ;机构知识库领域知名

专家祝忠明在 2021 年第九届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诸如用户认可度、参
与度和重视度不高,对接相关应用和流程的能力较弱,平台和系统跟不上新兴技术和数据管理的

发展等问题,并指出机构知识库建设总体上没有摆脱孤岛化现象① 。
要建设好机构知识库,就要从惯性的专业思维中走出来,在与用户的沟通与合作中发现和寻

找新的需求。 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只有在了解用户需求,并与用户交互中才能更好地发

挥和体现出来。 一方面,从其使命的角度出发,大学建设机构知识库需要图书馆的参与。 如加拿

大一些大学图书馆的调研表明,图书馆及其机构知识库系统可以在学术成果传播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9] 。 有研究指出,大学希望图书馆能参与到学校科研影响力传播的工作中来,因为他们发现教

研人员通常通过传统出版形式,如发表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来传播学术成果,但普遍缺乏通过其

他方式传播学术成果的能力,也不了解现有的图书馆服务可用以扩展自身的社会影响力[10] 。 另

一方面,将服务融入学校教学与科研管理体系之中是大学图书馆转型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学科建

设还是科研评估,图书馆都可以利用其拥有的信息资源和分析工具参与其中,并扮演重要角色。
以倡导嵌入式馆员( Embedded

 

librarianship)而知名的戴维·舒马克( David
 

Shumaker)曾向图书馆

馆长和公共服务管理者们呼吁:“让图书馆员走出去! 让他们在这一激动人心且富有挑战的旅途

中大显身手。”同时他进一步强调,图书馆员“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与其用户自由分享经验,是因为

他们随身带有许多最宝贵的工具” [11] 。
当然,与用户沟通与合作既是快乐的,有时也可能是艰难的,需要用户的理解和配合。 如香港科

技大学在机构知识库开发初期,与行政管理者和学者之间进行艰难而执着的沟通和努力[12] ;澳门大

学图书馆在学者库融入大学教研管理体系中也经历过不少曲折和艰辛,既要与教研人员耐心解释,又
要在操作中克服很多新的挑战和难题。 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和分享。

2　 拓宽新渠道,实现馆内资源的纵向整合

机构知识库对图书馆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建设全球共享知识库的可行性探索。 作为以知识

服务为己任的现代图书馆,不仅要整合馆内的文献资源,而且要整合馆内外相关的知识资源,对于研

究型图书馆来说,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实验室形成的知识资源也应纳入其中[13] 。 要想实现本馆与本

地及全球其他图书馆的横向连接,第一步是要实现馆内各类型资源的纵向整合。
近年来,各机构知识库在建设过程中,都注重非正式出版物的建设。 在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

各种影像、音频、软件以及 3D 视频产品等已经开始与正式出版物一样被收录于学术信息体系中,纳
入机构知识库的内容范围[5] 。

2008
 

年
 

8
 

月
 

4
 

日,研究型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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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网络信息联盟(Coalition
 

for
 

Networked
 

Information)以及全美州立大学及

赠地学院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Universities
 

and
 

Land-grant
 

Colleges)召开圆桌讨论会,邀请

大学行政领导、教授、馆长以及信息主管等,对如何将大学学术成果传播扩大到全部学术研究产品的

问题展开讨论,并于 2009 年 2 月发布了一份行动倡议,提出学术成果传播的范围不应局限于传统形

式的出版物,必须扩大到教研人员所有的作品,包括数据、分析报告、新的学术形式、期刊论文、会议论

文集、专著以及表演等创造性作品,同时强调教研人员的研究与学术成果是重要的知识资产,其价值

的彰显在于有效传播,并指出限制开放与大学固有使命是格格不入的[14] 。
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建设以全媒体知识资源为内容主体的机构知识库已经形成广

泛共识。 从哈佛大学图书馆 2020 年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目标更为明确、内容更为具体的“四
位一体”的内容发展战略:实体资源(如图书)、数字化实体资源、原生数字资源、可检索的诸如研究成

果和社交媒体等创新型数字资源[15] 。 “四位一体”已经成为全球共享知识库的内容规范。
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图书馆不仅要有充分的业务准备,而且也要争取合作者的支持和配合。

有些机构的教研人员对机构知识库一无所知,如墨西哥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调研中发现,50%的受访科

研人员甚至没有听说过机构知识库[16] ,更不用说参与其中了。 实际上在各大学及研究机构中,对机

构知识库缺乏了解的人为数不少。 为此,要建设好机构知识库,图书馆一方面要配合和指导教研人员

将他们的资源录入科研成果库,另一方面自身要学习和熟悉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的著录方式,以便给予

教研人员更好的指导。 然而,学位论文、技术报告、数字作品、学术博客等灰色文献如何纳入机构知识

库也是一个需要边管理、边服务的现实问题。 由于各机构一般都有现成的自建数据库和专题库,这些

资源需要与机构知识库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如美国埃默里大学在整合电子学位论文方面[17] 、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在将灰色文献融入机构知识库方面[18] ,都有一些创新的做法。
机构知识库在融入学校教研体系、与用户合作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产生新的需求,系统

和服务也需要与时俱进。 香港大学在原有机构知识库的基础上,开发出香港大学学术库(HKU
 

Scholars
 

Hub),使之成为对内发挥决策支持、对外促进公开获取的大学研究信息管理系统[19] ,同济大学将更新后

的机构知识库 2. 0 版与论文收引证明自助服务系统结合起来[20] ,这些做法都值得参考和借鉴。

3　 拥抱新时代,以全球共享为目标履行新使命

机构知识库建设的目标与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将它看作是一种有利于用户学

习、交流和创造的基础设施。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打破传统专业思维,立足于资源的开放、规范

和互联,将技术开发的重心放在服务上,并通过服务实现资源增值。 通过全媒体、平台化和新业态的

建设思路,将机构知识库打造成既能传播和交流信息、又能分享和创造价值的无所不在的基础

设施[21] 。
全球机构知识库发展迅速,2016 年在 OpenDOAR(开放获取知识库名录)上登记的机构知识库将

近 3
 

000 个,七年后的 2023 年 12 月已经发展到 5
 

874 个[22] ,近乎翻了一番。 不仅开放获取呈现蓬勃

发展的势头,而且机构知识库建设正向全球共享知识库的方向扎实迈进,并对全球学术传播与共享体

系产生深刻影响。
2016 年 4 月起 COAR(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启动的“下一代机构知识库”(Next

 

generation
 

reposi-
tories)倡议,核心是将机构知识库作为一种全球性网络基础设施的学术交流平台,既可部署知识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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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又能面向研究人员开放,有助于创造,并便于学术社区集体管理[23] 。 其意义体现在如下三个方

面:一是从存储走向增值,将重心放在服务和增值上,使资源能发挥更大效用;二是通过开放获取为科

技创新服务,有利于全社会的科研和创新;三是走向集体合作和管理,增强机构知识库之间的关联与

协作[24] 。 “下一代机构知识库”倡议为所有在建的机构知识库的升级改造指明了方向和具体实施

路径。

4　 机构知识库发展建议

未来,机构知识库的建设与创新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可遵循以下三个思路进行建设。
第一,注重全范围参与。
有调查表明,大学机构知识库只有在近乎其机构全部的学术成果(接近

 

100%)存入时,才算是成

功的[25] 。 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图书馆的宣传和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大学行政机构政策上强

有力的支持:一方面要求教研人员将他们的学术成果展示出来,另一方面要确保所有教研人员都

参与。
澳门大学图书馆从 2018 年开始引进学者库系统,为了吸引教研人员的参与,图书馆组织各院系

联络馆员(Liaison
 

librarians)深入学院宣传和推广学者库,并希望以此取代各院系的教研人员介绍栏,
但始终难以实现 100%教研人员的参与。 后来大学要求教研人员的出版成果库要与学者库连接,才
保证了全员的完整参与。 其他资源库如硕博士论文库也一样,只有做到 100%的收录,才能真正体现

其知识库的价值。 为了确保硕博士论文库的完整性,澳门大学图书馆与大学研究生院合作,通过调整

学生提交论文的流程,改变了过去被动接收的局面,近几年基本做到了完整收录。
第二,加强集体合作与共享。
机构知识库的未来发展将更加重视机构之间及数据库之间的关联与协作。 要改变数字孤岛现

象,既要在技术上注重互操作性,更要改变各自为政的现象,强化集体管理与合作,将传统的由图书馆

或学术机构购买资源并供机构内成员使用,改变为由图书馆或学术机构收集、购买并与外界公平分享

本地资源。
机构知识库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元数据型机构知识库较多,而全文率 / 全文开放获取率往往不足

20%①。 过去图书馆把机构知识库建设的重心放在元数据上,认为内容资源在哪里无所谓,忽略了对

内容资源的管理,而“下一代机构知识库”要求同时关注两者,让元数据和内容资源都放在一个可共

享、开放的资源平台上[24] 。
资源共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共享。 图书馆界开展资源共享多年,但真正能持续下来的并不多。

这里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重心在“建设”,忽略了“分享”,很多馆际合作项目在尚未看到共享带来的

好处之前就已经散伙了,各建设主体总觉得自己的付出大于收获;二是缺乏集体合作意识,大多数机

构知识库不支持互联网公开访问。 “下一代机构知识库”立足于全球共享的目标,尽可能让每一个机

构知识库都能在开放共享中提高能见度。
第三,深化高质量服务。
机构知识库的生命力取决于其社会关联度和对外扩展性,需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前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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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祝忠明在第九届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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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机构知识库建设更应主动融入其母机构的数字化体系。
目前看来,机构知识库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融入整个学校 / 机构的数字化环境,融入科研过

程,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研究数据管理为例,图书馆可提供技术支持,但应该由学校层面统筹

管理并开展利用。 有文章指出,国际上不少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

和英国等的研究型图书馆虽然在研究数据管理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总体上仍处于宣传和酝酿阶段,在
实际运行方面,如提供数据目录、保存研究数据等方面难度很大[26] 。 二是机构知识库如何突破具体

功能和技术的局限,将发展重点放在与科研评价、科研服务等多样化模式结合上。 虽然有研究表明,
机构知识库从 2018 年起与机构科研管理结合的趋势逐渐显现,但在实际运行方面还有很大差距[27] 。

5　 结论

知识是人类共有的资源,理应开放共享。 建设全球共享知识库,是图书馆员多年来的梦想。 机构

知识库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从开放获取起步,到资源整合与知识增值的探索,如今正逐步迈向成

为分布式、全球型网络基础设施的学术交流平台的新阶段。 实践表明,机构知识库建设不只是技术或

专业层面的问题,更与价值观念、服务方式以及与用户之间的合作等密切相关。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文化的视角观察机构知识库的发展。 首先,强调要走出图书馆,在与用户

沟通中发现新需求。 机构知识库的建设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和适应过程,尤其是当用户对机构

知识库的功能缺乏理解时,更需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其次,提出要拓宽新渠道,实现馆内资源的纵

向整合。 机构知识库建设是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重要一环,要以此为契机,将馆藏资源和各类相关数

字及网络资源纳入整体建设的轨道,推进全媒体化建设。 最后,呼吁业界拥抱新时代,以全球共享为

目标履行新使命。 图书馆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信息“孤岛”,而是立足本地、连接全球的共享知识库。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笔者从大学及研究型图书馆的角度出发,对机构知识库下一轮发展提出了注重全

范围参与、加强集体合作与共享、深化高质量服务三点建议。
图书馆将不再只是一个书库或数据库,而是能为广大用户提供学习、交流和创造的一种服务。 如

同能帮助用户获取信息、交流信息并能增添价值的互联网一样,转型后的图书馆将成为一个以信息和

知识服务广大用户的无所不在的基础设施。 机构知识库建设加速了图书馆向智慧型发展的步伐,未
来,全球只有一个图书馆,她不仅能为广大用户提供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空间,而且能帮助他们在生

活、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增加和创造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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