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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数字图书馆机制的范式演变及其挑战 
陈妍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330046) 

摘要：数字图书馆将从拥有数字资源的数字图书馆转变为基于综合信息服务的数字图书馆，以及基于用户信息活动的数字图书

馆模式。数字图书馆和基于用户信息活动的数字图书馆有各自的模式、实现形式和作用。随着数字化图书馆范式的演进，数字化图

书馆在信息服务理念、模式等方面面临着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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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和数字信息资源系统的快速发展为提供信息服务创

造了新的条件。信息资源、组织工具和通信手段日益集中在数字空

间，信息系统、信息服务系统和用户信息系统（如电子邮件、个人

网站、特殊网站、机构信息系统、商业信息管理系统）越来越多地

与网络空间相连接，各种各样的网络空间变得越来越完善。此外，

这些信息系统之间的连接、交换、交互、交互和集成越来越成为可

能。数字图书馆（和所有信息服务）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服务机制为

用户使用信息进行学习和知识积累提供有效支持。当信息资源、信

息服务和用户（信息活动）集中在数字空间时，可以审查信息服务

的总体功能和组织安排，以匹配新技术，例如信息资源、信息服务

和用户（信息活动），建立信息服务体系，为用户的信息活动提供

全面、直接的支持。数字资源、信息系统、用户信息环境等都在发

生着深刻的变革，使数字图书馆体系从以数字信息资源为基础的系

统模式逐渐向以信息服务为基础的系统模式转变。文章从理论和实

践两个方面探讨了这种范式的演进，并对数字化图书馆的图书情报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1.数字图书馆的范式演变 

从基础、体系形式、核心任务三个方面，可以将数字图书馆划

分为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和深化。 

1.1 基于数字化资源的数字图书馆 

第一代数字图书馆由数字信息资源组成，这些资源通常是独立

的，通常嵌入传统图书馆或顶级信息系统中，以空间和空间方式传

输数据。目前，许多图书馆、档案馆甚至博物馆的数字图书馆系统

都处于这种背景下。这种数字图书馆的逻辑电路如图 1 所示。在这

种情况下，数据库中的管理和检索系统往往与数字资源数据库相结

合，其功能形式、技术方法和运行管理机制往往取决于数据库内容

格式、元数据格式、知识组织体系和专用软硬件平台，这些都可以

由专门的或私人的代理模块来实施，最终由网络平台提供给用户。 

数字图书馆的职权范围包括数字文件（如有价值的文件、手稿、

档案、地方性文件或授权出版物）的数字化，数字文档格式标准（如

数字标签格式、数字图像扫描格式等）的搜索和演示（包括并行搜

索、内容搜索、简单数字对象的显示等） 

1.2 基于集成信息服务的数字图书馆 

为了充分利用分布、多样化、异构的数字信息资源，二代数字

图书馆的目标是实现分布的数字化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从而

实现信息资源和服务的无缝交互，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综合信息

服务体系。数字图书馆的核心已不是数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和特定

的数字资源，相反，有一个统一的信息服务系统，数字资源的分布

和多样化（包括“官方”或“非官方”）资源，如出版商、学术机

构、事业单位等不同于传统图书馆的新体系和组织结构将成为当今

数字图书馆技术研究、测试和开发的主要趋势。图 2 显示了数字图

书馆系统的结构。moa2 计划中提出的第二代数字图书馆将第一代数

字图书馆视为一种特定的数字资源，旨在通过一系列搜索、转换和

集成工具实现系统集成，以支援整合的服务。 

这一代数字图书馆的职权范围将更加侧重于分布式系统架构、

系统互操作性（例如基于分布式设施、基于代理和协调的技术、搜

索或集成协议）、数字设施和数字设施的独特定义、元数据交互、

数字资源的公共链接、，数字资源的公共获取、分散管理、网络资

源创建和资源组织；基于内容和集成的搜索方法（基于内容的搜索、

知识系统和语义搜索、系统搜索、多语言搜索等）。 

1.3 基于用户信息活动的数字图书馆 

在信息融合的基础上，首次突破了传统图书馆信息系统（甚至

数字图书馆）独特的服务形式，使信息系统与用户使用信息的过程

相对隔离。用户可以更灵活地处理信息和提取知识，进行交流与合

作。在此基础上，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者开始研究考虑用户信息

行为的数字图书馆运行机制。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科

学、数学、工程和技术教育数字图书馆（NSDL）明确建议建立分布

式资源网络和学习机制，重点是用户协作学习。为了使个人或团体

能够充分、动态地利用各种数字资源和工具（包括协作学习系统、

远程实验室、虚拟实验室等），进行信息处理，促进协作学习。数

字图书馆系统领域，整合用户信息并与用户合作。马里兰大学的

minder 计划建议，新一代数字图书馆直接支持用户灵活使用信息；

奥地利的莫雷尔认为，数字图书馆应该是用户之间的一种沟通方

式，帮助用户解释、沟通和合作；美国著名数字图书馆专家埃德·福

克斯也指出，数字图书馆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建立虚拟个人数字图书

馆，并将其融入用户的工作环境。支持用户传播信息，建立用户社

区，就特定主题资源进行协作，并提供对网络选择资源的访问。 

2.基于集成信息服务的数字图书馆模式分析 

考虑到异构性、资源分配系统的多样性和用户的移动性，集成

信息系统可以提供对分布式和多样性信息系统的访问，并支持每个

系统中的自主和本地服务。（1） 支持这些资源系统的逻辑集成，

并以标准格式进行搜索、检索、转换和集成。（2） 提供基于分布

式资源系统的完整业务和服务管理机制。（3） 支持资源系统的逻

辑重组，为不同用户群建立虚拟信息资源和服务系统。（4） 保持

整个系统的开放性、可扩展性和可扩展性，以及任何资源和服务系

统（包括新资源、新系统和新服务形式）的集成和动态访问。 

信息服务系统集成的关键在于分销系统和异构体之间的协同，

具体体现在：（1）基于中间协调和代理转换的联邦系统、基于

z39.50/ill 的综合检索系统、英国 MIA 系统和 dner 系统，能够通过

复杂的中介机制支持强大的综合变革服务。（2） 基于 OAI 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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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协议，开放资源系统可以提供基本元数据和对基本元数据的访

问，并支持服务集成商通过简单的开放机制进行元数据检索、元数

据生成、数字数据访问和第三方提供的其他服务。（3） 基于约定

的搜索协议，并在 LDAP、whois++、sdlip 和其他协议的支持下，机

构间收集和集成机制（收集/集成系统）可以使用各种数字资源系统

中的公共信息进行彻底检查。它实现了数据资源的逻辑集成和管

理，并根据用户的需求定制和集成各种资源和服务，包括服务系统
[2]。 

3.基于用户信息活动的数字图书馆模式分析 

数字图书馆以信息活动和用户信息系统为中心，组织、整合和

整合数字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这些资源和服务本身具有个性化和

动态性。从目前的研究和思考来看，可以采取以下形式：（1）个性

化数字图书馆，它根据用户和知识系统的需求容纳各种资源、工具

和服务。（2） 数字图书馆（DL project/project）是为用户群体或项

目开发和集成的。它包括分布式和多样化的资源、工具和服务，以

满足用户群体或项目、知识系统、组织环境和活动的需求。（3）动

态文档和动态数字图书馆机制（activedl）可以灵活地组织和组合文

档或数字图书馆，并根据用户需求灵活地分析、注释、引用、集成、

组织和呈现信息。（4） DL-basedscholarship 是一种集成数字资源系

统或集成数字信息系统的新型交互机制。（5）嵌入在用户信息环境

中的数字图书馆。 

4.数字图书馆范式演变的挑战 

4.1 范式演变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影响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上一代信息系统为

后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后一代信息技术则为上一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宏观参考框架。所以，虽然我们目前仍将重

点放在建立数字资讯资源系统或整合机制上，但是，后续制度的作

用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首先，第一代数字图书馆是数字资源的基

础，它将与二代信息服务系统整合，并在技术、管理等方面提出需

求。比如，依据一体化服务体系，基本的数字资源体系应当在内容

标识与标识、元数据、知识组织、检索与传输协议、接口机制、用

户使用控制、知识产权管理、长期保存保护等方面应用标准化、开

放的技术，以实现与其他系统的互联互通；数字资源系统的建造应

当放在一个整合的体系框架中，在合作和整合的基础上进行，其中

包括合作和整合，与整个信息生产链条中的其他参与者，比如出版

商和使用者资源系统。其次，从数字图书馆的角度出发，第一代和

第二代数字图书馆系统应该是能够嵌入用户信息系统中的灵活信

息资源和服务机制需要标准化，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开放和互动（例

如，它不是基于 mark 和 z59.50，而是基于 ww/xml、教育、电子商

务、政府信息管理和其他标准。它支持信息内容、资源系统和信息

服务的开放定义、描述、分析、链接、设计、嵌入和集成，并支持

扩展和分布式管理框架，监督信息内容、资源系统和信息服务使数

字图书馆系统及其任何组件或功能能够灵活、有机、可靠和可控地

集成到用户信息系统和用户活动中[3]。 

4.2 范式演变对信息服务理念和模式的挑战 

在图书数字化信息平台建成后，要建立和完善图书馆的信息传

输机制。首先要保证信息系统与信息平台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既保证了信息的高效传递，又保证了信息的安全，保证了信息的稳

定传输。信息的平稳传递依赖于建立合理的信息逻辑机制，因此，

在构建信息传递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正确的信息信道以实现信

息的交互与实时对接。只有确保图书馆的信息安全，才能更好地共

享、有效地利用图书的数字化资源，以更好地服务于现代数字图书

的读者，使其能够在一个稳定、可靠的环境下，有效地传递、共享、

共享，提高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处理能力和信息使用能力，进一步满

足读者的需要。新的数字图书馆形式是信息服务与信息系统的新概

念，它需要新的信息结构、组织体系、服务功能和运行机制，以保

证信息服务和信息服务的高效发展。这些都是我们长久以来所熟知

的基本思想和方式的挑战。（1）系统模型.数字图书馆的范式演进，

反映出从信息资源逐渐向信息服务机制向用户信息行为转变的过

程。在此背景下，信息系统（即“图书馆”或“数字图书馆”）不

再仅仅是资源系统、资源服务，而是一种以用户为核心、以用户为

核心的动态资源、服务和信息利用活动的动态机制。而其面临的挑

战与活力，就是基于用户的认识、设计、组织和持续发展。（2）资

讯型态。人们通常把资讯的内容与资讯系统视为静止的、独立的，

只是资讯撷取与处理的被动与僵化的物件。但是，二、三代数字图

书馆的运作机制，都体现了信息模型的各个层面（包括文献、元数

据、知识组织、信息处理流程、信息系统架构）的开放、可描述、

可解析、可抽取、可转换、可链接、可嵌入、可重组、可扩展的发

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不仅要求我们以开放的标准来界定各个层次

的信息模型，更要从元数据和信息组织的角度，引进数字对象、开

放链接、分布式代理、开放系统框架等观念和技术，并构建开放、

灵活的信息组织技术，使信息资源和服务机制能够真正地按照使用

者的动态需求，迅速、动态地构建、整合、嵌入信息资源和服务机

制。（3）资讯服务的方式。传统的信息服务模式以资源为基础，以

有形的信息单位和固定的结合为中心。但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数字

图书馆的机制，更多的是面向使用者的信息感知、获取、分析、重

组、传递和应用的全过程和多样化的需求，服务不再依赖于单一的

实体资源或特定的服务方式，也不再是独立于使用者的行为和环

境，而是以使用者的个人资讯活动和环境为中心，对各种资源、工

具、服务进行全面的整合和动态组合，动态地设计、组织和协调相

关服务模式和系统形式。在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的服务

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在思想观念、

人员素质、制度组织、工作方式等方面，都亟待进行变革。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彻底消除图书馆学的功利主义倾向，必须从文化

建设的高度，从体制、心理等方面着手，引入国外的先进的管理体

制和思想，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一种全新的、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图书馆学文化。这样的文化特质，必然会培养出一

批性格健全的图书馆学者，为我们国家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提供

更高层次、更高层次的人文素质和主体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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