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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海艳 郭晶 陈进 /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240

从研究轨迹看国内数字图书

馆服务体系建设进展*

数字图书馆服务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目标和核

心。如果从1997年7月，我国实施的“中国试验型数

字式图书馆项目”为起点推算，国内数字图书馆至今

已经走过了10余年的实践与研究历程。数字图书馆服

务体系是一个牵涉广泛、工程浩大、内容繁复的系统

工程，同时发展极为迅速，已经从最初的概念引入、

探索研究，逐步开始试验推广，进而发展到如今的规

模化、产业化阶段。及时总结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建

设所涉及到的模式、特点、目标、热点等问题，有助

于把握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现状和未来发展趋

势，从而评判得失、推广经验。文章通过对2005年以

来国内发表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主题相关文章的系统调

研和总结，并对代表性服务模式进行分析，以期能够

揭示国内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最新进展。

1 数字图书馆服务研究基本状况

当前数字图书馆服务领域是以被动服务为主、主

动服务为辅的形式，习惯于给同样的群体提供相同的

服务和相同的程序，组织整理信息资源，加工成信息

产品或者服务，然后告知给用户，等待用户主动前来

接受服务，缺少与用户的互动[1]。web2.0可增强服务的

交互性、深化个性化服务，更加及时地传递和响应服

务，冲击着当前的服务形式和理念，实现了用户生产

信息并彼此交流信息的功能，不但有机地结合了数字

图书馆资源和用户所需信息资源，而且更自然融入了

用户利用信息的全过程，改变了图书馆建设资源、用

户利用资源的传统模式，使数字图书馆真正实现以资

源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服务的转变[2]。

1.1 服务理念转变：从资源为中心到用

户为中心服务

数字图书馆从资源主导、技术主导发展到现在的

服务主导阶段，数字图书馆服务呈现专业化服务、个

性化服务、在线咨询服务、用户培训服务、网络知识

服务、辅助教学服务等特点[3]。服务用户是数字图书馆

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以用户为中心，面

向用户。基于用户的信息需求并以用户信息需求的满

足和问题的解决为目标，增进用户信息利用期望。

1.2 服务动力挖掘：构建动力机制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动力机制，是指在数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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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信息服务过程中，以提高图书馆核心服务能力为中

心，以满足用户信息需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为目标，

通过重组图书馆信息服务动力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推动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与服务能力持续不断提高的

内外因素的有机组合形式。内部动力要素有信息服务

价值观、信息服务利益、图书馆自身发展需求、数字

图书馆核心能力；外部动力要素诸如用户知识需求、

信息环境、科学技术、服务模式。信息服务动力机制

的构建是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提高的关键。研究

者提出，数字图书馆服务动力机制包含面向用户为中

心的信息服务模式机制、基于信息环境的服务管理机

制、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运作机制、以业务流程为导

向的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机制[4]。

1.3 服务体系重建：人文化服务体系

web2.0以人为本，强调用户的作用，关注用户对

信息内容的需求和利用习惯，使数字图书馆在此环境

下开始思考如何以用户熟悉的方式、方法和技术去构

建服务体系。立足2.0技术，研究者从用户需求的实现

出发，提出数字图书馆人文化服务体系。该体系整体

上由用户中心、文献信息服务、虚拟参考咨询服务、

学习中心和网络社区五个模块组成，分别起到用户信

息管理、文献检索与获取、问题咨询与解答、信息素

养能力培养与人际交流的作用[5]。

数字图书馆面向用户的服务是个性化、集成化、

多元化的服务。研究者提出服务模式向以人为本的个

性化信息服务转变、服务内容向所有数字化资源拓

展、服务方式向资源共享服务发展、服务重心向电子

文献信息的咨询服务转移、服务功能向社会多元化扩

展、图书馆员实现角色转变[6]。

2 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主要层面

数字图书馆服务是一个丰富多样的体系，必须

聚焦中心服务，才能打造服务优势，形成特色服务模

式。未来数字图书馆服务将是一种基于用户信息活

动、面向问题、服务主动与利用自助相结合的集成式

信息服务模式[7]。通过文献调研可以发现，目前关于服

务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2.1 服务模式

从理念来看，数字图书馆服务是“以人为本”的

信息服务、个性化信息服务、集成化信息服务和知识

服务[8]。从类型来看，我国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具体包

括事业服务模式、内容服务模式、管理服务模式和运

营服务模式[9]。从要素要看，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应

包含集成化信息检索、电子化文献传递、远程化用户

教育、个性化信息服务、虚拟化参考咨询[10]。从体系

上看，研究者提出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是以用户为中

心、以信息门户为统一界面、以个性化服务、集成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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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服务、参考链接服务、数字参考咨询和学科信息门

户五种服务方式为主体、多种信息资源综合利用的

四层结构模式[11]。针对数字图书馆用户的特点，研

究者将数字图书馆用户服务模式概括为信息集成服

务模式、学科对口服务模式、信息增值服务模式、

双向循环服务模式、渗透延伸服务模式、全面综合服

务模式[12]。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数字

图书馆越来越重视基于用户的信息服务模式，即“以

用户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根据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

目标层次与内容方式的不同，研究者提出面向用户的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还包括需求牵引服务模式、

问题解决服务模式、信息增值服务模式、互动服务模

式、自助服务模式等[13]。研究者还提出了集成的商业

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该模式以用户自主服务、专

业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为主体[14]。

另外，研究者分析了基于网络、网格、共性需

求、知识增值的数字图书馆多元化服务模式[15]，这种

多元化服务模式共同促进数字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顺着多元化服务模式的研究思路延伸，可以进一

步梳理出以下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

（1）学科馆员服务模式

数字图书馆的学科馆员服务模式具体包括知识智

能管理服务模式、知识智能导航服务模式、学科馆

员合作咨询服务模式、用户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等

内容[16]。

（2）知识资源服务模式

知识信息资源服务模式包括知识信息资源重组服

务、智能化知识信息挖掘服务、知识信息资源搜索服

务、网络参考咨询服务、系统化信息增值服务、教育

提升服务[17]。

（3）综合信息服务模式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发展经历了面向资源型、

面向交流型、面向用户型的信息服务演化过程。在此

基础上，研究者提出综合信息服务模型，要求围绕用

户信息活动、用户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用户信息系

统来组织、集成、嵌入数字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从

而更直接、深入、有效地支持用户自助检索、处理、

利用信息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全过程，最终达到用户满

意，增进用户利益，超越用户期望[18]。

（4）知识服务模式

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满意

为目标，面向解决方案，贯穿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

且基于专业化和个人化，是围绕增值和创新目标的服

务。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模式包括基于分析和基于

内容的参考咨询服务、专业化信息服务模式、个性化

定制服务模式、知识管理服务模式[19]。

（5）联盟服务模式

目前数字图书馆联盟服务共享的模式主要有基于

导航系统的服务共享模式、基于OPAC系统的服务共享

模式、基于跨库检索系统的服务共享模式、基于网络

参考咨询系统的服务共享模式、基于链接系统与跨库

检索系统整合的服务共享模式。其体系包含联合编目

与全文传递服务、公共信息服务、知识服务、联机借

阅服务、知识搜索服务[20]。

除了上述服务模式，研究者从数字图书馆可持续

发展出发，提出集成化、个性化、多元化、协作化、

创新型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21]。

2.2 服务方式

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一直是倍受关注的研究主

题，通过相关文献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种服务方式：

（1）个性化服务方式

个性化服务是数字图书馆服务方式的主流和趋

势。当前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方式主要有信息

分类定制服务方式、信息推送服务方式、信息智能代

理服务方式、信息垂直门户服务方式、信息帮助检索

服务方式、信息挖掘服务方式以及信息呼叫中心服务

方式等。个性化服务包括服务时空的个性化、服务方

式的个性化和服务内容的个性化三方面[22]。

（2）集成服务

信息集成服务是对信息资源、系统资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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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融合的过程，是分布式服务的飞

跃。未来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应当是以用户为

中心的集成式服务模式。以用户为中心开展信息集成

服务需创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图书

馆的业务基础，构建统一的互操作检索平台，并提供

一站式集成服务的内容[23]。形式上，集成服务平台应

该提供检索服务、链接服务、传递服务、咨询服务4种
集成服务[24]。

（3）定题服务

与一般性检索相比，定题服务最大的优点在于具

有主动性、系统性、持续性。通过追踪用户研究课题

的进展，及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用户，使用户能及时

了解到与课题相关的动态信息，为用户研究课题的顺

利完成提供相关参考信息保障。Web Service不仅仅是

一种技术，更是一种系统架构的方式、一种应用的思

想。数字图书馆开展定题服务时引入这种应用集成技

术，会使得Web Service技术框架下的整个网络变成为

一个开放式的组件平台，通过将各种不同的资源和服

务进行有机的整合，可以实现更加强大的功能，从而

为用户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25]。

（4）情景服务

关注情景信息并据此主动提供服务就是情景感

知服务，该服务源于移动商务，即根据用户情景信息

的变化建立一种情景感知服务的自适应调整机制。用

户情景敏感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是根据用户特定信息活

动情景自动揭示、推荐可使用资源和服务的一种数字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充分考虑了用户身份、行为、关

注对象及偏好等[26]。一个完整的情景模型的构建过程

包括情景信息获取、情景信息分析、情景模型表示和

情景模型更新等几个子任务。数字图书馆可通过综合

用户以往的历史资料和感知的用户情景，为其提供实

时、有针对性的服务[27]。

（5）主动服务

研究者提出数字图书馆主动服务模式需要从传统

的同质化服务到异质化个体服务、从单向的导向服务

到互动的交流服务、从分散独立的服务到统一协同的

服务[28]。

（6）移动服务

以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中组织实施的“移动数字

图书馆集成服务”项目为基础，提出移动数字图书馆

服务系统组成包括内容服务器和内容加工、内容分发

服务器与内容提供、读者门户服务器、检索服务器、

收集客户端软件[29]。

（7）互动服务

数字图书馆互动服务并不专指某项服务业务，而

是在原有信息服务业务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个性化技

术与人机交互技术，为用户提供参与数字图书馆资源

建设和服务的途径，从而增强数字图书馆的可用性

和实用性的一种信息服务模式。互动服务更加强调

“图书馆—用户”的双向交流，注重用户体验和参

与。其中，Folksonomy、Tag、Blog、Wiki等技术得

到应用[30]。

（8）个人数字图书馆服务

个人数字图书馆体现了个性化服务这样一种全新

的图书馆服务理念和一对一服务这样一种先进的服务

手段。个人数字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用户服务的一种

具体表现形式，其中需要重视用户隐私问题、版权保

护、网络资源安全、用户教育等问题[31]。

（9）电子商务服务

研究者运用了管理学的SWOT分析理论，全面分析

了我国数字图书馆开展电子商务服务的优势、劣势、

威胁和机遇[32]，认为数字图书馆与电子商务有诸多共

性，并具有开展电子商务的独特优势，提出数字图书

馆的电子商务服务包括付费浏览服务、在线交易、信

息引至服务[33]。

2.3 服务类型及服务内容

现有关于数字图书馆服务类型及服务内容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

（1）虚拟参考咨询

数字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具有检索性、实时性、

开放性、广泛性，主要有基于电子邮件的虚拟咨询服

务、常见问题解答（FAQ）、WEB表格、学科网络资

源导航、网上实时咨询服务、网络会议咨询服务、合

作数字参考服务、网络呼叫中心等形式[34]。研究者认

为，对用户来说，理想的数字图书馆信息参考服务模

式是智能化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完善的用户教育培训

加上高度有效的个别咨询三位一体的机制[35]。

（2）长尾服务

长尾理论使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资源组织和信息

服务发生了质的变化，为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创新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理念[36]。数字图书馆为长尾的实

现提供了理想的技术平台，为长尾发现和有效组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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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良好的实现环境。长尾理论对数字图书馆信息

服务的启示体现在形成尽量完整的资源体系、引导

用户行为、提供个性化服务、吸引新读者、树立创

新思维。

（3）期刊目次服务

期刊目次服务，是指信息服务机构将最新一期期

刊的目次页，按学科或专题汇集，并将其传递给所需

用户的服务，使用户以最方便的方式同感兴趣的研究

领域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利用ASP技术设计与开发的

数字图书馆期刊目次服务网站，能够及时为读者提供

馆藏期刊目次的查询、浏览和下载，向读者提供网络

化、数字化、个性化的信息服务[37]。同时，还可利用

虚拟馆藏书目推荐、联机公共检索目录、学科门户分

类导航开展书目情报服务，拓展期刊目次服务。

（4）增值服务

开展增值服务是用户需求推动的结果。数字图书

馆的增值服务包括效益增值服务、效用增值服务和服

务体验增值[38]。通过用户知识挖掘和学科知识挖掘可

以有效地支持数字图书馆的增值服务。此外，数字图

书馆环境下还可以实现纸本报刊的增值服务。

（5）远程教育服务

现代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是通过数字化远程服务体

现的，把图书馆转换成为一个全新概念的、多功能的

现代信息中心，要面向全社会提供联合化的信息服务
[39]。数字图书馆开展远程教育具有网络设备、信息资

源、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可以为网络课程建设提供支

持[40]，有助于解决远程教育的信息孤岛等问题。

（6）个性化推送服务

研究者提出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推送服务的实现

需要电子资源、学科资源、个人信息、系统信息的支

持，认为实际操作中，用户的统一认证、读者行为的

智能分析是难点所在[41]。

（7）新媒体服务

研究者认为移动新媒体丰富的多媒体性、便捷

的可订阅性、个性化的海量信息、互动性、低成本特

性，可很好地应用于公告通知、服务导航、检索阅览

等信息服务中去，从而提升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但在应用过程中要注意解决有效保护数字图书馆特色

资源和移动媒体格式的自动适配问题[42]。

2.4 服务评价

研究者从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体系出发，提出应

以用户为中心，采用LibQUAL+TM模式作为信息服务质

量评价方法，由数字资源、信息的易用性、数字化服

务构建评价体系[43]。或结合“数字图书馆技术化和人

文化融合研究”项目，从系统开发的角度，研究数字

图书馆服务评价系统所采取的主要技术方案和实现方

法[44]。或建立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评价模型，使主

观和客观有机结合，对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进行

综合评价，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或提出

包含产出评价、绩效指标、服务质量、结果评价等在

内的评价框架。或基于主动服务体系，以综合分析法

建立质量评价体系。参照ISO11620，构建包括名称、

目的、定义、方法、影响指标的解释和因素、相关指

标等6项内容的EQUINOX数字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指

标[45]。在具体内容上，研究者以高校图书馆为例，提

出评估内容包括数据库建设、资源共享、自动化、网

络化、数字化建设的硬件、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

建设的软件、读者服务等[46]。

2.5 服务系统与平台

面向用户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系统是一个以网络化

数字化知识资源为基础，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以先进

的信息技术为手段的资源、技术、服务与用户利用一

体化的数字资源平台[47]。在数字图书馆服务中，由

于服务的多样化，已经形成实现各种功能的系统或

平台。

（1）门户服务软件平台

研究者构建的基于SOA的数字图书馆门户服务软

件平台，涉及用户需求的调研、元数据标准的制定、

各类电子资源的数据清洗和整合、资源加工和文献服

务流程的梳理、重组，各应用软件的统一用户管理和

数据交换等方面[48]。

（2）参考咨询系统

CALIS数字联合参考咨询系统采用两层分布式架

构，即本地虚拟参考咨询系统和中心虚拟参考咨询系

统。本地虚拟参考咨询系统运行在参建的CALIS成员

馆，由本地咨询台、本地知识库、档案库和调度系统

组成，具备独立的系统功能并独立运作，负责面向成

员馆本地的参考咨询工作。中心虚拟参考咨询系统由

上海交通大学负责运行维护，由总咨询台、中心知识

库、档案库、调度系统和学习中心组成。本地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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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系统通过问题转发、读者转移、知识库共享为读

者提供联合参考咨询服务。支持电子邮件、提问表

单、文本交谈、页面推送、同步浏览、应用共享、白

板交流、音频交流、视频咨询功能[49]。

（3）云服务平台

CALIS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Nebula适合于构建大

型分布式的公共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能将分布在互

联网中各个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整合成为一个整体，

形成一个可控的自适应的新型服务体系。平台以基础

设施服务IaaS/HaaS和基础平台服务PaaS为基础，包括

公共服务平台、SaaS服务平台、本地服务平台和云联

邦服务平台四个方面的内容。在服务功能上，由基础

层、开发层、核心服务和通用服务层、应用层、门户

层5个层次构成。通过对各种服务进行动态管理和分

配，来满足不同层次和规模的数字图书馆需求，支持

馆际透明的协作和服务获取，支持各馆用户的聚合和

参与，支持多馆协作的社会化网络的构建，支持多馆

资源的共建和共享[50]。

（4）个性化服务系统

研究者提出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模型包括

用户界面、个性化系统Agent、个性化服务的用户模

型、个性化分析中心、个性化信息调度、知识库等内

容。具有用户登录与定制区、个人服务区、交流区、

隐私保护政策[51]。应用中的My Library集成各种服务

功能，提供读者可定制的资源，以多种形式满足用户

个人的需求，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方

案。其个性化功能体现在书签功能、智能代理和帮助

检索功能、定制图书馆数字资源功能、发送最新信息

功能、用户信息安全保密功能[52]。

（5）服务登记系统

服务登记系统既是数字图书馆服务与资源登记、

发布、检索平台，也是对各种资源、服务进行监测、

评估，提供各种服务工作流管理服务的工具。该系统

的功能大致包括发布服务的平台、检索服务的平台、

资源和服务的监测和评估工具、提供服务工作流自动

组织和管理机制[53]。技术构建上，系统数据模型包括

服务、业务、机构、资源和方法5个核心实体，使服务

能被有效地发布和发现[54]。

（6）服务监测系统

研究者提出了基于内容的可扩展的网络服务分布

式监测系统，支持常用网络服务检测、常用数据库服

务检测、图书馆专有Z39.50服务检测、网络服务监测引

擎的扩展以及分布式检测等。“可访问就可监测”是

其特色，能帮助数字图书馆改善网络服务的可用性、

了解网络服务的健康状况和实现故障原因分析报告，

从而改进数字图书馆服务水平，提升业务效率，提高

品牌忠诚度，增加用户满意度[55]。

（7）信息服务平台

信息服务平台由数据库资源统一管理与发布、资

源整合服务、统一身份认证、个性化服务组成，以资

源为核心，在整合服务的基础上，实现个性化信息服

务[56]。自助式信息服务平台是用户利用计算机、网络

等现代化手段，自主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实现收集、

鉴别、传递与利用文献信息的一种自我参与的信息服

务平台。目前，国内外图书馆网站自助式信息服务平

台都包含了查询服务、借阅服务、咨询服务和个人订

阅服务[57]。

（8）知识服务平台

在内容上，研究者提出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平台

由数据网格与计算网格、信息资源网格、服务网格、

系统建模与应用模板、个性化访问接口、开发规范与

管理控制平台六个部分组成[58]。从功能上，提出知识

服务系统包含用户行为分析系统、用户协作平台、用

户个人资源管理系统、智能化信息采集系统、用户管

理系统[59]。

（9）E-learning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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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旨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支持资源

共享和学习协作，提供个性化和自适应的学习环境。

基于语义网格的E-learning平台由通用网格服务层、语

义网格服务层、E-learning服务层、E-learning应用层构

成[60]。

（10）知识推送系统

研究者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结合语义网格中

的关键理论和技术，构建了一个四层体系架构的智能

化数字图书馆知识推送服务系统模型，该系统由用户

层、表示层、知识处理层和原始数据层组成。通过本

体的构建、本体概念相似度计算、网格服务调用、知

识推送实现系统功能[61]。

（11）教学参考资料服务系统

教学参考资料服务系统功能由身份验证、用户

权限管理、学生、教师、专业和课程等信息管理、系

统参数配置、统计、教参管理、教参采编、个性化定

制、个性化服务、教参推荐、个人信息管理、教参论

坛、教参检索、教参详细信息显示模块组成[62]。

2.6 服务创新及探索

服务创新是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的主要课

题，研究者通过对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目标进行定位

分析，从三大层面论述了基于用户的数字图书馆服务

创新体系，即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创新、以面向

用户的系统环境研发为手段的技术创新和以业务流程

重组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创新[63]。在数字图书馆服务实

践中，数字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创新之路。目前高校数

字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实践如加强网上资源开发、开展

网上资源导航和导读服务、开展信息转播服务、加强

对用户的个性化服务、实施网络教育服务[64]。而个性

化服务在观念、内容、技术与设备、方式、手段、信

息资源方面也在寻求全面创新。

（1）机构仓储

机构仓储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和

对学术资源的共享。在机构仓储内容上所建立的服务

归纳起来有收割汇集机构仓储的元数据、对仓储内容

进行索引、影响力分析以及关于仓储内容的其他计量

分析、元数据的增强服务、元数据的自动生成服务、

注解服务、名称规范服务、自动主题分类服务、多种

服务有机链接组合[65]。

（2）移动技术

基于手机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是未来数字图书

馆信息服务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利

用微软的Silverlight技术在手机上实现数字图书馆信息服

务的途径，认为Silverlight在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具有

丰富的表现力、强大的交互性、高效的数据传输等优

势[66]。国外图书馆已利用手机为读者提供图书馆手机

短信SMS（Short Message Service）服务、基于WAP、
I-MODE等移动技术的手机图书馆在线查阅服务[67]。

（3）普适计算环境

普适计算关键在于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计算机

为中心，重点在于提供面向用户、无所不在的自适应

计算环境，也被称为“人本计算”。认为图书馆信息

空间应该与用户物理空间融合，并嵌入到用户的活动

过程，提供动态信息服务，建立“图书馆智能知识空

间”和“泛在学习环境”，从而构建泛在图书馆。普

适计算技术应用到数字图书馆，使图书馆利用丰富、

异构的信息资源为用户提供移动的、无所不在的信息

服务成为可能[68]。

（4）Web3.0
Web3.0有两个特性，一是数据和应用可以全部存

储在网络服务端，不再需要在计算机上运行；二是在

任何一台电脑或终端上打开浏览器，就能进入属于自

己的世界。Web3.0不仅是一个智能化的网络数据库，

而且是对当前开源软件、资源共享、广泛参与、信息

聚合等因特网观念的升华，是本体技术以及知识组织

观念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和深入发展[69]。Web3.0因其

跨网站的信息聚合、精准的智能搜索、多终端兼容、

个性化门户等特点，在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可用于实现电子资源的跨平台聚合和

智能搜索、构建基于Web3.0的手机图书馆以及构建个

人图书馆门户。

（5）3G
3G是指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

相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能够处理图像、音

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

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70]。3G为移动图书

馆带来发展机遇，有利于搭建移动图书馆平台、有利

于图书馆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读者利用移动图书

馆获取资料、有利于数字图书馆的快速发展[71]。

3 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的总结和
评价

73



http: // www.dlf.net.cn

2010年第3-4期（总第70-71期）

创刊五年专刊

参考文献

[1] 王欣,吴霞. 基于web2. 0技术的数字图书馆服务[J]. 现代电信科技,2009(11):74-76.
[2] 张肖回. web2. 0对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发展影响[J]. 现代情报,2008(11):73-76.
[3] 隋敏. 数字图书馆服务特点与数字图书馆员的作用[J]. 现代情报,2006(1):97-98.
[4] 李利.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动力机制研究[J]. 图书馆学刊,2008(2):92-94.
[5] 杨志刚,周凤飞,李洁. web2. 0技术主导的数字图书馆人文服务体系[J]. 图书与情报,2009(2):81-86.
[6] 翁秀玉. 走向数字图书馆的读者服务[J]. 情报探索,2005(4):105-106.
[7] 郭海明,刘桂珍.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发展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5,28(3):251-254.
[8] 姚晓慧,龚晓林. 近十年来我国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研究综述[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07,27(5):4-8,12.
[9] 郭海明. 我国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具体模式[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2):59-61.
[10] 郑萍. 数字图书馆时代用户信息需求及信息服务[J]. 情报探索,2006(11):34-36.
[11] 王丙炎,杨思洛. 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探析[J]. 情报杂志,2006(3):124-126.
[12] 曹志梅. 数字图书馆的用户服务模式[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2):16-19.
[13] 李虹. 面向用户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研究[J]. 情报杂志,2007(8):134-136.
[14] 邢军. 商业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07(8):71-73.
[15] 刘玉莲. 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多元化探微[J]. 情报探索,2009(7):15-17.
[16] 赵炜霞,张淑芬,李曦峰. 基于数字图书馆的学科馆员服务模式研究[J]. 情报探索,2006(6):22-24.
[17] 杨峰. 数字化图书馆知识信息资源服务模式研究[J]. 情报科学,2005,23(5):704-707.
[18] 纪丽珍,许峰. 数字图书馆综合信息服务模型探微[J]. 图书与情报,2009(3):62-65.
[19] 高红文,李莹.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知识服务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 现代情报,2009,29(3):84-86,89.
[20] 苏建华. 数字图书馆联盟服务共享模式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09(5):35-37.
[21] 王知津,侯延香. 我国数字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服务模式[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5):2-6.
[22] 袁会香. 论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J]. 情报探索,2006(2):93-95.
[23] 刘桂珍. 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数字信息服务探讨[J]. 晋图学刊,2006(1):56-58,66.
[24] 李春旺,张智雄,吴振新,等. 数字图书馆集成化服务机制建设与实现[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6(7):1-5.
[25] 严安. 基于Web Service的数字图书馆定题服务集成[J]. 图书馆建设,2009(3):53-55.
[26] 李书宁. 情景敏感数字图书馆服务系统用户情景的本体建模[J]. 情报资料工作,2008(6):61-65.
[27] 焦玉英,袁静. 基于情景模型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4(6):58-63.
[28] 黄红梅,李彩虹,王微. 数字图书馆主动服务模式优化研究[J]. 图书馆学刊,2009(9):61-63.

74

3.1 研究不平衡，体系性不够

我国数字图书馆还处于边建设、边服务、边管理

的阶段，受到当今泛在知识环境、Web2.0、本体、语

义等环境和技术的推动和影响，数字图书馆在服务理

念、手段、方式、内容、模式、系统上都有了快速发

展，大大促进了服务水平的提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从国内研究成果来看，研究方

向分布不均。比如个性化服务、服务模式的研究就呈

现异常繁杂的研究热度，尽管取得一些成果，但依然

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理论体系。而相对于个性化服

务，对用户体验、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关注相对较

少，而且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多是借助国外质量评

价指标，没有很好地与我国数字图书馆服务结合，评

价结果对服务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

3.2 理论研究向实践探索的转变

随着数字图书馆从资源为中心到服务为中心的转

变，数字图书馆服务中开始更多地关注用户，开始从

服务理论转为探索实践中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升，涌

现了一些不错的实践经验，这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客

观要求，也是必然选择。然而，对数字图书馆服务的

实践，受技术因素的影响，对技术和系统平台给予了

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内容体系上的数字图书馆的探

索和拓展。并且，对于各种技术和系统的应用和构建

研究没有形成合力，成果显得分散。

3.3 创新和移植的关系问题

无论是数字图书馆内容拓展还是数字图书馆技术

平台的探索，都必然面对创新和借鉴的问题。从目前

的研究来看，理论体系的创新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从

定位、目标、模式、形式、内容、方式、应用等开始

寻求创新的源泉，而实践方面，却是以借鉴和移植的

方式为主，使得对当前我国数字图书馆服务的适应性

比较弱。因此，需要在今后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中，充

分结合我国数字图书馆实践和用户需求，通过创新的

服务机制开展创新服务，开拓数字图书馆服务的空间

和领域，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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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and core of digital library construction is user services. On the investigation basis of relative papers about digital library services published since 
2005 in domestic, this article has a systematic summary and processing from aspects such as general service situation, service patterns, service methods, service contents 
and types, service evaluation, service systems and platforms, service innovation and exploration. Then it gives an evaluative analysis briefly, and expects for revealing the 
newes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ibrary service architecture in 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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