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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字图书馆在全球的建设如火如荼，数字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不断推进，引发人们着眼于社会事业对数

字图书馆建设问题的思考。数字图书馆作为图书馆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公共文化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数字图书馆作为一项社会基础事业，是社

会知识基础工程，亦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数字图书

馆是国家和政府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

知识而进行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位用户

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数字图书

馆事业作为一项社会基础事业，其运行机制、管理模

式与建设模式也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2010年课题指南就选列了“数字图书馆建设体制及

其发展模式研究”。

课题组借助CSSCI的统计数据，分析了2000年至

2009年数字图书馆建设体制及发展模式这一研究领域

的发展情况。通过分析发现，数字图书馆建设体制及

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在近十年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扩展，对我国数

字图书馆事业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数字图书馆建设微观层面包括单个图书馆或图书

馆联盟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和商业性数字图书馆建设，

以及支撑硬件与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宏观层面涉及

国家层面数字图书馆的统一管理。课题组提出将数字

图书馆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并通

过数字图书馆建制实现专门机构管理，运用信息政

策、经济和行政手段，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各方面因素

才能有效整合。

课题组具体的研究，从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历程入手深入详细地探讨了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模

式，从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手段、服务系统四

个方面分析了早期和现阶段我国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

模式的特点，并对未来泛在知识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

信息服务模式进行了探讨。

无可置疑，数字图书馆需要系统的架构，数字图

书馆建设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论证也必然需要技术架构

的探讨。课题组对2004年至2010年以来国内外数字图

书馆系统架构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从业务

维度、要素维度对当前的研究进行了分类分析，对数

字图书馆系统架构的研究特征、研究趋势与存在问题

进行了总结评述。该研究对理清数字图书馆系统建设

的思路，指导数字图书馆系统建设的进一步实践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

云计算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数字图书馆的管理与服

务带来深刻变革，给互联网环境下数字图书馆信息资

源中心作用的发挥带来了机遇。但同时因为云计算作

为一种新技术，还存在许多欠缺和问题，而云计算的

安全问题是制约它的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云

计算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则同样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信

息安全问题。针对一系列的安全问题，课题组进行了

一些研究，提出云环境下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机制及

其实现的路径。

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服务现状的分析，作为基于

社会文化事业的数字图书馆建设情况的评价是个很好

的样例。高校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直领先于整个

社会，高校师生群也是数字图书馆主要的服务对象。

对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服务的研究，也指出了今后我

国高校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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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基础设施背景下的数字图书馆建设研究*

摘要：微观层面上，数字图书馆建设包括单个图书馆或图书馆联盟数字图书馆建设和商业性数字

图书馆建设，以及支撑硬件与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宏观层面涉及国家层面数字图书馆的统一管理。

将数字图书馆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并通过数字图书馆建制实现专门机构管理，运

用信息政策、经济和行政手段，建设的各方面因素才能有效整合。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图书馆事业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11.09.002

* 本文获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图书馆建设体制及其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0BTQ005）资助。

1 背景

当前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并具有一定成效，体现在微观层面为各建设主体的

快速发展和日趋成熟，如文化部“文化信息共享工

程”、教育部“三C工程”（即CALIS、CADAL、
C A S H L）、科技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国家

数字图书馆工程、全国党校系统数字图书馆工程、全

军院校数字图书馆，以及各类地区性数字图书馆等。

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这些数字图书馆建设隶属于原

有的传统图书馆行业体系，如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

馆、科研机构及专业图书馆等，其发展依然存在着各

自为政的状况。此外，数字图书馆建设不局限在图

书馆范围，是多方共同合作和融合的产物，建设体

制与模式涉及数字图书馆项目或工程建设、管理、

运行与建设绩效等诸多方面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建设的视角，数字图书馆作为国家

公共事业，是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在宏观层面，数字图书馆建设需要包括各种类型和各

种规模图书馆在内的多部门合作，需要采取国家层面

统一协调机制下的建设与管理，才能得以充分发展。

2 信息基础设施与数字图书馆

事实上，数字图书馆建设之初即是在国家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大环境下提出的，我们认为，如果在数字

图书馆建设过程中脱离此背景，将无法协调各方建设

力量，也是各建设主体间合作不足的根本原因。

一般认为，美国是全球数字图书馆建设实践的先

驱，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应用项目，数字图书

馆先导计划（DLI）是1994年由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会、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宇

航局（NASA）共同支持建设的，DLI的实施标志着数字

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式启动。到目前，随着参与研究的

机构增多，研究的内容拓宽，覆盖的范围更广。

我国政府对数字图书馆建设非常重视，也给予了

相应的资金支持，自2001年起由中央财政陆续投入建

设数字图书馆项目，体现在我们在本文开始提及的各

微观建设主体，这些国家级数字图书馆项目是我国数

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为其他数字图书馆系统建设提

供支持。其中一些行业特征明显的国家级数字图书馆

在推动行业数字图书馆建设、加强行业性数字资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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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王东艳在2001年就

提到，“与美国相比，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数字

图书馆宏观规划。各单位或个人数字图书馆研发和建

设大多各自为政、相对分散，存在重复建设和投资问

题。表现为研究项目之间交叉，经费投入不集中，缺

乏行业、部门之间的合作等”[2]。至当前，情况并未得

到根本改观。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通过国家层面的统一建设，

实现一个由通信网、计算机、信息资源、用户信息设

备与人构成互联互通、无所不在的信息网络，人们可

以获得各种各样公用和专用的信息资源，可以传送音

频、数据、图文、视像和多媒体等各种形式的信息，

同时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用户所需的不同应用和不同性

能要求。信息基础设施包含的因素有各种提供信息服

务的设备、信息资源本身、应用软件、标准与编码、

信息服务人员等。

信息基础设施与数字图书馆的关联至少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图书馆建设总体架构自下而

上，首先为包括网络、存储等硬件设施；其次为数据

层/资源层，是数字图书馆的内容体系；第三为包含

业务支撑、数据支撑以及相关关键技术支撑的应用支

撑层；第四为应用层，包含面向用户的发布服务，即

服务支撑体系，以及面向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如资源采

集、加工及组织的业务应用模块；最后为提供统一认

证的用户层[3]。这种架构与我们在以上提及国家信息基

础设施的5个因素呈一一对应关系，可以说，国家层面

的信息基础设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数字图书馆。另一方

面，信息基础设施的5个因素中，信息资源本身（主要

指狭义的信息资源，即信息资源内容）与信息服务人

员与传统图书馆的业务密切相关，且随着传统图书馆

向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其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嵌入”

和“隐性”的特性日趋明显，下文将具体描述。

然而，一种说法认为“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

高速公路”是同义词，这种理解的直接后果是将信息

资源本身与部分信息服务人员等要素从信息基础设施

中剥离，客观上也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局限在电信网

络、广播电视系统、无线网络和其他信息设施等，以

资源内容提供为主的数字图书馆从而被置于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之外。信息基础设施不只是“高速公路”，

还包括“高速公路”上货物和操纵货物运行的人员，

需要将数字图书馆建设纳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范围，

才能整合各方面建设力量，推动数字图书馆整体建

设，同时也推进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

3 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数字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还在于其作

为社会公共事业的属性。

目前，尽管有如Google等商业公司的数字图书馆

计划，大多数国家的数字图书馆建设或管理主体都有

相应及相对统一的国家机构来实施，而实际上商业公

司的数字图书馆计划也逐渐成为国家层面数字图书馆

计划的合作者。在美国，有数字图书馆的专门管理机

构是NSF，技术实施主要由CNRI协调，另外包括DL
研究中心以及DL试验基地，以及圣地亚哥国家超级

计算中心。在法国，由国家计算机科学与控制研究

所（INRIA）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

发，内容由法国文化与交流部负责统一规划、组织与

资助。法国国家图书馆启动数字图书馆项目。德国

教育与科技部（BMBF）及德国基础科学研究基金会

（DFG）积极组织DL的研究与应用，由德国国家信息

中心（GMD）负责技术管理。俄罗斯科技部启动俄联

邦电子图书馆规划。

此外，Partha Bhattacharya认为，在信息社会，数

字图书馆的目的可以被看作从两个维度为社会提供服

务、知识与技术。就印度而言，数字图书馆建设，特

别是针对规模较小的建设而言，涉及知识产权、数据

安全、信息政策、信息基础设施不足（包括带宽）等

8个方面的问题。在进行了各个国家层面的数字图书

馆实践和研究（R&D）之外，印度还制定了数字图

书馆相关政策（National Task Force on IT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2003年），对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进

行引导，如发展本土软件、制定文化遗产数字保存规

划、从国家到地区等各类型公共图书馆数字馆藏提供

免费访问、统一并有效地支持产权保护等措施[4]。通

过对荷兰正在进行的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的分析，Trix 
Bakker认为，需要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依托计算和网络

架构（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architecture），发挥各

类型图书馆力量建设数字图书馆[5]。

就其本质而言，数字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技术

建构的对象（socio-technical artifact）。这点在数字图

书馆研究早期对数字图书馆的定义中可以得到体现，

同时也与“图书馆是一种社会装置”（巴特勒）这一

对图书馆本质的断定一脉相承。诸多数字图书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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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中，Christine Borgman提出的是最具影响力之一

的，她认为作为新型电子资源的集合（new electronic 
collections），数字图书馆是社会信息和技术的复合

体，这种复合体不仅仅是数字或元数据的仓储，同时

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数据获取技术的体现[6]。由此延伸，

数字图书馆建设涉及以下因素：①内容（多媒体对象

整合；数据采集，包括数字化转换；元数据抽取与标

准化；索引与存取；工作流处理与管理；数据保存与

维护）；②服务（检索、浏览、筛选的用户界面；咨

询；利用指导）；③技术（高速网络；安全；结算；

多数字图书馆的互操作）；④文化（知识产权；平等

与隐私保护；不同人群的用户界面）；⑤其他（数字

图书馆发展对人们的影响等）[7]。这些因素表明，其

一，作为建设对象（客体），数字图书馆需多方面力

量合作建设完成；其二，作为建设成果（主体），数

字图书馆延续传统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特性，

不仅仅是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也是对现今信息社会

中能够从各方面对人们实施影响的社会机构。

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数字图书馆所处的环境是其

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说信息基础设施的

通信及其他设施为数字图书馆提供了硬环境，信息政

策和信息法规的完善则是软环境的保证，如美国建立

的《电信法》、《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美国个人隐私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等。这

是因为，数字图书馆所涉及的信息安全、信息保密、

信息污染和信息经济利益等问题，无法只凭借技术手

段解决，需要信息政策和法规的约束。目前国外数字

图书馆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中，信息政策课程有一席

之地[8]。

4 数字图书馆建制之设想

有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将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完

全剥离，原因是图书馆的公益原则和数字图书馆经营

行为的对立[9]。固然在诸多数字图书馆建设力量中包括

商业公司，如Google的数字图书馆计划等，含有经营

的成分，但不能因此否认数字图书馆在整体上作为公

共事业的特性。事实上，通信网络运营服务商也是通

过经营实现发展，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国家信息基础

设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从数字图书馆内容与

技术要素去分析其本质，所以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将图

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完全剥离的原因，但同样认为，在

一定程度上将数字图书馆与图书馆剥离，实施数字图

书馆建制和数字图书馆事业，有益于各自的发展。

其一，信息基础设施背景下的数字图书馆处于

这样一个境地，即作为大学、社区及其他机构的信息

提供服务部门。由于网络的支持，数字图书馆提供的

资源逐渐嵌入用户者的信息获取环境，为用户提供便

利，这种便利程度越高，用户将越无法意识到数字图

书馆的存在，数字图书馆处于隐性（Invisible）的状

态[10]，从而逐渐被置于后台。另一方面，对于实体的

图书馆，从推进文明传承和培育文化角度，需要一个

场所作为中心，图书馆必将呈现显性状态，实现其功

能，彰显其存在。

其二，数字图书馆建设是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

大量的信息资源、复杂技术，以及大量的人力参与。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提供所需技术条件的硬环境，信息

政策与法规等则以软环境作为保障，数字图书馆工程

的基础与核心则依然是信息资源建设，如何充分利用

和合理分配使用有限经费，需要进行有效管理和统筹

安排。目前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呈现多头并进的态

势，并各具特色，但缺乏整体共进，体现在数字图书

馆建设立项方面未见宏观统筹；建设过程中虽有不同

建设主体之间的两两合作，但缺少有效的保证机制；

建设成果未见共享机制等。这导致无法实现哪怕是最

基本的资源建设协调、标准规范建设、服务等方面。

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数字图书馆建设延续传统

图书馆体制下的如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科研

图书馆的系统规划，从而具有先天的不足，更重要的

是没有一个对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进行整体协调的机

构。笔者完成此文期间，了解到美国数字图书馆建设

采取国家层面由国会图书馆、州层面由州立图书馆统

一协调的模式，国会图书馆或州立图书馆实施建设规

划，国家或州立政府统一拨款，各类型参加建设机构

通过项目申报的方式，获取建设经费，建设成果共

享。我们认为这样由国会图书馆或州立图书馆等实体

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数

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需要改变目前的体制，即改变数

字图书馆延续传统图书馆各类型的行政管理模式，为

数字图书馆进行独立的制度化建设，才能真正改变目

前分散建设与管理的局面。

第三，上文提及内容与技术作为数字图书馆的两

个要素，当前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实践表明确实如此，

如CADAL建设由计算机领域与图书馆界共同承担，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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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有益的尝试，但在体现建设重点的总工程项目经

费划分及建设内容确定方面，依然显示着内容与技术

方面的不平衡。国内其他数字图书馆建设和研究、资

源内容建设和技术发展则大多呈现缺乏交集的状况，

计算机专家和图书馆专家往往处于不同的语境下，无

法得到良好的交融。或者说图书馆拥有资源却不能很

好地跟踪、调度和应用技术的最新发展，技术中心论

也常常摆脱图书馆去讨论数字图书馆建设，专注于检

索与获取，而不去关注资源本身的特性，技术更多的

是试验性的，缺乏实际利用价值。

因此，我们认为，必要的制度化建设是数字图

书馆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即数字图书馆独立建制，

确定能够承担相应职能的管理机构如国家图书馆，或

专门建制的机构，此机构承担数字图书馆建设宏观管

理，包括建设内容规划、技术调用、经费管理等。

5 结语

通过数字图书馆事业建制，明确数字图书馆建设

的管理主体，该主体完善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协调和管

理，协助制定相应的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规，利用经济

和行政手段，合理利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各方力量和

各种因素。这样，将能消除当前数字图书馆沿袭传统

图书馆体制从而分散建设所产生的弊端，改变分而治

之的现状，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背景下的数字图书

馆事业发展。

图1 数字图书馆管理模式之转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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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micro-level, digital library is constructed by libraries and commercial firms, while at the macro-level involves national macro-management. The 
digital library should be as component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special organization should be set up to integrate various factors for digital librar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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