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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数字资源再组织问题，对比经典的“数字资源整合”模式和新兴的“数字资源聚合”模式之间

在背景、目标、理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异同，剖析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从整合到聚合的变革路径，并指出

了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发展的精细化、体系化、可视化和立体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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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数字信息已然成为信息资源的主

流，数字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

众所周知，数字资源组织是数字资源开发利用的前

提，然而事实上数字资源组织往往呈现出局部有序而

整体无序的窘境，具体体现为数字资源孤岛、数字资

源超载等，这大大阻碍了用户对数字资源的有效获取

和共建共享。为摆脱这种窘境，学者们都将解决该问题

的途径聚焦在了数字资源的再组织上。关于数字资源的

再组织，国内学者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依次形成了“资

源整合”和“资源聚合”两种模式，本文旨在对国内数

字资源再组织的两种模式进行深入的对比，梳理出国

内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的变革路径，进而展望数字资

源再组织模式发展的趋势。

1 国内数字资源再组织研究进展

1.1 数字资源整合研究进展

国内数字资源整合的相关研究开展较早，学者马文

峰于2002年最初提出数字资源整合的概念，认为数字

资源整合是数字资源优化组合的存在状态，是把各个

相对独立的数字资源结合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1]。随

后，数字资源整合的相关研究便如火如荼地展开。较早

时期的数字资源整合研究主要围绕数字资源整合的作

用[2]、数字资源整合的方式[3]、数字资源整合的方法与

技术[4]、数字资源整合的实现机制[5]等理论探讨展开。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6]、企业数

字资源整合[7]、医学数字资源整合[8]等应用研究也不断

被尝试。近三年来，数字资源整合的研究又呈现出新技

术、多领域的新特点，基于本体的数字资源整合[9]、基

于Web3.0的数字资源整合[10]、基于SFX的数字资源整

合[11]、基于关联数据的数字资源整合[12]等成为学者们

破解数字资源整合技术难题的新着眼点，同时数字资

源整合也将呈现出多领域趋势[13]。

1.2 数字资源聚合研究进展

国内数字资源聚合研究开展稍晚一些，其概念是

由贺德方研究员在数字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提出。数字

资源聚合[14]旨在发现资源之间及其内在的语义关联，

从而构建一个内容相互关联、多维度、多层次的资源体

系，形成集概念主题、学科内容和科研对象实体为一体

的立体化知识网络。国内数字资源聚合的研究主要从两

个思路展开，一是从增强语义出发，利用本体来表示或

利用关联数据增强数字资源语义，包括基于本体的数字

资源语义聚合与可视化[15,16]、基于关联数据的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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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17]等；另一种思路是从发现关联出发，利用计量分

析来挖掘数字资源之间的引证关系，包括基于耦合关

系实现数字资源聚合[18]、基于共现与耦合实现数字资

源聚合[19]等。

2 数字资源整合与数字资源聚合的异同

数字资源整合研究方兴未艾，而数字资源聚合研

究犹如雨后春笋，两个概念之间究竟差异何在、是否

一脉相承已成为数字资源再组织领域不得不辩的新问

题。本文认为，数字资源整合与数字资源聚合是密切相

关的两个概念，两者之间既有共同的地方，也存在着明

显的差异。

2.1 背景异同

从概念提出的背景来看，数字资源整合和数字资

源聚合都是针对数字资源无序而又难以获取利用的困

境提出的。前者着重关注异构数字资源之间的协同，解

决数字资源存储系统的异构、资源类型的异构、资源语

法的异构和资源语义的异构等问题，实现异构资源之

间的互通与互操作。对比而言，后者的提出不仅契合于

消除数字资源异构的大背景，还着重强调利用多种途

径、多种方法和多个界面来对数字资源语义及资源关

联进行深层次的揭示和展示，进而更好地满足用户对

数字资源有效获取和共建共享的需求。

2.2 目标异同

数字资源整合目标是消除数字资源之间存在的各

类异构，将相对分散的数字资源进行规范、科学地重

组，并将它们集中整合到一个新的有机的资源体系之

中，增强资源之间的有序程度，形成一个效能更好、效率

更高的数字资源体系。对比而言，数字资源聚合的目标强

调构建一个资源内容相互关联、多维度、多层次的资源体

系，形成集概念主题、学科内容和科研对象实体为一体的

立体化知识网络。后者的目标较之前者更为具体化，更具

针对性，强调构建知识化、可视化的数字资源体系。

2.3 理念异同

数字资源整合一般采用自顶向下的“分类”的知识

再组织理念，根据事先设计好的数字资源整合体系结

构对异构数字资源进行再组织，通过建立异构数字资

源之间互通与映射的相关协议、映射规则或中介结构，

将无序异构的数字资源重新纳入到新的统一的资源

体系之中。相比而言，数字资源聚合则采用自底向上的

“聚类”的知识再组织理念，无需事先设定资源整合体

系结构，而是根据资源聚合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资源聚

合维度及模型，对所选资源进行自底向上的聚类操作

来生成数字资源的层次结构体系。

2.4 内容异同

数字资源整合涵盖的内容较广，一般意义上至少

涵盖三方面：基于数据的数字资源整合（强调数字资源

逻辑与物理上的有机集中）、基于信息的数字资源整合

（强调资源链接和一步到位获取）和基于知识的数字

资源整合（强调整合资源知识结构），以上三方面的内

容互有交叉且逐次递进。相对而言，数字资源聚合更接

近于“基于知识的数字资源整合”的范畴，其强调通过

概念分析、引证关系等手段发现并用可视化手段呈现

出数字资源中蕴含的知识结构，并不涉及数据整合与信

息整合的范畴。

2.5 方法异同

数字资源整合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而成熟的方法

体系，包括哲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等指导性方法和知

识组织方法、内容分析法等操作性方法，这些方法的

综合使用推进了数字资源整合理论的蓬勃发展。相比

而言，数字资源聚合尚未形成完备的方法体系，但也探

寻出了两类行之有效的操作性方法：知识组织方法和

计量分析方法，前者主要运用概念分析、本体、关联数

据等方法增强资源语义，后者主要运用共现关系、耦合

关系、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挖掘资源关联。

3 从整合到聚合：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
的变革

通过对数字资源整合与数字资源聚合的异同分

析，我们不难得出，数字资源聚合的概念是从数字资

源整合的母体中孕育出的具有自己特定背景、目标、理

念、内容和方法的新概念。更进一步地说，数字资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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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概念的产生，意味着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已经发生

了从整合到聚合的新变革。本文认为，数字资源再组织

模式的变革如图1所示。

3.1 从分类理念到聚类理念的变革

从分类理念到聚类理念的变革，标志着数字资源

再组织“思路”的重大转折。分类理念是指在数字资源

整合中，先为待整合的数据源事先设定一个能反映其

知识结构的分类体系，这种体系可以是分类词表、主题

词表、主题图、本体乃至词网中的任何一种，进而根据

从各个数据源中抽取出和整合后的标准资源元数据将

数字资源映射与集成到相应的分类体系之下，实现数字

资源体系的有机统一。聚类理念是指在数字资源聚合

中，并无设定的知识结构分类体系，而是从资源的内部

特征数据集和外部特征数据集出发，利用资源聚合理

论使得数字资源呈现出集簇状，同簇资源彼此相似和关

联，不同簇资源尽量不相似不关联，进而根据数字资源呈

现出的层次簇状结构为之选择一种或多种合适的表示结

构，包括可视化概念格、可视化本体结构、可视化聚类层

次和可视化关联图谱等。从分类理念到聚类理念的变革，

使得数字资源新体系中知识结构的类和类间关系不再固

定，而是根据现实因需设之，变得更为灵活。

图1  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的变革

3.2 从语义标注到语义发现的变革

从语义标注到语义发现的变革，标志着数字资源

再组织“精度”的不断提升。数字资源整合中，我们能

做的仅仅是根据设定的新的资源组织体系的特点，对

数字资源进行相应的语义标注。在专家分类体系结构

下，一般用类目等级关系进行资源语义标注；在主题法

的体系结构下，一般用属分关系进行资源语义标注；在

本体结构下，一般用概念关系、概念与属性关系、概念

与实例关系进行资源语义标注；在主题图中，一般用主

题、关联和显现三要素来进行资源语义标注，其他语义

标注形式不再赘述。在数字资源聚合下，我们要做的则

是利用各种形式的聚类模型和聚类技术，深入地挖掘

出隐含在数字资源之间的语义关系，这些语义关系并

非直接存在和轻易捕获的，而是必须通过语义发现过

程才可呈现出的。在发现资源内容语义时，通常用到的

方法包括形式概念分析、层次信息可视化、标签聚类

等；在发现资源关联语义时，通常用到的方法包括计量

分析（尤其是共现分析和耦合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

等。从语义标注到语义发现的变革使得数字资源新体

系不仅能完成一般意义上的资源语义标注，更能从知

识发现的角度挖掘出隐含的资源语义，大大提高了数字

资源再组织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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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从静态表征到动态演化的变革

从静态表征到动态演化的变革，标志着数字资源

再组织“柔性”的不断提高。数字资源整合中，用于整

合结果表征的新资源组织体系选定后，才可进行与之相

匹配的资源语义标注，才可实现数据源的集成和标准

元数据的创建。自顶向下的理念决定了新的资源组织

体系一旦建立就不易修改的特点，换言之，数字资源

整合的资源体系呈现出相对静止的态势，加入新的

数据源或者更换数字资源再组织的方式（如从专家

分类法体系转换为本体结构）对数字资源整合往往意

味着一次从头到尾的新的再组织过程。而在数字资源

聚合中，资源经过自底向上的聚合形成一定的聚类结

构后，才会根据呈现出的聚类结构特点选择相应的资

源组织体系，这不仅推迟了选择新资源组织体系的时

间，更重要的是使得数字资源再组织的方式的选择与

变换呈现出一定柔性。另一方面，数字资源聚合以单个

资源为基本操作单位，增加或删除待聚类资源的操作

愈发频繁，自底向上的资源聚合模式可以更好地支持

这种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从

静态表征到动态演化的变革，使得数字资源新体系能

够不断根据外部环境的需求对数字资源在组织体系方

面作出相应的动态调整，大大提高了数字资源再组织

的应变性。

3.4 从单一维度到多元维度的变革

从单一维度到多元维度的变革，标志着数字资源

再组织“视角”的不断拓展。数字资源整合中，整合的

视角往往都关注于单一的维度，即选用某一种资源组

织体系标注不同数据源中资源间的语义关系。而在数字

聚合中，同样是对数字资源间语义关系的表示，采用的聚

合维度却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数字资源聚合的维度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内部特征聚合的数字资源语

义挖掘，包括概念关系分析、本体构建等多种途径；另一

类是基于外部特征聚合的数字资源关联发现，是数字资

源整合所不具有的维度，包括机构关联发现、学者关联发

现、期刊关联发现、主题关联发现、文献关联发现和交叉

关联发现等多种关联。从单一维度到多元维度的变革，

使得数字资源新体系能够根据用户不同的资源再组织

需求设定出与之相适应的维度，拓宽了传统意义上资源

再组织的视角，更易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4 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发展的趋势

通过对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变革的剖析，结合当

前数字资源整合和数字资源聚合研究的热点，本文认

为，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发展的趋势将涵盖以下四个

方面：精细化、体系化、可视化和立体化。

4.1 精细化趋势

精细化趋势是指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发展中，用

语义关系揭示的概念颗粒度越来越精细。无论是数字

资源整合还是数字资源聚合，两种模式最终都会采用知

识组织体系来完成对数字资源的再组织，而各类知识组

织体系都是通过概念实现不同的知识组织目的，只是其

中的概念颗粒度有所差异。近年来运用本体来表示数

字资源再组织结果的研究越来越多，其原因也在于本

体的概念颗粒度较小，较之分类词、主题词、主题图等

更适用于精确语义关系的揭示和语义推理。

4.2 体系化趋势

体系化趋势是指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发展中，资

源再组织理论呈现出愈发完备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数

字资源整合与数字资源聚合在背景、目标、理念、内容

和方法等方面虽有差异，却一脉相承，后者是在前者基

础上提出的为满足新环境下数字资源再组织需求的新

理论，二者统一于数字资源再组织的理论框架之下，而

且，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该理论体系还会被不断

丰富和完善。

4.3 可视化趋势

可视化趋势是指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发展中，资

源再组织的结果甚至过程逐渐都可以利用可视化方法

和技术进行展示。可视化的技术不仅可以帮助用户快

速和有效理解数字资源再组织结果中的语义信息，更

能通过可视化分析发现隐含的语义关系进而揭示资源

再组织的深层次内涵，提高结果的可理解性和可认知

性，数字资源聚合中的可视化概念格、可视化本体结

构、可视化关联图谱都是最好的例证。

4.4 立体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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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化趋势是指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发展中，用

于刻画数字资源再组织的维度越发多元，呈现出立体

化的知识网络。发展至今，数字资源再组织的维度已不

限于从资源内部特征出发标注和发现数字资源语义关系

一个维度，而是拓展到从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两个大维

度及其包含的若干小维度共同刻画数字资源语义关系，

使得数字资源体系呈现出丰满、立体的语义形态。

结语

数字资源再组织是解决数字资源孤岛、数字资源

超载等问题，促进数字资源有效获取和共建共享的有

效途径。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学者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

逐渐形成的“数字资源整合”和“数字资源聚合”两种

模式的异同，探寻了从整合到聚合的数字资源再组织

模式变革路径，并指出了数字资源再组织模式发展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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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tegration to Aggregation: The Change of Digital Resources Re-organization Pattern in China

ZHANG YunZhong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For the problems of digital resources re-organization, the classic "digital resource integration" pattern are compared with the emerging "digital resource 
aggregation" pattern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background, the objectives, the ideas, the contents and the methods, then the change path of digital resources 
reorganization pattern from integration to aggregation are analyzed, and finally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digital resources re-organization pattern is pointed out that it will be 
more meticulous, systematic, visual and three-dim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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