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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组织与信息服务

高校图书馆 ２．０ 服务模式的构建

刘　靖　莉

［摘要］分析了图书馆 ２．０的背景和发展现状，从信息资源、网络技术、人力资源和服务平台等方面论述了图书馆 ２．０ 服

务模式的构成四要素，从服务平台的设计、搜索引擎的功能、学科专业讨论区的设计、ＲＳＳ功能和用户 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的建立等 ６个

方面探讨了高校图书馆 ２．０服务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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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论文 ５ 篇．

１　图书馆 ２．０的产生和发展
图书馆 ２．０ 起源于 Ｗｅｂ ２．０，是 Ｗｅｂ ２．０ 理念

与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
新型图书馆服务理念和服务运作方式。 以 Ｂｌｏｇ，
Ｔａｇ，ＳＮＳ，ＲＳＳ，Ｗｉｋｉ等应用技术为核心，依据六度分
割 ＸＭＬ ＡＪＡＸ 等新理论和新技术实现的 Ｗｅｂ ２．０
新一代因特网模式，会促进图书馆服务方式向用户
转变，从而更好地实现图书馆为用户服务［１］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ｓｅｙ 在其博文———Ｔａｋｅ Ｍｙ Ｄｅｓｋ-
ｔｏｐ－Ｗｅｂ ２．０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中将 Ｗｅｂ ２．０ 与图书馆
联系在一起，标志着图书馆 ２．０ 开始成为图书馆学
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在过去短短几年里，就有数
十本图书馆 Ｗｅｂ２．０ 相关著作问世。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范并思等［２］发表的枟图书馆 ２．０：构建新的图书馆服

务枠是国内第一篇研究图书馆 ２．０ 的学术论文。 该
文通过对国内外网络媒体关于 Ｗｅｂ ２．０ 和图书馆
２．０的比较研究，介绍了图书馆 ２．０ 的起源与发展，
在国内掀起了对于图书馆 ２．０ 研究的热潮。 同年 ９
月，刘炜等［３］发表了枟从 Ｗｅｂ２．０ 到图书馆 ２．０：服
务因用户而改变枠，首次系统地讨论了图书馆 ２．０
与Ｗｅｂ ２．０ 的不同之处，以及图书馆 ２．０ 的应用现
状、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至此，图书馆 ２．０ 研
究在我国开始广泛展开。 国内一些高校图书馆开
始应用图书馆 ２．０，但只限于局部应用。 图书馆 ２．０
究竟是什么，以及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目前
还只是见仁见智，并没有准确的答案［４－５］ 。 笔者认
为，当务之急必须改变局部技术应用的服务模式，
使之有机地联系起来，创建图书馆 ２．０ 服务模式，才
能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２　图书馆 ２．０服务模式构成要素

范并思等［２］在介绍图书馆２．０的基本概念时提
到四定律，即是图书馆 ２．０ 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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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图书馆没有障碍，图书馆无处不在，无缝的用户
体验。 刘炜等［３］通过Ｗｅｂ２．０和图书馆 ２．０ 的比较
分析，总结出图书馆 ２．０ 的五项原则，即图书馆 ２．０
是为读者而存在的，图书馆 ２．０ 应保持最大程度的
开放性和中立性，图书馆 ２．０ 尽可能采用开放资源
（包括开放内容和开放软件等）进行服务，图书馆 ２．０
尽可能采用专业服务，图书馆 ２．０ 的技术必须是模
块化、组件化，以便于进行组合搭配。 从上述四定
律和五项原则中不难发现，要实现图书馆 ２．０ 的规
划，信息资源、网络技术、人力资源和服务平台这四
个基本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２．１　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是实现图书馆 ２．０ 的重要物质基础，
既包括图书馆能够提供的现有各种电子资源，又包
括图书馆工作人员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资源。 由于
图书馆 ２．０是以用户为中心，所以用户不再是被动
地得到服务，而是积极参与。 图书馆 ２．０ 的信息资
源不再局限于由图书馆提供，用户也可以提供大量
的资源，比如读者可以通过博客和维基发表原创文
章或相关评论，并通过播客上传各种视频等，这些
都可以成为图书馆 ２．０ 的重要信息资源。 随着图书
馆 ２．０ 的不断完善，读者提供资源的比例将会越来
越高，但这些资源需要图书馆员进行筛选、分类后
才能使用。
２．２　网络技术

网络技术是实现图书馆 ２．０ 的前提和手段，一
切以Ｗｅｂ２．０为特征的新网络技术均可拿来为图书
馆 ２．０服务。 目前图书馆２．０应用Ｗｅｂ ２．０技术主要
包括博客（Ｂｌｏｇ）、播客（Ｐｏｄｃａｓｔ）、ＲＳＳ、维基（Ｗｉｋｉ）、标
签（Ｔａｇ）、即时通信（ ＩＭ）、Ｆｌｉｃｋｒ、社会性网络服务
（ＳＮＳ）、浏览器插件、开源软件等。 利用这些软件将
不同来源的内容和信息集于同一网页或程序中，从
而将多种技术融合应用，以此提供全新的服务，实
现图书馆 ２．０的服务理念［６］ 。
２．３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实现图书馆 ２．０ 的基本保障，图书
馆 ２．０下的人力资源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
图书馆员，还包括用户。 为了满足图书馆 ２．０ 服务
的要求，高校图书馆必须引进专业技能强、知识面
宽、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国内许多高校已经意识
到这方面的重要性，大批有硕士学历、甚至博士学
历的专业人才已经进入图书馆从事服务工作。 在

图书馆 ２．０中，信息资源的载体、存取及涵盖范围同
样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多媒体、多语种、分布
广等特点。 这些信息资源需要复合型人才对其进
行更为准确的鉴别和选择。 图书馆工作人员素质
和专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信息资源开发

的深度和质量。 因此开展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工作
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是信息资源建设的前提，
更是实现图书馆 ２．０服务的保障。
２．４　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是实现图书馆 ２．０ 的关键途径，服务
平台的优劣直接决定图书馆 ２．０ 服务质量的高低，
但是服务平台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目前国内对于图书馆 ２．０ 服务平台的研究均不深
入，一般都是一带而过。 部分已经实施图书馆 ２．０
的高校图书馆也没有专设的平台，只是在原有网站
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或几个链接，这种表面的修修补
补而非实质性的构建必然会大大降低图书馆 ２．０ 的
服务质量。 笔者认为，要构建良好的图书馆 ２．０ 服
务模式，必须把图书馆 ２．０ 的四个基本构成要素有
机联系起来，充分发挥每一要素的作用，图书馆才
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３　高校图书馆 ２．０ 服务模式的探讨
３．１　服务平台的设计要科学合理

服务平台的设计力求简洁，功能实用，一目了
然。 所有高校用户只需实名注册后登录，即可享受
同等服务。 对高校图书馆所提供的资源重新组合
和评估，将其分为有偿资源和无偿资源两部分。 其
中无偿资源包括所有电子书籍、免费的电子期刊
等，用户可以随意使用，而不是局限于本校用户才
能使用。 免费的电子资源需要统一进行分类，比如
先分为文科和理工科两类，然后再进一步细分，目
的是让用户在搜寻所需资源时更加方便。 有偿资
源则以外文电子期刊为主，还包括一些视频资料，
用户在使用这些资源时，需要对注册帐号的权限进
行验证。 有偿资源同样需要详细的分类。
３．２　搜索引擎的功能要强大

搜索引擎的功能直接决定用户使用资源的质

量，高校图书馆应充分考虑到各种资源搜索的差异
性，比如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的搜索方式就不太一
样。 电子图书往往以搜索书名或作者为主，而电子
期刊则经常搜索关键词或主题词。 高校图书馆要
设计一个强大的符合图书馆书目、期刊、视频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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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编排的搜索引擎。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ＣＮＫＩ）是目前国内比较典型的集各种资源于一体
的搜索引擎。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能够定期抓取所有能
提供 ＲＳＳ服务的数据资源，为读者提供强大的资源
信息搜索。 读者只需通过订阅输入所需资源 ＲＳＳ
的网址，即可获得非常全面的服务。 因此高校图书
馆 ２．０ 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的搜索引擎，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设计出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
３．３　开设各学科专业讨论区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或兴趣爱好进

入相应社区，既可以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也
可以咨询、请教相关的专业知识，甚至还可以就某
些难以找到的文献资源求助大家。 这种方式其实
就是维基技术的应用。 鉴于各学科的广泛性和多
样性，高校图书馆需安排高素质管理人员负责相关
版面的管理工作。 他们在负责版面的日常管理的
同时，还要提炼本版的一些重要信息，然后将这些
信息资源汇总到上级版主，最后加工为图书馆的电
子资源。 这是用户为图书馆 ２．０提供信息资源的有
效途径之一。 专业讨论区的模式不妨参照高校的
ＢＢＳ论坛进行构建，如小木虫论坛等。
３．４　开设博客（播客）空间

图书馆通过为读者提供博客空间，不仅可以让
用户拥有个人抒发情感的空间，还可以及时把信息
传递到每个用户。 管理人员及时摘录、采编后，可
使其成为图书馆 ２．０ 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 管理人
员除了在平台首页的信息发布中推荐水平较高的

原创博客，还可以通过下面 ＲＳＳ 或及时通信的方式
将其推荐给其他用户，增加与读者的互动，提高读
者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３．５　提供 ＲＳＳ服务和即时通信服务

ＲＳＳ基于 ＸＭＬ规范，用来聚合和发布网络信息
内容，共享多种信息技术的功能。 通过 ＲＳＳ 可以使
用户订阅感兴趣的主题内容，及时获取最新图书信
息。 图书馆的专题推送可以利用这项服务，读者在
自己的网页上就能得到索求的资料。 另外，图书馆
发放的有关通知或公告，也可以通过 ＲＳＳ 定制，使
用户不在馆内也可及时地得到消息。 目前国内许
多高校图书馆都能够提供 ＲＳＳ 服务和即时通信服
务。 比如清华大学图书馆提供的 ＲＳＳ定制服务，可
以提供最新消息、中西文新书通告、商业数据库

ＲＳＳ、期刊订阅等服务；台湾大学图书馆提供新到资
料、馆藏选介、最新消息等的 ＲＳＳ订阅。
３．６　引导用户建立自己的 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主要由个性化链接（Ｍｙ Ｌｉｎｋｓ）、个性
化更新（Ｍｙ Ｕｐｄａｔｅｓ）、个性化内容（Ｍ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个
性化书目（Ｍ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ｓ）、个性化文献传递（Ｍｙ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５ 个版块组成［７］ 。 其中，Ｍｙ Ｌｉｎｋｓ 是
为用户搜集和组织数字化资源的一种工具，用户利
用Ｍｙ Ｌｉｎｋｓ，可以方便地搜集、组织和维护由图书馆
网站提供的馆藏数字资源以及因特网上的各种网

络资源的链接；Ｍｙ Ｕｐｄａｔｅｓ 负责将图书馆新到资源
及时通知用户；Ｍ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负责向用户推送所选期
刊的最新一期目次，并可部分提供原文；Ｍ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ｓ
负责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联机书目检索服务；Ｍ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则主要用于获取论文和书籍等文
献资源。 由此可见，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和图书馆 ２．０ 密不
可分，图书馆 ２．０ 技术不仅能实现用户在平台系统
中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方便用户对信息资源的索
取、存储，也便于图书馆对用户的统一管理。 高校
图书馆 ２．０ 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的建立可以参考国内开发得
较早的浙江大学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 该图书
馆的 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系统采用浏览器服务器（ｂｒｏｗｅｒ／
ｓｅｒｖｅｒ）模式，主要由 Ｗｅｂ 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和
客户浏览器构成。 系统涉及书签、定制图书馆数字
资源、最新资料通告、搜索引擎链接、图书馆链接、
定制Ｗｅｂ页面样式等多种功能。 该系统不仅功能
全面，具有可定制性，而且还可以保护用户的个人
信息。 用户只需通过可支持 Ｃｏｏｋｉｅ 的浏览器登录
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系统，设置账号和密码，根据自己的信息
需求对馆藏数字资源和其他网络进行筛选、整理，
即可动态建立 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的页面、显示定制的内容，
并及时更新。
４　小结

图书馆 ２．０提供的服务必须建立在高校图书馆
２．０平台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平台的桥梁作用，让各
种服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图书馆员和用
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８］ 。 只有高校图书馆的资源
信息发挥最大的作用，高校用户创造出最有价值的
科技文化，才符合图书馆 ２．０ 的终极目标———服务
读者，止于至善。

（下转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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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数据库使用教程下载、论文写作技巧、常用网站
导航、图书分类法简表、外文期刊刊名缩写对照表、
图书推荐以及远程访问账户申请表和外文期刊原

文代查表的下载。 我们把向图书馆捐赠图书的读
者名单也发布在网上，宣传和鼓励读者将自己的著
作捐赠给图书馆。 另外我们还将 ＣＡＬＩＳ 网络资源
导航系统的医学部分、电子报纸、国内医学院校、生
物医学信息网站和中医药资源网站链接整合在一

起，供读者查询使用。
３．５　本馆概况

本馆概况主要包括读者指南、借书证办理、各
项规章制度、图书馆应急预案等内容，其中读者指
南中包含了开馆时间、人员分工、馆藏分布等信息。
３．６　统计功能

通过网站统计功能，图书馆可以及时掌握馆藏
数字资源使用情况，了解用户需求，以便调整馆藏
策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另外也可以根据点击
数量，了解图书馆推出的各项服务受读者欢迎程度。
３．７　参考咨询

在利用网站的功能和数据库的使用过程中，读
者往往会遇到一些看似很简单，但不经过说明又很
难搞清楚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因为这些细节问题让
读者失去耐心。 我们将常见问题汇总整理，建成
ＦＡＱ数据库，放在服务指南里供读者查询。 此外，
我们还通过 ＱＱ在线解答读者提问。
４　日常更新和维护

要不断听取读者的意见或建议，改进服务方
式，提高服务水平。 应加强与读者联系的渠道，不
断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及时更新网页内容，经常
检查和维护网页链接，清除失效信息，保证链接有

效，方便用户利用［５］ 。
当网站建成并投入使用后，要定期对站点进行

备份。 一旦服务器出了问题，就可以对站点进行恢
复。 对于一些特色资源，要在不同的服务器上进行
备份。 例如我馆制作的随书光盘镜像文件和日常
积累的一些宝贵资源，由于没有及时备份，在服务
器出现故障的时候全部丢失，又重新制作，浪费了
许多的人力和物力。
５　结语

图书馆网站是传统图书馆向网络环境延伸的

重要手段，是图书馆向读者提供服务的另一个重要
窗口，是图书馆信息化水平的重要体现。 图书馆网
站不但起着揭示图书馆资源、提供多样化信息服务
的作用，也是实体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的形象代
表。 做好网站的设计、建设和后期维护工作，可向
网上用户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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