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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书馆 2.0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探讨 

毛海波 
（宁波大学 图书馆,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用语义 Web 技术对图书馆异构数字资源进行整合, 形成逻辑资源体, 并用 Web 服务技术

来构造数字资源访问接口和主动服务系统, 同时结合 Web2.0 技术和服务理念, 提出了一种新型

的图书馆 2.0 服务模式. 该服务模式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主动服务模式, 能为用户主动提供全方

位、立体式和不间断的专题服务和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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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不仅仅是一个

有着信息管理工具的数字收藏等价词, 它更是一

个环境, 将收藏、服务和人带到一起以支持数据、

信息乃至知识的全部流程, 包括从创造、传播、使

用到保存的全过程. 数字图书馆最早源起于 20 世

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西方发达国家, 随着美国

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和因特网的迅速普及, 

数字图书馆开始风靡全世界, 其理论、技术和服务

模式成为国际性热点论题, 也成为图书馆高技术

应用的一个新领域.   

我国在 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启动数字图书馆

工程, 借助国内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得

到了快速发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变化和发

展, 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也在相应的变化, 到目

前为止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经历了 4个阶段: 馆员

中心服务模式、资源中心服务模式、产品中心服务

模式和用户中心服务模式[1]. 现在, 计算机领域又

涌现出一批新技术, 如语义Web、Web服务、数据

挖掘、智能代理、软件构件等 , 互联网也进入

Web2.0时代, 这些新技术、新服务理念的出现给数

字图书馆带来了新的服务模式和服务理念.  

1 Web2.0与图书馆 2.0 

Web2.0 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思想体系的升

级换代, 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

集中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

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2]. 事

实上 Web2.0 是一套可执行的理念体系, 它不仅包

括互联网的新技术 , 如博客 (Blog)、新闻聚合

(RSS)、维基(WiKi)、网摘、标签(Tag)、社会性网

络(SNS)、Mash-Up 以及 Ajax 等[3], 更重要的是体

现网络社会化和需求个性化, 使个体成为真正意

义的主体.  

图书馆 2.0 是 Web2.0 的技术和服务在图书馆

领域中的应用, 或者说是 Web2.0 的思想对人们研
                                                  

收稿日期:  2009-12-26.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网址: http://3xb.nbu.edu.cn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联项目（2009B54）;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0804190）. 
作者简介: 毛海波（1974－）, 男, 浙江岱山人, 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 数字资源集成. E-mail: mhb@nbu.edu.cn 



 
52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 2010  

 

究与改进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一种认识与思考[4]. 

2005 年, 国外很多图书馆界的学者提出了图书馆

2.0的概念, 其中 Ken Chad和 Paul Miller在《图书

馆 2.0 技术白皮书》[5]提出了图书馆 2.0 的四大原

则, 既图书馆无处不在, 图书馆没有障碍, 图书馆

鼓励参与, 图书馆使用具弹性和单项优势的系统. 

图书馆 2.0技术和服务理念应用于数字图书馆之后, 

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服务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模

式.  

通过对 Google、Yahoo、Amazon提供的Web2.0

服务分析, 可发现在 Web2.0 服务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技术、内容和用户三方面的相互作用. 用户创

造或附加内容, 技术提供内容组织和与用户交互

的手段 , 内容或基于内容的互动满足用户需求 . 

Web2.0与图书馆 2.0的服务内涵既有相同之处, 但

又有差别. 图书馆 2.0 的服务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点: 在图书馆 2.0 中, 数字资源建设主要由图书

馆承担, 用户为辅; 数字资源组织方式主要采用图

书馆的知识体系结构, 同时引入用户主导的方式[6]; 

服务模式要与传统的图书馆业务流程分离, 充分

体现服务的个性化、专题化和主动性; 在用户互动

性方面, 利用 Web2.0 技术不断增强服务的互动性

来吸引更多读者; 技术实现多为图书馆员主导应

用, 用户多数是在已经构建好的平台上定制服务

和享受服务.  

2 基于图书馆 2.0的数字图书馆服务
模式 

2.1 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演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字图书馆的

资源、服务系统以及用户环境也发生着变化. 图书

馆的服务模式也经历了一个从“馆员中心”、“资源

中心”、“产品中心”到“用户中心”的演变过程.  

“馆员中心”服务模式是从信息服务人员出发, 

并以信息服务人员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信息服务

人员处于主动或中心地位, 用户处于被动接受的

地位, 用户的需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  

“资源中心”服务模式是指图书馆只注重文献

信息资源的数字化转化, 向用户提供的是数字化

了的文献信息, 缺少信息加工与挖掘的深度, 同时

忽略用户的需求.  

“产品中心”服务模式是指图书馆通过对数字

资源加工增值形成信息服务产品, 并向用户供给

使用. 此服务模式突出服务资源和产品的地位, 用

户居于从属地位, 信息服务的能动性受到忽视.  

“用户中心”服务模式就是信息服务工作一切

从用户信息活动出发, 以用户信息需求的满足与

问题解决为目标的信息服务工作模式, 用户是该

服务模式中的主体.  

2.2 图书馆 2.0下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 

图书馆 2.0下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是以包括

Web2.0 在内的计算机新技术为核心, 以用户服务

为中心的主动推送模式. 图书馆 2.0 主动服务模式

有机结合用户的知识活动过程[7], 用Web2.0、语义

Web、数据挖掘及智能代理等技术来组织、加工数

字图书馆提供的资源, 形成能够解决用户问题的

知识产品, 为用户主动提供全方位、立体式和不间

断的动态服务. 它改变了原来被动的静态服务为

主动的动态服务、快捷服务、专题服务和个性化服

务, 使服务更加注重多元化、自动化和网络化.  

基于图书馆 2.0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的结构

可以分为实体资源层、资源整合层、服务构造层、

用户层以及开放标准规范, 其服务模式结构如图 1

所示.  

2.2.1 实体资源层 

数字资源是构成数字图书馆的基本要素, 是

数字图书馆向用户提供资源信息保障能力的物质

基础, 也是用户利用数字图书馆的根源. 图书馆

2.0 下的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主要来自三方面: 图

书馆购买、图书馆自建和用户创建. 图书馆购买的

资源包括中外文的电子期刊、电子图书, 如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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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维普、超星以及 Springer Link等中外文数据

库, 以及CNMARC数据、视频文件等其他资源. 图

书馆自建资源主要有本馆自建的特色数据库资源

和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生产的数据, 另外还有从网

络上收集的免费、有价值的网络资源. 用户创建资

源包括用户自己的科研成果, 如论文、著作、专利

等资源. 另外, 更多的是用户根据自己的爱好从互

联网上收集来的各类资源.  

2.2.2 资源整合层 

图书馆采购、自建的资源以及用户创建的资源

分布在不同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上, 运行在不同的

系统环境中, 这给用户全面、准确、快速地获取资

源设置了障碍. 采用语义 Web 标准来整合图书馆

中的上述数字资源是实现图书馆 2.0服务最有效的

方法. 语义 Web 标准能将实体资源层中的各种异

构、异地资源整合成统一的资源体——逻辑资源, 

它可以避免用户直接与资源实体层交互, 使用户

不必关注资源的形式和位置, 这也使得实体资源

层的变化对用户透明化. 同时, 为服务构造层的数

据访问提供统一的结构化数据. 另外, 通过语义

Web标准来提高数字资源的完备性、完整性、有效

性和正确性等质量要求. 基于语义 Web 资源整合

主要通过本体(Ontology)和资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技术实现.  

本体主要用来构建专业知识领域的概念分类、

同义词辞典、关系和规则, 为应用构建具体的专业

知识库, 实现人与人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人与

机器之间对信息的共享和重用. 在信息检索时, 可

以依据用户请求中的关键词查找相应的概念名以

及同义词, 并以此为出发点检索具体的某条信息

是否与这些概念相关, 进而决定其取舍和排名等

级. 资源描述框架为信息项和元数据提供了灵活

的、可扩展的格式, 它采用元数据的方式对数字图

书馆内资源的进行统一描述, 为服务构造层的数

据访问提供结构化的数据.  

2.2.3 服务构造层  

用 Web Services 方式来定义对资源整合层的

资源存取、调用、检索、排序、推送等一系列操作, 

也包括封装、调用 Google、Amazon、Yahoo、OCLC

等免费API接口的程序, 并将这Web Services模块

化组件部署在图书馆网络中, 形成Web Services接

口池.  

与此同时, 在Web Services基础上引入主动服

务的发现、定制、加载与使用机制, 引入面向用户

的主动服务中介, 其具体模型结构如图 2所示[8].  

 

图 2  主动服务系统模型 

主动服务的模型由 4个角色和 6个基本操作组

成, 其中角色包括服务访问者、服务提供者、服务

注册中心和主动服务中介, 基本操作包括发布、绑

定、检索、调用、挖掘和提交. 服务提供者是定义

服务、描述服务, 并且将服务发布到服务注册中心

图 1  图书馆 2.0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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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交到主动服务中介; 主动服务中介是系统和

用户之间的交互和执行平台; 服务注册中心是发

布各种服务的平台, 为服务访问者提供检索功能. 

这些角色通过它们之间的发布、绑定、检索、调用、

挖掘和提交操作构成了整个主动服务系统.  

主动服务系统在一个开放、动态和自适应的框

架内, 可实现面向用户服务的快速构造和按需服

务. 由于用户的需求具有不可预知性, 程序员也不

可能预置用户所需的服务程序, 而主动服务器系

统能够根据用户的服务需求, 从图书馆网络中搜

索、发现和挖掘出能实现用户需求的Web Services

程序, 并组装和执行该程序,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

务. 而且, 即使是同一种服务, 主动服务系统也能

够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对服务进行定制, 从而

改变原有固定服务模式, 实现可动态变化、主动适

应的服务模式.  

主动服务系统的关键技术是软件构件技术、智

能代理技术和 Web 挖掘技术, 这些技术的相互作

用促使主动服务的实现. 通过软件构件技术设计

出可重组、可复用的程序资源, 并以开放、自动的

方式分布在图书馆网络中; 通过智能代理技术使

程序具备自学习和记忆能力, 同时还具有智能代

理程序间的协调和决策能力; 通过 Web 内容挖掘, 

用户可以从图书馆资源网站中发现和获取用户感

兴趣的信息; 通过Web结构挖掘, 图书馆对自己所

拥有的数字资源进行网络资源导航的归纳整理; 

通过 Web 行为挖掘, 我们可以发现用户访问站点

的浏览模式, 自动实现用户个性化配置, 为用户提

供感兴趣的资源.  

主动服务系统不单单是一个系统, 更是一个

服务的实现机制, 通过软件构件、智能代理和Web

挖掘等技术为上层应用服务程序提供程序接口.  

2.2.4 用户层 

用户层由 3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丰富互联

网应用程序(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s, RIA), 利用

Flash、Ajax 等网络应用技术改进强化用户浏览器

体验, 将桌面操作带入浏览器操作的方法, 在用户

界面中实现自由拖动、局部刷新等功能, 体现门户

的个性化.  

第二部分是交互性服务, 图书馆 2.0 应用将提

高用户的互动性, 用户不仅仅是服务的使用者, 同

时成为服务的创造参与者. 维基(WiKi)改善图书馆

工作方式, 可以优化各部门管理流程, 加强部门内

的交流合作, 发挥集体智慧. 同时也可以让用户参

与, 来进一步丰富图书馆资源. 博客(Blog)用户在

此平台上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立信息存储空间, 

其管理类似于目前博客系统, 但功能远强于博客. 

标签(Tag)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 自行对图书、

文章、图片、网页添加 Tag和组织内容. WiKi、Blog、

Tag等用户交互行为让图书馆 2.0应用更能“吸引”

用户, 并且激发用户创造资源和内容.  

第三部分是主动性服务, RSS、Mash-Up、智能

检索等技术实现服务的专题化和主动性. 利用RSS

技术为用户提供主动的信息或资源推送服务, 利

用 Mash-Up 技术来实现个性化服务定制, 智能检

索为用户提供全面、快速、准确的信息资源.  

2.2.5 开放标准规范 

在整个服务模型的构建中, 自始自终遵循开

放标准规范. 在资源建设时遵循《国家数字图书馆

标准规范》和《CADLIS技术标准与规范》; 在资

源整合、服务构造和用户层的建设过程中始终遵循

W3C定义的XML协议、RDF数据描述规范、SOAP

协议、UDDI协议和WSDL协议等等.  

3 结语 

RSS、Mash-Up、智能检索等Web2.0技术以及

其服务理念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提升了数字

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实现了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

的创新——图书馆 2.0 服务模式. 图书馆 2.0 服务

模式的核心是利用本体技术有效地解决数字图书

馆的异构、异地数字资源集成问题, 但是, 数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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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集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对具体的全局本

体构建和局部本体构建, 全局本体与局部本体的

映射和局部本体与数字资源的映射, 全局查询语

言的定义、查询语言的解析、查询变量的绑定和查

询分解等问题还需要在实际应用中做进一步研究

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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