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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调查国外使用中文数据库的现状及使用电子资源的习惯，分析了制约中文数据库在国外推广的原因， 

并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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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从 1999年起，清华同方与中国学术期 

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结成产业战略同盟。 

共同实施和推进CNKI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cture，中国知识基础设施 

工程)建设。我国对数据库的建设也进行大 

力扶持。近几年来，国内涌现了许多优秀的 

中文数据库：CNKI源数据库和专业知识仓 

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书生之家等。在市场 

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文电子数据库产品只 

有迈出国门，适应世界各地人们的需求，才 

能在世界市场中站稳阵脚。我们采用网页调 

查、数据检索、访谈和问卷等形式的调查方 

法，分析了中文数据库在国外的使用和推广 

情况，并由此提出对策。 

1 中文数据库国外市场分析 

1．1 美国大学中文数据库使用状况 

调查美国综合类前 100所大学得知，打 

入美国市场的主要中文电子资源是清华同 

方(CNKI)的产品：CAJ(China Academic Jour- 

nals)。在前 50所大学中，采用 CAJ数据库的 

有 I1所高校图书馆。同时进入海外市场的 

还有 “四库全书系统”、“Chinese ERIC(台 

湾)”、“CHINA database(香港)”等。其它数据 

库在前60所高校中的出现频率较低。据统 

计，在前 100所高校图书馆中，使用中文数 

据库的有20％，其中使用CAJ的占 l2％一 

13％，部分高校使用中文期刊文献索引文摘 

是通过一些大型的国际数据库完成的，如： 

LexisNexis。 

在美国高校中，使用中文数据库的总 

体上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集中于 

对中文或者东亚文明有所研究的人文科学 

方面，自然科学涉及较少。很多专门设立了 

东亚或者中文数据研究的图书馆 ，对于中文 

电子文献进行了悉心的收集，如University 

of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专门成立 

了中国教育信息资源中心(ChineseERIC)。 

University of Califomia—IJos Angeles(加州安 

哥拉大学)，成立了东亚图书馆、西亚图书馆 

等一系列以地区区分的图书馆，对所收集的 

数据库进行区域化分类和检索。 

在美国高校中，主要使用的是 CAJ数据 

库，其原因在于： 

(1)内容广泛 ，收录了 l994年至今的 

5 300余种核心与专业特色期刊全文。累积 

全文 600多万篇，题录 600多万条。分为理 

工A(数理科学)、理工 B(化学化工能源与材 

料)、理工 C(工业技术)、农业、医药卫生、文 

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 

合、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9大专辑，126个专 

题数据库。 

(2)信息更新快。据CNNIC介绍，CAJ数 

据每日更新，存在的不足主要是，数据处理 

时间长，数据库上的最新的文献也是 1年以 

前发表的文章。 

(3)光盘的转让价格相对便宜。 

(4)宣传广泛和宣传力度大。 

1．2 CNⅪ 典型用户举例 

综合全球市场来看，CNKI市场主要在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德、澳大 

利亚等。《中国学术期刊全文库》的镜像系 

统，《中国科技专业文献》的捆绑销售，为用 

户量身定制的个性化信息服务等等。使 CN． 

KI产品得到广泛的好评。它的客户主要是院 

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相关科研机构。而 

欧洲的汉学家、留学生大多使用图书馆资 

源，私人购买不多。以德国为例，目前。可以 

通过柏林图书馆上网无偿查阅中文期刊的 

有近30所大学的汉学系师生和几十家有关 

研究所，其他人要想查询中文资料，需要办 

理柏林图书馆的借书证。 

2 国外使用中文电子资源的习惯及 

意见 

2．1 国外数据库的常用分类习惯 

从总体上看，美国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 

分类不同于中国的大多数分类方式。中国一 

般以语种进行一次分类，而后是依照学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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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典型用户举例 

(是 ) 典型用户 
中国香港 香港教育署、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卫生署、香 

港医管局 

中国台湾 Academemia ScienceK中央研究院、辅 

仁大学、台湾大学、台中师范学院、新 

竹清华大学、立法院国会图书馆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 

澳门 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 

日本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 

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文京大学、大 

东文化大学 

澳洲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 

大学 

美国 加州大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at Berkeley)、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Cornel Uni． 

versity)、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 

sylvania)、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 

niversity)、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 

ty)、明尼苏达大学(Minnesota Univer- 

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 

ty) 

加拿大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 

ronto)、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 

niversity of Columbia) 

法国 里昂大学 

英国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德国 德国国家图书馆、柏林大学 

类的二次分类，同时辅助一些校内的特色资 

源以及所购人的特殊馆藏电子资源。美国高 

校的总体情况是，以使用字母顺序排列电子 

资源为主，在所访问的美国100所学校中， 

除 3-4所大学的图书馆界面无法进入以外 ， 

以字母顺序排列的占80％以上。依照学科分 

类也是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方法。第三类 

主要的分类方法是依照文献的类别进行分 

类，如word文档、PDF文档、CAJ文档等。事 

实上，很多高校图书馆采用的是以字母顺序 

为主，同时有学科分类的列表存在，而且 

60％以上的学校图书馆在页面上建立了搜 

索引擎，可依照主题词、关键词进行馆内或 

者系统内的电子资源的检索(不包括单篇文 

献)，在主页上也列出一些特色馆藏以及特 

色资源数据库的名称，以供读者使用。 

但是有些高校结合该馆的具体情况，采 

用 了一些特殊 的分 类方法 。如 ：Princeto． 

n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数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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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它主要依照文献类型分类，如：新闻 

报道 、期刊、图书、调查数据等 ，而后在下位 

类采用字母顺序列表，对电子资源进行统一 

管理；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宾夕 

法尼亚大学)设立了依照地区的分类方式； 

Univ．of Califomia．Los Angeles(加州安哥拉大 

学)在依照语种分类和地区分类的同时 ，有 

东亚数据库、专业数据库和特色资源数据库 

以及人种研究数据库。 

2．2 对中文数据库的意见 

通过对美国前 10o所大学 图书馆电子 

资源的调查，我们搜集到一部分使用中文数 

据库的学校。网络调查email部分主要是发 

给这些图书馆的馆员。我们针对图书馆馆员 

的身份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请问你们学校 

为什么购买中文数据库，比如CAJ?在中文 

数据库投入使用以后，是不是有很多大学生 

关注中文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和提出疑问?对 

于你们学校购买中文数据库的价格你认为 

是太高了还是比较便宜或者价钱合适?有好 

的中文数据库你们还会购买吗? 

我们一共发出了 15封邮件，收到8封 

回信。对这些馆员的回答我们分析如下： 

(1)对于购买中文数据库的原因，大多 

数馆员都表示学校和图书馆对中国的有关 

信息非常关注，而他们选择数据库的标准就 

在于是否符合他们学校教授和科研项目的 

需要。 

(2)中文数据库投入使用以后提问的大 

学生就绝对数量来说不是很多，这一方面说 

明在美国大学生中利用中文数据库的学生 

还不是很多，另一方面说明存在很大的市场 

空间。 

(3)所调查并有回音的大学中有两位图 

书馆员认为中文数据库价格太高。 

哈佛大学一图书馆提到，哈佛大学在几 

年前并没有买 CAJ，因为刚购买的费用大概 

需要90 000美金，他们认为知识是不断变动 

的，不能确定这个数据库的实用性有多大，花 

这么多钱去购买一个数据库不符合实际的需 

要。而后，当CAJ的价钱降到几千美金(没有 

具体说明)后他们才买了这个中文数据库。 

Information Center的馆员 表示 ，政 府 花了 

3 000美元购买了 CAJ的 20o3年的 3个部 

分，分别是经济、政治、社会，而这位图书馆员 

表示他并不赞成购买，因为价格太高，一般图 

书馆是承受不起的，除非有别的资金来源。 

在这个调查之外，我们在网上对欧洲的 

市场调查发现

要 10万美元左右：目前柏林图书馆支付清 

华同方3万美元，引进了其所有资料的1／3， 

试用期 1年，1年试用期过后 ，柏林图书馆和 

任何使用单位都要交纳 l1万美元的使用 

费。在日本它要卖到 1 20o万日元，将近 10 

万多美元。在德国和法国以及英国等欧洲国 

家花费在 10万多美元。对购买单位特别是 

图书馆来说，这个预算超出了一般的预算， 

需要向上级申请，申请周期较长，大概需要 

1—2年的时间。 

(4)从馆员的回答来看，中文数据库还 

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界面不够友好，购 

买费用太高。 

哈佛大学图书馆员表示，界面的不友好 

给学生和老师使用数据库带来了许多不便。 

他们对中文数据库的要求是：更大、更好、更 

有利于方便他们的检索。他们还提出要有代 

理商在美国当地，以便他们可以随时取得帮 

助。他们认为，在网络环境下的数据库，比较 

起来 ，站点在 中国的数据库交流、下载和服 

务的时间都会滞后于站点在美国的数据库。 

(5)通过论坛调查，我们发现有的企业 

人员希望在文献资源内能多增加有关中国 

企业信息及行业动态发展的调研数据；也有 

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对中文数据库的产 

品了解很少，使用过 CNKI的人觉得检索界 

面很生硬。 

3 市场分析及对策 

(1)改进用户检索界面，使人机交互界 

面更为友好。国外对中文的使用习惯并不熟 

悉，就算是汉学家，也会对 自己本 国的数据 

检索习惯感到更为亲切友好。检索界面的简 

单明了，使使用者能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 

的内容，这样才能留住顾客，提高顾客忠诚 

度。 

(2)改进知识集成方式。知识集成包括 

对知识元素的排序、计算、分析和综合、分类 

整合、知识抽象和知识推理等。难点在于数 

值、符号、样本性知识等异构性知识的集成。 

对异构性知识的集成可 以利用全局性知识 

表达模式，对知识进行格式转换、处理及综 

合性集成；或者相关知识具有相同的特征 

值，可以构建知识特征库，进行特征自动识 

别，将知识集聚成类；或根据用户实际需求 

及知识的客观特征，构建各种不同层次的模 



型，通过模型来映射实际知识。 

(3)改进用户检索功能。在检索中可以 

提供传统的布尔检索、字符串检索，也可以 

使用模糊检索。计算机新技术的发展为全文 

检索、数值检索、图像检索、声音检索、超文 

本检索、超媒体检索提供了条件。而且，人们 

在进行检索提问时，可以采用书面文字来描 

述，也可以采用语音的方式。 

(4)在数据库建设中可采取灵活的建库 

方式，如：合作建库 、合资建库，谁投资谁收 

益。 

(5)在相应营销策略上，采取扩大知名 

度等方法，解决读者群狭窄的问题。 

1998年 1月 ，美国犹他州大学图书馆 

(Utah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对全校行政管 

理人员和教师利用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意识 

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表发给881位教职员 

工 ，完成 调查表 的有 426人 ，回收率 为 

49．8％。 

表2 有关了解和利用远程数据库检索、 

图书馆主页、数据库培训的情况 

问 题 ( ) 否 不确定 回答 

(％) (％) 人数 

虽然多于 213的人(67．6％)意识到了从 

家里或办公室能检索某些图书馆电子数据 

库 ，但是仅有 53．6％的人实际检索过 ；虽然 

几乎 2／3的人(64．4％)意识到图书馆有网络 

主页，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实际利用过。 

26-3％的人回答已参加过图书馆提供的一个 

或多个电子数据库的培训，其中80％的人参 

加了 1次，14％的人参加过 2次，6％的人参 

加过 3次或 4次。最普遍 的是检 索 EB． 

SC0doc或 EBSC0host的培训(占参加者的 1／ 

3)；27％的人参加过《法学 、商业、政府和学 

术市场数据库))(LexisfNe xis)的培训；13％的 

人收到了图书馆有关利用Agricola的资料。 

可见，对于大多数国外知名度很高的数 

据库资源来说，在大学内和相关领域的行业 

并没得到广泛和熟练的应用。要推广中文数 

据库，必须利用多种渠道，有计划地开展用 

户培训工作，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电子文献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读 

者的数量和层次。应鼓励图书馆采取免费上 

机，实际操作的方式，举办定期、不定期的培 

训班，有计划地对用户加强教育和培训。培 

训内容应以电子文献资源介绍、计算机检 

索、下载及文献处理方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为主，加强对读者电脑操作能力、文献 

检索方法和技巧的训练。 

(6)FAQ(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即 

常见问题解答。FAQ是客户常问的问题，设 

计的和解答的都必须是客户经常问到和碰 

到的问题。数据库的检索界面设置FAQ，可 

以减少顾客等待回答的时间，提高顾客满意 

度。为保证FAQ的有效性，首先要经常更新 

问题，回答客户提出的一些热点问题；其次 

是要与～些一线销售服务人员进行沟通，了 

解并掌握客户关心的问题。还要保证 FAQ 

简单易用。客户寻找问题解决答案一般都比 

较急，如果经过多次查找还没有找到答案就 

可能失去耐心。为保证方便客户使用，首先 

FAQ应该提供搜索功能，客户通过输入关键 

字就可以直接找到有关答案；其次是当问题 

较多时，可以采用分层目录式的结构来组织 

问题，但目录层次不能太多，最好不要超过4 

层；第三是将客户最经常问的问题放到前 

面，对于其它问题可以按照一定规律排列， 

常用方法是按字典顺序排列；第四是对于一 

些复杂问题，可以在问题之间加上链接，便 

于了解一个问题同时可以方便找到相关问 

题答案。 

(7)网上虚拟社区的设计。顾客购买产 

品后，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购买后的评价和体 

验，对于一些不满足可能采取一定措施和行 

动进行平衡。企业设计网上虚拟社区就是让 

客户在购买后既可以发表对产品的评论，也 

可以提 出针对产品的一些经验，还可以与一 

些使用该产品的其它客户进行交流。营造一 

个与企业的服务或产品相关的网上社区，不 

但可以让客户自由参与，同时还可以吸引更 

多潜在客户参与。 

(8)产

要。中文电子资源的顾客有汉学家、中国留学 

生等，也有企业。有的企业希望了解中国各行 

业的市场情况，搜索类目就应有所改变。 

2000年万方数据股份公司对《中国数据库大 

全》的跟踪调查(主要以信息机构为建库单位 

的文献型和以信息公司等为建库单位的商贸 

类数据库为主要调查对象)结果见表3。 

表3 数据库类型分布统计 

由表 3可见，企业名录和成果项目比重 

过大，而企业急需 的市场行情 、金融活动和 

产品信息比重太小。因此，我们应以市场需 

求信息为导向，合理控制各类目的比例。 

(9)中国数据库产业要扩大出口，必须 

在产业价值链上整合，形成知识源一核心技 

术一产品经营一品牌管理一市场一企业效 

益一资本运营的良性发展。在成果转化过程 

中应注意：一是产品的开发 ，二是产品的市 

场开拓，三是信息反馈和二次开发。同时收 

集的文献资料应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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