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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战略起点

摘　要　从数字化图书馆与网络的关系、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以及宏观管理等方

面讨论了建立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并认为这是我国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战略起

点。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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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图书馆是 21 世纪图书馆发展的主要方

向, 它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 可以大大提

高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效率, 彻底改变图书馆的组

织结构和服务方式。因此, 我国图书馆界日益关注数

字化图书馆建设, 并开始实施试验性项目。但是, 从

国外的经验看, 数字化图书馆是在电子化图书馆网

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需要坚实的网络基础。这对于

我国图书馆界来说, 却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毋庸

讳言, 虽然我国图书馆界十分关注图书馆网络和资

源共享问题, 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有效地开展

这项工作, 图书馆网络的滞后将阻碍我国数字化图

书馆的建设。另一方面,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来, 要在

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图书馆网络是难以实

现的。但却可以先集中人力财力, 努力建立以若干大

型图书馆为骨干的国家图书馆主干网, 为全国性图

书馆网络建立一个基础框架。建立国家图书馆主干

网可以说是我国数字化图书馆的战略起点。

本文试图从数字化图书馆与网络的关系、国家图

书馆主干网对于我国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意义、国家

图书馆主干网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以及宏观管理等方

面来讨论建立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网络化是数字化图书馆的基础

数字化图书馆是近几年出现的概念, 90 年代

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一些图书馆尝试着将图书

馆信息服务拓展到全球性的互联网上, 如美国国会

图书馆就在国际互联网上开通了“美国记忆: 用文

字、声音和照片表述的美国故事”(Am erican M emo2
ry: Am erica’s sto ry in w o rds sounds and p ictu res)

数字化图书馆。要将文献信息服务拓展到网络领域,

首先要解决文献的数字化问题, 即将文献信息转换

成计算机能够辨析的符号——数字化过程, 由此数

字化图书馆的概念应运而生。

图书馆界对数字化图书馆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

展的过程, 文献[ 1 ]认为, 图书馆学界对数字化图书

馆的认识是相当宽泛的, 并归纳了 4 种类型。事实

上, 不管人们对数字化图书馆的认识有多大的分歧,

但对数字化图书馆基本目标的认识却是十分明确和

一致的, 这就是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人员提出的观

点:“一个‘数字化图书馆’是若干联合结构的总称,

它使人们能够智能地、实实在在地存取全球网络上

以多媒体数字化格式存在的、为数巨大且仍在不断

增多的信息”[2 ]。文献[ 3 ]描述了数字化图书馆运行

4 个步骤: (1) 图书馆用户终端通过互联网连接数

字化图书馆服务器; (2) 通过图书馆用户终端上的

浏览器填写并提交查询表单, 并按 H T T P 协议传输

至图书馆服务器; (3) 数字化图书馆服务器执行用

户请求, 查找符合用户请求的信息; (4) 数字化图书

馆服务器根据用户查询请求, 向相应的数据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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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请求数据, 并将获得的查询结果数据通过 H T T P

协议传输至用户终端。数字化图书馆的运行, 无论是

用户提交查询请求还是向用户传递查询结果, 主要

是通过网络进行的。数字化图书馆的基本特征就是

通过网络来开展图书馆服务。网络是数字化图书馆

的精髓, 是其生命力所在。正是借助网络的无限扩展

力, 数字化图书馆才跨越了空间的限制, 具有非凡的

运行效率。

数字化图书馆本质上说, 是一种现代技术条件

下的图书馆网络, 是图书馆网络的扩展。我们知道,

传统图书馆网络是建立在馆际互借和书目资源共享

和控制基础上的, 传统图书馆网络的主要特征是在

联合编目基础上, 实现馆藏资源共享。最著名的传统

图书馆网络的例子是美国的OCL C。1967 年美国俄

亥俄州 12 所大学图书馆合作建立俄亥俄州大学图

书馆中心时, 其目的在于解决各馆经费紧张并实现

资源共享。但是, 从OCL C 由美国一个州的 12 所大

学图书馆网络, 发展到今天美国规模最大, 也是世界

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网络的历史看来, 传统图书馆网

络的发展壮大过程是一个新技术不断应用、信息资

源不断数字化的过程。1971 年实现联机编目, 书目

数据开始数字化, 网络规模也随之扩大。1973 年起

吸收俄亥俄州以外的图书馆参加, 1981 年改名为联

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90 年代初, OCL C 在实现了

图书馆业务信息数字化的基础上, 发展了 F irst

Search 数字化咨询服务系统, 提供OCL C 自己开发

的 7 个数据库和购买的 60 个数据库。1996 年又发

展了多媒体的全文检索系统 Site Search, 特别是开

发了 Site Search W ebZ 软件, 帮助图书馆增强

H T T P 服务器与 Z39. 50 客户端的功能。今天它已连

接了 3 万多个图书馆, 这些图书馆分布在全美和 65

个其他国家。OCL C 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在书目控制

和数字化图书馆方面密切合作, 正在逐步成为美国

国家数字化图书馆网络。美国其他图书馆网络也呈

现出数字化发展趋势, 如美国著名的地区电子文献

资源共享网O h ioL IN K, CAL IS 项目考察团对该网

络作的介绍也显示了这个趋势 [4 ]。

总之, 数字化图书馆与网络是密不可分的, 数字

化图书馆依赖网络发挥其强大的信息交流功能, 图

书馆网络也在向数字化方向发展, 以现代计算机技

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图书馆网络也为数字化图书

馆奠定了技术和组织基础。

2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是我国数字化图

书馆建设的基础

我国图书馆网络建设起步较晚, 数字化图书馆

建设也处于开始试验阶段。但是, 数字化图书馆对于

我国这样一个具有 5000 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 将中

国文化发扬光大, 使汉语文化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

上占据重要地位,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数字化

图书馆建设又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资金短缺、人员素

质和图书馆现代化基础低诸问题是影响我国数字化

图书馆建设的最现实、最重要的因素。数字化图书馆

建设需要巨大的投入, 如美国数字化图书馆项目计

划从 1994 年到 2000 年大约需要 3. 64 亿美元。对于

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 资金问题尤其突出。其

次, 数字化图书馆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具备很强的

信息查询能力和驾驭新的信息技术的本领, 由于我

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图书馆发展的不均衡, 现

代化程度参差不齐, 图书馆从业人员对新的图书馆

技术的掌握与运用水平从整体上说也是不平衡的。

再次, 同样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各地区图书

馆的现代化程度也是不平衡的, 一般说来, 东部经济

发达地区的图书馆事业较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要先

进得多, 现代化水平的不平衡将影响我国数字化图

书馆的建设。所以, 面对这些不利因素, 我国开展数

字化图书馆建设首先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 建立数

字化图书馆的基础结构。

建立全国性的数字化图书馆基础结构的战略起

点是建设国家图书馆主干网。所谓国家图书馆主干

网是指: 选择若干个大型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体

系的基础单位——主干图书馆,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

将这些主干图书馆连接起来, 实现全国主要图书馆

资源的一体化; 从组织上、技术上确保全国主要图书

馆资源共享, 并向全社会提供完整的图书馆信息服

务;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应该承担全国大部分文献信

息服务, 包括提供图书馆书目、重要文献的数字化

等。可以说,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代表着我国整个图书

馆界的水平, 在全球互联网上代表中国。具体说来,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基本功能包括以下 6 个方面:

(1) 承担国家重要文献的数字化工作, 并提供

相应的信息服务, 这些文献包括各个时期的重要文

献、政府文献、法律文献等。如将我国的现行法律数

字化, 在网络上提供完整的、权威的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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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我国图书馆业务标准。网络化的重要

条件是标准化, 这些标准包括图书馆文献处理规范、

信息表达与交换规范、信息检索规范、通讯协议规范

等。我国虽已制定了许多图书馆业务标准, 但是标准

执行和标准发展还有待加强。建立国家图书馆主干

网后, 主干网上的标准就带有强制性, 无视网络标准

将不获得网络资源与服务。

(3) 经过分工合作向全国图书馆界和国际图书

馆界提供图书馆业务数据, 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我

们可以借鉴OCL C 的建设经验。OCL C 建立了巨大

的书目数据库, 为其向网员单位提供图书馆业务数

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国家图书馆也发行 CN 2
M A RC 数据。国家图书馆主干网建成后, 这些数据

可以通过双向网络传输, 一方面网员单位可以从网

上下载数据, 另一方面可以将自己的编目数据传送

到网上, 供其他单位使用。这将大大减少传输成本,

提高编目效率。

(4) 向社会提供数字化文献信息服务, 国家主

干网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国家数字化文献信息数据

库。连接各个骨干图书馆的数据库, 向全社会提供数

字化的、全文本、多媒体的信息服务。

(5) 向全国图书馆界提供网络接入服务。我国

上网费用比较高, 这是困扰图书馆界上网的主要因

素之一。在经费普遍紧张的情况下, 过高的上网费用

将严重阻碍我国图书馆实现网络化。如果国家集中

有限资金建立主干网, 为全国图书馆提供接入服务,

将大大推动我国图书馆的现代化水平。

(6) 向网员单位提供培训。数字化图书馆对图

书馆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干

网的建立将承担对图书馆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3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组织结构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是国家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它首先是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网络, 具有

一定的组织结构。广义而言, 包括管理机构、骨干图

书馆、基层图书馆和最终用户。狭义而言, 在统一管

理协调的基础上, 利用现代技术将骨干图书馆连接

起来, 形成密集型网络。

(1) 管理机构。国家图书馆主干网需要一个管

理协调机构。从国外图书馆网络的发展看来, 一般都

设立一个管理机构来协调各个网员单位的行为。如

美国就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信息管理委员会,

协调、指导全国的图书馆工作。我国的图书馆有三大

系列: 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馆系

列。这三大系列基本上把我国图书馆组织起来, 但是

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三大系列的图书馆沟通不够, 协

调也较为困难, 所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 凌驾于三大

系列的图书馆管理协调机构, 在当今以信息资源共

享为时代特征的条件下, 显得尤其重要。建立这样的

机构对于实现国家文献信息一体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国家图书馆主干网只有建立全国性的图书馆

管理协调机构才能确保顺利实施和有效运行。

(2) 骨干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主干网中骨干图

书馆是整个网的基础结构, 是主干网上数字化信息

的主要提供者。主干网在骨干图书馆层面是一个平

行的网络结构, 各骨干图书馆的功能与权限都是一

样的, 他们根据网络基本要求分工协调, 承担各自不

同的角色, 特别是在文献资源和区域服务方面承担

相应的功能。我国文献资源丰富, 地域辽阔, 靠一两

个图书馆难以承担全国文献保障与数字化工作, 只

有发动全国有条件的大型图书馆才能实现这一目

标。骨干图书馆的选择应符合如下几个基本条件: ①

大型图书馆。我国图书馆馆藏分布是不均衡的, 省级

图书馆和高校大型图书馆的馆藏占全国图书馆馆藏

很大比重, 这些大型图书馆的馆藏基本上可以代表

我国图书馆馆藏的基本特征。②现代化程度高的图

书馆。国家图书馆主干网是我国图书馆现代化的重

要标志, 需要很强的技术基础。只有现代化程度高的

图书馆才可能具备坚实的软硬件基础, 特别是储备

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才。我国图书馆的现代

化水平是不平衡的, 即使一些大型图书馆的现代化

基础设施还相当落后, 如果将有限的资金全部投入

到基础设备中去, 而不是投入到文献数字化过程中,

将是极大的浪费, 并将大大减缓主干网的建设速度

与质量。③分布的均匀。我国三大图书馆系列的藏书

重点和职能是不同的。在建立国家图书馆主干网时,

应充分考虑到这种差异, 保障主干网的完备性, 同时

也要考虑到老少边穷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3) 基层图书馆。基层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主

干网的基础单位, 一般是遍布全国的中小型图书馆。

在网络中, 基层图书馆通过各网络接入方式连接到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 一方面享受主干网的图书馆业

务服务, 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的特点, 起到拾遗补缺的

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基层图书馆享受国家图书馆主

干网的数字化信息服务,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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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基层图书馆实现其社会化服务功能。

(4) 最终用户。全社会的机关、单位和个人, 只

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都可以作为国家图书馆主干

网的最终用户。

4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物理基础

国家图书馆主干网是一个基于现代技术条件的

图书馆网络, 它和传统的图书馆网络的最大区别就

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 将图书馆网建立在数据共享

的物理层面, 而传统图书馆网络主要是建立在数据

共享的制度层面。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物理结构是

利用高速、宽带数据传输线缆, 将骨干图书馆的主要

服务器连接起来, 构成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技术结

构。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开放性和专业性的网络特

征, 决定了网络的技术结构, 包括网络基础、系统结

构和技术标准等方面。

(1) 网络基础。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技术层面

主要是指网络的基本结构。我国网络总体水平近年

有了很大的发展, 不仅建设了国家互联网骨干网

Ch inaN et, 教育科研网CerN et 等互联网络, 而且, 数

据传输的基础设施也有很大发展, 如一些大城市已

提供了 ISDN 业务, 它是以综合数字电话网为基础

发展而成的, 能够提供端到端的数字连接。许多城市

的有线电视网也大规模地建成, 有线电视网能够升

级成为具有双向通讯能力的高速宽带数据传输网。

所有这些, 为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建立提供了坚实

的网络基础。国家图书馆主干网可以租用Ch inaN et

建立一个图书馆专用子网, 每个骨干图书馆将装备

先进的服务器组, 并利用宽带光纤专线将骨干图书

馆连接起来, 使各个骨干图书馆之间有高速数据通

道。同时各个骨干图书馆具备互联网接入功能, 可以

向各个基层图书馆提供接入服务。基层图书馆可以

通过骨干图书馆接入主干网, 从而进入互联网。基层

图书馆和骨干图书馆之间可以通过专线, 也可以通

过电话线连接, 这样可以保证全国图书馆都有可能

接入主干网。并且支持通用的网络协议, 使得最终用

户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国家图书馆主干网。

(2) 系统结构。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总体结构是

一种广义的客户机—服务器结构, 这种结构由客户机

系统和服务器系统组成, 并承担各自的功能。客户机

—服务器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先进的、高效率的计算

机网络结构, 主要负责数据管理。它装备大容量的数

据存储设备和高速处理系统, 负责对数据进行存储、

排序、索引等处理。系统的客户机端主要运行实现特

定功能的客户软件, 如查询软件等。客户端软件如果

需要数据, 可以向服务器请求。客户机系统是服务于

系统终端的。根据国家图书馆主干网的网络特征, 客

户端软件可以分为两大类型: 具有双向数据传输能力

的业务软件和单向接受数据的通用软件, 业务软件是

每个接入单位进行业务处理的专用软件。组建国家图

书馆主干网也要组织人力开发专用的客户软件, 允许

双向通讯, 并保障网络的安全畅通。对于最终用户, 主

干网将支持通用的网络浏览软件, 每个用户都可以利

用普通互联网浏览器软件访问主干网。

(3) 技术标准。国家图书馆主干网应建立两个

系列的技术标准。一是图书馆业务系列标准。图书馆

的标准化工作很早就开展起来, 也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体系。网络时代的图书馆业务标准主要有两种形

态, 包括规则性标准和规范性标准, 前者如数据交换

格式、著录条例等, 后者主要是规范档的建设。特别

是规范档的建设是在图书馆运用计算机技术, 实现

网络通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规范档数据库

的建立起步较晚, 进展缓慢。在建设国家图书馆主干

网时应十分重视规范档数据库的建设。另一系列是

通用技术标准。国家图书馆主干网是一个开放性的

信息网, 一方面它依托公共数据网, 应该遵守公共数

据网的通行标准; 另一方面, 它又向公众开放, 也要

遵循通行的网络标准。TCPöIP、H T T P、H TM L 等国

际互联网通用协议是国际互联网的基础, 要进入互

联网, 就要遵循这些协议。在我国图书馆现代建设过

程中, 要充分重视系统和 TCPöIP 等标准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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