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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实践逻辑

刘爱华

摘　 要　 图书馆转型发展具有自主性，更具有显著的受动性，脱离不了图书馆生存环境的变化。 探讨

图书馆转型发展不能局限于图书馆发展自身，图书馆服务供求间的矛盾和数字环境带来的机遇，构成

了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 经理性辨识，其功能定位就在于：知识协同创造服务平台。 这种功能定

位既构成了图书馆转型发展的方向性规定，又预设了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应以跨界合作为突破口。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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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ＯＣＬＣ ２０１０ 年的报告《研究图书馆：危机与系

统化变革》指出，研究图书馆面临着价值受质疑、
技术落后、馆员服务能力欠缺等重大灾难性危

险［１］ 。 ２０１１ 年，Ｒｉｃ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在《研究图书馆的

危机》一文中指出，以馆藏为基础、以解决“信息

稀缺”为目标的研究图书馆的传统组织结构、业
务实践以及观点，将走向一个死胡同［２］ 。 近年

来，图书馆转型问题在国内也引起广泛关注，如
张晓林［３］ 、初景利［４］ 、吴建中［５］ 、朱强［６］ 等在充分

肯定研究图书馆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基础上，
均对图书馆转型进行了宏观层面的论证，为本文

提供了重要的观点支撑和理论基础。 图书馆转

型既是图书馆行业实现自身整体进步的必经过

程，也是回应环境变化、理解用户需求、完善自身

构造的必然选择。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图书馆

不仅遭遇了因生存环境变化而带来的“倒逼”问

题，而且在毫无经验可借鉴的背景下，面临着理论

建构和实践探索的“双重焦虑”。 因此，在转型研

究中，最缺乏的并非是宏观指导，而是具体思路的

建构，尤其是逻辑关系的梳理。 当前，探讨图书馆

转型发展，需要明确三个具有逻辑关系的基础性

问题，即逻辑起点、功能定位和战略突破口。 逻辑

起点是基础，功能定位是方向，恰当的战略突破口

是保障转型道路不受阻的切入点。

２　 研究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

研究图书馆（以下简称图书馆）作为学术环

境中重要的服务机构，自然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体系，相应地，必然有其逻辑起点。 其转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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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可以理解为建构和开展图书馆转型实践的

初始环节，孕育于转型过程中的服务供求矛盾建

构功能的发挥和数字环境中机遇的把握。 具体

而言，数字资源和移动图书馆的应用淡化了图书

馆物理空间的价值，从而推动了图书馆空间再

造；科研服务嵌入协作的牵强和低层次，用户在

新科研信息环境下对弱信息、战略性阅读的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呼吁与之相配套的动态能力

的提升；以职能为线索的组织机构部门化设置，
无法支撑服务创新新常态下的驱动力转换，从而

催生以任务为线索的组织机构团队化设计。 此

外，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为图书馆服务转型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２ １　 充分发挥服务供求矛盾的建构功能

２ １ １　 移动获取盛行下的空间再造

数字化转型加速了纸本资源的边缘化，强化

了用户对电子资源的依赖。 尤其是随着移动图

书馆实践日趋成熟，图书馆已掌握在用户“手”
中，用户的资源与服务诉求只需一个随身携带的

手持终端便可满足［７］ 。 再加之各种信息服务机

构、数据库商和搜索引擎在信息服务市场中的强

势进入，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地位日渐衰落，由
此造成的连锁反应之一是图书馆原有空间功能

的逐渐消退。 也正是这种消极影响造就了图书

馆空间再造的可能，为图书馆特色空间服务提供

了广阔的发展余地。 传统图书馆空间定位于储

藏文献资源的物理实体，总体上经历了从封闭到

开放的“以藏为主”到“以藏促用”两个重要阶段。
图书馆的这种空间功能忽略了“空间”本身所具

有的生命力和成长性，限制了空间转向的广度，
从而压制了空间这一图书馆特有资源的显示度

和影响力。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预

言：现代社会，空间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８］ 。

空间再造是最大化发挥图书馆空间的场所价值

和服务价值的根本出路。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图

书馆对空间再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美国

费耶特维尔免费图书馆“神话般的实验室”的创

客空间［９］ ， 查塔努加公共图书馆的 “ 测试厨

房” ［１０］ ，以及玛丽华盛顿大学辛普森图书馆的数

字彩绘、Ｔ 恤制作和迷你可乐瓶打印等创客项目

空间［１１］ ；我国上海图书馆以“激活创意、知识交

流”为核心理念的“创新空间” ［１２］ ，长沙市图书馆

为实现科技、文化、创意等元素交汇而打造的“新

三角创客空间” ［１３］等。

图书馆空间再造，首先应在理念上将图书馆

空间上升到资源的高度，从资源化的角度来理解、
管理空间。 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指出，空间资源

是图书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资源［１４］ 。

笔者认为，图书馆的空间资源主要包括三部分，
（１）空间物质资源；（２）对物质资源进行优化设计

的空间布局资源；（３）在前两者基础上，通过一定

的技术化处理和功能定位而形成的有助于空间

范围拓展和重复利用的空间广度资源。 空间物质

资源突出的是空间的物质性，空间布局资源强调

的是空间中物质的分布状态和位置关系，而空间

广度资源注重的则是为使空间资源可持续利用

而进行的开发管理。 其次，在定位上需明确空间

再造并非是对图书馆物理空间的“推倒重来”，而

是在既有空间格局基础上，通过功能设计和布局

调整以及对空间功能的重塑，实现图书馆物理空

间从馆藏存储地向协同创新、信息交互与共享、创
意思考的“第三空间”转向。 这里强调的是空间

在功能上的再造和空间再造的资源节约性。 最

后，在思路上应着力于空间的功能设计，主要包括

两方面：一是空间功能的融合设计，如传统藏借阅

功能空间与休闲、交流空间的融合。 空间功能的

融合应具有灵活性，在不同时期根据用户的不同

需求进行组合。 二是空间功能的开发。 在用户需

求调研基础上超越传统空间功能，沿着综合化、开
放型的功能方向，探索空间的新功能，如创客空

间、展示空间、创意与协同创造空间、体验空间等，
以此充分体现出空间的场所价值和服务价值，提

高空间生产的效率。 此外，为保证空间价值发挥

的最大化，不仅应持续对空间资源质量进行科学

评估，还要注重对空间资源的宣传与营销，从而不

断提升图书馆空间资源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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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　 协作化嵌入服务模式下的动态能力提升

当前，信息和科研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科研范

式向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转变，创新模式向自主

型、交叉融汇型、转移转换型和具有战略性转变。
同时，创新的实现更需由合作交互，向多向的、多
样化知识相互激励并创造新知识的方向转变［１５］ 。
面对科研创新的这种挑战，用户的信息需求变得

混沌化、复杂关联化和动态化，用户对 “弱信

息” ［１６］的需求愿望日益强烈。 不仅如此，用户更

倾向于获取面向科学发展结构、科学前沿与趋势

以及科学问题解决路径等方面的信息，对“战略

性阅读” ［１７，１８］需求十分迫切。 在这种科研创新环

境和用户信息需求变化的挑战下，协作化嵌入的

服务支撑无疑是研究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重要着

眼点。 正因如此，馆藏阅读空间转向合作学习、合
作研究和交互式传播空间的趋势已经出现，例如

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ｏｎｓ［１９］ 。
自学科化服务和知识服务研究开展以来，嵌

入式、协作化服务模式就一直被众多学者和实践

者所重视，但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

服务能力有所欠缺。 这种能力不能仅局限地定

位于可通过规范化学习或者培养、引进等方式形

成的学科专业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对瞬息万变环

境的识别、适应与利用能力，对动态变化数据的

整合与关联挖掘能力，对用户实时所需知识的辨

别、理解甚至预测、引导，以及持续供给能力，这实

质上就是企业界提出的“动态能力”。 １９９７ 年，
Ｔｅｅｃｅ 以战略资源观为基础，针对企业提出了动

态能力的概念，认为动态能力是适应环境快速变

化的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并脱颖而出的

关键［２０］ 。 面对转型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
图书馆应建立一种在主动预测外部环境和科研

需求变化规律基础上，自觉调整解决问题的方法

的机制，并将这种机制以规范化的程序、完善的

制度等形式，内化为图书馆应对转型的能力，从
而形成一种长效的、持续的、以动态性为特征的

能力开发与培育机制。 国外管理学界学者对动

态能力的内涵给予了丰富的研究（如表 １ 所示），
可为图书馆动态能力的构建提供参考。

表 １　 动态能力的构成［２１］

提出者 提出时间 构成要素

Ｔｅｅｃ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协调；整合；学习；重构；转型

Ｚａｈｒａ ＆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２ 获取；消化；转化；利用

Ｗａｎｇ ＆ Ａｈｍｅｄ ２００７ 适应；吸收；创新

Ｔｅｅｃｅ ２００７ 感知环境；抓住机遇；适应、重塑企业所处环境

Ｂａｒｒｅｔｏ ２０１０ 系统解决问题；感知机遇与威胁；变革资源；适应环境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环境识别；整合重构；组织柔性；技术柔性

　 　 根据动态能力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研究

图书馆动态能力是指图书馆识别、适应、预测和

利用内外部环境变化，并通过服务模式的改进、

智能技术的应用，以及跨界、跨领域的组织、协调

和融合，整合、重构内外部资源以动态化、持续性

满足服务需求的能力。 图书馆动态能力的提升

可概括为“一个面向，三个驱动”的指导方针和

“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具体路径。 “一个面

向，三个驱动”是指面向开放，需求驱动、矛盾驱

动和创新驱动。 开放是指开放性创新，即以图书

馆为主导，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整合外部资

源的一种创新活动，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网络性、

协调性和共享性等特征［２２，２３］ 。 显然，开放式创新

强调的是寻求资源管理与用户服务整个上下游

链条中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盟与合作，如领先

用户、资源供应商、技术提供商等。 这种开放创新

需要用户需求、矛盾建构功能和服务模式创新及

管理的驱动。 “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即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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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识取、配用为中心，以学习能力、跨界合作机

制和管理制度建设为基本点。 图书馆动态能力

提升的关键是对包括馆藏文献资源、网络资源、
用户资源、空间资源和图书馆人力资源在内的多

样化资源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识别、获取，以及

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学

习和知识管理机制来提升学习能力，以提高工具

使用能力、技术敏感和利用能力，以及管理协调

能力；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以提高跨界动态交

互合作能力、支撑跨领域战略创新服务能力；建
立有利于能力提升的管理制度，即以能力本位、
能本管理和能力组织建设为核心的管理制度。
２ １ ３　 服务创新新常态驱动下的组织机构团队

化设计

图书馆服务创新新常态并非图书馆服务转

型成功并进入理想发展阶段的标志。 新常态强

调的是图书馆服务进入了有利于创新加速的科

研范式转变、技术泛在化和用户需求复杂性时

期。 这标志着图书馆服务创新进入新阶段，是图

书馆服务创新驱动力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 这

种新常态是不可逆转和无从选择的，这就意味着

图书馆服务创新发展必须回应图书馆生存环境

的新变化，并充分利用这些变化带来的机遇。 这

种新常态是从“非常态” ［２４］ 向“常态”转变，即图

书馆服务创新由封闭式、被动化和自主性向基于

用户需求分析的开放式、主动化和协作性转变。
从图书馆服务状态来看，这种新常态是从以往的

“旧常态”进入“新常态”，即服务创新进入一个需

求深度驱动、模式颠覆性变革和技术泛在化支撑

的新正常状态。 驱动力转换是服务创新新常态

的本质原因和显著特征，而驱动力的源泉来自于

以全媒体、全域网资源的管理以及数据关联挖掘

和聚类分析为核心的资源发现，以集成化、标准

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资源发现服务方法的创新

和以弱信息、战略性阅读为核心的科研服务需求

的满足。
资源、技术和人才是驱动力创造的关键主导

因素，而充分发挥它们主导性作用的重点在于图

书馆组织机构的柔性设计，其核心是摒弃部门化

运作模式，向团队化管理转变；将传统以职能为线

索的机构划分，变革为以任务为核心的团队设计。
使组织结构由以职能为中心的、具有标准和稳定

结构的部门式的单一模式，转向以任务为中心的、
根据用户需求可实时调动和任意组合、具有多任

务和多功能的动态服务团队模式。 这种团队模式

显著不同于以往结构化部门的等级式、线性关联，
而是具有网状［２５］ 、“超链接式”、联动的行动运作

方式，从而形成面向任务完成的弹性、灵活可变的

管理模式。 团队化设计的前提是保持图书馆组织

结构的稳定性，这就需要图书馆组织机构的多模

式运作，也即是宏观上起组织、协调作用的职能部

门与面向一线服务的团队同时并存。 团队组织的

线索是面向用户需求的任务解决，因此，需要根据

不同时期、不同用户群体的服务需求对团队成员

进行动态组合。 各团队既要有自身明确的责任和

边界划分，也需要通过知识交流、知识共享机制的

调节，实现各团队的高效协作。 团队能力的提升

不仅需要有效的学习与知识管理机制的保障，同
时还需要图书馆领导层注重人才资源管理，由此

发挥人才配置的最优化、人才效用发挥的最大化。
此外，团队应是一种开放性的组织，既允许图书馆

内部团队成员的交叉参与，也需积极争取馆外的

跨界、跨领域成员，尤其是用户的加入。

２ ２　 把握数字环境中的机遇：大数据思维

下的众源信息深度聚合

２ ２ １　 树立资源管理和知识服务的大数据观

大数据与图书馆资源、服务的融合研究在如

今的大数据时代已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 Ｈｕｗｅ 曾撰文提出，
大数据为图书馆用户行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

法论［２６］ 。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 Ｒｅｎａｕｄ、麻省理

工学院的 Ｂｒｉｔｔｏｎ 等人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大学数

字图书馆用户的行为进行深度挖掘，并帮助学校

对学生阅读行为及相关信息进行关联分析［２７］ 。
大数据对图书馆资源管理和知识服务的影响已

达成共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大数据这一媒介的

联系下，这两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比以往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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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思维下的资源管理助推深化、全面、精准

知识服务的实现，而以大数据分析为手段的服务

质量评估又为资源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面

对复杂性、动态化的科研知识需求，图书馆的资

源管理仅局限于关系断裂化的网络资源和文献

资源已远远不够，包括图书馆 ＯＰＡＣ 系统在内的

各种媒介留下的用户足迹及其之间复杂关系构

成的众源信息，均应被囊括在图书馆资源管理范

畴内。 总体而言，图书馆的资源管理对象应包括

网络资源、文献资源、用户资源和空间资源及其

之间的关系（如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用户与图

书馆之间的利用与满足关系、用户与用户间的关

系等）。
大数据环境下，资源管理的变革主要体现在

资源采集、组织与价值发现的过程中。 （１）树立

资源采集的大数据观。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资

源采集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图书、期刊、专利等文

献型资源层面，而应拓展到与整个互联网的融通

上。 不仅包括以信息为对象的资源，如政务信息、
社会聚焦信息、网络热点信息等，还需包括以人

为对象的用户资源，如用户图书馆利用信息、用
户行为信息、用户关系信息等；不仅要对上述资

源的独立存在进行搜集，还需根据服务功能开发

的需求对这些资源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揭

示，并通过关联分析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再生

产，从而产生综合类的数据资源。 （２）树立资源

组织的大数据观。 以大数据思维深化资源组织

的深度，使资源组织不局限于单纯的资源整序，
更在乎的是对不同类型、异质型资源之间语义关

联的建立。 传统的资源整序仅仅是将采集到的

各项资源，按一定编码形式进行整体性组织。 而

大数据环境下，应将资源以元数据为单位进行分

解，也即首先进行知识单元的解构，然后根据分

析的目的，重新进行语义层次的关联，完成面向

需求的知识建构过程，从而实现根据资源使用目

的，面向多类型、多层次的异质型资源的组织架

构。 （３）树立价值发现的大数据观。 以往传统的

数据分析方法（如传统文献计量法）已无法实现

对复杂结构的信息资源的分析，也不能深层次、

全方位挖掘资源价值。 大数据环境下，资源价值

的发现更依赖于各种信息技术的使用，由此实现

资源的关联与语义检索、资源内容的语义揭示、资
源之间关系的聚类发现，最终为科学前沿跟踪、用
户行为分析与预测提供高价值的资源支撑。 大数

据思维对知识服务的变革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

产品的生产和知识服务模式的创新。 信息产品一

方面是指以数据库形式存在的知识服务产品，如
知识库、方法库、推理库、战略库等智库产品［２８］ ；
另一方面是指面向复杂问题解决的、经处理后的

分析类产品，这其中不仅包括用户科研所需的信

息产品，还包括用户行为分析产品。 以此二者来

评估资源价值、推动资源管理的高效性，并最终提

供用户科研所需的信息和行为类资源产品。 同

时，这些产品的内容不仅应是一种实然的满足，更
应是一种应然的预测，其服务模式应是一种自助

式的、主动化的，并需在产品的经营上多下功夫。
２ ２ ２　 众源信息的聚合思路

众源信息聚合是利用语义技术、关联技术、信
息分析技术、信息检索技术等多种技术，将离散分

布的各类型、各层次的同、异质资源按照语义关联

予以聚集和整合，从而实现资源的深度揭示和价

值实现。 其目标是通过信息类、用户类和物质类

资源的全方位聚合，建立起大数据资源与用户知

识需求之间的最优匹配和最短路径，提高服务的

精准度和智能化。 肖希明、马张华等人提出了图

书馆数字资源整合的三个层次，依次为数据、信息

和知识的整合［２９，３０］ 。 笔者认为，众源信息聚合应

是横向多维度、纵向层递式的立体化聚合框架

（如图 １ 所示）。
横向上，众源信息聚合应是一个时空相关的

多维差异信息处理模型，将用户、图书馆以及有关

二者之间关系的数据建立在由时间维度 Ｔ、信息

维度 Ｉ 和应用维度 Ｕ 形成的三维空间中。 在对数

据预处理基础上，通过一、二、三维聚合以及在此

基础上的进一步聚合，为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升

提供解决方案。 纵向上，众源信息聚合应由具有

递进关系的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数据层聚

合。 即针对图书馆内外部各类信息源（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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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微博、微信、ＯＰＡＣ、进出门管理系统、科
研部门等处获取到的信息，可视为图 １ 中的数据

源 １、２、３……），以用户体验和需求分析为根本，
进行数据聚合。 第二部分为特征层聚合。 将各基

础数据源的首次聚合通过关联分析、特征融合、
特征差异分析等方法进一步聚合分析，从而对用

户科研行为特征和大规模需求以及重点用户进

行分析与预测。 第三部分为决策层聚合。 以特征

层聚合为基础，结合历史信息、专家系统、人工经

验等，做出分类、推理、识别、判断等决策。 根据图

书馆发展战略目标和用户特征及需求分析，对图

书馆职能战略、竞争战略、用户发展战略等各级

子战略进行决策，以“用户需求”与“用户预期”为
根本，生成决策模式。 以上述三层纵向众源信息

聚合为图书馆面向用户服务的功能转型提供决

策支撑。

图 １　 众源信息聚合框架

３　 知识协同创造服务平台：研究图书馆转

型发展的功能定位

如果说对逻辑起点的认知与理解是思考图

书馆转型发展的基础，那么伴随逻辑起点联动的

功能定位，则是指明图书馆转型发展方向的关

键。 对功能定位的分析，是任何一个时期图书馆

发展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会随着图书馆生存

环境的变化被反复提出并给予重新审视和回答。

对新时期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功能定位是对之前

历史的延续，过去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图书馆

的功能定位经历了“文献资源收藏中心—文献资

源利用中心—文献资源服务中心”，与此相对应，

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沿着“文献检索与传递服务—

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智能服务” 不断升级换

代。 今天，伴随生存环境中的机遇来袭和挑战冲

击，图书馆进入了转型发展期，这一时期图书馆

的功能定位应是覆盖科研全过程的知识协同创

造平台。

３ １　 图书馆在知识协同创造中的角色

定位

３ １ １　 科研活动中的知识协同创造模型

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德国哲学家

哈贝 马 斯 将 知 识 划 分 为 主 题 知 识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非主题知识（ｕｎ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两大类［３１］ 。 主题知识是指“在言语行为中被主题

化了的知识”，通俗地讲，就是与科研任务完成直

接相关的知识；而非主题知识则是来自于生活世

界的知识，能让主题知识的价值性感知更为直观，
从而促进主题知识的理解与信服。 现代科研活动

中，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日趋普遍，为完成共同

的综合性科研任务，研究人员借助自身不同专业

背景，提出主题知识。 但由于学科跨越性导致的

话语体系差异，具有显著专业性的主题知识很难

在科研团队中达成充分理解，此时只有通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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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活世界的非主题知识才能促进团队成员对

主题知识的理解和共识。 显然，相比隐性知识而

言，非主题知识在描述知识协同创造机制中更具

解释力。 因为隐性知识关注的是表达维度，而非

主题知识关注的是理解维度，它能够使科研人员

在不同专业知识碰撞中达成共同的理解，从而推

动知识的协同创造［３２］ 。 据此，可将科研活动中知

识协同创造过程描述为四个阶段，即知识表述、
知识解释、知识涌现和知识建构。 在参考王馨一

文的知识协同创造模型基础上［３３］ ，为揭示主题知

识和非主题知识之间的关系、知识协同创造流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及其中两类知识的作用关系，笔者将该

模型的一维转换为三维，形成图 ２ 所示知识协同

创造模型。

图 ２　 知识协同创造模型

　 　 在第一阶段知识表述中，协同创造主体以主

题知识表述为主，非主题知识表述为辅。 此阶段

的目标是尽量充分地将主题知识表述完整、透

彻，而非主题知识可能是抽象思维的表达，也可

能是具象思维的描述；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

隐性的；甚至可能是正确想法，也可能是错误认

知。 无论如何，此阶段最关注的是沟通氛围。 第

二阶段的知识解释中，为使不同专业知识能够在

协同主体之间达成一致的理解，需尽量发挥非主

题知识的解释力功能，因此，此阶段以非主题知

识为主，主题知识为辅；在对主题知识达成了基

本一致的认知后，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碰撞、冲

突，进而激发各主体之间循环反复对话和反馈，

从而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即进入了以知识涌现为

特征的第三阶段。 此阶段两类知识同等重要地

参与其中，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在上述三阶

段基础上，各主体在主题和非主题知识之间建立

了有序联系，并达成更大范围的一致共识，从而

使不同内容的知识在协同中实现知识建构这一

最后阶段。

３ １ ２　 图书馆在知识协同创造中的角色

知识发现技术不仅可以对主题知识发展态

势进行分析与预测，对选题方向的确定、课题路径

的制定提供支持，对知识演进、突变、异变等进行

监测，对知识资产的管理、知识使用的标准化和合

理化提供决策咨询；也可以通过科学化的实证数

据，为非主题知识的体验提供更为具体和客观的

感知。 通过科学数据分析开发的知识发展态势等

特征表现类知识既是一种主题知识，也具有体验

性知识的特征，甚至超越了这两类知识的功能，在

整个知识协同创造流程的四个阶段均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如图 ２ 所示）。 因此，应该说，图

书馆通过图书情报方法的知识发现和构建物理

与虚拟相结合的知识交流平台，在知识协同创造

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媒介角色，这种角色存在于

整个知识创造流程的各个阶段。 同时，这种媒介

角色不仅体现在“软”的知识层面，也体现在“硬”

的物理实体层面。 图书馆可通过物理空间再造，

在多层面、多角度为知识协同创造主体提供优质

的空间资源，如针对科研形势、趋势等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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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或沙龙，支持群体化知识检索与分析的实验

室，有助于交互学习、合作研讨和成果展示的报

告厅等［１５］ 。

３ ２　 从门户服务到平台服务：灌输性推送

向兴趣性吸引的转化

２０１０ 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Ｆｕｌｔｏｎ
通过对美国研究型图书馆的调研发现，研究型图

书馆己经倾向于利用系统或平台来为用户提供

科研服务［３４］ 。 ２０１１ 年的 ＡＬＡ 年会上提出，在数

字资源日益丰富、移动服务日趋主流的背景下，
学科服务实践成功的关键有赖于综合学科服务

平台的应用。 最早系统地将“平台化”理念引入

图书馆界的是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

心、哈佛大学图书馆联合实验室的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其
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上发文提出“作为平台的图书

馆” ［３５］ 。 图书馆平台化服务即是通过对服务和内

容资源的广泛开放和科研交互、协作的平台化支

持，不仅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和资源聚合，还为

用户内容的再创造、为用户知识的自主贡献提供

支持。 正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Ｓｈｅｒｒａｔｔ 所言：门
户是用来访问的，而平台是用来建设新服务

的［３６］ 。 我国首先进行图书馆服务平台化研究的

是夏翠娟、吴建中关于图书馆目录服务的平台化

转型［３７］ ，虽着眼点局限于目录服务，但为图书馆

平台化服务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图书馆一直作为资源和服务提供

的门户，这是一种灌输性推送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此过程中信息以单向流动的方式流向用户，未
能充分考虑用户的喜好和需求，从而导致服务效

率低下，更不能有效嵌入到用户科研全过程中。
而平台化服务模式，将用户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

置，信息流动的方式是多向的。 平台使用户的交

互协作成为可能，同时还能在平台上建立社区，
把具有共同兴趣和关注点的用户聚集到一起，实
现其知识的协同创造。 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社区

建立无缝链接，将图书馆内外部资源与服务、资
源与技术提供商以及用户进行深度整合，形成以

用户为中心的完整产业链［３８］ 。 这将使图书馆的

服务模式变革为兴趣性吸引，极大地提高知识创

造的质量和效率，进而突显图书馆在知识协同创

造中无可代替的功能地位，提升用户对图书馆的

认可度、忠诚度。 并以此形成良性循环，为图书馆

在科研全过程中的嵌入树立威信。

３ ３　 图书馆平台化服务实现的挑战

图书馆平台化服务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两方

面。 第一，开放数据、开放服务无疑是平台化服务

内容的核心支撑。 数据一旦是开放式的，就意味

着数据的来源和内容是广泛的，不仅包括文献资

源，也包括用户的使用数据，如用户图书馆文献资

源利用数据、用户在图书馆空间中时空维度的活

动数据等；不仅包括结构化的资源，也包括半结构

化或非结构化的资源，如各种网络平台资源等；不
仅包括图书馆内部资源，也包括资源产业链中所

有相关者的资源，如资源提供商、技术提供商和终

端使用者资源等；不仅包括可检索的资源，也包括

需要深度挖掘的关系资源，如用户与文献利用之

间的关系、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等；不仅包括平

台自有资源，也包括用户创建的资源。 这种大范

围的资源获取与组织显然任务十分艰巨。 不仅如

此，平台数据的开放性，还会受到知识产权和隐私

保护的困扰。 尤其是用户资源，以及用户在平台

中创建的数据，更为敏感。 上述种种问题，均需我

们在平台化服务研究与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求合

理解决方案。 第二，平台系统的架构无疑是平台

化服务实现的基础，这需要科学的规划与顶层设

计，更为重要的是，对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例如，如何利用感知技术理解科研需

求，从而将相应的资源持续推送给用户；如何利用

互联技术，将信息孤岛链接、整合［３９］ ，从而拓宽信

息覆盖广度；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各类资源进

行组织、处理和深度聚合，从而提供知识发现服

务等。

４　 余论：发挥跨界合作的战略突破口功能

研究图书馆转型起步于逻辑起点，运行在功

能定位的过程中，此二者构成了研究图书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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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和方向。 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困

难和阻碍。 因此，从战略上探索一个破除万难的

突破口显得尤为重要。 跨界合作无疑能够发挥

战略突破口的作用。 百度百科中如此定义跨界

合作：跨界合作（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指跨越两个不同领域、
不同行业、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等范畴而产

生的一个新行业、新领域、新模式、新风格等［４０］ 。
在图书馆界，跨界合作是图书馆为提升服务水

平，弥补自身不足，与其他行业开展合作的行为。
这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需明晰。 首先，合作对象

应是图书馆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以往谈及图

书馆合作时，通常着眼于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合

作，如联合编目、资源共享、图书馆联盟等。 诚然，
这种合作对于图书馆建设，尤其是图书馆资源建

设大有裨益。 但由于多为同质性资源的整合与

共享，因此，更多的是在资源范围与内容的广度

与丰富度上的拓展，而对于科研创新复杂性服务

需求的满足作用并不明显。 其次，合作对象的优

势应是与图书馆发生作用后，对面向用户的服务

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这其中需要考

虑两个问题：一是合作对象所提供的各类资源是

否是图书馆自身短期内、甚至长期内无法实现

的；合作对象所提供的各类资源是否适合于图书

馆现有条件，或者对图书馆小范围改造可以适

应，而不是大规模改造图书馆现有条件才能适

应。 二是必须对用户进行调研和实验分析。 合作

对象与合作内容的选择必须是以用户为主导，因
此，用户应全程参与合作的组织与管理。 最后，为
保障合作质量，合作各方应是平等互利的，唯有

此才能不断增强合作各方的兴趣，持续提升服务

质量。 如 ＯＣＬＣ 与各搜索引擎公司的跨界合作

中，搜索引擎公司为自己的用户提供了更丰富的

信息内容，ＯＣＬＣ 则通过搜索引擎提高了自身的

资源利用率，这是一种双赢的行为［４１］ 。
吴建中先生认为，合作是激活社会资源的关

键［４２］ 。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国际图联主席 Ａｌｅｘ Ｂｙｒｎｅ
倡导图书馆的合作理念，希望通过合作使图书馆

更为开放。 ２００８ 年，在我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年会上， “跨界合作” 成为会议的焦点问题之

一［４３］ 。 ２０１４ 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ＡＣＲＬ）在《大学与研究图书馆新闻》上发布了第

三份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４４］ ，将美国高校图

书馆的发展趋势概括为“更深度的合作”，其中提

出了图书馆应与研究管理部门、资助机构、研究人

员、数据保存者、期刊出版商等开展合作。 可见，
跨界合作已引起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 现

如今，科研服务需求的满足不仅需要更加广泛的

资源，同时还需要更多智能化技术，就图书馆现有

和较长时期的发展以及资源节约性要求来看，跨
界合作无疑是图书馆未来发展中的关键战略突

破口。 后续研究中，笔者将对此进行深入调研与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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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Ｊ］ ．经济纵横，２０１５ （３） ．
２５ 党跃武，等．开发支持知识服务的现代图书

情报机构组织管理机制［ Ｊ］ ．中国图书馆学

报，２００１（１） ．
２６ Ｈｕｗｅ Ｔ 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ｉｔ［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４，３４（２）：１７－１８．

２７ Ｒｅｎａｕｄ Ｊ， ｅｔ 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Ｊ］ ．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５， ３３ （ ３）： ３５５
－３７２．

２８ 苏新宁．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６） ．
２９ 肖希明，唐义．国外数字资源整合在多领域

的研究进展［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７） ．
３０ 马张华．信息组织［Ｍ］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 １－７．
３１ Ｌａｆｏｎｔ Ｃ．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 ｉｎ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ｌ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９９９：８１．

３２ 王馨．隐性知识研究的困境和深化———兼论

基于理解维度引入新的研究路径［ Ｊ］ ．情报

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 （４） ．
３３ 王馨．跨学科团队协同知识创造中的知识类

型和互动过程研究———来自重大科技工程

创新团队的案例分析［ Ｊ］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４（３） ．

３４ Ｆｕｌｔｏｎ 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Ｗｅｂ Ｃｏｎ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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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０８］ ．
ｈｔｔｐ： ／ ／ Ｆｉｒｓｔｍｏｎｄａｙ ｏｒｇ ／ ｈｔｂｉｎ ／ ｃｇｉｗｒａｐ ／ ｂｉｎ ／ ｏｊｓ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ｆ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２６３１／ ２５７９．

３５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Ｊ ／ ＯＬ ］ ．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 ｈｔｔｐ： ／ ／ ｌ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９ ／ ｆｕｔｕｒｅ－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ｂｙ－ｄａｖｉｄ－ｗｅｉｎ⁃
ｂｅｒｇｅｒ ／ ．

３６ Ｓｈｅｒｒａｔｔ Ｔ． Ｆｒｏｍ Ｐｏｒｔａｌｓ ｔｏ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Ｕｓｅ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ｌａ． ｇｏｖ．
ａｕ ／ ｏｕ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ｔａｆｆ－ｐａｐｅｒｓ ／ ｆｒｏｍ－ｐｏｒｔａｌ
－ｔｏ－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３７ 夏翠娟， 吴建中．从门户到平台———图书馆

目录的转型［Ｊ］ ．图书馆论坛， ２０１５（７） ．
３８ Ａｎｄｙ Ｈａｖｅ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Ａｇａｉ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２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ｃｌｃ ｏｒｇ ／ ｅｎ－Ｕ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ｅｘｔｓ
ｐａｃ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ｉｓｓｕｅ２０ ／ ｆｒｏ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ｏｔｅｃｈｎ⁃
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ｈｔｍｌ．

３９ 康晓丹． 构建第三代图书馆的技术思考———
以上海大学图书馆为例［ Ｊ］ ．大学图书馆学

报， ２０１４（１） ．
４０ 百度百科．跨界合作［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ｔｅＸｍＩ
＿ｇｌＡｐｑＡｆＭｅｒＪ０ｄＧ－ＡＯｏＪＣｕＢａｒＤ２７ｓＵ０Ｕ ｍｈｏｆ⁃
ＦｙＺ８３Ｌ５ｐＳｋ４３ｎＤａＱＮ９ｋＵｘＺｌＡ０Ｖｇ７ＹＱ＿５ＯｘＭ
ＳｏｚＯｂ８ｊｈｓａ．

４１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 联 机 联 合目 录 数 据 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ｃｉｎ． ｃｏｍ ／ ｐ －

５１２９２７９１．ｈｔｍｌ．
４２ 吴建中．开放交流合作———国际图书馆发展

大趋势［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３） ．
４３ 让跨界合作成为可能： ２００８ 年全国图书馆

联合编目中心年会召开［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１０－０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ｅｎｇｕ．ｃｎ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 ｎｌｃ ／
ｏｌｃｃ２００８＿ｘｈｓｍｂ．ｈｔｍ．

４４ 王春生．更深度的合作：美国 ＡＣＲＬ《高校图

书馆发展大趋势》解读［ Ｊ］ ．情报资料工作，
２０１５（１） ．

（刘爱华　 馆员　 南京工程学院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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