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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设想

ABSTRACT　T here has been a rap id developm en t in the creat ion of

databases of local new spapers. Som e of them have already been pu t on the

In ternet. How ever, there are st ill som e p rob lem s such as lack of coopera2
t ion, low quality, lack of local characterist ics and ineff icien t search m eth2
ods. T he au tho r p ropo ses som e recomm endat ion s to so lve these p rob le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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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报纸信息数据库建设中, 地方报

纸信息数据库发展较快。例如广东省的《南方

日报》、《广州日报》、《东莞日报》等不但建立

了报纸信息数据库, 而且还继《人民日报》之

后进入了因特网, 向全球推出了电子版, 使国

外的华人同胞能够及时地了解广东在改革开

放中的新风貌、新变化。

但是, 由于政策与机制、技术手段与设

备、社会信息意识、人员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尚存在许多

问题。本文通过对上述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的

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 提出一些设想和

改进措施, 以期对今后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

电视台、电台新闻数据库以及其他数据库的建

库工作实践提供一点参考和借鉴。

1　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1. 1　宏观调控不力, 数据库建设重复现象严重

由于国家、地区间的宏观调控不力, 主观

上缺乏统一规划的思想意识, 技术上缺乏网

络环境的支持, 属于事业单位的各报社缺少

需求分析和用户界定, 也很少注重数据库的

利用率问题, 致使各地方报社自行投资建库,

造成数据库规模小, 缺乏竞争机制, 建库方式

单一, 在选题上重复与空缺并存, 造成人力、

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例如《南方日报》、《广

州日报》和《羊城晚报》, 各自都建有报纸信息

数据库。由于同属于广东地区的地方报纸, 相

当一部分内容是重复的。像“中国新闻”、“国

际新闻”、“广州新闻”、“体育新闻”、“天气预

报”、“金融证券信息”等报道, 因为消息来源

是一致的, 所以几乎每天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目前, 从总体上看, 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

开发重复现象严重; 而从个别来看, 由于地方

报纸信息的地方性、复杂性与时效性和技术

支持不够, 以及人员专业素质较低等因素的

影响, 普遍存在现有的报纸信息资源开发不

足的问题。

1. 2　检索效果未如人意

一个实用可行的报纸信息检索系统应是

外部特征检索、主题检索、分类检索、全文检

索的综合应用[1 ]。目前已经建立的地方报纸

信息数据库大多都只有外部特征检索和全文

检索两种检索途径 (见表 1)。

一般的用户都能快速简便地从作者、标

题、日期、版次等外部特征入手查找资料, 但

前提是用户已事先知道要查找的资料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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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东部分地区报纸信息数据库可检字段一览

单位 外部特征字段 内容特征字段

广州日报　 (起始)时间、时间版次、作者、标题 关键词

南方日报　

(1993—1996) 日期、作者、标题、栏目刊头、头版头条、版

名、版次、体裁、版序、类目

(1997—)日期、标题、版次、版名

类目名称

关键词

羊城晚报　

(1991—1993) (起始)时间、时间版次、作者、标题

(1994—) 标题、作者、时间、专栏、版次、注释 (专题报道名

称等)

专栏名称

关键词

深圳特区报 标题、作者、时间、版次、地区、来源 关键词

日期及其他信息, 否则, 用户要想扩大或缩小检

索范围, 查全查准资料, 并非易事。数据库缺乏

科学的辅助检索工具, 影响了它的使用效果。

全文检索与其他检索途径相比, 虽然具

有不需人工标引加工、便于查找文章细节、检

索结果直接可靠、检索详尽彻底、使用简便易

学等优点, 但在不进行任何控制的情况下, 文

章中的每一个字、词均可成为检索点, 虽在输

入方面大大节省了人力和存贮空间, 却加重

了检索方面的负担, 使每次检索命令中的文

献量偏多, 筛选量过大, 用户检索所需时间

长, 直接影响了查准率, 造成了检索噪音。再

加上“假义词”、同义词大量存在, 更容易造成

漏检错检, 难以保证查全率和查准率。

1. 3　人员素质及其知识结构影响数据库发

展进程

由于多方面原因, 我国新闻资料从业人

员整体素质不太高, 知识结构不合理。据调查

统计, 具有高级职称的新闻从业人员仅占全

部人数的 5% [2 ] , 信息学情报学专业毕业的

工作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近年来, 一些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广东地区的新闻资料从

业人员的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有所增加, 但

大部分属于后继学历, 而且学科专业不对口,

从整体而言, 同样存在素质不高、知识结构不

合理的问题: 负责开发数据库的计算机技术

人员一般都不甚了解数据库所属专业, 而数

据库所属专业人员反过来也不懂计算机技

术; 负责开发报纸信息数据库的计算机技术

人员, 一般都不熟悉报纸信息的分类、主题标

引等业务工作, 同样, 从事报纸信息业务的工

作人员通常都不懂得计算机程序编写及系统

设计等知识, 或是只懂得一些计算机的基本

操作。因此, 常常囿于双方的沟通和知识结构

差异的问题, 都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影

响数据库的发展进程。

1. 4　商品化程度尚低, 不能向社会开放

目前我国已建的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大多

只供本单位内部使用, 一般不能向社会开放, 能

提供商业化服务的更是屈指可数。其原因是:

(1) 地方报社的行政体制束缚了信息服

务的社会化与商品化进程。

(2) 信息市场发育水平低, 信息的价值

与价格关系没有理顺, 地方报纸信息服务的

社会化与商品化缺乏大环境。

(3) 社会信息化意识不强。一方面建库

者对数据信息的社会性认识不足, 只想独霸,

不愿共享; 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缺乏利用现

代化手段获取信息的意识, 习惯于从行政渠

道下达的政策文件中获取信息, 形成了信息

需求上的惰性, 即使是横向联系也要通过上

级管理机构进行协调; 加上对地方报纸信息

数据库了解不多, 或是由于网络通信等问题

而放弃使用数据库。

(4) 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与人力投入。数

据库是属于技术知识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密

集型的事业, 没有足够的资金、人力及技术力

量的投入, 难以快速启动建成并维持长期正常

运转和提供服务。目前多数地方报社资金仍然

比较困难, 人手短缺, 信息数据库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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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都是身兼数职, 常常忙于内部服务, 很

难再向社会开放或开展商业化服务。

1. 5　未能突出地方特色

大部分的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 都只是把

报纸上所刊载的内容收录入库, 而没有进行深

层次开发, 没有把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的地方

特色发掘出来。目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

一致, 尤其是有一些特定的地区、一些经济发

展互动地区, 这些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

文化 (包括民俗和历史)、不同的人才群落、不

同的文化研究机构、不同的信息资源、不同特

色的地方产品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在地方报纸

上有所反映, 如果在建设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

时, 能把这些地方特色发掘出来, 就能更好地

为新闻工作者乃至全社会提供服务。

2　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发展的设想

在因特网席卷全球、我国“十大‘金’字号

国民经济信息化工程”建设实施的形势下, 笔者

针对目前我国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建设的现状

及存在问题, 提出如下的发展对策与设想:

2. 1　采取地区联合建库方式

联合或合作建库应是信息网络时代的首

选和长期的建库方式[3 ]。地方报纸信息数据

库更应如此。

由于地方报纸的地方性与部分新闻来源

的一致性, 同一地方的地方报纸的许多内容

都大致相同。如果随着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

服务的社会化, 社会各界对地方报纸信息的

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人们期望在一个数据库

中就能查阅本地区其他报社的报纸信息。在

这方面“教育文献数据库”就是一个联合建库

的例子。“教育文献数据库”是在广东省高等

教育厅教学处领导下, 成立建库领导小组, 联

合中山大学图书馆、佛山科技学院图书馆、广

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等 11 所高校及师范院校

图书馆共同参与建设, 分散建库, 数据共享。

该库是“广东省高校图书馆网络系统工程”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收录全国重点教育刊物

上发表的文献, 重点收录广东和港澳台出版

的教育刊物 (包括有关教育方面的地方报刊

和年鉴) , 为各级行政部门、教育科研机构和

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提供教

育信息。该库的建库领导小组定期召开成员

馆主管馆长及建库工作人员工作会议, 协调

建库工作; 举办培训班, 培训各成员馆负责标

引和录入人员, 以保证数据库的质量。从

1995 年底开始建库至今, 共录入数据 15000

余条, 数据形式包括索引、文摘和部分全文,

定期出版书本式索引文摘, 提供教育信息。它

不但得到了国家教委和广东省高教厅的大力

支持和充分肯定, 而且还受到了国内外专家

同行的好评。

“教育文献数据库”的经验表明: 联合建

库是今后我国数据库建设应该选择的一种建

库方式。因此, 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建设应该

采取以下模式: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宏观调控

下, 在各省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 联合本

省、本地区的地方报社共同建设地方报纸信

息数据库, 分工建库, 数据共享, 同时注意突

出各报的特色; 并通过信息网络与本省市的

其他专业报社、其他各省市地方报社和专业

报社联通, 组成全国报纸信息网络, 进入覆盖

全国的信息国道, 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报纸

的信息资源。

2. 2　建设若干个实用的子库

地方报纸信息, 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

色、内容庞大、时效性强、类型繁杂、各种新名

词、新术语不断涌现等特点的综合性信息。为

了方便建库和用户检索, 根据实用性原则, 地

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可建成若干个子库, 如人

物数据库、会议数据库、经济新闻数据库、法

律法规信息数据库、体育信息数据库、广告信

息数据库、文娱信息数据库等。

2. 3　突出地方特色

地方报纸信息是全面反映某一地区政

治、经济、科教文化的知识宝库和信息源。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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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它对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咨询决策作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发掘地方特

色应该是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开发工作的重

点。如广东毗邻港澳, 与港澳形成多形式、多

层次、多领域、多元化的经济合作关系, 广东

在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体制占有明显的优

势; 同时又具有商贸优势, 一向是华南的商贸

中心; 并拥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南下人

才”。所有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 都是广东特

色。应当把这方面的报纸信息资源开发出来。

《南方日报》社资料室从 1996 年开始在这方

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2. 4　扩大收录范围, 满足多层次、综合性的

社会需求

作为地方报纸的专门信息数据库系统,

新闻无论大小最好全部收录, 要为查阅资料

提供可靠的依据, 力求做到只要是报上刊登

过的, 数据库都应能提供线索, 找到具体内

容, 所以应该保证一定的完整性。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地方

报纸信息数据库的开发利用势必会越来越受

到重视, 新闻工作者及全社会对地方报纸信

息的需求也会向综合性、多层次发展。地方报

纸信息数据库必须将收录范围尽可能地扩

大, 才能满足需求。

2. 5　建立实用的检索系统

一个实用的地方报纸信息检索系统应是

外部特征检索、主题检索、分类检索、全文检

索的综合应用。目前主题检索和分类检索仍

比较薄弱, 甚至空缺。

2. 5. 1　主题检索

建立主题检索系统的关键环节是主题标

引工作。主题标引的一致性、准确性直接影响

文献检索系统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主题标引

是对事物的特定对象及其各个方面的问题进

行研究和探索, 它可集中不同类之中的相关

主题,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一事物进

行检索提问, 解决了多主题、新概念层出不穷

等复杂资料的加工处理及检索问题, 并能充

分发挥计算机的先进技术。

2. 5. 2　分类检索

由于一直沿用的《新闻资料分类法》已经

陈旧、不再适用于日新月异的报纸信息, 各新

闻单位有的根据本报纸信息的特点自编分类

法; 有的在《新华社分类法》的基础上根据需

要进行修订, 改造成本报专用的分类法。再加

上部分新闻工作者不习惯或不懂得从分类途

径检索, 致使分类检索系统利用率不高, 甚至

部分原设有分类检索模块的建库单位最近都

放弃了分类标引。但必须指出的是, 尽管目前

存在着缺乏权威的地方报纸信息分类法, 也

不能失去分类检索这个重要的检索入口。建

议编制专门的地方报纸的分面分类法。由于

现有的新闻资料分类法均不适用于地方报纸

新闻资料的分类,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分类

标引的进行, 如果能够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

制专门的地方报纸的分面分类法, 将会有利

于各地方报社开展分类标引的工作。

2. 6　建设多媒体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

多媒体技术集声、文、图、影像、动画信息

形式于一体, 不仅可以用键盘和鼠标操纵计

算机, 而且可用笔语言、触摸屏幕来与计算机

对话, 使人们与计算机的交流达到自然会话

的境界。建设多媒体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是

信息时代的需要, 也是新闻工作者及社会各

界人士的迫切需求, 如能建立多媒体的地方

报纸信息数据库, 必将为全社会提供更高质

量、更为方便的服务。

2. 7　在信息网络的环境下向社会提供服务

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全球化, 以及我国“十

金工程”的建设的全面展开, 利用信息网络高

速、优质、便捷、廉价地传输和共享信息已经

从梦想成为现实, 为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向

社会开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使

信息资源共享成为了可能。

《广州日报》图书阅览中心率先向社会敞

开了大门。从 1997 年元旦开 (下转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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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2 页)　始, 凡订《广州日报》一年或

一年以上的社会各界人士, 只需交纳 45 元的

借书押金及 5 元的手续费, 均可办理该中心

的借书证, 免费上机检索该报数据库, 上网浏

览电子报刊和借阅图书报刊资料。迄今已有

200 多人办理了借书证, 其中以大专以上学

历的人居多。可见, 不但新闻工作者需要地方

报纸信息, 其他工作在各条战线的人们也有

着同样的需求。尽管《广州日报》图书阅览中

心的做法距离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商品化的

要求尚远, 但毕竟开了向社会提供电子版地

方报纸信息服务的先河, 其经验十分值得推

广和借鉴。

笔者设想, 各省市、地区地方报社联合建

设本省市、本地区的报纸信息数据库, 并通过

信息网络与本省市的其他专业报社、其他各

省市的报纸信息网络联通, 组成全国报纸信

息网络, 进入全国的信息国道, 走向国际互联

网络。在这样的信息网络的环境下, 地方报纸

信息数据库向社会开放、提供有偿服务, 将会

使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兼得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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