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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高速公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陌

生。自美国克林顿政府于 1993 年初提出建设

“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以来, 信息革命的浪

潮已席卷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关

人士指出, 随着时代的日益信息化, 社会将日

趋网络化, 因此, 我们观察问题, 研究问题都

应该从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影响最大的“网”入

手。

目前世界上最大信息网就是国际计算机

互联网。据不完全统计, 这个网络已拥有 150

个国家的 5 万多个注册网络, 500 万台计算

机, 2500 个数据库, 而且计算机和数据库还

在以每年高于 20% 的速度激增。为此, 无论

是政府还是社团, 纷纷制定网络计划。

克林顿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 要在

2000 年向所有的学校、医院和图书馆开通

“信息高速公路”。

1995 年 2 月 25～ 26 日, 欧洲联盟在布

鲁赛尔主持召开了七国集团信息社会部长级

会议。会议确定了若干全球信息目录性计划、

全球宽带交互网络计划、跨文化教育和培训

计划、电子图书馆计划、电子博物馆和艺术画

廊计划, 以及政府“入网”计划等。

“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 (N CFC)”

工程于 1994 年发起, 并于同年 4 月正式加入

因特网。1994 年 12 月 10 日正式启动“三金”

(金桥、金关、金卡)工程, 而后, 一系列“金”字

工程几乎涉及到各个领域。

国际互联网进入中国图书馆界始于 90

年代初期。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 图书馆

主要是通过国际电话线连接公用数据网。

1991 年中科院图书馆系统在中关村地区建

立了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 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中科院图书馆系统的百所网。高校图书馆

以中国教育网为基础, 形成了高校系统的信

息网。

文化部图书馆司的近期重点工作之一就

是以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重点, 建设

“中国图书馆信息网络”(Ch ina L ib rary In2
fo rm at ion N etw o rk) , 即“金图”工程。

毫无疑义, 互联网的发展, 已成为图书馆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说, 一个多世

纪前的社会近代化, 开启了中国图书馆从封

闭走向开放的第一步, 奠定了图书馆走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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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基础, 那么, 今天, 社会网络化将从根

本上推进图书馆现代化的建设。

1　智能图书馆: 进入信息网络的第 1 站

虚拟图书馆的实现首先得依赖良好的通

讯网络设施, 因此, 智能图书馆是进入信息网

络的第 1 站。

目前的许多地区和学校都在建新馆。作

为跨世纪的新馆建设一方面要具有良好的内

部通讯网络设施, 使数据能在馆内进行流通,

实现读者服务和办公自动化; 另一方面还必

须能提供足够的对外通讯的设施和能力, 使

读者端坐馆内, 可以及时获得全球性的情报

信息和各种数据库中的最新资料。因此, 运用

智能化技术, 建设智能图书馆是社会信息化、

信息网络化发展的必然和需要, 也是网络化

对图书馆建筑的基本要求。

智能图书馆是把高新技术 (计算机、多媒

体、现代通讯、智能保安、环境监控等)与建筑

艺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化建筑。

智能布线系统 90 年代初在美国问世, 目

前已成为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最新潮流和计算

机应用的发展方向。在美国, 已有许多大楼采

用这一种系统并实现了大楼的智能化。我国

在近几年开始引进这一系统并进入实用阶

段, 许多城市已开始建设这种智能化的现代

建筑。已于 1996 年建成的深圳南山图书馆及

时采用这一最新技术, 成为国内图书馆界较

早的采用智能技术的图书馆。

智能图书馆基础是智能布线系统, 它是

在图书馆大楼内安装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

形成高度集成化的计算机监控管理网络。其

目的是为图书馆提供灵活的扩展力强及高速

度的信息通道, 使电脑资讯、电话传真、电视、

保安监控及广播等信息可以利用这一通道高

速度地、实时地传递到馆内的每个信息端口,

也可透过广域网与外界紧密联络, 进行联机

检索, 提供资料服务等。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1) 具有极大的弹性, 能适应不同的主

机系统 (如 IBM、W AN G、A PPL E 等)、不同

的局域网络结构 (如以太网、令牌环网、A TM

网等) , 以及话音、视频信息传输 (如闭路电

视、保安监控、广播系统等)的应用需要。馆内

任一信息端口均可连接电脑终端、工作站、电

话传真、电视、广播设备和摄像头等。

(2) 具有较强的传输能力, 能满足未来

多媒体技术的需要, 全面支持A TM 网络。

(3) 能透过广域网设备全面支持与国家

通讯网络的接连, 如公用电话网、X25、DDN ,

以及未来的 ISDN , 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网的

联接, 使图书馆具有开通国内、国际联机检索

和家庭服务的能力。

(4) 布线系统能适应图书馆内部间隔和

装修的变化, 不会因布局变化造成拆装线路

的麻烦。

(5) 投资省、功能强。综合布线便于统筹

规划, 统一设计, 避免因分散布线造成的重

复、交叉, 并能大大降低设计施工和维修成

本。

深圳南山图书馆的智能布线系统包括电

话、电脑、保安监控、广播等多个方面, 与基建

同时进行设计, 根据业务布局的需要, 预留了

500 多个信息接口。经使用, 十分方便与灵

活, 目前已与多个网络联通。1997 年 12 月开

展的“迎新年免费咨询月”接待读者数百, 极

大地提高了该馆的服务能力。

2　管理: 从文献资源向网络资源转化

图书馆的虚拟与智能化, 不仅扩展了图

书馆内外部功能, 也正改变着图书馆传统运

作的种种方式, 同时, 伴随信息高速公路而出

现了一种全新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网络信

息资源。由于网络的世界性与信源的无限, 任

何一个国家只要与世界信息高速公路联网,

任何领域的封闭都将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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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边界的扩大和模糊。传统的

图书馆是一座建筑实体, 互联技术的实现, 图

书馆的藏书可以扩大到整个网络, 图书馆不

再局限于馆舍墙壁的范围之内。

——阅读的开放性。开放的网络使用户

可以在网络中共享所有的网上资料。正如美

国人迈克尔·沙利文特雷特所说的那样:“电

脑空间文化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 任何人都

可以与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人直接沟通, 能

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知识共享。”人们只要打

开互联网络, 几千种报刊可以任意阅读。网络

阅读一是大大提高了阅读的时效性; 二是较

之传统的阅读更具检索功能; 三是具有很强

的交互性, 使用者可以与机器“对话”。

——藏书从“物质型”转向“网络型”。网

络出版物是以数据库和电信网络为基础, 以

计算机主机的硬盘为存储介质, 可向读者提

供联机在线服务和通过电信网络提供传真出

版物及电子信件和电子杂志等。图书馆只要

纳入网络, 其藏书量就会从有限扩大为无限,

藏书将包括馆藏和网上两部分。

——读者队伍的扩大与层次的提高。由

于调阅图书馆资源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读者利用图书馆也将不受“开放时间和地点”

的限制, 这就扩大了读者面。1997 年 1 月推

出的《人民日报》电子版, 仅 11 个月内, 网络

版的流通总量超过 4000 万次, 日平均 40 万

次,“十五”大期间, 日浏览人次曾突破 500 万

次。与此同时也提高了图书馆读者的层次。据

最新调查资料, 因特网上的中国读者 95% 具

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 这一比例大大超过发

达国家。这是因为网上大部分资料为英文, 上

网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

——图书馆可以在因特网上采购图书和

进行联合编目。OCL C 等和国内的多家采编

中心都可以为各图书馆提供数据。数据的网

上运行又极大地推动了文献共享, 图书馆之

间可以十分方便地利用网络互通有无等等。

十分明显, 互联网已渗透到从文献采集

至流通和参考服务等图书馆业务工作和读者

服务的全过程。概言之,“In ternet 将把图书

馆推向继联机和集成化以后的又一个新阶

段, 即全方位网络化阶段。 In ternet 把出版、

发行、图书馆、用户以及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

来。这将导致一个信息生产、传递和消费新秩

序的出现。在这个新秩序中, 图书馆的业务操

作、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都将发生深刻的变

革。”同时, 也会使传统的职业和传统的工作

方式受到冲击。

美国《洛杉矶时报杂志》1995 年 8 月 20

日题为《昔日的职业和未来的职业》一文, 介

绍了未来 10 年可能消失和兴起的 10 种职业

都与图书馆有关。文章认为: 公共图书馆员将

逐步消失,“电脑已取代它们心爱的卡片目

录, 而且不久可能取代我们所知道的图书馆。

我们将把传统的图书馆忘掉, 而是干脆通知

图书馆管理员通过互联网络把书送过来。”同

时, 电脑图书馆管理员则是正在兴起的职业,

“未来的图书馆管理员将不再是在服务中心

收藏珍贵的有参考价值的信息。相反, 昔日国

会图书馆的藏书内容都将分门别类予以联

机, 图书管理员将起到筛选者的作用, 从浩如

烟海的现有信息中筛选出少数人所需要的东

西。”

可以预料, 耕耘信息网络领域将是图书

馆人跨世纪的历史重任。

网络信息资源最大的特点是无限、无序。

社会网络化的表现之一是人类知识生产

的速度、方式和传播发生了质的变化。近 30

年来人类创造的知识大概等于过去 2000 年

的总和。预计到 2005 年人类知识比现在要翻

一番, 到 2020 年人类知识将比现在增加 3 倍

到 4 倍。而到 2050 年, 今天运用的科技知识

可能只占 2050 年所拥有的 1%。知识的交换

可通过功能强大的信息网络, 整套信息网络

设施使图书馆与外部连接成巨大的信息库,

形成一个无限的信息空间。据悉, 全世界每天

约有近百亿信息单元的信息量在传递, 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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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递增 15%～ 20% 的速度发展。1995 年底,

在因特网发行的电子版报刊已达 800 家, 包

括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英国的《每日电讯

报》、《卫报》、《新科学家》杂志等。中国的《经

济日报》等 20 余种报刊也已上网。据不完全

统计, 至 1997 年 12 月初止, 全球上网的报纸

总数已超过 3600 家, 其中 1700 种是近半年

内新上网的。

然而, 存在并不等于垂手可得。问题也由

此而产生: 网上信息提供者又多又杂, 加之信

息流量的增加和流速的加快, 查检十分困难。

如果不提高从网上获取信息的能力, 我们仍

然只能徘徊于信息网络之外, 成为信息的“穷

人”。因此, 网络基础设施固然很重要, 但寻求

一种最便捷、最准确的获取网上信息的技术

是关键的关键。

目前, 从网上获取信息主要得力于两大

技术: 一是建立万维网 (WWW ) , 二是浏览器

软件技术。万维网是目前互联网上最流行的

交互式信息查询系统, 用户既可以到世界各

地万维网服务器上查信息, 还可以向全球发

布信息。浏览器是一种在客户机端上用以访

问万维网服务器的工具软件, 有了它, 人们便

可以从自己的计算机检索、查询、获取各种信

息。

熟练地掌握以上两大技术, 是当前图书

馆员的基本功。网络资源管理工作的主要内

容也就是运用这两大技术来检索、采集、利用

网络信息。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了解和熟悉网络资源的基本分布状

况, 犹如熟悉馆藏;

(2) 掌握从网络获取资源的路径, 能根

据需求指导读者利用网络资源或编制一些网

上导读系统, 为网上资源编制索引;

(3) 筛选和梳理网上信息, 剔除和拒绝

破坏型及多余的信息, 最大限度地利用有效

信息;

(4) 组织和下载有关网络信息, 建立本

馆资源网;

( 5) 建立用户查询“热表”, 开展跟踪服

务。

应该说, 新技术的出现对图书馆今后的

走向将发挥重要作用, 但图书馆为用户服务

的目的没有变, 新的网络查检技术也是非网

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的延伸和发展。在今后

相当长的时间内,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不断

促进计算机新技术与图书馆传统工作的融

合。

图书馆学教育也要从以传统教学内容转

向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注重培养学生从网上

获取信息的能力, 突出对网络资源进行加工

处理和应用能力的训练, 以适应千变万化的

信息发展的需要。

3　数字化: 21 世纪图书馆的使命

世界经济论坛第 27 届年会于 1997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4 日在瑞士东部的小城达沃

斯举行, 年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建立网络社

会”。各方面都一致认为, 探讨“信息数字化革

命”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

美国国会图书馆几年前已开始对该馆资

料进行数字化。在一项题为《实现数字图书馆

的战略方向》的备忘录草案中概括了国会图

书馆的这项计划, 计划到 2000 年美国国会图

书馆创办 200 年之际将 500 万份文件数字

化, 估计耗资数百万美元。

英国伦敦图书馆也早在 1992 年底已将

收藏的所有图书目录输入电脑。

在我国, 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国家工程。根

据国家计委等编写的《中国数据库大全》, 我

国自 1985 年开始数据库建设, 虽然比西方国

家起步晚, 但发展速度快, 至 1995 年底共有

各类数据库 1038 个, 其中经济社会方面占

56% , 科技占 44%。

1997 年年初召开的全国信息化工作会

议, 又进一步明确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作为

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同年, 数字图书

—14—

程亚男: 网络化趋势与图书馆发展观
Cheng Ya’nan: N etwo rk ing and the D evelopm ent of L ib raries



馆计划开始实施, 由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广东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南京图书

馆等 5 馆参加的为期 3 年的“中国国家图书

馆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科研项目开始启动。

在此之前, 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建设也开始

启动并在不断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公共

图书馆已建有 66 个数据库。馆藏数据化, 数

据特色化已成为图书馆界的共识。

数字化无疑对图书馆来说是一个机会。

美国《未来学家》杂志 1996 年 12 月号题为

《信息技术的未来》一文认为,“信息技术肯定

会带来财富, 但是不保证平均分配财富。所

以, 可能仍然存在生活水平两极分化的现象,

甚至分化程度可能会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

及。信息技术既可造就富翁, 也造就穷人; 比

尔·盖茨从一个大学退学学生一跃成为美国

首富就是一个在计算机社会中蕴藏着发大财

机会的活生生的例子。”可见, 信息资源占有

的不均, 将成为新的世界贫富不均的重要原

因。同样, 也将成为图书馆贫富的新标准。图

书馆引以为荣的将不是藏书量的多少, 而是

获取网上资源的能力。

当然, 只从网上获取资源还不够。互联网

和信息高速公路已成为人们争夺的一个大市

场。数据一进入网络就犹如进入一个无形的

市场。

争夺市场的第一战已在前两年拉开序

幕, 主要表现为: 企业界、商界纷纷在互联网

上开辟自己的网页, 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开拓市场; 一些名牌产品的企业争先注册域

名, 一些非名牌企业抢占域名。

图书馆领域内的竞争不如企业界来得激

烈, 但也有不少的图书馆陆续在互联网上建

立了自己的网页,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对于

尚未上网的中小型图书馆来说, 当前主要任

务, 一是利用现有的“车”和“路”发展自己; 二

是“造车”。也就是在拓展信息空间的同时扩

大辐射自身信息的能力。

近几年来, 我国已陆续建成了十大“金”

字号的国民经济信息化工程。已初步形成了

一个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高速信息网络。

另一方面, 由国家科委立项的 CH I2
NA IN FO (中国信息) 系统已于 1997 年 3 月

在北京启动。该系统是一个集经济、金融、社

会、文化、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信息传播系

统, 并为公众服务。中国教育科研网已经形成

以清华大学为中心和总出口的西北、西南、华

中、华南、华东和京津等 8 大地区 9 所院校为

节点, 连接 200 多所高校校园网的立体网。

广东中山图书馆于 1995 年成功地研制

GDL IN K 远程联网软件, 实现了图书馆 ZS2
LA IS 和 IAL S 两大系统相联, 并与北京等信

息系统实现联网。

这些都是图书馆网络化的基础, 广东省

中山图书馆还于 1997 年 1 月 28 日与省邮电

局、省数据通讯局等单位共建了“视聆通”多

媒体阅览室, 免费为读者服务, 首创图书馆利

用公共通讯设施求发展的成功经验。

我国的各级图书馆都拥有数量不等的文

献资源。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浩瀚的典籍,

都是宝贵的信息资源, 开发这些信息资源, 组

织馆藏信息上网, 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能

在互联网上广泛地传播也是 21 世纪图书馆

发展的重要途径。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

本馆的特色信息资源上网, 并赢得用户。用流

行的商业用语来说, 就是如何用自己的品牌

去开拓网络时代, 去占领一块应当属于您的

网络空间。

从市场规律来看, 可以感到一场新的竞

争正在我们周围发生: 第一, 市场经济的工作

节奏需要更快更多地从网上获取信息, 网络

正在与图书馆争读者, 电子版《人民日报》就

是一例; 第二, 竞争将主要在“买方”中形成。

网上的信息很多, 一旦需求出现饱和, 图书馆

提供的信息有没有用户, 有没有读者心甘情

愿掏钱买您的信息的压力就会日益突出, 这

就需要您在建立自己的“品牌”数据库前, 认

真研究馆藏和市场, 只有这 (下转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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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2 页)　样, 才能用自己的拳头产品

去开拓网络市场。

网络市场还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

那就是图书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与网上信

息传递的时间差, 谁能尽快地将自己的信息

上网, 谁就能拥有更多的用户, 因此, 及时传

递已成为图书馆信息处理最重要的一环。

当然, 实现馆藏数据化和数据特色化、市

场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现在社会上有

一种思潮认为, 随着信息网络的出现, 若干年

后图书馆可能不必存在。这种说法夸大了网

络的作用。但实现图书馆的虚 (拟)实 (体)结

合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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