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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想的网络信息组织模式应该以用户为中心 ,遵循实用性和易用性原则 ,综合运用自

然语言和人工语言 ,充分利用新兴技术和人们经验的积累 ,朝着信息描述标准化、组织活动合作

化、组织技术智能化、资源与服务集成化、用户界面可视化、内容揭示深入化、组织方法多样化方

向发展。图 1。参考文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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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图书情报界、计算机领域

的专家和从业者共同努力 ,使得网络信息组织的方

式与方法产生了许多变化 :信息组织的对象从各种

类型的数据发展到具有丰富内容的知识 ,组织形式

从数据结构发展到知识表示 ,组织方式从单一发展

到多样化 ,组织的结果从静态的文本格式发展到动

态的多模式的链接。网络信息组织方法体系已经初

步形成 ,但网络信息组织方式与方法仍没有圆满解

决网络信息的序化与优化问题。如何使纷繁复杂、

无序的网络信息资源逐步向有序化、便于用户索取

的理想状态发展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也是

现代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那么 ,未来的网络

信息组织路向应该如何呢 ?

理想的网络信息组织模式应该以用户为中心 ,

遵循实用性和易用性原则 ,综合运用自然语言和人

工语言 (分类语言、主题语言) ,充分利用新兴技术和

人们经验的积累 ,朝着更符合用户需要的方向发展。

具体来讲 ,应该朝着以下 7 个方向发展。

1 　信息描述标准化

网络信息具有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媒体与

格式多样、容易传播与共享等特点 ,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遵守统一的信息揭示规则 ,以促进网络信息资源

的充分利用和用户信息需求的满足。网络信息组织

主要方法中的文件、搜索引擎、编目、学科信息门户

均涉及标准化问题。标准的制订与推行是解决这些

问题的惟一出路 ,也是网络资源共享的必要前提。

111 　图书情报机构的参与

国际图联制定了《IFLA 书目记录的功能要求》

( IFLAπ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OCLC 一直注重研究、宣传与推行书目活

动标准。国际知识组织协会 ( ISKO) 制定了知识与信

息组织的相关标准 ,并在其主页发布[1 ] 。美国国会

图书馆于 2002 年 5 月提出了“元数据输入与传输标

准”( Metadata Encoding and Transmission Standard ,

METS) [2 ] ,并设立 Z39150 维护机构[3 ]和 MARC 办

公室[4 ] 。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兴趣与活动之一是标准

化与指导 ,并有专门网页提供标准化信息[5 ] 。美国

的国家数字图书馆联盟 (NDL F) 、图书馆及信息技术

协会 (L ITA) 、网络化信息联盟 (N IF) 在推进网络信

3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重大项目 (2000ZDXM870001)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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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组织标准化方面也卓有成效。我国在文化部的召集

下 ,本着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技术标准及统一的运行规

则等原则 ,组建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联席会议”

来协调工程的资源建设和标准规范。我国已经在网络

信息资源管理标准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12 　国际和各国标准机构的推动

SC9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 TC 46 的分委员

会 ,它负责发展和维护关于文献展示、识别与描述的

国际标准 ,并经常在其网站公布关于电子文献 (包括

网络信息资源) 书目控制各方面的 ISO 国际标准草

案 ,已经制定的与信息组织相关的标准有 : MARC 格

式 ( ISO2709) 、SGML 格式 ( ISO8879) 、数据要素规范

与标准 ( ISO11179) ,语言名称表示代码 ( ISO639) 和

国家名称表示代码 ( ISO3166)等[6 ] 。ISO 还成立了元

数据工作组 ,负责元数据的标准与规范工作。

美国全国标准化协会 (ANSI) 下设全国信息技术

标准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Technol2
ogy Standards) ,从事有关元数据的命名、标识、定义、分

类和注册等工作 ,还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标准座谈小

组 (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tandards Panel) [7 ] 。欧盟

和英国的相关机构有信息社会标准化系统 ( ISSS)和英

国标准协会的向用户传递信息解决方法部。

另外 ,因特网管理机构、不同学科领域的学 (协)

会、公司、民间自发组织甚至个人 ,都在为网络信息组

织及其相关的信息交换、信息检索、通信协议等方面

标准的制定与推行作出积极努力。万维网联盟 (W3C)

是万维网上最有影响的因特网标准的认定机构 ,在网

络信息组织领域 ,该机构认可的网络资源描述语言为

为 XML ,资源描述框架为 RDF ,元数据标准为都柏林

核心元数据 (DC) ,日期与时间格式为 W3CDTF[8 ] 。国

际信息与图像管理协会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and

Imag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AIIM) [9 ]和数据交换标

准协会 (Data Interchange Standards Association) [10 ]则分

别负责图像信息、信息交换相关标准的制定。其他的

因特网管理机构还有 :因特网协会[11 ] 、因特网网络化

信息中心[12 ]和因特网结构署[13 ]等。

因特网工程任务组 ( IETF) 主要负责有关因特网

的各种技术标准及接口规范的界定 ,所发布的各类标

准与协议以 RFC( The Request for Comments ,即征求意

见稿)定名 ,表明其作为民间机构而不是官方标准界

定机构的地位 ,但事实上大多数 RFC都已成为网络界

的事实标准。它发布的与网络信息组织相关的标准

有 :用于语言标识的头标 ( Internet RFC1766) 、统一资

源标识符———一般语法 ( Internet RFC2396) 和用于资

源发现的都柏林核心元数据 ( Internet RFC2413) 。该

机构中与网络信息组织相关的工作组有 :目录的存

取、检索与索引工作组 ,通用索引协议工作组 ,电子数

据交换———因特网整合工作组 ,因特网信息资源整合

工作组和统一资源识别符工作组等 ,2001 年还召开国

际会议探讨确立网络实名标准[14 ] 。微软及几个大型

的电子图书生产商于 1998 年联合提出了界定电子图

书内容格式标准的 Open eBook 计划[15 ] 。

国内外在网络信息组织标准化方面已取得一些

进展 ,但仍有必要形成一系列标准与准则 ,使网络信

息组织活动有规则可依。

2 　组织活动合作化
因特网是一个多网络、无主管的分散型互联结

构 ,网络信息的通畅流动与有效利用要求各方面的

整体配合。网络信息的组织是一项涉及面广的持久

性工作 ,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以保证准确、及时地

报道网上信息及其变动情况、提高信息的质量并实

现规模效益。网络信息组织的合作将得到强化。

图书情报界已经开展了网络信息组织合作化的

有关活动。国际图联发起了“全球书目控制和国际机

读目录核心活动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and In2
ternational MARC Core Activity ,UBCIM) ,并编辑出版了

《国际编目与书目控制》(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and

Bibliographic Control ,ICBC) 杂志。2002 年 7 月在西班

牙的 Granada 召开的第 7 届国际知识组织大会的主题

是“21 世纪知识表示与组织的挑战 :跨越边界的知识

一体化”[16 ] 。OCLC一直在书目控制与资源共享的协

作中扮演着国际中心的角色 ,国际图书馆协作体联盟

(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Library Consortia , ICOLC)则是

将各种协作体组织起来的组织机构 [17 ] 。

网络信息组织的合作还将超出图书情报界 ,扩

大到整个信息生产链上的其他所有参与者 ,包括网

站内容创作者、出版商和信息资源系统的合作和集

成者等。美国的网络图书馆 (NetLibrary)是世界上最

大的全文电子图书的收藏者与服务提供者 ,也是出

版商、发行商、图书馆与读者有效结合的典范[18 ] 。

BIBL IN K(出版机构与国家书目服务连接) ,是由英、

荷、挪、法、西班牙 5 个国家图书馆等 9 个机构合作的

项目。该项目解决了出版机构书目数据与 MARC 数

据的双向转换 ,有利于实现将出版机构提供的数据

作为电子出版物网络元数据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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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技术智能化
传统的信息组织大多是以人工方式进行的 ,其

中著录、标引以及分类表、词表的编制和维护等都是

烦琐的手工劳动。网络信息的特点不允许过多的中

间和加工环节 ,而要求在信息组织的诸环节利用自

动化技术。随着网上自动分类、自动标引、自动编制

分类表与词表、自动漫游技术 ,信息类别的自动判别

技术和信息推拉技术的逐步发展完善 ,会有越来越

多的网络信息资源被自动地追加、组织到相应的位

置 ,方便用户及时准确地检索信息。例如 ,目前已经

出现了自动抽取或产生元数据的软件 :对元数据的

自动抽取与收集 (Automatic Extraction/ Gathering of

Metadata) [19 ] ,和元数据的自动产生 (Automatic Pro2
duction of Metadata) [20 ] 。人工智能技术与这些技术

的结合 ,使得用户的信息需求可以被智能地推理与

理解 ,促进网络信息组织智能化的发展与应用。

一种智能化的书签软件 ( PowerBookmarks) 已经

面世 ,它可以从作为书签的资源 URL 中解析出元数

据 ,并自动对该资源进行标引与分类。书签软件系

统通过监测和利用用户的信息搜索与浏览过程 ,自

动获得用户的需求与兴趣信息 ,把合适的信息提交

给用户 ,并允许用户订购感兴趣的新资源或更新已

有的信息资源。智能浏览器、智能代理等智能产品

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智能合成环境 ( Intelligent Synthe2
sis Environment , ISE) , ISE是新一代分布式信息系统

的代表 ,它使用成组的虚拟现实交互设备提供沉浸

式的接口 ,提供一个多媒体环境和对信息源的统一

个性化访问 ,以人们习惯的方式支持信息的利用。

4 　资源与服务集成化
网络资源的多样性和异地性 ,影响了用户对网

络资源的有效利用 ,各种网络资源整合于同一个界

面将成为发展的必然。海量信息集成化系统通过一

致的对外接口 ,使用户能方便快捷地浏览和访问各

种异构信息 ,比如文档信息、电子邮件、共享代码、多

媒体信息和数据库信息 ,从而节省用户访问分布于

不同地点资源的时间和精力 ,网络信息资源将和其

他各种信息资源一起被组织成集成化的信息系统 ,

便于用户在一个资源丰富的“信息超市”(information

supermarket) 浏览和选择自己所需信息 ,并向用户提

供一站式检索 (one2site search) ,如图 1 所示。

用户的信息需求已从单纯的文本信息提供向交

互式多媒体信息发展 ,从书目信息的检索、全文的查

看、全文的传递等分别服务向文本 (含全文) 、语音、图

像集成化的服务而一站传输为主 ,这就要求组织后的

信息系统便于用户在同一界面上获得多种服务。实

际上 ,一些集成化的试验或者应用系统已经出现 ,比

较突出的如美国的 OhioLink[21 ] 、英国的 National Elec2
tronic SiceLicense Initiative[22 ]和Distributed National Elec2
tronic Resources(DNER) [23 ]以及我国的 CAL IS等。

图 1 　集成化的信息组织与服务

杭州麦达数据公司推出的数字化平台可将万方

数据资源系统、维普公司数据库与图书馆已有资源

整合于一个统一的界面 ,采用该平台的各单位之间

还可实现对他馆资源的无缝访问 [24 ] 。

5 　用户界面可视化
可视化是信息组织的透明化与易用性所要求

的。由于多数用户缺乏计算机数据处理知识和必要

的信息检索技能 ,他们要求信息组织方式和提供的

检索简便易行。

网络信息组织中用于指明信息资源方位与联

系、具有导航功能的信息地图便是一种可视化工具 ,

它对于信息迷航的解决优于其他方式。相对于搜索

引擎 ,信息地图不仅可以揭示信息的方位 ,而且能够

体现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联系更具

重要性) ,还能帮助使用者从全局上了解信息的分布

状况。信息地图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如有向

图、树型图、扇型图等。

随着基于 Windows的操作系统、按钮和菜单的用

户界面的引入 ,用户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也发生了改

变。2001 年 10 月问世的 Windows XP 比此前的 Win2
dows 界面更具图形化 ,提供了更为自然的人机界面 ,

使得让机器适合人而不是相反成为可能。如果说

Windows为可视化信息组织提供了技术环境 ,那么 ,

JAVA ,Visual B ,Visual C + ,HTML 和可视化标准建模

语言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 等语言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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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动画技术、三维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产生和发

展 ,则有利于推动可视化信息组织的快速发展。

目前 ,可视化信息组织技术已经在地理信息系统、

产品设计、数字城市、数字地球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有

些图书馆或档案馆的查询界面也运用了可视化技术。

6 　内容揭示深入化
数字时代用户对信息检索的需求不再仅仅满足

题名、作者、主题词等传统条件下有限的检索点 ,而更

注重实际内容 (如目次、提要、文摘、全文、知识点等)的

检索。这就对信息组织提出了更深入化的要求。

611 　组织的对象深入化

迅速普及的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使任意层次的

任意信息元素、信息单元和信息集合体系正在逐步

以计算机可识别和可理解的方式被定义、描述、指

向、链接、传递和动态组织。网络信息组织的对象不

仅停留在对信息特征的描述 ,而且深入到知识单元 ,

扩大标引广度 ,增加数据库的标引深度 ,通过多层

次、多方位的描述与分析来揭示与组织网络信息资

源 ,以促进网络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

612 　网络信息挖掘

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所涉及的主要是结构化的

数据库 ,而目前网络上有 90 %的可用信息是非结构

化信息 ,且网上数据往往是经常变动和不规则的。

网络信息挖掘在已知数据样本的基础上 ,通过归纳

学习、机器学习、统计分析等方法得到数据对象间的

内在特性 ,据此采用信息过滤技术在网络中提取用

户感兴趣的信息 ,或者更高层次的知识和规律。它

除了处理传统数据库中的数值型的结构化数据外 ,

处理更多的是文本、图形、图像、WWW 信息资源等

半结构、非结构的数据。Google 便是采用网络挖掘技

术判断网站的重要程度并据此排列检索结果的。

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推送技术促进了网络信息的

挖掘与深层次揭示 ,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的各种需

求 ,如系统自动运行 ,不断更新用户的资料库 ,提供个性

化的主动信息服务。从信息中采掘知识 ,再将知识变成

社会财富 ,应该成为网络信息组织与服务的新方向。

613 　向知识组织发展

未来的网络信息组织要更严格地控制信息的质

量 ,对网上信息进行有效评价和筛选 ,为用户提供有

价值的信息 ,而不是大量的无用的信息 ,其目的是向

人们提供便于利用的、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的序化的

知识 ,实现从信息层次到知识层次的根本转变 ,组织

的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目前的知识组织

主要以文献单元为基础和以数据 (各种事实、概念、

数值的总和等) 单元为基础 ,但都是静态的、列举式

的。未来的知识组织将以专家系统为基础 ,具有动

态联系、判断、分析、比较、推理等新型的知识处理与

组织功能。美国的数字图书馆二期工程已开始创建

“网络化的知识组织系统与服务 (Networked Knowl2
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and Services) 。

向知识组织发展的另一个新动向便是运用知识

管理的思想 ,以“知识库”(knowledge base) 或“知识门

户”(knowledge portal) 取代现有的“信息结构”(infor2
mation architecture ) , 而建立起电子知识空间 ( e2
knowledge) 。较成功的范例有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立

的“知识库 ( Knowledge Bank) [25 ]和 MIT 的“数字空

间项目”(Dspace Project) [26 ]等 ,这样的成果还有助于

推进远程教育与终身学习。

7 　组织方法多样化
711 　面向内容的信息组织

这是目前用得最多的方法 ,大多数网站和搜索引擎

都采用这种方法。它专注于有关面向学科 (专题)的资

源如何组织与发现。其中 ,相对于大型的综合性网站而

言 ,对某专题信息进行集中而深入揭示的学术信息门户

(scholarly portal)将受到更多关注 ,其发展也会更快。

712 　面向对象的信息组织

面向对象方法“就是以对象为中心、为出发点的

方法”,“对象就是我们在问题空间中要考虑的那些

人或事物。”[27 ]网络环境下 ,用户需求变化除了有需

求量上的增长外 ,还表现为信息需求复杂性的提高。

同一个用户在学习、娱乐、工作等不同的活动中也有

着不同的信息需求 ,希望有一个系统能直接、深入、

有效地支持其检索、处理和利用信息来解决问题 ,帮

助建立个人的数字图书馆。

事实上 ,基于网络的个性化信息组织与服务的

思想在国外网站设计或信息服务系统中已经有一定

的发展。雅虎推出了面向儿童的搜索引擎 Yahooli2
gans。许多门户网站和信息提供者推出了个性化定

制服务系统 ,如 My Yahoo ! , My Lycos ! 等。国内许

多网站为了满足国内读者和英语国家用户的不同需

要 ,将其主页以多种版本组织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与英文版) ,这些做法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

面向不同对象的信息组织也受到了图书馆界的重

视 ,他们开发出了 My Gateway , My Library 等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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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服务系统 ,如美国北卡罗来那州里大学 (NCSU)

图书馆的 MyLibrary[28 ] ,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科学院

都已建立起基于用户的数字图书馆。

随着 Web数据库技术、信息推送技术和智能代理

技术等个性化信息服务所需的支撑技术的逐步成熟 ,网

络信息组织将发展成一种信息代理服务 ,即根据网络信

息的属性和用户需求 ,对网络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排

列、组合 ,使之有序化 ,以满足用户对网络信息的需求。

713 　面向任务的信息组织

即面向特定用途的信息组织。企业信息门户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 , EIP) 将企业内部的信

息系统与外部信息系统有机整合 ,将贸易、价格、法

规、税收、产品、市场、管理、竞争对手等多方面信息

汇集于一身 ,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任务 ,并通过对

事件和信息的处理 ,把用户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我

国各地的信息港或地方热线则汇集当地的历史、地

理、旅游、人文、物产、政治、风土人情等方面的信息。

基于网络的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则是从政府角度出发

的面向政府机关、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的信息服务和

信息处理系统 ,包括政府的信息服务、电子贸易、电

子化政府、政府部门重构、群众参与政府多个方面的

内容。全球最大的政府网站 ———美国的 First Gov 按

照美国电子政务的功能来组织信息 :一是用于政务

公开的信息 ;二是用于网上服务的信息 ,细分成为市

民的服务、为企业的服务和为政府的服务 3 个板块 ;

三是用于资源共享的信息 ;四是政府内部办公电子

化的信息 ;五是提供安全保障的信息 [29 ] 。

未来的网络信息组织模式还将朝着管理分布化

等方向发展。当网络成为更为成熟、健康的信息生

产与使用的信息空间时 ,网络信息资源的品质将得

以提高 ,信息组织者在信息筛选与过滤上的劳动将

会减少。事实上 ,人们已经在为网络环境的改善作

出实际行动。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与互联网信息

生产与服务有关的法规 ,如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

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为了规范

我国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行为 ,中国互联网协会于

2002 年 3 月制定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30 ] 。

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颁布的《互联网出版管

理暂行规定》已于 2002 年 8 月起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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