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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 2005—2010 年间数字化资源组织管理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探究与分析，总结出学

界在此方面的以下五项研究热点和焦点: 数字化资源建设研究、数字化资源的描述与标识、数字化资源二次

开发的研究、数字化资源的检索挖掘研究及数字化资源的存储与保护，同时对各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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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10 年，我国的数字化资源组织管理研究

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发表相关论文达 600 多篇，

不仅在数量上创新高，而且重点突出，基本上反映了

这一时期研究的发展变化和趋势，呈现出综合、深入

的新特点。本文拟从宏观的数字化资源组织管理的

角度出发，分以下五个方面阐述这一时期该领域研究

的热点和焦点: 数字化资源建设研究、数字化资源的

标识与描述、数字化资源二次开发的研究、数字化资

源的检索挖掘研究、数字化资源的存储与保护。
1 数字化资源建设研究

数字化资源建设可以说是数字化资源管理的开

端，为其组织管理创造基础。近些年，对数字化资源

组织建设的论文总是离不开图书馆这个客观的环境，

如丁申桃在《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现状分

析》中，就从实证的视角分析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

的建设标准、技术等。除此之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

技术问题如 ASP 技术及 TRS 系统的应用等，也是这

方面的研究热点。可见关于资源数字化建设问题研

究已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实际的应用研究。
2 数字化资源的标识与描述

2． 1 对资源描述体—元数据的研究

要将数字化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元数据的使

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元数据发展至今，备受关注的

应属 DC，DC 在数字资源组织中的应用优势、它的

格式和语法结构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热点，如陈艳

红的《DC 元数据与网络信息检索综述》就对此做了

充分的论述。

2． 2 自由分类法研究的兴起

自由分类法在 2005 年上半年引起广泛关注，并

迅速在 Technorati、MySpace 等多个系统中推广 应

用。Admam Math 在 2004 年 12 月撰写的文章被公

认为自由分类法领域的“经典之作”，他认为以往由

专业人员”控制”的元数据编辑和管理，将逐渐让位

于网络社区共享式的自由分类法，或至少朝此方向

发展。
自由分类法是分类法的未来吗? 自由分类法是

“重量级应用( killer app) ”吗? 或者它会从根本上

改变现有的因特网吗? 这些已超过单纯的分类，进

而扩展到网络本身，涉及到文化、语言、社会学、搜索

引擎、心理学等诸多方面。它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看

待如何组织网络信息，以及用户的参与对应用系统

成功的影响。这些正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2． 3 语义万维网的研究

网上的内容和信息都是设计给人阅读的，而不

是让计算机“阅读”的，这样使机器很难对信息进行

处理，无法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利用。语义网

将是一个能够理解人类语言的智能网络，可识别信

息的意义，并对信息自动进行解释、交换和处理。通

过语义网，人与电脑之间的交流将变得像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一样轻松，这才是我们对数字化资源进行

有效管理的本质所在，其实用性及可行性引起了广

泛的探讨，语义网自身的层次结构、与其他技术的衔

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应用等都是各位学者正在

研究与探讨的问题，如蒋丹的《语义万维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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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及应用》就是典型的代表作。
3 数字化资源二次开发的研究

3． 1 知识组织系统的研究

知识组织体系(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KOS) 是对内容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和组织

的机制，包括一系列传统( 如术语列表、主题标目、
分类表等) 和非传统的( 如语义网、本体等) 知识组

织体系。在数字化的时代，知识组织更是进行资源

管理不可缺少的知识框架，对此的论述更是此时期

的焦点，知识组织的类型、关系列表、实体间的关系

都是论述较多的内容。
3． 2 数字化资源的重组、浓缩、自动抽取

在此方面的研究中居于首位的应属于技术的研

究: 如何运用计算机的技术对资源进行合理恰当的

整合，方便用户的使用。
另外，运用以上的技术进行个性化的服务，对不

同的用户进行个性化的服务，建立专题信息，形成各

种动态消息、简报，提供检索服务系统等，也是研究

的焦点问题。
4 数字化资源的检索挖掘研究

4． 1 搜索引擎的研究

数字化资源的组织管理中搜索引擎的开发、应
用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是组织网络信息资源的重

要工具，在此方面的研究中除了技术、建设原理等方

面的探讨，实证性的个案研究是这几年的研究热点，

如《Google 学术搜索引擎与跨库系统功能的比较研

究》等类似的文章。
当今，Google 的研究已开始向网络用户行为模

式转移，Google 通过全球 Google 用户的日常行为来

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信息组织和检索服务，以更

好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稳步开展搜索层面的增

值服务。Google 还提供了 Google 市场经理、Google
个人代理、Google Analysis、Google Map 等服务，这些

服务无不从方便用户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出发，这

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进行实证研究的。
4． 2 过滤技术的研究

如何将无关信息和用户不需要的信息排除，这

既是技术的问题又是理念的问题，在技术方面的研

究焦点集中在信息的深度挖掘技术，无缝连接技术

等; 理念方面更注重个性化的服务理念，如何提供用

户迫切需要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从大量的不完整的

数据中预测潜在的、有用的信息。
5 数字化资源的存储与保护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及 Internet 的不断普

及，信息资源电子化、数字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传统

的信息存储方案由于自身存在的瓶颈、可扩展性差

等问题，已不能满足当今网络时代的要求，因此计算

机存储技术及其优点、缺点的论述也越来越多，有些

学者还将云计算等先进的技术引入其中，从更加全

面的技术的角度去研究资源的存储问题。
6 结束语

综观 2005 年至 2010 年有关数字化资源管理的

重点刊物和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本人认为数字化资源

组织管理研究在当前呈现出综合、实用的趋势，数字

化资源建设研究、数字化资源的标识与描述、数字化

资源二次开发的研究、数字化资源的检索挖掘研究、
数字化资源的存储与保护成为此时期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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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te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The author wants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related domain＇s fundamental r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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