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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生态环境的视角看
数字图书馆生态化建设

□ 宫启生 张新民 郑彦宁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

摘要:“信息生态”是从生态科学中移植出来的类比性概念。随着生态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不断融合，

信息生态学为我们解决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文章在信息生态学理

论的基础上，借助信息生态环境的视角来研究数字图书馆可持续发展问题。最后就如何加强数字图书馆的信

息生态化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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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生态学与数字图书馆信息生
态系统

物质、能源、信息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三

大支柱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和

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作为一种战略性的资源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信息是人类

及其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构成人和社会组织

的一种相互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与人关

联。信息生态的提出及其所形成的视野，就是要将

人和社会组织所处的信息环境作为一种普遍的生态

现象来研究。

本文认为：信息生态就是一个由人、行为、技术

和价值在一定的信息环境下构成的系统。信息生态学

就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对信息生态系统研

究的学科。信息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应包

含信息的生产者或提供者、信息的传递者、信息的消

费者和信息的分解者，如图1所示。研究目的是要实

现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社会组织、信息环

境乃至人类信息社会的循环可持续发展。

根据生态系统由生物与非生物成份组成、有时

间空间概念、系统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具有适应和

调控能力的特点，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是指由

数字信息——人（信息服务人员、信息用户）——

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环境组成的信息生态系统。信

息生态学指示人们要摆脱技术至上的观念，重新确

立信息人员在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人在调

节系统平衡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我们又将

这样的系统称为具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人工系

统。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由信息服务人员（信

息生产者、传递者、分解者）、信息用户（信息消

费者）、数字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技术平台、数

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环境等要素构成[1]。

诚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图书馆的

发展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数

字图书馆是信息化社会里重要的信息资源的采集，

加工处理和提供方，还由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所带

来的种种信息生态失衡，信息污染等问题危及数字

图书馆信息生态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要

进一步加强对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的建设和维

图1 信息生态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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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实现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的总体平衡和可

持续发展。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认为：图书

馆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运用信息生态学研究数

字图书馆，能够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全

新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2 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环境

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

系统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地与其周围的

信息生态环境发生关系。信息生态环境的好与坏，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的发

展。但是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信息人员在系统中

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换句话

说，自然生态系统面对的是被动的自然选择，而数

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因为有了重要要素——信息

人员的参与，使其在适应和改变信息生态环境的过

程中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性色彩。

2.1 生态因子

组成环境的因素称为环境因子，或称生态因

子。信息生态因子主要可分为：人类因子、信息因

子、信息技术因子、信息政策法律与信息伦理因

子、信息文化因子等。对于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生态

环境来说，同样是由复杂的生态因子通过相互之间

复杂的关系来构成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生态环境。为

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生态环境

分为一般信息生态环境和具体信息生态环境。在下

文中对这两种生态环境分别展开介绍。

2.2 一般信息生态环境和具体信息生态环境

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环境是一种网络环境下的数

字化信息生态环境，是数字图书馆的生存环境，是制

约数字图书馆发展的社会与自然因素的总和。

（1）一般信息生态环境

通常是指对特定社会中所有社会组织都产生影

响的信息生态环境因素，也可以称为宏观信息生态

因子[2]。

数字图书馆宏观信息生态因子包括：经济因

子、政治因子、社会因子、技术因子、文化因子、

信息法规和信息伦理因子等。基于信息生态的定

义，在这里重点介绍技术环境和数字网络化信息资

源环境。

●  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

平，科学技术开发，转让，推广，运用和创新状

况。现代化的计算机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

术，数据存储技术是数字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技术

环境。为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打开了便利之门，使

跨越时空界限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成为了现实。

●  数字化网络化信息资源环境　信息资源是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基本要素之一，数字图书馆

的信息环境具有以下特点：①任意层次的信息内容

元素、信息单元和信息集合体系正逐步以计算机可

识别和理解的方式被定义、描述、指向、链接、传

递和动态组织；②信息资源、信息组织工具、信息

系统日益聚合在同一数字介质层面，它们间的动态

链接、转换、互操作和集成等正逐步实现；③信息

资源系统、信息服务系统和用户及其信息系统日益

连接在同一网络空间，它们之间的链接、交换、互

操作和协作也日益成为可能；④各种基于网络、知

识、协作的信息组织工具和系统机制也日益成熟。

并可按照开放的、计算机可识别处理的方式进行描

述、交换和互操作[3]。

一般信息生态环境的影响通常是泛指的，通常

不会涉及某一特定的社会组织。宏观的信息生态因

子对数字图书馆或其他社会组织的战略决策没有直

接的影响。或者说，较具体的信息生态因子对数字

图书馆的影响相对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组织可以

忽视宏观信息生态因子。在特殊情况下，这些因子

的改变关系着数字图书馆的长远发展。

（2）具体信息生态环境

通常是由与实现数字图书馆发展目标直接相关

的信息生态环境因素组成。这类环境因素也可以称

为微观信息生态因子。

对于数字图书馆来说，其微观的信息生态因子

包括：供应者因子、客户因子、竞争者因子、公众

因子等。

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处于不同的具体信息生态

环境中，并且随条件的改变而改变。通常社会组织

会将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具体信息生态环境上。因

为，具体信息生态环境与一般信息生态环境相比更

能直接地给组织提供有用的信息，更容易被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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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人员所识别，并且一般信息生态环境的改变

对组织的影响往往要通过具体信息生态环境对组织

产生作用力表现出来。例如，技术因子是一般信息

生态环境因子，但某一图书馆并不能直接从技术环境

中感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往往是采用先进技术的

其他图书馆使前者感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市场变化。

３信息生态失调与数字图书馆信息
生态环境污染

3.1 信息生态失调

信息生态内部系统与外界信息交换受阻，或

其自身要素及其子系统之间的比例失调，进而导致

整个系统的生态危机，并且使系统的内部结构或

功能，部分或全部衰变，这就是信息生态失调[4]。

当前信息生态失调主要表现为信息垄断、信息超

载、信息侵犯等。总体来说，信息垄断是各国在政

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程度、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知识的普及和知识分子分布状况等方面，差别

迥异，导致网络信息资源分布极度不平衡。信息超

载是指个人或系统所接受的信息超过其处理能力或

有效应用的情况。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

是因特网及万维网的普及应用，使得信息的采集和

传播速度与规模达到空前的水平，信息总量急剧上

涨。信息侵犯是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侵犯他人的隐

私、从事欺骗和盗窃活动等。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侵

犯可以带来许多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

题、法律问题等。它使版权得不到充分保障，隐私

的合法性得不到保护。

3.2 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环境污染

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污染是信息生态失衡的重要

现象之一。信息污染是信息的无限激增、信息传递

的无序性和弥散性的加剧促成的，它不仅阻碍社会

对有用信息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在整个社会的精神

领域造成严重后果。约翰•奈斯特所言“失去控制

和无组织的信息，在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相反构

成信息污染和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当前，数

字图书馆的信息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具体

表现为：① 网络信息数量庞大而且日益膨胀，大量

有价值的信息与大量冗余的信息同时存在，造成网

上无用的信息“垃圾”太多；②数字空间中的冗余

信息、过时老化信息、闲聊信息，造成信息通道堵

塞， 进一步加重了网络运载的负荷； ③ 淫秽、暴

力、恐怖、迷信等信息垃圾，严重腐蚀着人们的灵

魂，污染着人类的社会文明；④ 虚假信息、制造

谣言、实施犯罪，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安

全；⑤病毒信息破坏他人系统内的数据和程序，直

接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5]。

4 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化建设

信息生态学源于生态学，它继承了生态学系统

论的特点，能够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和解决问

题。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的建设，不能再一味

追求信息技术的更新，而应该从信息工作人员，技

术和价值的相互关系出发系统性地考虑问题。基于

上述思想，本文认为，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实现

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应该重点

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信息工作人员的培养，重塑信息人

员在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以往谈到数字图书馆建设

及对策方面的问题时，总是强调数字图书馆网络

化、自动化水平不够。可现实问题往往是人被先进

的技术设备牵着鼻子走，表现为先进的技术无法得

到最好的应用甚至给工作带来不便。同时，由于信

息人员无法驾驭先进的技术设备，这常给工作人员

带来困扰。尽管以往也会谈到信息人员的培养，但

明显得不到很高的重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数

字图书馆的信息工作人员是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

统中最活跃和最核心的因素。这也正符合信息生态

学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建设信息生态化

的数字图书馆，要求我们摒弃过去“技术至上”的

理念，将信息人员作为信息生态系统的核心。真正

实现人员驾驭技术，技术充分服务于我们的工作。

社会上曾流行这样一种说法，“驾照、英语、计算

机”是通向21世纪的通行证，这句话基本上反映出

信息时代要求人们具备一定的信息素质和外语技

能。诚然，对于信息工作人员来说，仅仅具备这些

最基本的素质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通过多渠道，多

种类的专业化培训使信息工作人员具备本岗位的专

业素质[6]。建议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继续加强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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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同时积极主动地与相关图

书馆配合，有针对性地培养具备较好信息素质的图

书情报工作人员。

（2）构建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圈，实现信息

资源的生态化共享：自然界有生态圈的概念，这一

概念启示我们，任何物种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

其周围的环境和物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数字图

书馆是一个有组织、系统化的信息强大集合。它对

于资源而言，除依靠海量的存储设备外，信息资源

（包括生成、发布、传输、利用、保护等）无疑是

最重要的。因此，加强资源建设是数字图书馆的重

要环节。而建立不同层次的信息联盟体，共同开发

和享用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避免重复建设，构建

功能强大的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圈，实现数字图书

馆信息资源的共享，很好的实现各个数字图书馆的

共生状态，是当务之急。

（3）为了使信息生态系统建设更具有中国特

色，使实施更可靠有效，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积极探询信息社会

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了解我国目前信息环境的特

性、结构、发展过程与演化机理等，以便应用这些

认识使信息环境向有利于国民信息素质提高的方向

发展；加强对信息环境的有效管理，探索信息环境

问题的解决办法，以便充分发挥信息环境的作用。

（4）构建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要以“技术对

抗技术”：“以人为核心”不代表要忽视技术，相

反，我们要充分利用技术来对抗当前日益严重的信

息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继续加快数字图书馆技术研

究和数字信息系统的开发。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不仅

带来便利也带来诸如信息污染等信息生态问题。构

建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需要“技术对抗技术”。

建设功能高效的数字图书馆技术平台，才有可能控

制乃至清除信息污染等问题。另外，采用引进与开

发并举的方针，大力引进开发多种类型的数据库，

建立大型国家级数据库，如学术期刊数据库、书目

库，各种报纸文献数据库、专业特色库、商情库

等。在加强数据资源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向产品

化、标准化、商品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5）加强生态因子——客户的教育：客户是数

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存在必不可少的生态因子，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是数字图书馆工作和不断

发展建设的目标。客户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对于

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的建设又具有反作用。是

我们营造良好的数字图书馆信息生态环境必不可少

的因素。因此，我们要加强客户教育，杜绝人为造

成的信息污染，加强客户的信息鉴别能力，努力提

高客户的信息意识和法律意识。

（6）此外，应该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提高信息

意识，加强信息伦理道德建设，健全和加强信息法制

建设。制订和完善各种信息法律、法规，加大司法

执法力度，同时强化社会舆论监督，迫使信息的生

产、传播和利用者必须遵守信息道德、伦理规范，最

终营造良好的信息法制环境。将建设的重点放在探

索“以人为本”的信息生态系统的信息环境及其优

化、模式与行为创新和管理与调控方面，以促进我

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工作目标的实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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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ibrary as Viewed from 
Inform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ng Qisheng, Zhang Xinmin, Zheng Yanning /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Information ecology is an analogical definition transplanted 

from ecology.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ecology provides us with brand-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solving related problems. This thesis researches on information 

ecosystems and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digital libraries as viewed 

from information ecology based on related theori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nformation ecological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braries are given in the 

last chapter.

    Keywords：Information ecology,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ecosystem

 

                  (收稿日期：2008-05-07；责任编辑：贾延霞)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