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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与服务

□ 邢文明 /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Web 2.0环境下用户参与的图书馆

信息组织模式实证分析
——基于参与方式的调查

摘要：Web 2.0环境下用户参与是图书馆信息组织发展趋势之一。为验证这一趋势，文章以国内外高校图

书馆为对象展开调查，发现Web 2.0技术已在国内外图书馆得到较普遍应用，用户也有着较高的参与度，为用

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奠定了实践基础；但也存在着缺少用户参与的激励引导措施和质量控制措施等问题。

对此，作者认为图书馆应加强对用户的激励引导和对用户参与信息组织进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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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环境下，随着新理念、新技术的不断出现，

对Web 2.0的研究和探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图书馆

网站出现了Web 2.0技术的应用，使得图书馆服务工作

焕然一新。在众多研究者热烈探讨Web 2.0技术在图书

馆信息服务中的运用的同时，一些研究者开始思考Web 
2.0时代的图书馆信息组织工作，提出了Web 2.0环境下

用户参与的图书馆信息组织模式[1,2]。理论上的探讨固

然必不可少，模式的推广应用更是至关重要。据此，笔

者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和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对

用户参与的图书馆信息组织模式的现状进行调研，对

模式的可行性进行实证研究。

1 调查背景

随着越来越多的Web 2.0技术被运用于图书馆网

站，研究者开始关注Web 2.0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如张士男选取国内985院校、211院校和图书馆2.0典型

院校作为调查对象，对图书馆2.0应用实践情况进行了

调研[3]，杨晓菲对RSS、Wiki、Blog、SNS、IM等Web 
2.0技术在中美高校图书馆的应用进行了调查[4]。有关

调查显示，美国高校图书馆门户在We b2.0技术的应用

上处于领先地位，不少图书馆成功引入了用户参与机

制[5]。

这些调查研究大都着眼于Web 2.0在图书馆信息

服务工作中的应用。本文在这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聚

焦Web 2.0环境下的图书馆信息组织工作，考察图书馆

应用Web 2.0技术以吸引用户参与信息组织的现状，为

用户参与的图书馆信息组织模式可行性提供依据。

2 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笔者主要通过网络查询，分别对美国30所高校图

书馆、中国985高校图书馆和中国港台地区高校图书馆

应用Web 2.0技术以支持吸引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

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如下：

①  选取调查样本和调查对象。选取美国官方网

站公布的2011年美国大学排名前30的高校图书馆、中

国985工程高校图书馆和中国港台地区高校图书馆作

为调查样本，选择当前较公认的能够支持用户参与图

书馆信息组织的Blog、Tag/Folksonomy、Wiki、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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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ing、OPAC中的标签/评级/评论等Web 2.0技
术作为调查对象，编制调查表格；

② 分别进入各图书馆网站，对各个栏目进行浏览

查找。关注“图书馆介绍”、“图书馆新闻”和“图书馆

服务”等栏目，并通过使用OPAC查询等方式，考察图

书馆应用Web 2.0技术支持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的

具体情况。

③ 借助网站提供的站内搜索功能，以“Blog”、

“Tag/Folksonomy”、“Wiki”等为关键词进行站内搜

索。对于未提供站内搜索的网站，则利用“Google”的

网站搜索功能进行辅助查询，并进一步通过网站提供

的电子邮件和实时咨询等联系方式，向图书馆咨询确

认，确保调查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通过调查，旨在揭示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地

区高校图书馆运用Web 2.0技术支持用户参与图书馆信

息组织的现状，验证Web 2.0环境下用户参与图书馆信

息组织模式的实践基础。数据采集时间为2011年4月10
日—2011年4月20日。

3 中美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现
状调查

3.1 美国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方式

调查

以美国官方网站公布的2010年美国大学排名[6]前

30所高校的图书馆作为调查对象。对美国高校图书馆

的调查在笔者《Web2.0技术在美国30所高校图书馆应

用的调查与分析》[7]一文的基础上重新选取调查对象与

调查技术，保留了“Blog”、“Tags”、“Wiki”等技术，

新增了“Social Bookmark”技术的运用调查，对原有

调查数据进行全面更新，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实

时性。

(1) 美国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方式总体

情况

由表1可看出，在所调查的四种Web 2.0中，Blog和
Tags技术在美国高校图书馆中的运用比例分别为90%
和76.7%，而Social Bookmark与Wiki技术的运用相对

较少，分别仅在6所和9所图书馆得到运用。

(2) 美国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具体方式

分析

① 博客（Blog）技术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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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表1 美国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图
书馆信息组织方式调查

种数

1

3

2

1

3

2

2

4

0

3

2

2

1

2

2

2

2

3

0

4

3

3

2

2

2

3

3

1

2

3

Web 2.0技术

√

√

√

√

√

√

√

√

√

9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Blog Tags
Social 

Bookmark Wiki

博客可用于发布图书馆消息与通知、宣传图书馆资

源和服务，也可作为图书馆和用户交流的平台。由表1可
知，共有27所图书馆开设了博客，居所调查Web 2.0技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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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首位。多数图书馆博客服务都支持RSS订阅，对博

客内容进行了分类，可以评论和检索，并能做到及时更

新。然而，支持标签功能的却不多，仅有6所图书馆的博

客有标签，占22.2%。

调查发现，多数图书馆的博客内容丰富。不少图书

馆将博客和RSS结合起来，利用RSS技术方便快捷地

将发布在博客中的信息告知用户。如哈佛大学图书馆，

读者可通过RSS和邮箱订阅博客内容。还有一些图书

馆利用博客的交互功能，将其作为与读者交流的一个

阵地。如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开设专门博客发布读者的

意见与建议及图书馆的回答，供读者查看和订阅。杜克

大学图书馆博客的评论可供订阅。

一些图书馆开设了多个博客，分别用以组织、介

绍不同专题的信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不仅有各

分馆博客，还为环境科学信息、版画艺术、哲学和宗

教、珍本等特色资源分别建立了博客，以宣传、介绍

这些资源。

② 标签（Tags）技术应用分析

Tag（标签），是由网络信息提供者或用户为信息赋

予一定数量的标签，可帮助用户描述、组织、浏览、查

找所需信息资源。由表1看知，共有21所图书馆使用了

该技术，占70%。多数图书馆将Tag技术运用于博客，

读者可通过点击旁边的Tag来查看相关博文。部分图

书馆将这一技术应用于特色馆藏资源，如芝加哥大学

图书馆鼓励用户对馆藏数字化资源添加标签。宾西法

尼亚大学图书馆的“PennTags”较为典型。用户不仅

可以为馆藏资源添加标签，还可以通过标签云图、标

签列表、标签检索等方式浏览查找标签，从而定位相

关资源。对于热门标签，系统通过字体大小来加以区

别和显示。

③ 社会书签（Social Bookmark）与维基（Wiki）
技术应用分析

Social Bookmark（社会化书签，也叫网络书签），

可以把喜爱的网页/网站随时加入自己的网络书签中，

并可用一些关键词（Tag）标示和整理，与其他人共享。

网络书签不同于浏览器收藏夹的地方在于：用户不仅

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收藏，也可看到他人的收藏内容，

据此寻找兴趣相同的人，关注他们阅读的东西，通过收

藏来发现网络资源；其方便的搜索功能也是浏览器收

藏夹所不具备的。在所调查的30所美国高校图书馆中，

仅有5所图书馆提供用户收藏与分享功能，可见这项技

术在高校图书馆的运用并不广泛。

Wiki（维基）是一种在网络上开放、可供多人协同

创作的超文本系统。它允许任何人创建新网页和编辑

已经创建的网页，进行合作知识生产。图书馆利用维基

可以发动用户对某一知识进行合作创建，也可以鼓励

用户推荐与组织网络信息资源或参与馆藏书目信息的

补充与完善。由于建立Wiki要求的技术比较复杂，管

理起来难度较大，目前仅有9所美国高校图书馆使用了

这一技术，占33.3%。其中维克森大学图书馆的Wiki友
好易用，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Wiki，也可以浏览已有的

Wiki。对于初次接触Wiki的用户，还可以在一个专门的

沙盒进行演练。

3.2 中国985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

方式调查

笔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985工程（含

一期[8]和二期[9]）共39所高校图书馆为调查对象。

(1) 中国985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方式总

体情况

调查发现，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对Web 2.0技术的

应用情况有所不同。如美国高校图书馆较多运用Tags、
Blog、Social Bookmark、Wiki等技术支持用户参与图

书馆信息组织。而中国高校图书馆对Web 2.0技术的应

用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在图书馆OPAC查询系统中提供

评级/评论、热门借阅/借阅排行、链接豆瓣读书等信息

供用户利用图书馆时参考。如果说美国高校图书馆提

供相关技术支持用户直接参与信息组织，中国高校图

书馆则较多地利用用户间接参与信息组织的成果（豆

瓣读书的标签与评论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应

用方式。

因此，笔者在调查中国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

织方式时没有照搬对美国高校图书馆的调查，而是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了“标签（Tags）”、“评级/评论”、

“博客（Blog）”、“热门借阅/借阅排行”、“链接外部

资源”等用户参与信息组织的方式作为调查对象，详情

见表2。
由表2可看出，中国985高校图书馆提供用户参与

信息组织的方式依次是：对信息资源进行评级 /评论

（25所）、热门借阅/借阅排行（14所）、链接外部资源

（17所），分别占64.1%、35.9%和43.6%。提供标签和

博客等参与方式的图书馆相对较少，分别有8所和7所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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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东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湖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南大学

吉林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重庆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兰州大学

东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总计

表2 中国985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方式调查

其他

推荐网络资源、人人网

热门信息

馆员维基平台，可对资源分享、收藏

热门检索词

网志聚合

热门检索词

热门检索词

热门词检索

热门检索词

热门检索词

热门检索词

热门检索词

√

√

√

√

√

√

√

√

√

√

√

√

√

√

√

√

√

17

√

√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

√

√

√

√

√

√

√

8

标签
评级/
评论

热门借阅/
借阅排行

链接外
部资源

Web 2.0技术

图书馆

√

√

√

√

√

√

√

7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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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985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具体

方式分析

① 标签（Tags）技术应用分析

标签（Tags）用于用户对感兴趣的书目或其他信息资

源进行标注，在方便自己的同时，也方便了其他用户对信

息资源的发现与利用。当众多的标签被聚集在一起可以

形成标签云图，即新的分类法——folksonomy。在所调

查的39所985高校图书馆中，仅有8所图书馆提供标签技

术，占20.5%，相对于美国高校图书馆，标签技术在中国

高校图书馆中的运用尚不够普及。部分图书馆在OPAC
检索界面提供热门检索词，供用户参考，其功能和标签

标图类似。共有9所图书馆运用该技术，占23.08%。

调查发现，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对标签技术的应

用方面有所不同。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标签大多用于对

博客文章进行标注和在“图书馆研究指南”栏目中对图

书馆推荐信息资源进行标注。而中国高校图书馆一般

是将标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OPAC检索系统，如复旦大

学图书馆，用户在查询书目信息检索时对感兴趣的书目

添加标签，以便于自己查找和利用。

② 评级/评论技术应用分析

一般用于用户对OPAC中检索的书目信息根据自

身喜好给予评级或评论。以武汉大学图书馆为例，在

OPAC检索系统，用户登录后可以对某一感兴趣的图书

作出评论，同时可给一星到五星的评级。这样，其他用

户再次检索到该图书时就可以参考这些信息，从而帮

助其选择利用。

由表2可看出，该技术在985高校图书馆中的运用

比例为64.1%，在所调查的技术中居首位。提供标签

技术的图书馆，一般同时提供评级/评论技术，如复旦

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四

川大学图书馆和厦门大学图书馆等。也有一些图书馆

没有应用标签技术但可以对信息资源添加评级/评论，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南京大学等

图书馆。

③ 博客技术应用分析

在调查中，有7所图书馆开设了博客，占17.95%。其

中，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

学等高校图书馆开设了综合性图书馆博客。华中科技

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开设了学科博客。

北京大学图书馆开设了“北大图书馆新生空间”博客和

微博，介绍图书馆服务及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技巧。山东

大学图书馆开设了“山东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博

客。清华大学图书馆在“人人网”建立了社区。这些都

是图书馆吸引用户参与，改善用户体验，加强与用户沟

通的有益探索与尝试。

然而，与美国高校图书馆相比，国内高校图书馆博

客数量相对较少，且大多更新缓慢。除了华中科技大学

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学科博客仍在保持更

新外，绝大多数的博客的最后更新日期都是两三年之

前，并且用户访问量和关注度也远不如美国高校图书馆

的博客，应引起图书馆的重视。

④ 热门借阅/借阅排行应用分析

热门借阅/借阅排行是指图书馆对读者的检索记录

进行统计排序，供其他用户参考，是一种用户间接参与

图书馆信息组织的方式。

在所调查的39所985高校图书馆中，有14所高校图

书馆设置了“热门借阅/借阅排行”栏目，占35.90%。以

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其书目检索页面[10]的检索框下

方列出了近期出现的“热门检索词”，点击“更多”进

入“一个月以内的热门检索词(检索次数)”页面，将

检索词按出现的频率排列，供用户参考。在检索框的

上方，有“热门借阅”、“热门评价”、“热门收藏”、

“热门图书”以及“学科导航”（按学科查看该学科

下的热门书籍）等栏目。这些都是以读者利用图书馆

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导航和推荐，能起到阅读推荐

与指导的作用。

调查发现，部分美国高校图书馆也在服务中

应用了该技术。如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

导航（Pr inceton LibGuides）”的页面有“Popular 
Guides”，列出了最热门的10个指南以及每个指南的浏

览次数，起到资源推荐的作用。

⑤ 链接外部资源应用分析

链接外部资源是指图书馆在其OPAC检索系统中，

链接“豆瓣读书”、“百度图书”、“Google图书”、“当

当网”、“卓越亚马逊”等书评或网上书店，当读者检索

某一图书时，可查看这些书评网站或网上书店对该图

书的评价信息，作为自己选择利用的参考，也可购买该

书。这也是一种间接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的方式，因为

这些书评网站或网上商店的书评信息本身是由读者添

加的，图书馆通过链接的方式使用户可参考利用这些

信息，既方便了用户也节约了成本。共有17所图书馆提

供外部资源的链接，占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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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港台地区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

组织方式调查

对港台地区高校的选择，笔者综合参考英国《泰

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公布的2010年世界大学排行

榜 [11]、QS公司公布的2010年亚洲大学排名[12]以及香港

专业教育网及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于2010年发表的

香港最佳大学排名榜[13]，分别选取两地排名靠前，水平

较高的8所高校图书馆作为调查对象。

(1) 我国港台地区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

方式总体情况

在调查的16所港台地区高校图书馆中，香港岭南大

学图书馆没有网站，实际有15所高校图书馆。这些高校

图书馆大都运用了一至两种Web 2.0技术以支持用户参

与图书馆信息组织。总体上看，两地对Web 2.0技术的

应用都不是很普遍，香港地区高校图书馆对Web 2.0技
术的运用比例略高一些。

(2) 港台地区高校图书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具体

方式分析

① 博客（Blog）技术应用分析

港台地区高校图书馆运用博客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香港教育学院

图书馆都开设了综合性的博客，介绍图书馆的新闻与

公告、最新资源与服务动态等。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

的博客较有特色。如交通大学图书馆开设的“阅读浩

然部落格”是鼓励用户共同撰写书评的博客圈。图书

馆把馆藏书目搬到博客中，用户注册一个自己的博客

账号后可以在博客中检索图书，发布书评并管理自己

发表过的书评，也可以对其他用户发表的书评进行回

应与引用等。

② 标签（Tags）技术运用分析

调查显示，共有6所港台地区高校图书馆运用了

标签技术。其中，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

馆、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等四所

高校图书馆可以对书目添加标签和查看标签。而台湾

地区仅有台湾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运用了标

签技术。香港大学图书馆的检索页面可查看相关的标

签和评论，用户登录后可以对图书添加标签和评论信

香港大学图书馆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 

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

香港教育学院图书馆

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

台湾大学图书馆

成功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交通大学图书馆

阳明大学图书馆

中央大学图书馆

台湾科技大学图书馆

中山大学图书馆

表3 港台地区图书馆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方式调查

种数

5

3

3

1

2

1

1

0

3

1

2

1

0

2

1

1

√

√

√

√

4

√

√

√

√

√

√

√

√

8

√

√

√

√

√

5

√

√

√

√

√

√

6

Blog Tags/
Folksonomy

OPAC评
级/评论

Social 
Bookmark

Web 2.0技术

图书馆

√

√

√

√

4

Wiki

香港地区
大学图书馆

台湾地区大
学图书馆

合计



http: // www.dlf.net.cn

2012年第5期（总第96期）�5

用户与服务

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在其检索

结果返回页面的右方显示标签云

图，用户可查看与所检索的主题相

关的标签，点击某一标签后可链接

至以该标签为主题的相关资源。

③ 维基（Wiki）技术应用分析

维基由于其技术要求较高，实

现起来难度较大，对用户的要求也

比较高，因此在图书馆界运用得并

不广泛。本次调查只有香港大学图

书馆的维基（Wiki@HKUL）做得

较好，内容包括图书馆常见问题解

答（FAQ）、分享思想与经历等。

④ OPAC评级 /评论技术应用

分析

图书馆OPAC评级/评论是用户

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的重要方式与

途径，通过对书目信息资源添加评

级与评论，可以加深用户对该信息

的理解与认识，方便自己的利用，同

时也可供其他用户检索时参考，方

便他们选择与利用。在所调查的图

书馆中，共有8所图书馆OPAC系统

提供评级/评论功能。

⑤  社会 性书 签（ S o c i a l 
Bookmark）技术应用分析

尽管社会性书签（ S o c i a l 
Bookmark）已在众多的Web 2.0
网站得到成功的运用，如美味书签 
(http://www.delicious.com/)、天天

网摘（http://www.donews.com/）
等。然而，其在图书馆中的运用并

不普遍，本次调查中，仅有香港大

学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和

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等三所图书

馆运用该技术。如香港科技大学

图书馆，读者对于检索到的信息，

点击页面下方的“share”图标，便

可将该信息分享到“Facebook”、

“Twitter”、“Delicious”等众多国

内外网络收藏账号中，也可发送到

指定邮箱中。台湾大学图书馆的用

户在检索结果的详细显示页面中点

击“Bookmark加入书签”图标可以

通过“书签整合网站（AddThis）”
将信息资源轻松分享到“Google 
Bookmarks”、“Digg”等网络收藏

账户中，随时记录信息并随时通过

网络收藏账户取用。

4 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
组织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

高校图书馆、中国985高校图书馆

和港台地区高校图书馆已应用了一

定的Web 2.0技术以支持用户参与

图书馆信息组织。用户参与图书馆

信息组织已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和

基础。

4.1 用户参与信息组织的

相关技术已得到较普遍应用

调查发现，中美两国高校图书

馆都运用了一系列可支持用户参与

图书馆信息组织的Web 2.0技术。

如中国9 85高校图书馆运用较多

的技术有：“对信息资源进行评级

/评论（64.1%）”、“热门借阅/借阅

排行（35.9%）”、“链接外部资源

（43.6%）”。中国港台地区高校图

书馆运用较多的技术有：“OPAC
评级 /评论（53. 33%）”、“Blog
（40%）”、“Tags / Fol ksonomy
（40%）”。美国高校图书馆应用

较多的技术有：“Blog（90%）”和

“Tags（76.7%）”。这些技术在中

美高校图书馆中都有着相当比例的

应用，说明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

织具备了实践基础。

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支持用

户参与信息组织的技术与方式各

有特色。如美国高校图书馆运用较

多的Web 2.0技术是“博客”和“标

签”，而中国985高校图书馆和港

台地区高校图书馆运用较多的则是

“评级/评论”、“ 热门借阅/借阅排

行”和“链接外部资源”等技术。美

国高校图书馆以用户直接参与信息

组织为主，而中国高校图书馆则以

用户间接参与信息组织为主。

4.2 用户有着较高的参与度

以标签（Tags）为例，作为一种

较典型的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

的技术，标签的形成和积累离不开

用户的积极参与。本次调查发现，

标签技术在中美高校图书馆中都有

运用，且不少图书馆都积累了相当

数量的标签。如图1为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的标签云图，这些丰富的标

签表明了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

与揭示的积极性。 
而国内985高校仅有8所图书馆

运用标签技术，除了厦门大学图书

馆引入标签技术相对较早，用户添

加的标签较多外[14]，其他图书馆用

户添加的标签数量都很有限，因此

国内高校图书馆亟需进一步加强这

些技术的应用推广。

5 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
组织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5.1 用户参与信息组织的

相关技术已得到较普遍应用

(1) 用户参与信息组织方式的

比例和范围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不同地区图书馆对用户

参与信息组织方式的应用程度有着

较大差异。以Tags和Blog为例，两

项技术在美国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

都达到了70%以上，在港台地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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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书馆的应用比例都是40%，而

在中国985高校图书馆应用比例分

别仅有20.51%和17.95%。

其次，在同一地区，图书馆

对不同的参与方式的应用情况也

不相同。如在美国高校图书馆中，

“Blog”和“Tags”两项技术的应

用比例分别达到了90%和76.7%，而

Wiki与Social Bookmark两项技术

的运用比例分别只有30%和20%。

在中国985高校图书馆，“评级 /评
论”、“热门借阅/借阅排行”、“链

接外部资源”三项技术的应用比例

都超过了35%，而“标签”和“博

客”的应用比例仅有20%左右。可

见，图书馆对用户参与信息组织方

式的应用比例不一。

(2) 缺乏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

组织的激励和引导措施

调查发现，虽然不少图书馆都

提供了用户参与信息组织的方式，

但用户的参与度并不理想。如尽管

博客在美国高校图书馆中已得到普

遍应用，但绝大多数用对于博客信

息仅以浏览为主，很少进行回复、

评论或添加标签。再如，在提供标

签技术中国985高校图书馆中，不

少图书馆的标签数量都很少，难以

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用户参与度不高，一方面是由

于图书馆对相关技术宣传推广不

够，用户缺乏了解，自然不会去应

用这些技术与服务，另一方面也是

由于图书馆缺少相应的激励和引导

措施，无法充分调动用户参与图书

馆信息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

此，图书馆必须重视用户参与信息

组织的激励和引导机制，最大限度

地激发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

(3) 缺少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

组织的质量控制措施

调查发现，不少图书馆用户参

与信息组织质量并不令人满意。以

厦门大学知识资源港（厦门大学图

书馆）用户添加的标签为例，在近

30天的热门标签里，排在前三位的

标签分别是：“学术（50次）”、“新

书（33次）”、“待借书（25）”，这

些标签都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对添

加标签的用户或许有一定的帮助，

但对于其他用户无疑起不到参考借

鉴作用。因此，图书馆应采取一定

的措施对用户参与的信息组织进行

质量控制，以保证用户参与图书馆

信息组织的质量。

5.2 改进对策

(1) 重视并充分利用用户的力

量

信息网络环境下，一方面，信

息的创作、发布、传播交流越来越

呈多样化与动态性、草根化与分散

性、合作化与分享性，使得信息数

量海量增长，信息类型与用户的信

息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单靠图书

馆专业信息人员很难对海量信息科

学高效地组织和揭示，必须引入用

户参与信息组织，以共同做好信息

组织工作。另一方面，随着Web 2.0
时代的到来，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

迅速普及并渗透到网络的每一个环

节和方面，以用户为中心、重视用

户需求成为时代主流。图书馆若不

主动适应这一主流，必将被时代所

淘汰。

而调查发现，不少图书馆对这

一趋势感知度不够，如有11所中国

985高校图书馆（28.2%）和2所港

台高校图书馆（13.33%）没有应用

任何Web 2.0技术，还有不少图书

馆仅运用了一项Web 2.0技术。可见

图书馆应重视并充分利用用户力量

做好资源建设与组织服务工作。

(2) 加强对用户的激励与引导

首先，图书馆可以对参与信息

组织的用户给予一定的精神奖励，

如用户参与信息组织质量较高的

可以获得积分，每隔一段时间评出

最佳参与用户，并给予一定的荣誉

奖励等。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吸引

激励用户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的目

的，也有利于图书馆通过激励机制

对用户信息行为进行引导。其次，

图1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标签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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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可以通过对用户的培训教育

达到引导用户的目的。再次，图书

馆员可以作为用户的一员参与到信

息组织中，发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

角色，在和用户共同组织信息的过

程中对用户信息行为进行影响和引

导，从而实现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组

织和引导。

(3) 重视对用户参与信息组织

质量进行控制

图书馆要重视对用户参与信

息组织的质量进行控制。对于用户

组织的信息，图书馆专业信息人员

要进行审核，以保证信息组织的质

量，也可以根据参与信息组织的数

量和质量授予用户一定的等级和权

限，让那些信息组织能力强、有责

任感的用户拥有更多的权限，使他

们能够协助图书馆专业信息人员对

其他用户的信息组织质量进行审校

和控制，分担部分图书馆的工作和

压力。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用户的

力量提高信息组织的效率，也可保

证用户参与信息组织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