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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a发展现状及启示

摘要：Europeana是当今国际上较成功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项目，其通过构建统一的网络平台来整合欧洲

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文化历史资源，为人们提供一站式浏览和检索服务。本文通过介绍Europeana建设

现状，分析其在数字资源建设、技术框架建设、服务体系搭建及项目运作与管理方面的建设特点，提炼我国数字

图书馆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包括树立国际化的合作意识、开放各项建设标准、加强对新技术与新兴产业的利

用和关注及完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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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了一些面

向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项目，这些

项目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探索图书馆、档案

馆、博物馆等机构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构建面向公

共文化服务和数字化服务平台，面向公众共享人类文

化遗产和信息。其中有全球性的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

（World Digital Library），区域性的Europeana，还
有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项目（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 ica）。在这些公共数字文化整合项目中，以

Europeana建设的成效最为显著，其在资源整合模式、

系统框架建设、服务体系设计等方面都取得良好进

展。本文将从数字资源建设、技术框架建设、服务体

系搭建及项目运作与管理四个方面介绍其现状，分析

Europeana建设模式及特点，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相关

建设发展提出建议，以期对未来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

参考。

1 Europeana建设背景

2004年12月，Google启动建造全球最大的数字图

书馆计划，对欧洲各国图书馆产生巨大冲击。为使欧盟

国家的人民充分了解本国历史瑰宝和文化遗产，从而与

Google抗衡，法国于2005年4月组织欧洲19个国家联合

创建数字图书馆，希望在数字图书馆方面形成统一的

欧盟体系。Europeana最初命名为“European Digital 
Library”，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

加入，该名称已不够准确，于是更名为Europeana（拉

丁文，意为“things European”）[1]。国内很多文章仍将

Europeana翻译为“欧洲数字图书馆”或“欧盟数字图

书馆”，本文认为保留“Europeana”的称呼更加贴切。

Europeana建设目标是通过构建统一的网络平台

来整合欧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资源，为人们了解

欧洲历史文化提供一站式浏览与检索服务，实现欧洲

数字文化资源更广泛地传播与共享。项目建设初期的

重点是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2006年年底

已完成6万册图书的数字化处理，2007年完成10万余

册，2008年第一部分数字化图书投入使用，Europeana
正式对公众开放[2]。随后Europeana迅速发展，工作重

心由大量纸质资源数字化逐步转向对数字资源的整合

揭示。截至2015年年底，已有37个国家的3 500个机构

参与，集聚了4 800余万条元数据[3]，在欧洲领先的研究

型大学的支持下，已经拥有集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

三者为一体的资源平台，在现代化、网络化数字资源建

设与服务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2 Europeana建设现状

数字图书馆建设主要涉及资源建设、技术支持、服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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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管理四个部分，国内有学者将四部分的关系用一个

构造图表示（见图1）。服务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

在资源和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管理将各部分有机地连

接和融合。本文对Europeana建设现状的分析将从数字

资源建设、技术框架建设、服务体系搭建、项目运作与

管理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

一种扁平式数据结构，只保留不同数据规则的最基本信

息，舍弃资源的个性化内容。这种方式虽能实现数据规

则的统一，但容易在资源描述过程中出现语义损失。随着

关联数据的发展，Europeana参照METS和RDF等相关标

准和规范，设计了开放、跨领域的Europeana Data Modal
（EDM）数据模型。EDM在保留原有ESE核心元素的基

础上，增加类与属性。这种结构使EDM具有很强的可扩

展性，不仅能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元数据信息，还允许其他

来源的信息对该数据进行丰富和补充，并与很多现有数

据模型（如LIDO、EAD、MARC）建立关联[6]，实现语义

层面的互操作。

从EDM核心类的层级结构看（见图2），包括数据

集合、数字文化资源对象类、资源的数字表现形式类。

Europeana使用聚合关系将所有数字文化资源对象及

其数字表达聚合，构成一个数据集合；此外，EDM构建

了获取对象相关情境信息的实体元素，包括事件、主

体、地点、自然实体、时间范围。EDM主要属性的层级

结构描述了四种资源关联关系：一是聚合结构关系，

用aggregated CHO来揭示与数字资源呈现形式、数据

来源网页相关联的数据集合与数字文化资源对象的关

系；二是资源对象间的关系，包括用衍生、后继、包含等

属性描述资源对象间的相似关系，邻接属性表示资源

对象的序列关系，注释、表现描述资源对象主题关系；

三是事件情景关系，包括事件发生的主题、场所、时

段；四是资源对象主题关联关系，包括主题、类型、实

现、关联等（见图3）[7]。

Europeana在2012年年初实施了关联数据试点，该

试点中发布的关联数据量已超过240万条[7]，资源类型

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资源内容涵盖传

统的书目记录及Web 2.0时代流行的维基百科描述、用

户标签与评论等。作为一个跨机构、跨领域的数字文化

项目，Europeana成功运用关联数据解决了在资源整合

中面临的数据结构不统一问题，其EDM数据模型目前

容纳200多家机构数据，这是Europeana最具代表性的

建设成果。

2.1.3 Europeana版权策略

版权保护与利用是数字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证。在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

到版权问题。Europeana版权策略与世界数字图书馆

类似，是优先开展公共领域作品的服务。但与世界数字

图 1 数字图书馆建设结构[4]

2.1 数字资源建设

2.1.1 数字资源类型与内容

Europeana建立初衷是“用文化让整个欧洲联合起

来”，即通过构建统一的资源平台为人们了解欧洲历史文

化提供一站式浏览与检索服务，在已开展合作的3 500多
家机构中，不仅有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

还包括信息技术相关的企业、国际组织等。Europeana
网站可提供54 204 217条资源的检索[5]，资源类型包括

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以及3D资源等。在形式方

面，不仅涵盖传统的书目描述信息，还囊括Web 2.0时代

流行的维基百科内容描述、用户标签与评论、社交网络

中用户照片及视频等相关内容。这些由各机构长期积累

的资源，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欧洲灿烂宏厚的历史、科

学及文化底蕴。

2.1.2 Europeana关联数据模型

欧洲各国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采

用不同的元数据方案，要对不同标准的元数据进行有

效地组织和管理，需要建立统一的数据规则。为此，

Europeana根据自身数据特点，设计了Europeana Semantic 
Element（ESE）的元数据方案，它是基于Dublin Core的

Europeana发展现状及启示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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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不同的是，由于各成员机构在政治、经济、文化

方面的趋同性，Europeana可借助欧盟组织积极地推动

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版权政策出台，并在成员机构内进行

应用。

首先，优先开展公共领域作品的数字化及服务，

Europeana Strategy 2015—2020提到：“迄今已数字化的

3 000余万册/件作品只占欧洲文化遗产的10%，这10%绝

大部分是属于公共领域作品，不受版权限制”[8]。公共领

域作品多为古代书籍、手稿、艺术作品等，年代久远，数

字化再生性保护的需求较迫切，优先进行这部分资源

的数字化。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版权问题；另一方面，

实现了对文化遗产的及时保护，并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实

现双赢。

其次，重视版权制度的建立和维护，Europeana制
定Europeana Public Domain Charter [9]，规定公共领

域作品合理利用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方针，为公共领域

作品的数字化、服务及长期保存提供工作标准。同时，

积极与欧洲委员会相关机构沟通，推动有利于文化机

构发展的版权条款的出台或修订。如2011年推动“孤儿

作品”的处理原则出台，并协同制定绝版作品的处理办

法；推动版权例外条款的修订[10]；2016年9月，推动欧盟

委员会通过版权法修订条款，确定在欧盟法律框架下

的成员国许可机制[11]。

最后，重视版权信息的服务，促进版权信息声明

的标准化。2015年10月，Europeana发布工作方案白皮

书，确定与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项目及知识共享合作

开展“国际互操作权利声明”项目[12]，目的是为终端用

户提供其平台上作品的版权状态信息，指导用户或机

构合理使用不同版权状态的资源。目前仅与上述两家

机构合作开展，Europeana希望通过此次探索和实践，

能吸引更多机构加入，从而促进全球版权信息声明的

标准化。

图 2 EDM核心类的层级结构

图 3 EDM主要属性的层级结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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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框架建设

数字图书馆建设离不开技术支持。Europeana在建

设过程中，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构建云服务框架，全方

位开展技术合作，创造环境促进新技术孵化。

2.2.1 Europeana Cloud

随着技术应用日益成熟与云计算在图书情报领域

的应用，图书馆的技术架构、业务流程、服务方式发生

质的变化。Europeana于2013年1月正式启动Europeana 
Cloud项目[13]，其目标是实现整体架构向云服务模式的

转变，兼容多机构系统框架及服务需求，具有很强的可

拓展性和交互性，支持更高效的数据存储、共享与服务，

使用户更便捷地获取、分享云端数字内容。

Europeana Cloud架构（见图4）主要包括两种类

型的云，即计算云和存储云。计算云由前端系统和后

端系统两层服务构成，前端服务层按照系统功能性标

准，为用户提供各项数据信息服务，因此又被称为功

能性服务层，主要融合数据处理验证服务、元数据及

内容服务、数据注释服务、标识符服务、通知服务五项

基本功能；后端服务层不直接服务于最终用户，主要满

足系统管理及其他非功能性服务需求，主要融合异步

信息传送服务、登录服务、许可/授权服务三项基本功

能。存储云为计算云中的各项功能性服务提供相应的

存储性服务。

图 4 Europeana Cloud 架构[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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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服务使用端口，后者为服务管理端口。同时，为保

证云服务纵向可拓展性，系统采用Representat ional 
State Transfer软件架构风格。Europeana通过统一技

术支持框架实现数据的循环流通，为终端用户提供完

备的服务功能和云应用工具，实现计算云与存储云的

有机结合。

2.2.2 拓展性技术开发

Europeana是一个融合众多机构的内容建设及服

务组织，不仅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益性服

务机构，还包括创意产业、开发商等盈利性商业组织。

因此，其在系统建设上既要兼顾内容提供方、信息集成

方、终端用户等多方需求，又要兼容各方系统，才能满

足多机构的数据传输及服务需求。

“合作、共建”是Europeana一直秉承的建设理

念，在系统建设方面，合作机构最了解其自身数据特

点，在长期的数据集成、管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为Europeana平台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和

技术资源；在创意产业的技术开发方面，将实现对传统

文化的全新诠释，激发新的文化和商业活力。为支持

云框架下的技术拓展，为技术开发人员搭建实验环境，

Europeana专门设计Europeana Lab网站，提供API等
技术开发规范，展示APP等技术开发成果，促进新技术

的孵化与应用。

目前Europeana API主要包括四种类型：REST-API
（适用动态搜索和查询后台数据）、Annotations API
（适用检索和创建用户批注）、OAI-PMH（允许通过

协议收割Europeana数据）及Linked Open Data（应用

处于试验阶段，主要支持数据库下载和语义搜索，并

通过SPARQL1.1检索Europeana数据）。基于四种API
接口方式，Europeana及其合作机构设计开发了功能多

样的APP程序，并在其网站展示有158个，如Storypix、
Europeana Radio等[14]。

2.3 服务体系搭建

2.3.1 资源全球共享

Europeana建设初衷是让欧盟国家的人民充分了解

本国的历史瑰宝和文化遗产，为用户提供免费无障碍的

资源获取平台。其资源面向全球开放共享，不分时间、

为保证系统的可扩展性，云框架每个功能化模块都提

供两种形式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即客户端API和管理端API。前者是用



2017年第3期（总第154期）50

地域、种族，只要联通互联网即可获取。

同时，为便于不同语言用户检索和利用资源，

Europeana设计开发多语言存取系统，以支持跨语言检

索，目前提供23种语言界面供用户使用[5]，还有机器翻

译功能，致力于跨语言信息检索功能的实现。项目前期

已实现需求量最多的6种语言跨语言信息检索功能，包

括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随

后将加入荷兰语、葡萄牙语、瑞典语和匈牙利语等。

2.3.2 服务分层设计

在服务策略的设计方面，Europeana一直将其与

Google、Flickr等商业网站的区别作为竞争力，即提供

权威、原始的欧洲文化信息资源，建设欧洲最大的文化

遗产仓储库。基于巨大的文化宝藏，在其利用和开发方

面，Europeana紧密结合市场需求，主要服务于三类群

体用户。

第一类群体是专业用户，即成员机构。截至2015年
年底，该群用户量已达3 500个，目前还在持续增长。

Europeana建设专门的服务网站Europeana Pro，面向全

球介绍其机构合作机制及操作步骤、相关规范文档、

最新机构动态等信息，目标是为机构用户提供更便捷

的参与途径、更详实的数据统计内容、更多的项目建设

与商业合作机会。

第二类群体是终端用户，即普通公众。Europeana 
Collection网站是面向终端用户的服务网站，目前提供

54 204 217条数据的检索及查询服务[5]，类型涵盖图书、

音视频、美术作品、手工艺品等多种资源类型。除资源

检索外，还重点开展专题资源建设，对资源内容进行

深入挖掘和展示（如欧洲音乐库、欧洲美术库、1914—
1918年的欧洲史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人们信息获

取的方式，Europeana及时捕捉这些变化，积极探索社

交媒体资源（如Wikipedia、Pinterest等）的推广渠道，

使文化遗产以熟悉的方式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学习

和研究。

第三类群体是开发者和企业界，或称为创业产业

相关的机构。将创业产业作为服务对象，是Europeana
创新性的一个体现，也将是项目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目前，创意产业占欧洲经济的3.3%[6]，而文化创意产业

将在未来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为此，Europeana创建

Europeana Lab网站，提供各种开放API的接口文件，为

需求方的系统开发和服务创新提供孵化环境。通过与

创意产业融合，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向新兴产业渗透，促

进欧洲旅游业发展，激发新的商业理念、创造就业机

会，为文化历史遗产找到更好的现代诠释途径。

2.4 项目运作与管理

2.4.1 多样化经费运作方式

Europeana是拯救欧洲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工程，

其发起和建设得到政府机构的支持，主要资金来源于

欧盟的融资项目“联通欧洲设施”资助。但后期随着欧

洲经济环境的变化，联通欧洲设施将其每年资助额度

由90亿欧元降低到10亿欧元[6]。巨大的经费削减迫使

Europeana改变其资金运作方式，多途径运作实现开源

节流。

从供给侧讲，将合作者变为共有人或投资方。向

Europeana投资或提供数据的机构，会根据投入获得相

应权限的服务（如获取高质量数据、高效数据传输和更

广范围的资源推广）。通过资金或资源交换服务方式，

以节约Europeana事业发展的必要开支。

从需求侧讲，将用户变为顾客。作为公益性机构，

Europeana并不排斥商业运作。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开

展系列咨询服务（如世界其他地区的数字图书馆规划

与建设咨询、电子书等新产品开发咨询、文化旅游咨询

等）。通过这些创收方式为Europeana开辟新的收入渠

道，实现收入开源。

从自身角度讲，理顺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将

其核心服务的开支控制在1 000万欧元/年，主要包括数

据整合设施建设、云平台设施维护及机构运作的日常事

业经费等，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日常支出的节流。

2.4.2 精简高效的运作管理

Europeana是一个分散的基于网络的国际性合作

组织，要集合众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必须有一套科

学高效的运作和管理机制。Europeana本部位于荷兰海

牙，有50名员工负责联络、协调、项目推进等日常事务

管理；17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运作及未来发展相

关的政策问题评估和决策；成员联合会是代表成员机

构利益的松散组织，由来自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规

模接近100人；在成员联合会中选出25人组成成员委员

会，代表成员利益，与管理委员会一起承担重要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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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15]。随着Europeana经费的缩减，将进一步改进和

简化管理策略，扩大成员委员会的职责范围，由其负责

Europeana整体事务的推进，管理委员会负责发展策略

及资金、法律等政策性问题的决策，而具体的执行工作

则根据项目情况由不同组织或机构分组、分阶段负责。

Europeana虽有政府背景，但在管理上实现高度自治、

自主决策，委员会使其机构决策更加科学民主，能够充

分代表成员机构利益；精简机构，降低运营成本，使运

作更加高效。

3 建设特点及启示

Europeana是当前发展较成熟的公共数字文化建

设项目，其在实现跨机构、跨领域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研究和学

习的典范。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主要归结于四个方面

原因。

3.1 国际化合作意识

Europeana在文化及信息传播方面有重要意义，通

过互联网可将欧洲各国文化、历史珍宝在世界范围内

共享，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成员机构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和技术交流。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逐步提

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和使用中文。我国的数字图

书馆建设应树立跨国意识，建立中华地区中文资源共建

共享的理念。如降低现有网站资源的可获取门槛，加大

免费资源开放比重，使国外用户不必通过身份证等认证

程序即可获取和使用资源；注重网站外语语种尤其是英

文界面的建设，消除语言障碍。此外，从更广泛的程度

看，应拓展国际合作，在已有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基础

上，联合世界各地中文文献、文化遗产机构，建设中文

文化资源保存及服务平台。应借鉴Europeana的经验，加

强国家政府组织的领导作用，同全球各地区的图书馆、

博物馆、档案馆开展合作。除日本、韩国等技术实力较

雄厚邻近国家外，东南亚国家普遍缺乏数字资源建设与

管理的物质条件，我国应取长补短，在现有公共文化服

务成果基础上，搭建资源整合的必要平台以提供资源建

设标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多媒体服务，联合

具备条件的国家共同建设与共享中文数字资源。

3.2 全面开放发展理念

开放性是Europeana的灵魂所在，贯穿其项目建设

的各环节设计和实践。在元数据建设方面，其EDM模型

被设计成跨领域、可拓展的语义互操作框架，兼容多种

领域标准，所有数据最终以开放关联数据的形式发布，

其数据标准都是公开透明的，以鼓励更多的机构参与

EDM建设和完善。正由于该模型的成功设计，才使跨机

构资源深度整合成为可能。在技术应用方面，采用云系

统架构，保证系统功能的可拓展性。项目涉及的技术多

采用开源技术，并且开放各自API接口，所有技术标准的

文档都可自由获取，促进机构间的系统对接与服务再开

发。在资源服务方面，所有资源均可在全球范围内免费

访问，并且持续通过优化版权方案开放更多资源，通过

社交网站、设计服务APP等多种方式贴近用户需求，通

过向创意产业的渗透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

我国于1996年开始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研究与实践[4]，

但数字图书馆建设曾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环境，各建设

机构间协作较少。近年来，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者意识

到开放协作的重要性，正逐步向协作建设、开放共享转

变。如在国家层面建设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国高等教育文

献保障系统、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公共文化领域的国

家数字文化网（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

广工程等；在区域层面建设了公共图书馆联盟，如西北五

省图书馆联盟等。各机构在资源技术共享、服务合作等

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相互间的黏合度和共享度并不高。

机构间资源元数据标准不统一，导致多数资源检索都仅

限于特定馆藏搜索，不支持跨类型、跨机构的资源发现；

各业务支撑系统技术标准封闭、可扩展性较差，影响数据

传输和利用；服务推广方式较传统，对用户需求把握滞

后，用户黏性有待提升。数字图书馆本质是互联网应用，

我国数字图书馆在未来发展中，应更多融入开放共赢的

互联网思维，创新建设理念，打破机构间壁垒，在全国范

围内搭建一个广泛参与的分布式平台，使各种资源在开放

的环境下根据一定的规则实现共享，同时允许用户通过

各种应用获取和共享资源，通过开放标准、开放技术、开

放服务实现数字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3.3 对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关注

Europeana一向重视技术的应用，通过新技术降低

Europeana发展现状及启示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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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本，提升服务效益。通过建设Europeana Lab平
台，为技术开发人员提供实验环境，组织开发人员的竞

赛活动“编程马拉松”、APP竞赛等，促进新技术的孵

化和应用。创意产业作为现代新兴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

有越来越重要的份额，Europeana将创意产业用户作为

重要目标用户，为其提供相应的资源与服务。Europeana
对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关注、应用，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

会紧密结合，才焕发勃勃生机。

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一直存在重资源轻技术的

问题，数字图书馆技术力量薄弱，在技术建设上存在

“拿来主义”，缺乏对技术的深度开发，导致在关键问

题上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同时，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主

要由政府主导建设，注重服务的公平性、公益性和均等

性，缺乏对市场的关注，导致图书馆与用户需求脱节，

影响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应加强

对技术的投入和培育，充分融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

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实践变革，创造有利于技术人员成

长的环境，促进技术创新。同时，注重调动相关行业的

优势力量，强化与技术行业、数据供应商、出版商等机

构的合作，取长补短。注重市场和新兴产业的变化，在

以公益性无偿服务为主的前提下，适当辅以市场化运作

手段，不断充实自身业务流程，促进公共数字文化向新

兴产业的渗透和流动，实现资源、技术的协调共享，提

升服务能力和运作效率。

3.4 科学化机构运作与管理

Europeana机构采取扁平化管理，强化成员委员会

的机构职责，将具体执行工作分散到相应成员机构，这

种组织方式一方面在决策中代表了成员机构利益，保障

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精简机构规模，节约事业性

经费的支出，保障项目的执行效率。我国数字图书馆间

合作，尤其是公共图书馆范畴内的合作主要由政府主导

与出资，通过政府行政强制力保障实施，这种方式为项

目建设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也保障图书馆的广泛参

与，但由于不同合作机构的体制、机制所限，导致项目

在执行过程中推进速度缓慢（一些建设计划不得不采

取折中的办法，甚至搁浅）很大程度上影响项目的建设

效果。我国数字图书馆在未来合作方面，应尝试创新合

作方式，将更多的决策权留给成员机构，促进项目的规

范化管理；此外，在资金支持方面，应鼓励基金会、行

业协会、专业机构及个人投资项目建设，鼓励和引导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拓宽经费来源，优化经费结构，推动

项目建设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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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流会

征文通知

为了探讨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

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拟于2017年9月在北京召开第八届“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

术交流会”。现在面向国内图书情报界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征文。具体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一、会议主题

欢迎广大图书馆学、情报学、出版传播相关研究、教学人员，及相关信息组织技术人员踊跃投稿。会

议将评选优秀论文，并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颁发优秀论文荣誉证书。优秀论文将推荐到《数字图书

馆论坛》上发表。

二、征文要求

1．文章要求：观点明确、主题突出；必须为未经发表的论文；统一用A4纸排版，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供

Word格式文档；正文字数应控制在4 000—8 000字。

2．来稿请提供：中英文题目、中英文作者及单位、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论文后请

附作者简介，包括作者单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等。

3．截稿日期：2017年7月31日。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覃艳  吴雯娜                                  电话：010-58882369
征文邮箱：KOLink@istic.ac.cn                   会议网址：http://168.160.16.186/conference

1．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研究

2．知识组织系统构建与应用

3．分类法、叙词表、本体等研究进展

4．元数据管理及其标准应用

5．大数据中数据的清洗、组织和分析

6．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发展

7．语义关联与语义出版

8．数字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与技术

9．科学计量、引文分析与专利分析

10．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

11．云计算与微服务

12．用户分析与个性化服务

13．知识图谱及可视化分析

1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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