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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分析图书馆建设会议资源的必要性为起点，介绍众包模式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特征，阐明众包

对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意义，结合会议资源的特点提出图书馆会议资源众包方案，并从参与用户、参与模式、阶

段任务3个角度细化方案设计，以此构建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图书馆会议资源众包平台，着重探讨系统框架结构、功

能设计、技术选型等关键问题，以期为图书馆开展会议资源众包及平台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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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源是国家科技情报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它反映学科前沿

动态，为了解各国科技水平、预测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无论对企业、教育科研机构还是政府来说都至关重要。

但实际上，由于出版流程复杂、管理标准各异、获取途

径有限，会议资源的流失问题十分严重。

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用户参与式资源开发模

式——“众包”逐渐引起图书馆界的关注。众包以社会

化协作的方式将用户融入资源建设与服务中，其开放、

集成的独特优势可以打破图书馆组织边界，拓宽会议

资源建设渠道，缓解会议资源建设资金不足、人员短缺

的现状，有效提升资源利用率和服务水平。与国外丰富

的应用相比，国内图书馆对资源众包的讨论还停留在

方案设计、经验分享上，对资源众包平台建设、技术选

型方面的关注稍显不足。

微服务是近几年开始流行的一种软件系统架构，

其核心在于将单个应用程序分解成若干可独立运行的

小服务，这些服务围绕不同的业务逻辑建立，独立部

署，服务之间采用轻量级协议进行通信。相比单一的系

统架构，微服务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技术上，还体现在

业务和组织上[1]，具有易开发、易维护、多技术支持、扩

展灵活、可复用等优点。

会议资源建设的复杂性使得用户对众包平台功能

的要求不断增加，传统的系统构架已经无法适应资源

众包多任务场景的需求，而微服务能够快速构建标准

的功能模块且支持模块的拓展，恰好能为众包平台的

开发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鉴于此，本文将会议资源建

设与众包模式结合起来，通过构建基于微服务架构的

会议资源众包平台，深入探讨图书馆会议资源众包的

实现路径，为改善会议资源建设现状做出新的尝试。

1  图书馆建设会议资源的必要性

会议资源是指学术会议中形成的学术论文、科技

报告、会议演讲稿等一系列资料。作为资源服务机构的

代表，图书馆开展会议资源建设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

1.1  提高会议资源利用率

会议资源基数大、种类多，但流通范围十分有限，

属于灰色文献，国家图书馆曾明确灰色文献的搜集范

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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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会议资源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经过图书馆界

几十年的探索，灰色资源整体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是

会议资源情况特殊，建设水平仍较为落后。一方面，会

议资源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导致这些资源在会后无法顺

利出版，造成重要情报的流失；另一方面，受到出版机

构、检索工具等条件的限制，即便是顺利出版的资源也

很难得到有效利用。为此，图书馆应加大会议资源开发

力度，通过合理的宣传来提高用户的资源意识，帮助拓

展会议资源的开发渠道，以达到提高会议资源利用率

的目的。

1.2  实现图书馆服务创新

图书馆发展经历了以资源为中心和突出开放借阅

的第一代、第二代图书馆，现在已经进入以服务为中心

的第三发展阶段[3]，各地图书馆正借助先进技术积极

探索资源服务的新模式。但是，馆藏资源的同质化和单

一化仍是当前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障碍[4]，这对图书馆服

务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让会议资源作为科学数据

的重要补充，能够使图书馆服务内容多元化，同时促进

图书馆资源服务创新。

1.3  增强行业竞争力

图书馆想要突出行业地位，保持核心竞争力是关

键。资源定位观认为，具有独特、持久、专用、不可替代

的资源是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5]。但是，随着用户数量

和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商业化的服务机构加入市场，

这些机构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服务针对性强，专业化程

度高，对图书馆界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在这种

情况下，将会议资源容纳入馆藏资源建设体系，可以提

高图书馆行业竞争力，提升其在严酷市场环境下的生

存力。

综上所述，做好会议资源的建设工作，既是图书馆

长期发展的业务需要，也是实现科学资源共享的责任

担当，图书馆有必要重视会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解

决图书馆资源流失、实现服务创新、增强行业竞争力提

供支持和保障。

2  众包在图书馆资源建设中的应用

2.1  图书馆资源众包的概念

2006年6月，Howe[6]在《连线》杂志上正式提出众

包的概念，认为它是一个公司或机构将过去由员工负

责的业务以公开、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大众的做

法。众包的本质是基于价值共创理念，充分利用大众的

知识盈余来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一个众包项目由发

包方、接包方和众包平台组成，发包方根据需求设计任

务，然后借由网络平台发布，接包方利用自己的空闲时

间参与任务，创造内容，解决问题。众包模式最早应用

于商业领域，企业依托互联网将社会资源以极低的成

本汇聚起来用于企业生产，后来这一做法被数字人文、

公共卫生、旅游交通等众多领域借鉴使用。

将众包应用到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就是以图书馆为

发包主体，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共同完成资源建设，

该模式一经引入就在图书馆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在国

外，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伦敦

大学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芬兰国家图书馆等都

有过应用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国内，上海图书馆

在这方面实践最多，学界则更集中于理论研究：国外

众包经验介绍[7]或是针对众包方案中的某个环节进行

设计，如方案策略[8]、质量管理[9]、激励机制[10]、风险

控制[11]等内容。

2.2  图书馆资源众包的种类

根据任务性质的不同，图书馆常见的资源建设众

包类型有转录与校对、情境化、补充收藏、分类、联合

策展和众筹[12]。李书宁等[13]指出图书馆数字馆藏建设

的三大类实践，即资源征集与整理、数字化资源光学

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错

误校正和数字资源组织描述。资源建设经历收集、加

工、维护更新，每个阶段所对应的众包任务各有侧重。

资源收集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补充收藏，有图书馆采

用“用户决策采购”模式邀请读者发现并获取图书馆

未收藏的资源，还有图书馆采取自愿捐赠的形式向公

众征集资源。资源数字化转录也是征集数字资源的重

要手段，而且该任务通常与资源校对工作（如OCR错误

校正）同时完成，因此也属于资源加工的范畴。除此之

外，资源加工的任务具体还包括元数据方案制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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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与标注、资源分类等，这些任务一般需要用户为内

容添置tag标签从而实现资源的描述，方便资源的检索

与利用，对用户的专业能力有较高的要求。由于资源更

新速度快，图书馆很难时刻关注数据库的变化，资源或

设备中任意一方出现故障都会导致资源建设工作功亏

一篑，所以资源维护的目的就是要联合用户一起关注资

源的变化情况，及时发现漏洞和更新数据，保证图书馆

资源的正常运行。通过总结发现，虽然众包类型各不相

同，但它们都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工作量大，任务可拆

分，需要大量用户参与；单个任务相对简单、耗时短、具

有趣味性；以特色数字馆藏建设为主。

2.3  图书馆资源众包平台的构建模式

众包平台作为连接接包方和发包方的桥梁，其系

统性能、功能设计直接关乎众包的效果。目前常见的众

包平台包括自建平台、第三方平台和嵌入式平台。自建

平台根据众包需求自行建立，如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

的边沁手稿录入项目[14]和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档案抄

录[15]及家谱项目[16]等。自建平台严格依照众包方案单

独建立，所以系统性能相对完善，具有很好的扩展性，

但是单独开发的成本较高，与图书馆服务平台的联系

较少，服务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也有部分图书馆避开

系统开发的程序，直接选择成熟的专业平台即第三方平

台发布众包项目，如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澳

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Flickr平台上开展的图片众包项

目。[17]第三方平台虽然拥有用户基础，但是受限于自身

功能的自定义、针对性弱，图书馆的一些特殊要求不能

得到满足。嵌入式平台直接依托图书馆网站来进行构

建，将众包功能与读者服务融为一体，如澳大利亚国家

图书馆的数字项目[18]、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餐厅菜单转

录项目[19]、芬兰国家图书馆的Digitalkoot项目[20]、新加

坡南洋技术大学图书馆的中国旗袍项目[21]。嵌入式设

计可以节省系统开发费用，但平台的普适性较弱，需要

针对众包类型分别进行开发。

2.4  众包对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积极意义

第三代图书馆注重人的需求，追求多样化、智能化

的读者服务，对图书馆的空间特征、形态特征和服务特

征[22]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众包作为一种无限开放、全民

参与、无组织边界、智慧创新[23]的工作模式，对推动图

书馆实现组织与服务变革，提升图书馆社会影响力具

有重要的价值。第一，与急速增长的数字资源相比，图

书馆的人力资源储备显然已经无法应对烦琐的业务需

求。管理者迫切需要从封闭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主

动向公众寻求帮助，借助社会力量来解决组织的内部问

题。众包通过提供较低酬劳的方式吸引公众参与图书

馆建设，以较低的预算换取更大的回报，不仅可以降低

运作成本，还可以减少待处理工作的堆积。第二，以用

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逐渐流行，图书馆的服务重心开始

发生转移，管理者更多地关心“用户是谁”“用户喜欢什

么”“用户如何评价”等问题，与用户互动的需求逐渐

增多。而众包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提高用户的参与度，

为图书馆搭建一个与用户沟通交流的平台，让管理者有

机会在与用户交互的过程中了解用户的真实想法，这是

以用户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第三，以众包的方

式参与资源建设，将图书馆置身于公众视野之中，通过

与读者、机构合作建立情感纽带不仅可以吸引一批具有

相同文化观念、忠诚可靠的用户群体，还能帮助图书馆

树立开放、亲民的组织形象，从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影

响力和行业竞争力。

3  基于众包模式的图书馆会议资源建设
方案

综上所述，在参照国内外图书馆众包的成功经验

后，结合我国会议资源建设的特点，笔者提出一个基于

众包模式的图书馆会议资源建设方案，旨在巩固图书

馆会议资源建设，加快实现多源异构的会议资源的深

度融合，实现会议资源更高水平的共建共享。

3.1  参与方与众包平台的选择

与一般的商业化众包模式不同，会议资源专业性

很强，因此接包方的选择不是任意大众，而是具有一定

专业背景的个人或机构。其中：个人主要是参会人员和

具有经验的专家；机构主要是会议的主办方和承办方，

包括学协会、出版社、科研机构、图书馆等。众包平台

的构建以图书馆官方网站为基础，嵌入新的众包服务

设计。嵌入式设计的优势在于：①官方网站拥有一定知

名度和用户基础；②与第三方平台相比，用户更熟悉原

系统，参与者不需要额外的培训或只需经过简单的培训

就可以熟练使用系统进行操作；③在系统内部完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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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仅方便命令的执行与反馈，还能避免跨系统传输可

能造成的数据损耗，方便数据的整合与利用。

3.2  参与模式的选择

传统的众包模式分为竞赛众包和协作众包，竞赛

众包强调最优方案的选择，而协作众包强调方案的聚

合[24]。会议资源建设涉及资源采集、数据加工、资源出

版和资源维护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任务性质存在差

异，因此模式的选择必须具有针对性。资源的采集、出

版和维护阶段的任务内容明确，难度适中，应该利用协

作众包集思广益。在协作模式下，机构众包和个人众包

同时进行且始终保持互动，图书馆作为众包的领导者，

不仅要负责任务的策划、发布和回收，还要主动协调二

者之间的工作。相对而言，数据加工阶段的任务复杂，

对结果质量要求严格，所以应该选择竞赛众包，通过比

较从众多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防止因某一部分工作

的失误影响众包整体的质量。众包的参与主体及角色分

工见图1。

图1  会议资源众包理论运行框架

图2  会议资源众包建设流程图

3.3  阶段任务的划分

会议资源建设流程以及各阶段的具体任务见图2。

OA

3.3.1  资源采集

采集资源是会议资源建设的第一步。借助个人和

机构的力量可以扩大会议资源采集的范围和深度，尤其

是在采集灰色文献资源时众包的优势更加突出：用户可

以将自己从互联网、专业数据库、出版社和会议现场获

得的会议资源上传，而这些资源是图书馆很难凭借自身

努力获得的。预处理的目的是规范会议资源的形式和内

容，通过人工转录或者OCR识别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化

成结构化数据或半结构化数据，充分评估内容的相关

度、完整度后对数据进行筛选，这部分工作枯燥烦琐，将

其拆分成简单的小任务交给广大用户处理可快速完成。

3.3.2  数据加工

建立元数据标准是数据加工的前提，只有规范抽

基于众包的图书馆会议资源建设模式研究罗小路，叶飞，程秀峰



2021年第10期（总第209期）20

取出题名、责任者、会议名称、会议时间、举办机构等关

键信息，才能进行资源的组织和检索。受图书馆条件的

限制，编目人员对标准理解的差异容易导致著录格式混

乱，给普通用户的检索带来困扰。而在众包模式下，用

户有机会参与会议资源元数据标准的制定，以用户生成

标签的方式对会议资源的名称和内容进行揭示，然后以

此为标准进行资源分类、名称规范、实体标注等操作。

这一模式除了能够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弥补图书馆思维

的局限性之外，还有利于加深用户和图书馆双方对资源

编目规则的理解，提高会议资源的查准率。

3.3.3  资源出版

众包所得资源包含已正式出版和未正式出版两种

类型，资源出版是针对后者而言的。在这方面开放式的

出版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会议资

源老化速度快，重视程度低的问题。但是现阶段会议资

源开放出版的参与度不高，各大机构还处于分散经营、

各自出版的状态，会议资源难以集中获取。引入众包就

是为会议资源集中式开放出版创造条件，图书馆一方

面借助活动宣传提高出版方对会议资源的关注度，另一

方面聚集出版商、学协会等机构形成会议资源开放出

版联盟，统一规划会议资源开放出版的流程和保障机

制，使会议资源得到集中、有序出版，进而保障资源的

质量与版权问题。

3.3.4  资源维护

会议资源开发重视资源的采集、加工、出版，却容

易忽视资源维护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数字资源的飞速

膨胀也给会议资源的稳定存储带来不小的挑战，如果

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保存，将会使会议资源陷入“藏而

无用”的尴尬境地。图书馆应该利用众包广泛召集用户

搜集、追踪会议动态信息，从公众的视角挖掘会议资源

中的潜在价值，通过补充会议资料、处理失效链接、解

决版权纠纷等途径实现会议资源的维护与更新，降低

网络、技术和人为因素对会议资源数据库的干扰，确保

馆藏资源在任何环境下都具有长期可用性，能为会议

资源的循环建设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众包方案是开展众包活动的基础，但是方案的具

体实现还得靠众包平台来完成，可以说，构建众包平台

是众包方案的核心。从平台的应用场景来看，会议资源

众包平台不仅要支持资源采编、流典等常规的资源服

务项目，更重要的是支持众包任务的交互、流通和管理

项目。因此平台的设计要兼顾图书馆的传统服务需求

和众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根据众包进展灵活调整。传

统的单体应用架构开发周期长、维护成本高，模块僵化

等因素都会严重阻碍众包的执行，而微服务架构采用

高内聚、低耦合的组件化开发方案，不仅能降低系统开

发和维护的难度，还能有效提升系统的性能。将微服务

架构应用于图书馆会议资源众包平台设计，把原本固

化的业务系统打散成多个开放、灵活的微服务模块，就

可以更好地应对众包不断变化的场景需求。

4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图书馆会议资源众
包平台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图书馆会议资源众包式设计契

合第三代图书馆“以用户服务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遵

循开放、兼容、协同、灵活、自主的设计原则，目标是建

立集众包业务管理和众包用户服务于一体的图书馆微

服务平台。

4.1  平台总体架构

平台采用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前端负责界面呈

现与用户交互，后端负责业务逻辑和数据存储，总体设

计参考FOLIO架构[25]，由系统层、网关层、应用层、界

面层构成，整体架构见图3。
（1）系统层：负责数据存储、索引、日志和配置管

理。底层数据包括资源数据（图书、期刊、图片、音视

频等）、用户数据（名称、身份、联系方式等）、日志数

据（用户访问、操作、接口数据等）、业务数据（采集、

编目、流通、典藏等）和统计数据，数据存储统一采用

MySQL（事务型数据库）和MongoDB（元数据库）。

（2）网关层：OKAPI核心网关，提供代理服务、

发现服务和部署服务 [26]，主要职责为身份验证、负载

均衡、日志监控等。具体而言，获取模块、租户、接口信

息，并完成注册；在平台接收到服务请求后，根据服务

内容调用相应模块对应的接口，然后将接口响应信息返

回给服务请求方。

（3）应用层：针对众包需求建立的微服务，各个模

块之间相互独立，允许使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开发，开发

完成后将统一注册到OKAPI网关。在不同的众包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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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OKAPI网关根据任务场景实现应用模块的灵活调

用和配置，搭建出能同时满足任务共性需求和个性需

求的系统环境。也可以根据任务的执行情况随时开发新

的功能模块，对原有模块进行二次开发或接入第三方

应用，使平台服务功能始终能够满足项目的发展。

（4）界面层：将应用层模块封装成面向不同类型

用户的访问界面。基于B/S架构的平台允许多种身份用

户的接入，通过请求OKAPI网关实现平台应用的调度，

协助用户完成系统操作。

4.2  平台功能设计

平台强调服务功能与用户需求间的契合，以解决会

议资源建设问题为导向，协助众包方完成会议资源的

收集、加工、整合，形成规范化的会议资源库，为图书

馆会议资源服务提供帮助。系统功能应该包含但不局

限于用户管理、资源开发、任务交互、消息流通、参考咨

询、数据分析，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可以根据设计规范接

入已有应用，由平台根据用户需求和项目进展随时调整

布局。 
（1）用户管理。提供访问登录入口，用户只需经过

身份认证，系统就会为其分配相应的操作界面和使用

权限，该模块通常与图书馆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用

户管理模块记录用户的基本信息、联系方式和项目参

与情况，允许接包方按规定编辑、修改个人信息，方便

管理人员进行统计和查询。

（2）资源开发。负责资源采、编、流、典。支持纸、

电、多媒体资源的上载，提供接口与第三方数据库实现

资源同步。通过模块间协作完成多源异构资源的格式

转换、内容标注和数据关联等操作，将结果同步存储到

图书馆已有系统，保持众包平台与其他平台的数据一致

性，实现资源的互联互通。

（3）任务交互。具体包含任务发布、任务申请、任

务检索、任务推送、任务评价等功能。以任务列表的形

式发布众包任务，列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显示，用户可

以自由浏览并选择申请；允许用户以会议名称、学科领

域、资源类型、任务性质、发布时间为关键词进行任务

检索，帮助用户直接查找感兴趣的任务；根据用户注册

信息和历史数据为用户推荐与其兴趣、专业相符的任

务，提高任务与用户的匹配度；系统展示任务结果，供

用户查看下载或对内容进行评价标注。

（4）消息流通。集中接收和处理系统消息，包括任

务通知、到期提醒、社群消息、好友申请等。

（5）参考咨询。设置留言板或使用聊天工具为用

户提供咨询服务，帮助解决众包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提升工作的效率。建立用户社区，将众包用户组织

在一起形成横向的合作模式，针对众包中非专业性、难

度较低的基础性问题，通过用户间的讨论相互解答，用

户对情报获取和社交的需求也可以在社区互动中得到

满足。

图3  基于微服务的图书馆会议资源众包平台架构

API

基于众包的图书馆会议资源建设模式研究罗小路，叶飞，程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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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是在实现基础功能之

上，对微服务平台功能的拓展。该模块基于数据挖掘和

智能分析，深入挖掘日志数据、业务数据、用户数据中

潜在的价值，根据管理与服务需求定期生成各类统计

报表和分析报告，为众包方案决策和效用评估提供数

据支持。

4.3  关键问题及技术实现

4.3.1  用户界面呈现

采用React和Ant Design框架实现界面呈现和用

户交互。React起源于Facebook公司的内部项目，已经

由最初的前端Javascript MVC开发框架发展成适用于

前后端开发的Web App方案，React最大的优点在于能

够以组件化的方式快速搭建前端页面，当数据更新时

自动渲染界面。Ant Design是蚂蚁金服开发的一套基

于React的UI库，提供模块化的设计原则及代码解决

方案，可以让设计者专注于UI设计，满足多终端用户

的需求。

4.3.2  统一身份认证

平台采用CAS（Central Authentication Service，
中央认证服务）协议来实现用户信息验证和单点登录。

CAS是美国耶鲁大学研发的一个单点登录项目，结构上

包含两个部分：CAS Client客户端和CAS Server服务

器端。当用户通过登录页面提交登录申请时，客户端会

将接收到的HTTP请求与Service Ticket中的信息进行

比对，若未找到相关信息则说明该用户是第一次登录，

然后客户端就会将用户请求以及访问地址转到服务器

端进行用户认证，认证成功后用户就可以进入系统。

4.3.3  元数据管理

众包平台遵循微服务架构数据管理的域敏感[27]，

每项应用对其租户建立单独的业务域（如采集域、编目

域、流通域）进行数据存储，业务域之间依靠Codex方
案进行链接与整合。Codex是FOLIO定义的一个标准的

虚拟化元数据模型，它参考BIBFRAME2模型和DC元
素形成了一套最小元素集来描述不同域、不同种类的资

源，每个域可拥有自己的元数据方案而不需要与其他域

保持一致，只需要与作为数据注册中心和数据链接中

介的Codex进行交互，就可以消除不同编码、不同格式

和不同存储位置数据间的隔阂，实现元数据集成和资

源统一检索。

4.3.4  微服务部署

Docker技术是一个开源的虚拟化引擎，它通过资

源隔离将应用、依赖以及一切环境配置打包在一起，为

其创建可移植、轻量级的容器。基于Docker技术的微

服务部署方式就是将服务打包成容器的镜像，实现虚

拟化，然后将服务实例部署在容器中，方便随时取用。

开发者利用Docker构建好应用镜像后，可以在其他环

境中使用相同的镜像，不需要重复配置，实现“一次封

装随处运行”。利用Docker技术可以解决微服务细粒

度、多进程所导致的应用部署难的问题，实现系统的灵

活部署和持续交付。

4.3.5  服务间通信

OKAPI网关层设计使用Vert.x框架，官方对它的

定义是基于事件驱动的异步非阻塞的网络框架，支持

多种编程语言，如Java、JavaScript、Python等。Vert.x
可以用很少的内核线程来处理大量的并发事件，多线

程无阻塞的特点能够保证OKAPI网关具有高性能。微

服务以RESTful API实现网络通信。RESTful API是基

于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的数据访

问接口设计，REST是Web服务的一种架构风格，支持 
HTTP、TCP/IP等广泛流行的标准和协议，当客户端发

出请求时，RESTful API通过调用接口向服务端发起

HTTP数据请求，服务端响应请求并把处理结果反馈给

客户端，从而形成轻量级、跨平台的通信机制。

总之，随着用户诉求和应用场景的增加，图书馆

构建开放平台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CALIS在2017年
启动了基于FOLIO微服务架构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

台CLSP建设项目，目前已经建成CALIS公共服务平

台、SaaS服务平台和基础支撑平台三大应用系统，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也积极开展

FOLIO项目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上海图书馆服务平

台建设，成功实现上海图书馆服务平台向开放平台的

过渡，同时加速了图书馆应用生态建设的进程。虽然

FOLIO项目没有明确地提出要把众包模式运用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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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协同建设与众包的理念

几乎是一脉相承，因此，在设计会议资源众包平台的技

术架构、运作模式等问题上，这些图书馆平台的开发经

验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5  结语

图书馆正值服务转型的关键期，随着资源建设的

深入，协同共建的发展思路会变得愈发清晰，资源众包

实为大势所趋。众包平台是围绕众包任务建立的独立

系统，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平台业务形式的重要补充，除

了简单地支持众包活动之外，还应该顺应下一代图书

馆构建开放平台的发展趋势，向开放性更强、包容度更

高的层次迈进。本文从理论层面为图书馆会议资源众

包规划了一条实施路径，对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会议资

源众包平台进行了大胆设想，但是与成熟的众包方案相

比，本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还有待验证，平台建

设具体该如何进行以及如何与其他业务系统相融合等

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细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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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brary Conference Resources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Crowd-sourcin

LUO XiaoLu1  YE Fei2  CHENG XiuFeng1

(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utilizing conference resources for librari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crowd-sourcing,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crowd-sourcing to library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erence resources, the paper proposes a crowd-sourcing plan for library to organize conference resources. The plan is design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articipating users, participation mode, stage tasks.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building the crowed-sourcing based library conference resource platform has 
given, focusing on key issues of framework structure, system function positioning and technology selection to support libraries on collect, organize and  
share the conference resources through crowd-sourc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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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主题词表》自1980年问世以后，经1991年进行自然科学版修订，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发挥了应有作用，曾

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数据处理的需要，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

持，并联合全国图书情报界相关机构，自2009年开始进行重新编制工作，拟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

学卷、社会科学卷四大部分逐步完成。目前工程技术卷和自然科学卷已出版。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共收录优选词19.6万条，非优选词16.4万条，等同率0.84，在体系结构、词汇

术语、词间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创新。《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共收录专业术语12.4万条，包含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等学科领域，收词系统、完整，

语义关系丰富、严谨，每条词汇都有相应的学科分类号表现其专业属性，并与同义英文术语对应。同时，建立《汉

语主题词表》网络服务系统，提供术语查询、文本主题分析、知识树辅助构建等服务。《汉语主题词表》可用于汉语

文本分词、主题标引、语义关联、学科分类、知识导航和数据挖掘，是文本信息处理及检索系统开发人员不可或缺

的工具。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已于2014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13个分册，总定价3  880元。

《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已于2018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5个分册，总定价1 247元。两卷

均可分册购买。

《汉语主题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