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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资源是数字图书馆的基石，信息资源建设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点及核心。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主要有：资源建设重复及浪费；关键技术的制约；知识产权的挑战；吸收外来文化和保持本民族文化独特性的风险

挑战。解决方法有：国家立项、市场招标、多方共建、专业分工；广泛采用通用技术、注重主权技术、技术应用大众化；实施法权

与版权并重战略；确立本民族文化意识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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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当今时代，信息资源与物质、能源并列构成支

撑社会的三大资源，信息化发展战略也成为国家的

主要发展战略之一。正如我国何德权院士所说：“在

信息时代，国家力量的概念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可

以说‘信息资源就是力量’。在国际信息领域中，对

信息占有、支配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将对一个国家

的主权、应付威慑的能力和战略地位提出新的挑

战，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lJ’’然而，数字图书

馆建设是国家信息化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信息

资源是数字图书馆的基石，信息资源建设是数字图

书馆建设的重点。本文在概述信息化发展战略与数

字图书馆计划的基础上，探讨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2 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

与数字图书馆计划

20世纪90年代，信息化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

国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八五”以来，我国实施了

“八纵八横”光缆通信网建设项目；1993年8月启

动“三金”工程(即金桥、金关、金卡工程)；1996年

1月，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接替国家

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职能。继“三金工程”之后，我

国又启动了一系列“金”字工程(即金税、金农、金

企、金智、金房、金卫工程)。进入21世纪后，我国

制定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以

下简称“《战略》”)，指出：“大力推进信息化，是覆

盖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

择。”尽管在《战略》中没有特别提及数字图书馆，

但数字图书馆建设却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周光召院士指出：数字图书馆在国家信息化过

程中扮演核心角色，成为新世纪评价一个国家信

息基础设施水平的重要标志【2】。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始于1996年的“中国试

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CPDLP)，公共图书馆数

字化建设率先起步。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系统(CALLS)，获得国务院批准，成为我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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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211工程”、“九五”、“十五”总体规划中3

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2002年CAMS联合22家

高校图书馆成立了“中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

盟”，成为高校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新的里程碑。

1998年，由国家图书馆牵头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工

程”获得国务院批准并成为国家863计划项目。

2000年，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经国务院

批准成立并开始运营。根据国务院的批示，2000年

6月12日组建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

由7家部级文献信息机构和2家共建单位为全国

用户提供各类科技文献。至此，我国数字图书馆建

设以新的姿态进入了新的世纪。2002年，国家科技

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重点项目“中国数字

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CDLS)启动，由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上海

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近20家强势单位

组成的空前阵容，围绕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

标准与规范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联合攻关，至

今该项目研究已经进入第二期，并已经取得丰硕

成果。这标志着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技术研究

进入系统化与标准化阶段。

纵观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在理论研究、技术

攻关、实践操作、经费投入等多方面与美国等发达

国家相比，并不落后。但是，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

设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体现在数字图书馆

信息资源建设上。

3 现阶段数字图书馆

信息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资源建设的重复浪费

由于国家没有统一规划，各图书馆独自进行

信息资源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造成了数据库规

模小、结构不合理、格式不规范、联机使用少、共享

性差等问题，同时许多信息资源被封存，造成了重

复建设和人财物等的极大浪费。

3．2 关键技术的制约

网上信息资源的分散、无序和复杂性给图书

馆对数字信息资源的获取和有效存储造成困难。

因此，对信息技术在促进数字信息资源的整合方

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把由不同人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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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用不同技术开发的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的

数字信息资源整合起来，为读者提供最大的便利，

是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31。数

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涉及的技术内容非常广

泛，主要包括各种计算机及软件技术，各种载体的

文献资源的数字化技术，多平台的交互操作技术，

文献资源的压缩、存储、调度和还原技术，数据库

的建设及应用技术，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知识挖

掘、表现和管理技术，在线服务技术，个性化和智

能化的人机交互技术，索引技术，网络安全技术，

电子商务、搜索引擎和信息导航技术等。然而，现

有信息技术，如自动识别技术、海量存储技术、数

据仓库技术及各种格式转换和兼容技术的不完

善，导致图书馆馆藏数字化信息整合效率低下。而

且由于数字信息分散，大多数数字信息处于独立

存放、独立运作状态。信息共享平台技术尚未普

及，全国性的信息资源共享网尚未形成，数字信息

资源分散和整合的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从而

严重制约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

3．3 知识产权的挑战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遭遇的一个重要挑

战就是知识产权。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的

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涉及：信息资源数字化与复制

权问题、信息资源网络传播与传播权问题、数据库

的版权问题、网上信息资源下载、超文本链接与侵

权问题等。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涉及复制权问题，

作品的数字化受到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控制，这在

国际版权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我国法律已经

认定作品数字化属于复制行为，新著作权法规定，

如果是为了保存版本和教学科研的需要而进行的

数字复制行为，应视为合理使用。除此之外的数字

化活动都必须取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对受版权

保护的作品，各国著作权法都规定了图书馆、档案

馆、博物馆及个人以公益性为目的的使用为“合理

使用”。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12种合理使用

的情况，其中有4种适用于图书馆。开发数据库是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将数字化的

信息上网传播则涉及传播权，就必须取得著作权

人的许可。一般来说，图书馆自建的题录和文摘数

据库属于版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但对尚在

保护期内的作品制作全文数据库时，须取得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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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授权许可。将网络资源下载到本地服务器，构

成数字馆藏一部分的做法则是明显的复制行为，

必须得到版权人的许可。对于超文本链接，一般认

为外链合理合法，而内链却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

侵权。

3．4 吸收外来文化和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

的风险挑战

信息资源的全球性流通必然会带来国家主权

及保持文化独特性等方面的风险。美国依据其先

进的信息基础设施占据着重要的英文互联网地

位。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J·奈直言“信息是国

际领域的新型货币”，预言“21世纪将是辉煌的美

国世纪”⋯。在1995年美国政府蓝皮书中，数字图

书馆被认定为“国家级挑战”，被置于国家信息基

础设施(Nil)的高度。新加坡政府在1996年专门成

立了“华文国际网络指导委员会”，其目标是要使

新加坡成为一个华文互联网的发展中心15l。

我国具有丰富的中文信息资源，占据主体地

位，但我国国际互联网地位是有限的，目前互联网

上70％～80％的信息使用英文，使用中文的仅约

10％。中文是联合国法定工作语言之一，虽然拥有

最多的使用人口，但覆盖面邛很狭窄。中文的国际

影响力尚无法与英文抗衡，中国媒体成为世界主

流媒体，还需很长时间。同时，中国和西方国家之

间的“文化贸易”逆差高达10—15倍。外来文化正

通过网络挑战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年青的一代。

4 对数字图书馆

信息资源建设的思考

4．1 国家立项，市场招标，多方共建。专业分

工

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

组组长徐文伯指出，我国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要

遵循“统一、联合、防止重复建设、认真研究网上法

律问题”等四条原则，在坚持大联合的前提下引入

竞争机制，走市场化操作道路⋯。数字图书馆信息

资源建设应该采取国家立项、市场招标、多方共

建、专业分工，这是解决资源建设重复、浪费等问

题的最好办法。由国家统一规划，建设项目必须由

国家确立。“数字图书馆和数字资源建设，将是投

资商关注的焦点领域之一”【7】，采取市场招标、引入

竞争机制，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多方共建更能

够显著地缩短建设周期，促进信息共享。国家资金

应该主要用在数字图书馆技术创新、标准制定与

法律研究上。在非数字化资源向数字化资源转化

过程中按专业进行分工，以避免重复操作，避免浪

费人力、物力和财力。

4．2 广泛采用通用技术、注重主权技术、技

术应用必须大众化

在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具体技术战略

上，首先，在采用高端技术的同时要广泛采用通用

技术。高端技术在普遍程度方面远不如通用技术，

而对通用技术的选择，必须立足于发展的角度，即

未来可以顺利地进行技术升级，不应因技术升级

导致原有数据失效。其次，核心技术一定是主权技

术，不能受制于人。我们应该从微软黑屏(Microsoft

black)事件㈣中领悟出更深层次的道理：没有主权

技术，我们的电脑就失去了安全。再次，技术应用

大众化。用于数字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建设的具体

信息技术，既要考虑“建设者”又要考虑“利用者”，

同时既要考虑“主机设备”又要考虑“终端条件”，

立足于大众化是技术生命力所在，用户决定技术

使用。

4．3 实施法权与版权并重战略

对于知识产权问题，笔者认为，第一，国家应

鼓励信息资源权利人向社会开放信息资源，使信

息资源得到广泛的利用。鼓励知识产权权利人以

各种形式，向社会公益性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施

者让渡知识产权，转让或者赠予持有权、利用权，

促进全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第二，扩大“合理使

用”范围，争取法定许可权限。我国新版权法对法

定许可做了明确规定，但这些法定许可不包括图

书馆。图书馆只凭“合理使用”这一权限来平衡著

作权人和图书馆、读者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够

的。图书馆界应积极推动立法，赋予数字图书馆

更多的合理使用权限，同时与商业性数字图书馆

加以区分，争取得到法定许可的权利。第三，开发

特色数据库，争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数据库在

我国属汇编作品，根据新著作权法的规定，汇编

作品的著作权归汇编人所有，但不得侵犯原作品

的著作权。因此，图书馆应积极开发特色的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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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摘数据库，而对未进入公有领域的全文数据

库的开发要取得版权人授权并支付相应报酬。图

书馆自主开发的数据库完全可以享有自主知识

产权。第四，法权与版权并重战略。数字图书馆资

源建设，必然要涉及版权(著作权)，而现有的相

关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2008年5月，国家图书

馆公开向社会征集数字版权(作品数字化形式的

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体现了国家图书

馆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同时也可能是出于未来减

少麻烦的无奈之举。笔者在此提出“数字图书馆

资源建设法权”，通过法律确认与保护的数字图

书馆资源建设。笔者认为，法权是公权，是对版

权、邻接权等权力的共同确认与保护。法权与版

权并重战略，是指在尊重与保护个人“版权”的同

时，强调公众的“受益权”和图书馆、博物馆等信

息传播机构的“传播权”应高于个人“版权”。

4．4 确立本民族文化意识战略

图书馆在进行信息资源建设时要注意处理

好吸收外来文化和保持本民族文化独特性之间

的关系。首先，要做好信息筛选工作，及时剔除不

文明信息和外来文化的糟粕。防范西方国家利用

因特网进行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渗透。其次，

要树立本民族文化意识战略。为确保我国在未来

获得绝对优势的“中文互联网地位”，必须加大

中文信息资源的建设力度。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

战略组常务副组长鄂云龙指出：在新的全球化浪

潮面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安全”问题，已

经转化为“文化安全”问题19】。2002’北京“数字图

书馆与中国”国际论坛组委会副主席王军建议：

将中国数字资源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研究，编写中

国数字资源开发和建设蓝皮书，加强国家在数字

资源开发和数字图书馆建设上的主导作用。中国

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组长徐文伯呼吁：要加大

政府支持力度，举全国之力，建设全国数据中心，

加大中文信息资源的建设力度。唯此，我国才能

在全球信息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初步具备在信

息网络中“平等对话”的能力，不至于完全受制于

人。同时，中华五千年的辉煌历史积累了丰富的

文化资源，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就是要把中

华民族文化所反映的民族意识与精神通过网络

传承下去，不断地教育和影响年青的一代。所以，

．．．——54．．．——

能够反映中华民族意识与精神的文献典籍是数

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必要选择。

5 结语

信息资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之一，

信息化发展战略也成为国家的主要发展战略之

一。数字图书馆建设是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国家信息化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必须从

国家与民族发展战略高度给与重视。信息资源建

设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点及核心。然而，数字图

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存在很多问题，要加快数字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步伐，就必须解决上述问

题，创造有利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各种

条件。对于资源建设重复及浪费问题，应采取国家

立项、市场招标、多方共建、专业分工的策略。对于

关键技术的制约，应广泛采用通用技术，注重主权

技术，同时技术应用必须大众化。对于知识产权的

挑战，鼓励信息资源权利人向社会开放信息资源，

鼓励知识产权权利人向社会公益性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实施者让渡知识产权；扩大“合理使用”范围，

争取法定许可权限；开发特色数据库，争取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实施法权与版权并重的战略。我们要

确立本民族文化意识战略，加大中文信息资源的

建设力度，应对外来文化和保持本民族文化独特

性的风险挑战，把中华民族文化所反映的民族意

识与精神通过网络传承下去，不断地教育和影响

年青的一代。

【l】

【2】

【3l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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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Library Resources Construction Faces 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Yu Chunyan

(Party school Libra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ili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digital library．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

struction is the key point and the core of digital library construction．However，in the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the existing problems aye-"building redundant project and waste，key technologies restric-

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 fights risk and challenge of absorbing the external culture and maintaining this national

culture distinction．The solution is：the country initiates a project，the market tender，the specialized labor divi·

sion in every way，widely USeS the general technology，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overeignty technology，the

technical application popularity，the implementation of legal jurisdiction and copyright pay equal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y，to set up this national culture consciousness，ect．

Keywords：digital library，library construction，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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