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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知识转移的知识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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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转移对图书馆具有重要意义，而知识源建设是其前提条件。图书馆知识源建设分为单一图书馆知识源

建设和联盟图书馆知识源建设。单一图书馆知识源建设在内容上分为主体知识库、支持知识库和常见问题作答库，在技

术支持上分为支持用户方便使用图书馆资源的系统、实现馆内知识转移的系统、支持用户培训的系统；联盟图书馆知识

源建设在内容建设上分为联合编目、合作研发数据库、共建网络联合知识导航系统，在技术支持上分为面向异构系统的

互操作与面向异构系统的数据集成的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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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Knowledge Sources
on the Basis of Library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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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transfer ha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to a library. Its prerequisite is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ources. Library knowledge source construc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sole library knowledge source 
construction and alliance library knowledge source construction, which will be mainly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con-
tent construction and the technical support in this article.That is, the sole library knowledge source construction is 
divided into main body knowledge database, support knowledge database and FAQ database in the content con-
struction, which also is divided into the system of support user convenience using the library resources, the system 
of realizing the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library and the system of support user training in the technical support.The 
alliance library knowledge source construction is divided into Union catalog, Cooper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database and Building the network union knowledge guidance system in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which also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face isomerism system’s interoperability and face isomerism system’s data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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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对知识的采集、组

织和转移。知识的采集解决知识输入问题，知识

的组织解决知识序化问题，知识的转移主要关心

知识的去向，解决图书馆知识输出问题。知识转

移的效果对图书馆的存在意义和目标定位具有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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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作用，而作为知识转移条件之一的知识源

的建设是图书馆知识转移的基础和前提。知识转

移是在受控环境中实现知识从拥有者（知识源）到

接受者的传播，目的是使知识拥有者的知识成为

知识接受者的知识，缩小知识拥有者和知识接受

者之间的知识差距，促进人类个体或组织之间共

同发展 [1]。图书馆知识转移，是指图书馆运用知

识管理的理论和技术，通过对图书馆的各种内部

和外部知识资源进行发现、挖掘、选择、整合、

存储、输出等工作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把读者

所需要的图书馆知识转移一部分给读者，以提高

读者获取、共享和创新图书馆知识资源的能力的

过程 [2]。图书馆知识转移包括馆内知识转移和馆

外知识转移，馆内知识转移指图书馆馆员间的知

识转移过程，是提高馆员业务能力、成功实现馆

内外知识转移的基础。馆外知识转移主要指图书

馆通过馆员劳动，将馆内知识转移给其用户的过

程，也是图书馆知识转移的重点。

2  作为图书馆知识转移条件的

知识源

一般认为，图书馆知识转移有 3 个条件：知

识源、知识主体与知识转移媒介。图书馆知识转

移主体通常包括馆员和用户，为了知识转移取得

明显的效果，作为主体的知识转移者（馆员）和

接受者（用户）应进行和谐互动，尽量减少由于

语言文化、知识背景、知识结构、认知模式等方

面的差异带来的转移障碍，确保知识转移的成功

完成。实现知识转移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和传递通

道，而知识转移能否顺利完成，关键在于转移通

道是否通畅。图书馆知识转移的媒介是多种多样

的，其中最原始、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面对

面的沟通交流，而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人类发

明了文字、笔墨，利用纸质文档的形式来传递知

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声音、图像通过媒介

保存下来，进一步丰富了知识转移的内容。互联

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消除了知识转移的空间

和时间限制，为高效的知识转移创造了条件。知

识转移所涉及的信息技术有数据库与数据仓库、

隐性知识的显性表示、关联技术分析、信息检索

技术、数据挖掘、决策支持与元数据等 [3]。

拥有有价值的知识资源，是图书馆知识实现

有效转移的前提。图书馆知识转移的“知识源”

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形态。显性知识

能够用规范、系统的语言（指广义的语言，包括

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等符号形式）加以表

述，易于传播和交流。隐性知识有技能和认识两

方面的隐性知识。技能方面的隐性知识包括非正

式的、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经验和诀窍等；认

识方面的隐性知识包括洞察力、直觉、感悟、价

值观和文化习俗等。实现图书馆知识转移第一步

就是把个人化的隐性知识转换为组织内共同化的

隐性知识和外部化的显性知识，同时把零散的显

性知识转化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化显性知识和个人

内化的隐性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原有知识的

价值化，从而使图书馆知识得到有效转移。

3  单一图书馆知识源建设

3.1  内容建设

知识库建设是图书馆知识转移的首要任务。

图书馆知识库中应包括以下内容：（1）图书馆馆藏

文献资源。一直以来，馆藏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

馆资源建设的重点。（2）电子信息资源与网络信

息资源。包括外购电子资源（包括文本、视频、

音频等种类，主要是各类数据库）、经过数字化的

馆藏文献资源及整合后的网络资源。（3）图书馆

使用知识。对图书馆使用知识的组织与整合能帮

助实现图书馆主体知识资源的转移。包括问题解

答库（FAQ）、实时咨询系统和专家知识库等。（4）

支持知识资源，是为实现主体知识资源转移服务

的。前两类是主体知识资源，是图书馆知识转移

的主要对象。它们共同的建设原则是基于用户需

求，从本馆特定用户群体的需求特点出发。

3.1.1 主体知识库建设

主体知识库建设是图书馆知识转移的基础，

对于其建设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①在内容选择

上，不同类型图书馆其资源建设各具特色。研究

型图书馆资源建设相对较好确定；公共图书馆的

资源建设，因其用户的多样性而要复杂一些；高

校图书馆主要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其内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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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在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趋于一致。②在文献、

电子、网络资源的比例配置上，主要是针对用户

特点设定。比如高校图书馆在配置各类资源时，

应从专业特点出发确定用户的需求特点，如果是

比较传统或处于成熟期、平稳期的专业，文献型

资源和经过数字化的馆藏文献资源的比重一般较

大；如果是新型或处于蓬勃发展期的专业，电子

和网络资源比重一般较大。而对于公共图书馆，

因其用户差异性较大，各类型的资源结构要全面

考虑，合理配置各类资源。③在建设方式上，以

外购为主，自建为辅，同时积极开展知识联盟建

设。

3.1.2 支持知识库建设

FAQ 数据库、实时咨询系统和专家知识库

共同构成了图书馆知识转移的支持知识库，对主

体知识库知识转移起支持作用，即用户通过支持

知识库获取主体知识库的知识，从而实现知识转

移。用户根据需求的复杂程度、明确程度和用户

使用图书馆的能力选择支持知识库。如果用户需

求简单、明确，只需使用图书馆管理登记处系统

就能满足其需求；如果用户需求复杂、不明确，

或用户使用图书馆能力较差，就需要借助 FAQ 数

据库、实时咨询系统或专家知识库来满足其需求。

①常见问题解答（FAQ）数据库建设。图书馆

将用户在使用中的常见问题进行整理，形成数据

库，可看作是本馆使用手册的内容精选和补充。

许多图书馆首页的“参考咨询”中就包括这一部

分的内容。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将 FAQ 分为一般性

知识、图书馆规则、流通阅览、公共书目查询、

电子资源、查找文献等类，对于用户在使用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常见问题分类列出，供大多数用户

参考使用。这样可以节省用户时间，提高图书馆

资源利用效率。②实时咨询系统建设。该系统实

时为用户使用图书馆提供帮助，为用户提供最及

时的使用指导，是 FAQ 的后备资源库。在实时咨

询中出现频次达到一定量的问题会转入 FAQ 数据

库。可降低工作人员劳动强度，减少重复劳动，

提高工作效率。③专家知识库建设。将参考馆

员、信息技术专家、主题专家等专业人才的专业

知识整合形成数据库，为用户提供服务。专家知

识库建设是图书馆支持知识库建设的难点，也是

图书馆成功实现知识转移，创造新知识的重点。

需要图书馆在人力资源管理，尤其是人才建设时

考虑到专家知识库建设的需求，为其建设整合足

够的外部人才资源，并为其维护储备足够的内部

人才资源。

3.2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是知识转移的物质前提，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1）支持用户方便使用图书馆资源的系统。

考虑到用户的差异性，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要求

界面友好、易用，检索入口多元。比如 OPAC 就

是随着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兴起而兴起的，是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面向公众的一个窗口。目前

多数 OPAC 系统已具备了基于 Web 的架构和基

于 Z39.50 协议的跨平台检索功能。基于 Web 的

OPAC 技术原理是以 HTML 或 XML 格式构成友好

的面向用户 OPAC 界面，系统以 CGI、ASP 等程

序提供专用接口程序连接图书馆数据库，实现与

数据库的交互 [4]。近年来，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平

台总的发展趋势为：网络化，标准化，开放化，

采用C/S多层体系结构，系统集成，图形化界面，

多媒体应用，全文检索，数字化图书馆。

（2）实 现 馆 内 知 识 转 移 的 系 统。 新 兴 的

Web2.0 给互联网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图书馆带

来了知识转移的美好前景。Blog、Wiki、SNS、

Rss 等总称为 Web2.0 的网络软件。这些网络软

件构成了类似于科学共同体的网络虚拟社区，极

大拓展了用户与馆员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馆

员与馆员之间的交流沟通渠道。与传统的社区相

比，这些虚拟网络社区中的知识交流更加频繁，

非常适合隐性知识的转移。例如，通过 Web2.0 技

术建立的馆员─馆员社群可以使馆员们聚集在一

个共同的背景环境下，讨论工作中需要协同解决

的问题，挖掘馆员潜能，隐性知识显性化，指导

实践。同时可以交流业务经验、发布会议、修订

议案等，有助于建设图书馆文化，增强凝聚力，

塑造知识转移氛围。中国科学院于 2003 年 11 月

率先采用WiKi进行会议内容的共享和主题拓展[5]。

（3）支持用户培训的系统。在使用图书馆的

各类信息时，要有完善的检索系统及其使用指

南，要有用户与图书馆实时交流的窗口。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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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① VoD 点播方式。将内容制作到 VoD

服务器上，用户不受时间限制，可以根据需要以

Web 浏览页面方式点播学习。②利用电子邮件及

在线咨询进行用户答疑和个别辅导。例如河南理

工大学图书馆开设 QQ 在线咨询，由专职咨询馆

员在线实时解答用户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③利用图书馆 Web 页面，做成帮助文件，将培训

内容以 Web 多媒体课件形式设置在网上，用户

使用浏览器通过网络学习。④在图书馆主页上设

置电子公告 BBS，介绍一些网上免费资源导航站

点。用户通过这种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开放式

教育培训模式，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同一

内容的学习和使用网络资源，从而有效地扩大知

识转移规模。

4  联盟图书馆知识源建设

联盟图书馆知识源建设是图书馆知识源建设

中的一种新形态，指若干图书馆基于 Internet 为

标志的网络通讯技术将各自核心能力进行有机集

成，通过知识传递、知识分享和知识集成等多维

互动的过程共享图书信息资源，促进知识转移和

知识创新的动态过程 [6]。其互补性和创造性是图

书馆选择该种形式的重要原因，各图书馆通过联

盟的方式，实现互补，共同创建新知识，降低供

给成本，促进知识转移。

4.1  内容建设

在当前网络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环境下，

图书馆联盟知识源建设主要体现在数字化知识源

建设方面，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1）联合编目：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合作内

容之一则是图书馆联盟各成员馆利用网络进行联

机编目，共享编目成果，编制统一的目录查询体

系。这是揭示联盟资源的有效途径，也能够了解

联盟各成员馆的知识资源情况和特色，实现共

享。目前在构建联合目录方面，OCLC、NDLTD

做得比较好 [7]。

（2）合作研发数据库：联盟成员馆互补的知

识资源体系为共享奠定了基础，各成员馆之间合

作，积极研发专业指引库、联合书目数据库、特

色数字资源库及用户咨询知识库等，为读者提

供特色化的知识服务，促进知识转移。如目前

CALIS 联合目录库中包含了数百万条书目记录、

馆藏记录和中文现刊目次记录，其二期先行启动

导航库和特色库项目，整合了成员馆的资源优

势，服务于整个高校图书馆系统 [8]。

（3）共建网络联合知识导航系统：典型例子

是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

图书馆等共同建立的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挑选

了有不同学科背景的资深参考馆员解答读者咨

询，旨在增强网络服务和知识导航能力，向读者

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参考和知识导航 [9]。

4.2  技术支持

在联盟图书馆知识源建设的技术支持方面，

具有代表性的有 Z39.50 协议、OAI 元数据互操作

协议、基于 XML 的元数据互操作以及 WebSer-

vices 集成等。从本质上归纳为面向异构系统的互

操作与面向异构系统的数据集成的两种类型 [10]。

面向异构系统的互操作的基本思想是构建标

准协议，其内容涵盖数字资源的描述、存储、发

现、检索以及其他服务。通过标准协议来约束分

布式环境下各异构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与处理。

Z39.50 协议、OAI 元数据互操作协议、基于 XML

的元数据互操作等都属于该类型。

面向异构系统的数据集成的基本思想是充

分依赖信息技术的支持，将不同来源、格式、特

征的异构数据源在逻辑上或物理上有机地集中起

来，为一般用户提供在异质实体间获取所需数据

的透明访问能力。联邦数据库、中间件技术、数

据仓库、SOA 等均属于该类型。

5  结  语

作为知识转移条件之一，有价值的知识资

源，始终是实现图书馆知识有效转移的首要条

件。图书馆知识源建设分为单一图书馆知识源建

设和联盟图书馆知识源建设。单一图书馆知识源

建设就是要构建主体知识库和支持知识库，由支

持用户方便使用图书馆资源的系统、实现馆内知

识转移的系统、支持用户培训的系统构成，每个

系统分别由不同的技术来支撑。联盟图书馆知识

源建设就是要实现联合编目、合作研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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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网络联合知识导航系统等，由 Z39.50 协议、

OAI 元数据互操作协议等面向异构系统的互操作

和中间件技术以及 SOA 等面向异构系统的数据集

成作为其技术支持。本文仅为该领域研究提出了

一种新思路，希望学界同仁就此问题发表意见，

共同探讨，以更有效地消除图书馆知识转移的障

碍，增强图书馆知识转移的效率，提高图书馆的

知识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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