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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信息资源的激剧增加，资源的共享问

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些像 Elsevier 
SDOL、Springer LINK 等全文数据库提供商业化

的数字信息服务外，大部分的信息资源是非商

业化的，特别是很多信息资源采取了开放获取

（OA）和机构库等共享模式。

开放存取（OA）[1-3] 的概念来源于布达佩斯

开放存取倡议。该倡议是于 2001 年 12 月 1 日

至 2 日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得以创建和命名的。开

放存取包括金色通道和绿色通道 [4]。通过开放存

取，数字信息资源有选择地被集中存储在 Inter-
net 网络服务器中，分布在全球的用户可以通过

Web 访问方式无限制地获取信息资源，其中开放

存取发表和开放存取期刊已被当今学术界普遍接

受，典型标志是 arXiv（http://arxiv.org）和 DOAJ
（http://www.doaj.org）。

机构库（IR）或机构知识库，最初建立于

2002 年秋季，目的是收集并保存单个或多个大学

内研究团体（Community）的数字文件，是机构提

供给其内部研究团体的一种服务，用来管理和传

播由此机构及其内部团体创立的数字资源 [5]，
它与前述的开放获取的差异在于信息存储方式和

用户访问权限。机构库所存储的数字信息资源是

经过特别约定并存储在机构内联网上的服务器

中。当因特网用户需要访问此数字信息资源时，

首先需要得到该机构的授权和许可。在实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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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一些机构库也具备开放存取的特性，例

如 Aberdeen University Research Archive (AURA), 
Biblio at UGent (Academic Bibliography and Insti-
tutional Archive of Ghent University) 等 [6]。 所 有

可以开放获取的机构库汇集在 OpenDOAR (http://
www.opendoar.org)。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基于

Web2.0-like（WL）的信息资源共享模式逐渐被广

泛应用。这种共享模式使网站为用户提供了相互

交流通道。藉此通道，用户既可以自由上传各种

数字资源，也可以从网站免费下载所需要的信息

资源。开放获取、机构库以及 Web 2.0-like 信息

资源共享模式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数字信息资源共享模式的比较

共享模式
特征

资源 用户

开放获取 有选择地保存在Internet 自由下载

机构库 有选择地保存在Intranet 有限下载

Web2.0-like模式 自由上传 自由下载

“Web2.0”的概念是 O'Reilly 媒体公司在 2005
年提出的。它是因特网上的一种双向交互模式，

目的是通过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合作，取代以前被

动接受单方面提供的信息资源 [7]。与 Web1.0 相

比，Web2.0 是 Web 应用的一大进步：在 Web1.0
年代，数字信息的发布者是比较稀少的，广大用

户只能够接受信息而难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在

Web2.0 时代，任何网络用户都可以发布信息，

表达个人见解。同时，各种新技术也得以广泛应

用，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用户的信息发布能力 [8-9]。

如今，在关于因特网的学术讨论中，Web2.0 作为

一个核心概念，得到了人们广泛关注。许多涉及

此概念的主题被讨论和拓展，例如 Web2.0 技术

（Ajax, XML, Flash）、Web2.0 商业模式等 [10-12]。

本文将重点讨论 Web2.0 在数字信息资源共享模式

中的应用，即 Web2.0-like 模式。

2 典型网站
由于 Web2.0-like 模式是在 Web2.0 的环境下

开发的，拥有较强的 Web2.0 似的交互性。目前，

Web2.0-like 模式下建立了很多数字信息资源共享

网站。然而，在 Web2.0-like 实例中，有的支持

中文，有的支持英文，也有的支持多语种。下面

对一些相关的典型网站（表 2）进行介绍与探讨。

2.1 iAsk 网站

图 1 展 示 了 iAsk 网 页。iAsk 是 门 户 网 站

Sina 的子网站，仅支持中文。注册用户可以上传

各种类型文件至该网站，上传的文件根据内容被

归档到各类别中。用户也可以从已分类的文件中

选择所需要的文档自由下载。

与其他中文网站不同的是，iAsk 通过明文限

制用户上传违反版权协议文档，在知识版权保护

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2.2 4shared 网站

图 2 是 4shared 的网页。该网站支持多语种。

4shared 网站的注册用户可以上传、存储、下载音

乐、视频和其他数字文件。只要注册成为 4shared
网站用户，就可以拥有免费的 10GB 空间，存放

和分享私人的各种类型文件。

与 iAsk 网站不同的是，自创建之初，4shared
网站便一直关注信息安全性、管理员的可控性、

数据整合和应用程序间的互操作性。这些措施有

效地阻止了非授权用户对机密文件的访问，方便

表 2  Web2.0-like 模式下的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典型网站

名称 网址
特色技术

专属工具 传输方式

iAsk ishare.iask.sina.com.cn None B/S

4shared www.4shared.com Desktop tool B/S,C/S

Calaméo www.calameo.com API B/S

Docstoc www.docstoc.com API and Widget B/S

Verycd www.verycd.com easyMule P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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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Ask 网站

图 2  4shared 多语种网站

了对个人私密信息的管理。

在特色工具方面，4shared 网站提供了一套桌

面管理工具，用来方便网站用户对其上传的文档

进行集合管理。

2.3 Calaméo 网站

图 3 是 Calaméo 网页。该网站支持多语种。

Calaméo 网站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 Calaméo 注册用户可以上传文档，并在

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与其指定的访问者进行

共享。这意味着，用户既可以在其团队内部分享

资料，也可以无限制地向任何人开放共享其资源。

二是如果属于 Calaméo 的超级用户群，用户

还可以利用广告页、流量分析等特色工具对其所

分享的文档进行宣传和效果分析。

三是用户可以采用订阅的方式与他人分享资

料，访问者既可以对所分享的资料进行评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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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资源分享者进行各方面的在线讨论。

四是为了让访问者在阅读文档时感到舒适和

方便，Calaméo 向用户提供了背景图片、背景音

乐等多种设置选项来优化在线阅读的效果。

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功能是由 Calaméo 所开发

的 API 特色工具来实现的。API 的全称是 Appli-
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即应用程序接口，

它对资源共享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通

过 API，用户可以对一些人完全开放，而对其他

人只给予阅读的权力。

2.4 Docstoc 网站

图 4 是 Docstoc 网站。该网站只支持英文。

Docstoc 是一个团队驱动型网站。它存储了近

2300 万份文档。之所以称之为团队驱动型网站，

是因为每个访问者都可以对 Docstoc 所共享的文

档给予评价，文档发布者可以对访问者的意见进

行回复和讨论，却不能随意删除他人的意见。

在资源类型方面，Docstoc 同样支持 doc、 
ppt、pdf 等类型文档的上传和下载。

在特色工具应用方面，为了便于在全站内进

行文档共享，Docstoc研发了API和 Widget技术，

以供用户使用。

2.5 Verycd 网站

图 5 是 Verycd 网站。该网站是一个重点支持

多媒体数字信息资源的中文网站。Verycd 通过特

殊的方式共享数字信息资源，即 eD2k 链接。此

链接一方面代表着一个文档被网络用户分享，另

一方面则保存着所有链接到电驴 P2P 网络并存储

该文档的计算机信息。迄今为止，超过 200 万份

的文件在被用户分享的同时，也被 P2P 网络进行

了索引和发布。这些被共享的数字信息资源并不

是存储在因特网上的服务器上，而是分布并存储

在已经拥有该资源的网络用户计算机中。当用户

需要免费下载这些文档时，电驴 P2P 网络服务器

只需要维护和保存 eD2k 链接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Verycd 拥有适合自己服务方

式的客户端，并将其命名为 easyMule，用户通过

此客户端既可以检索信息，也可以一次下载多个

文件。

通过上面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 Web2.0-
like数字信息资源共享模式可以分享多类型文档，

例如 doc、txt、pdf、ppt、jpg 等。这里需要指出

的是，一些中文网站在分享资源时，尚未充分意

识到对知识产权的充分保护，而大多数英文网站

避免了信息资源版权纠纷，有的仅仅是分享用户

自有知识产权的特殊类型文档，比如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等。

所有通过 Web2.0-like 模式共享数字信息资

源的网站均提供注册用户的上传和下载文档功

能，也提供免费预览界面，一些网站如 Easy-

图 3  支持多语种的 Calaméo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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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https://www.easy-share.com）还提供了 SSL
套接字层以供安全性连接。

3 Web2.0-like 共享模式的特性
对比开放获取及机构库共享模式，Web2.0-

like共享模式的特性在上述实例中得以充分体现。

（1）共享资源类型繁多。开放获取及机构库

共享模式大都定位于科研文献的保存和相互交

流，信息存储类型较为固定和单一。而 Web2.0-
like 共享模式所分享的信息来自于网络用户，由

于网络用户来自于社会各个层面，他们所利用的

信息格式也多种多样，进而决定了他们在网络分

享的资源类型也多种多样。如 iAsk 网站不仅支持

共享 pdf、doc 等文本文档，还增加了对 chm、 exe
等文件共享的支持。

（2）信息资源提供者与使用者间的交互性。

在上述所有实例中，均突出了资源提供者与使用

者之间的交互性，摆脱了过去哑巴式使用资源的

现象。例如 iAsk、Verycd 网站鼓励用户对所下

载的文档进行打分；而 Docstoc 网站则提供留言

图 4  团体驱动式的Docstoc 网站

图 5  通过 eD2k 链接分享多媒体数字信息资源的 Verycd 中文网站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 43 卷第 6 期  2011 年 11 月

─ 54 ─

格式，为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构架交流的平

台。此种交互性无疑对用户挑选优质资源大有裨

益，网络用户不仅可以通过前人的打分或留言大

致了解该资源的内容和有用程度，也可以在用过

该资源后，写下个人感触，为后来的访问者提供

指引。

（3）资源获取方式多样性。对于开放获取和

机构库共享模式大都采用B/S方式获取共享资源，

而 Web2.0-like 共享模式由于所共享的资源品种

繁多，有的资源（如电影、CD 等）容量庞大，通

常无法靠一个网站所能全部存储。因此像 Verycd
等站点采用了分布式存储方式，即网站只记录该

资源的存储位置，利用断点续传、P2P 等软件，

方便用户去获取大容量的共享数据或信息。辅助

软件的开发，扩大了 Web2.0-like 共享的获取途

径，为用户下载大容量资源提供了保证。

4 Web2.0-like 模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首先，信息资源质量始终困扰着 Web2.0-

like 模式的发展。许多以 Web2.0-like 模式运作

的网站，为了增强信息共享过程中的互动性，很

少建立信息筛选标准或采用严格措施来限定用户

上传和下载各种资源，导致信息资源质量高低不

等。

其次，虽然 Web2.0 模式促进了信息共享和

数字信息资源的交流，但是近年来，一些用户无

视知识版权保护，使用未经授权的音乐、视频和

标识，导致侵权事件层出不穷。因此，知识产权

问题必须重视。

鉴于 Web2.0-like 模式在知识传播和信息共

享领域有着独特功用，在分享信息和保护知识产

权之间需要平衡，限于本文性质这里就不再探究。

5 结语
开放存取、机构库、Web2.0-like 模式均为数

字信息共享提供了公共平台，可视为信息资源开

放存取的不同模式。相对而言，Web2.0-like 模式

有着以下优势：从信息源方面看，开放存取和机

构库保存的信息大都由学者或研究人员所提供，

而 Web2.0-like 模式下所共享的信息却由任何愿

意和他人分享数字信息资源的用户提供，信息供

给人员更为广泛。从信息存储方式看，开放存取

和机构库中的文档均存储在某个地点，具有集中

存储的特性。Web2.0-like 模式则既可以集中存

储，也可以通过因特网分布存放在用户电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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