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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源可见性是科学数据共享网站对外提供服务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文章引入共享本质理论和用户体

验理论对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的内涵及层次进行探讨；从用户视角出发，围绕用户查找及定位目标数据资源

的行为过程出发，从站点品牌、性能外观、数据范围、数据渠道以及数据价值5个方面初步构建资源可见性评价框架，

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学数据；资源共享；资源可见性；网站评价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14.06.015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Resource Visibility for Chinese Sci-
entific Data Sharing Websites
Yang Xing1, Peng Jie1,2, Zhao Wei1

(1.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websites is to meet user requirements of data 

resources, and resource visibility is the basic guarantee and important prerequisite of its realizatio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meaning and level of resource visibility in detail basing on the essence of data sharing and the 

theory of user experience. And then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resource visibility from five aspects 

(site brand, site appearance and performance, data provision, data access and data value) in the view of website 

user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n resource vi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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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和地方建设科学数据共享网站的根本

目的是满足广大科研工作者与社会大众对稀缺科

学数据的使用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数据资

源的潜在价值和作用。因此，用户是科学数据共

享活动中的重要主体；从用户的角度来看，科学

数据共享网站应当首先是一个数据展示窗口和管

理平台，只有确保用户能够通过互联网顺利见到

符合其使用需求的科学数据共享网站，并在该网

站内顺利见到目标数据资源，用户才会进一步考

虑是否继续获取该资源以及该资源是否合适、可

用、易用的问题 [1]。换言之，资源可见性是科学

数据共享网站对外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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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要保障。

所谓“可见性（Visibility）”，即一个对象很

容易被另一个对象观察或发现的能力。对于互联

网环境下的网络资源而言，其可见性内涵尚未有

统一解释。部分学者从网站视角出发将资源可见

性定义为网站资源对搜索引擎的可见性，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反映网站资源在互联网上的“曝光

度”或“影响力”，因而也将资源可见性称作搜

索引擎可见性（Search Engine Visibility）[2-3]。也

有学者从资源视角出发，认为网站的资源可见性

指的是资源的属性信息（如元数据）、状态信息，

甚至是资源本身，都能够被用户看到，能够反映

网站资源建设和资源揭示的情况 [1, 4-5]。此外，

还有学者从用户视角出发，认为资源可见性是针

对网站具体用户而言的 [6]，是“用户从网站首页

查找目标资源的难易程度”[7]，或者说是“网站

所包含的信息内容被互联网用户准确、快捷地查

找到的可能性”[8]。实际上，早在2004年，Peter 
Arzberger等人就曾明确提出开放（Openness）是

数据共享工作的首要原则 [9]，从开放的角度明确

了资源可见的重要性；也有学者从数据资源的可

发现性（Discoverable）、可访问性（Accessible）等

方面阐释资源可见的重要性，强调科学数据共享

工作中必须保障数据资源可定位、可识别 [10-11]。 
此外，实践方面，国内对科学数据共享网站的评

价研究才刚刚起步，现有研究或实践多是从管理

者或建设者的角度出发，针对某共享网站建设、

资源建设以及运行服务等方面进行的体系内评估

或自我评估 [12-13]，缺乏从用户视角出发开展的第

三方评估。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拟从用户视角出发，

围绕用户查找及定位目标数据资源的行为过程，

构建适用于科学数据共享网站的资源可见性评价

框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2 资源可见性理论基础

用户视角的资源可见性评价既要关注用户行

为过程中所有影响用户查找及定位目标数据资源

的因素，又要突出科学数据共享网站的资源可见

性与其他类型网站资源可见性的不同之处，故本

研究引入共享本质理论和用户体验理论作为科学

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评价的理论基础。共享

本质理论主要用于帮助解决“见什么”的问题，

而用户体验理论主要用于指导“如何见”的问题。

2.1 共享本质理论

建设科学数据共享网站的初衷是为了促进

各学科领域内科学数据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开

放与共享。共享（Share）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

遍现象，其存在范围极其广泛，虽然各学科领域

根据其自身研究特点和视角的不同对“共享”

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总的来说，共享一词

可理解为共同使用并享受效用的意思；共享意味

着既有付出，又有获得，是支出和收益的平衡；

同时又是建立在公开透明、自愿公平基础之上的

交易，但不是无限制的开放、无限制的使用。此

外，即使可共享的资源范围极为广泛（如科技资

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自然资源等），但就

共享本质而言，用户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和获得欲

望是共享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力 [14]。故科学数据共

享网站的资源可见性评价必须围绕共享本质实现

过程——即用户需求的满足过程来开展。依托共

享本质理论开展的资源可见性评价研究有助于从

根本上提高科学数据共享网站的共享成效和用户

满意度。

2.2 用户体验理论

用户体验是另一个影响科学数据共享网站

使用率和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尽管对用

户体验的关注度一直在不断上涨，研究也日益推

进，但目前学界和业界对于用户体验的界定、内

涵、研究框架等关键问题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

法。不同行业或领域由于其各自实践或研究的实

际需要对用户体验的划分也各不相同：旅游业顾

客体验可以分为分享体验、宁静体验、涉入体

验和认知体验 [15]；金融业顾客体验主要包括营

销体验、沟通体验、服务体验和关系体验4个方

面 [16]；网站的用户体验可以分为功能体验、心理

体验和内容体验3个方面，具体包括网站营销、

易用性、互动性、用户信任和审美多方面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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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17]。总的来说，用户体验以用户需求为基础，

它不仅贯穿用户与网站交互的全过程，而且涉及

用户对产品的主观感受，是多个维度的感知。故

基于用户体验理论开展的资源可见性评价研究应

当关注用户需求满足过程中任意一个影响或潜在

影响网站用户体验的因素，包括各技术因素和非

技术因素。但必须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资源可

见性实际上仅涉及用户需求满足过程的前半段，

即资源发现的过程，并不涉及资源获取和资源利

用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些更高层次的用户体验

阶段在资源可见性评价中并不被考虑在内。

3 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内涵

3.1 共享本质视角

从共享本质的角度来看，科学数据共享网站

作为整个科学数据共享活动的重要中介，其根本

目的是要实现科学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用，满足

广大科研工作者及社会大众对稀缺数据资源的需

求。目前，国内科学数据共享网站满足用户需求

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直接提供数据资源本

身，用户只需要通过在线浏览或在线下载的方式

就能见到目标数据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也有部

分网站会对用户有相应的权限限制，不同级别的

用户能见到的资源量、资源类别、资源详细程度

都会有所差异。二是网站受数据大小、数据保密

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将数据资源实体完全公开出

来，只提供与数据资源相关的信息供用户查阅。

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取目标数据资源的用户只有

通过离线申请、直接联系数据责任人或根据链接

指引进入其他网站的方式才能获得数据资源本

身。

实际上，无论是上述哪种方式，用户往往

都会根据网站提供的与数据资源相关的信息来

判定该数据资源的价值以及是否继续获取该数

据资源。也就是说，虽然科学数据共享活动的客

体是科学数据资源本身（用户最终的目的是要获

取数据资源），但只要用户能够通过网站顺利见

到与数据资源相关的信息（如与资源属性、联系

方式、共享状态、使用限制、操作方法相关的

信息），我们都认为该网站的数据资源对用户是

“可见”的。

3.2 用户体验视角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看，科学数据共享网站

的资源可见性关注的是用户在网络环境下查找并

定位目标数据资源的整个过程。本研究将这一过

程中的用户体验分为营销体验、感官体验、内容

体验、交互体验以及价值体验5个层次（图1）。
（1）营销体验：用户对共享网站在网络环境下影

响力、曝光度的感知；（2）感官体验：用户对共

享网站性能、外观、布局等的感知；（3）内容体

验：用户对网站数据资源的整体感知；（4）交互

体验：用户对站内导航、检索等功能的感知；

（5）价值体验：用户对站内数据资源使用价值的

图1  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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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的层次

感知。

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到上述体验的因素都会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用户的主观判断（表1），导致用

户中断甚至是直接放弃对目标数据资源的查找和

定位。例如，糟糕的营销体验、感官体验或内容

体验会直接影响用户对目标网站的使用意愿，消

极的交互体验则会影响用户使用网站的便利程度

及满意程度，而不好的价值体验则会直接影响用

户对目标数据资源的选择判断。总的来说，科学

数据共享网站的资源可见性指的是网络环境下用

户通过互联网查找及定位目标网站目标数据资源

（或是目标数据资源相关信息）的难易程度，且这

一过程中任意一个影响用户体验的因素都属于资

源可见性评价的研究范畴。

4 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层次

从用户通过互联网查找及定位目标数据资

源的行为过程来看，科学数据共享网站的资源可

见性是有层次的。一般情况下，用户往往会通

过搜索引擎、友情链接、收藏夹或是直接在浏览

器中输入网站地址等方式从互联网定位到目标网

站，然后再通过网站内部的标识、导航或检索系

统查找到目标数据资源。与这两个阶段相对应的

即为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的两个层次

（图2）。
（1）站外站点可见（互联网→目标站点）：用

户能否通过搜索引擎或其他方式顺利“见到”科

学数据共享网站，并且网站的外观布局、性能、

稳定性等是否会影响用户“见”网站及其数据资

源的意愿。

表1  用户体验对用户判断的影响

用户体验 用户判断 过程 层次

营销体验
判断一：如果搜索引擎/外部链接/网址地址无法定位到目标网站，是否会选择使用其

他网站
互联网

↓

目标站点

站外站点

可见
感官体验

判断二：如果目标网站访问速度太慢/不稳定/布局杂乱/色彩搭配不美观，是否会选择

使用其他网站

内容体验
判断三：如果目标网站的资源规模较小/资源类别较少/共享权限要求很高，是否会继

续查询任务
目标站点

↓

目标数据

站内数据

可见
交互体验

判断四：如果网站内部标识不清/数据分类不合理/导航功能不便捷/检索功能不易用，

是否继续查询任务

价值体验
判断五：如果数据资源的属性信息、共享状态信息、标准规范信息等不足以让用户理

解并判定其使用价值，是否会放弃定位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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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站内数据可见（目标站点→目标数据）：

用户能否通过网站内部的标识系统、导航系统或

检索系统快速见到与数据资源相关的信息（有时

甚至是数据资源本身），并且这些信息是否能帮

助用户明确数据的使用价值，使用户能准确定位

到符合其需求的科学数据资源。

总体而言，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

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站内数据资源对用户可

见，而站外站点可见性又是站内数据资源可见的

必要前提。因此，只有从站外、站内两个层面实

施的资源可见性评估才是完整、科学、有效的评

估。

5 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评价框架

如前所述，根据网络环境下用户查找及定

位目标数据资源的行为过程可以将资源可见性划

分为站外站点可见和站内数据可见两个层次，且

用户在这一过程中大致经历5个层次的用户体验

（营销体验、感官体验、内容体验、交互体验和

价值体验），而任意一个影响到用户体验的因素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用户判断，导致用户中断

甚至是直接放弃对目标网站目标数据资源的查找

或定位，从而出现资源“不可见”的情况发生。

故本研究依据各层次用户体验所处阶段的不同，

将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的两个层次进一

步细分，从站点品牌、性能外观、数据范围、数

据渠道以及数据价值这5个方面构建科学数据共

享网站的资源可见性评价框架（图3）。
5.1 站点品牌

一般情况下，用户访问目标站点的方式主

要包括两种：一是通过搜索引擎查找。通过这类

途径寻找目标站点的用户往往只会关注搜索引擎

检索结果中排名比较靠前的少量内容。二是直接

在浏览器中输入目标站点的网站地址。这种情

况一般是用户已经对网站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和

了解，能够熟记并熟练使用网站域名访问目标站

点。因此，站点品牌维度主要考察两个方面：一

是搜索引擎对网站品牌的认知，二是用户对网站

域名品牌的认知。

5.2 性能外观

如果网站页面加载时间过长甚至是无法访

问、页面布局不够清晰、色彩搭配过于凌乱，用

户在第一时间就会选择离开站点，放弃对该站点

的定位。故性能外观维度主要是考察网站的性能

及外观布局等是否在用户接受范围之内。它主要

包括性能和外观两个层面的考察：所谓性能，指

的是网站是否能保证用户随时随地都能访问，是

否能保证用户等待时间在用户所能接受的范围之

图3  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见性评价框架

科
学
数
据
共
享
网
站
的
资
源
可
见
性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6卷第6期  2014年11月

─106─

内；所谓外观，指的是网站页面布局是否能保证

用户对网站内容一目了然、心中有数，是否能保

证网站页面的色彩搭配协调、规范，能给用户带

来良好体验的同时也能通过规范的色彩搭配向用

户传达系统信息。

5.3 数据范围

数据范围维度主要是对网站数据资源的综

合考察。用户在定位到目标网站后，除了对网站

的性能、外观、布局等有直观感知外，还会对站

内的数据资源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一个拥有较大

资源规模、丰富资源种类且门槛限制较低的网站

往往更容易获得用户的青睐与好感。该维度实际

考察的是用户对目标网站数据资源的整体感知，

包括共享网站数据资源的数量、种类、共享权限

等。

5.4 数据渠道

数据渠道维度主要是考察用户在站内是否

能通过多个渠道或方式查找到符合其使用需求的

数据资源。一般情况下，用户可以通过站内导航

进行浏览的方式直接查找数据资源，也可以通过

站内提供的搜索引擎进行检索的方式查询数据资

源。从信息构建的理论来看，站内组织系统、标

识系统、导航系统以及检索系统存在的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提高网站资源的可找到性，帮助用户更

快、更简单地查找到目标数据资源。

4.5 数据价值

科学数据资源不同于一般的信息资源，用户

往往需要根据数据相关的属性信息、状态信息等

来判断该数据资源是否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用户

只有在确定了该数据资源确实符合其实际需求的

情况下才会进一步考虑是否寻找有效途径获取该

数据资源。数据价值维度指的就是用户是否能根

据网站为数据资源提供的相关信息理解并判定数

据资源的价值；“相关信息”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

方面：一是否能帮助用户了解目标数据资源的

基本信息，如数据资源的名称、负责人、所属类

别、数据来源、关键词等信息；二是否能帮助用

户了解目标数据资源的使用方法、工具、运行环

境等信息；三是否能帮助用户了解目标数据资源

的共享方式、条件以及其所使用的相关标准规范

等信息。上述信息的丰富度以及准确性不仅能提

高用户对网站权威性、规范性的认知，而且能促

进用户对网站数据资源价值的认同。

6 总结和展望

资源可见性是科学数据共享网站对外提供服

务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也是提高科学数据共

享网站用户体验的第一步。本研究基于共享本质

理论和用户体验理论详细阐释了科学数据共享网

站的内涵及层次，并从用户视角出发，围绕用户

查找及定位目标数据资源的行为过程，从站点品

牌、性能外观、数据范围、数据渠道以及数据价

值5个方面初步构建了科学数据共享网站资源可

见性的评价框架。

当然，本研究只是从理论角度对科学数据

共享网站的资源可见性评价进行分析和讨论，对

科学数据共享网站的资源可见性评价工作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但文章所构建的资源可见性评价

框架还只是理论层面的初步构想，后期还需要采

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该评价框架的科学性与合理

性进行论证。此外，该评价框架内的评价指标和

评价标准尚未完全确立，后续研究还需要对资源

可见性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作更详细地阐释和说

明，以期最终构建出科学、合理、适用、且可操

作性强的资源可见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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