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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资源发现平台能够集合相关文化遗产机构的丰富数字资源，以一定数字格式公开为公众

提供一站式访问服务，实现了更广范围内、更多数字资源的共享和公开获取，全面提升了数字服务水

平。 文章以国外的 Ｔｒｏｖｅ、ＤＰＬ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ＷＤＬ 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文津搜索为例，从资源建设

情况、组织与检索、平台可拓展性等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数字资源发现平台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数字

资源发现平台的建设提出强化国际化协作体系建设、提升发现平台数据品质、优化用户参与功能设计、
加强发现平台开放性建设等发展建议。 表 ９。 参考文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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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数
字信息网络已经成为人们学习生活、知识交流和

信息发现的主要渠道。 公众远程搜索、获取并利

用信息的需求日益旺盛。 为满足这些广泛存在

的社会需求，各个国家的国家图书馆、相关政府

部门等均组织并建立了国家级的数字资源整合

与发现平台，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 Ｔｒｏｖｅ，美
国数字公共图书馆的 ＤＰＬＡ（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欧洲委员会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法国国家

图书馆的 Ｇａｌｌｉｃａ，荷兰国家图书馆的 Ｄｅｌｐｈｅｒ，韩
国古典翻译院的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世界数字

图书馆的 ＷＤＬ（Ｗｏｒｌ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等。
这些数字资源发现平台在国家范围内集合

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相关文化遗产机构的

大量数字资源，其资源类型包括图书、期刊、照片、
地图、新闻、文物、政府文件、艺术品等，以一定的

数字格式公开为公众提供一站式访问服务，在国

家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可广泛参与的分布式数字

资源整合平台，实现了更广范围内更多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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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作共享和公开获取，把国家文化遗产机构的

数字服务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国家级数字资源发现

平台的调查研究，掌握当前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

建设现状，以便为我国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建设

探索更好的建设模式和建设途径。 为此，笔者选

取了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

Ｔｒｏｖｅ，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的 ＤＰＬＡ，欧洲委员会

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和世界数字图书馆的 ＷＤＬ，以及中国

国家数字图书馆文津搜索平台进行对比分析。 研

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平台的网站，同时，将相关的

研究文献作为补充，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各个发

现平台的全貌。

２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建设宗旨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启动的 Ｔｒｏｖｅ 项目由澳大利亚国

家图书馆发起，目的是为公众创建一个统一的门

户网站，整合澳大利亚境内的档案、手稿、图片、音
乐、舞蹈、图书馆资源、ＰＡＮＤＯＲＡ 网络档案、ＡＲ⁃
ＲＯＷ 发现服务和报纸测试服务等。 当前，Ｔｒｏｖｅ
平台的目标是建立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各类型

图书馆及数百家文化机构的合作联盟，共同进行

元数据的聚合，建设国家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全文

数字资源库，并提供整合服务，以便为澳大利亚

的现在和未来创造知识遗产［１］ 。
ＤＰＬＡ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正式建成并开始提供服

务，建设初衷是整合美国所有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馆和文化机构的文化遗产，并免费提供给公众

使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ＤＰＬＡ 发 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２０１５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１７，重申了其核心价值观，
即最大开放程度地分享美国的文化遗产，推崇公

共精神，重视与多元化机构和个人的充分合作，
与公共图书馆一样自由、平等地为公众提供知识

获取［２］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正式上线并开始

提供服务，整合了欧洲 ２７ 个成员国的国家图书馆

和文化机构等的图书、期刊、地图、图片、绘画、档
案、音频资料等资源，成为全世界公众了解欧洲

文化遗产的新渠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平台的价值在于，
汇集了欧洲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为无论出于何

种目的的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并以此来改造世界

的文化［３］ 。
ＷＤＬ 最早于 ２００５ 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员

詹姆斯·Ｈ·林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建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正式建成，并面向国际公众推出服务，
其整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一会员国的图书

馆、博物馆、档案馆等的多种文化的重要原始材

料。 主要目的是：（１）促进国际文化间的相互理

解；（２）增加网络文化内容的数量和种类；（３）为
教育工作者、学者和普通公众提供资源；（４）加强

合作机构的能力建设，以缩小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间的数码技术鸿沟［４］ 。
２０１２ 年底，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文津搜索平

台正式运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资源发现系

统。 国家数字图书馆整合了公共图书馆资源、缴
送资源和网络资源等，类型包括图书、古文献、论
文、期刊、报纸、多媒体、缩微文献、文档、词条等，
目的在于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数字信息保存

与服务基地［５］ 。
综上，虽然各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建设时间、

服务宗旨等稍有差别，但也具有一致之处：关注数

字资源的整合和获取，尽可能广泛地进行数字资

源的保存和服务。 此外，国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

更加关注协作共享体系的建设，多方合作是其最

重要的特点之一，并通过合作为用户提供更为便

捷的资源获取环境。

３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资源建设

情况

３ １　 资源数量

资源数量是衡量数字资源发现平台服务能

力的基本指标之一，反映了数字资源发现平台上

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笔者于 ２０１７ 年 ３—４ 月

对这 ５ 个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进行访问，其
资源数量统计情况如表 １ 所示。

７８

·信息组织·



表 １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资源数量统计

平台名称 资源总量 资源类型

Ｔｒｏｖｅ ５４０，３０７，９７２ 件

图书、图片、照片、期刊、文章、数据集、报纸、政府公报、音乐、音频视频资

料、地图、日记、信件、档案、网站存档（１９９６—）、用户创造的资源列表；
原生数字资源，如电子书、电子期刊文章、数字图像、个人数字档案馆、商
业出版的在线内容等；“蜉蝣”集合，如传单、小册子、菜单、请柬、手册、
贺卡等

ＤＰＬＡ １６，２７５，２８５ 件 电子文本、照片、手稿、艺术作品、移动图像等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５４，３５８，４１２ 件 来自欧洲的艺术作品、文物、图书、时尚品、视频音频资源、网站、照片等

ＷＤＬ ８４６，３７６ 件
图像、摄影作品、报纸、图书、手稿、地图、期刊、录音制品、影片、建筑图纸

及其他各类型资源

文津搜索 约 ３ ６ 亿件 图书、古文献、论文、期刊、报纸、多媒体、缩微文献、文档、词条等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资源总量方面，Ｔｒｏｖｅ 发现

平台整合的数字资源量最多，超过了 ５ 亿件；文津

搜索平台紧随其后，拥有约 ３ ６ 亿件；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和 ＤＰＬＡ包括上千万件资源，而 ＷＤＬ 虽然起步很

早，但资源总量并不是很丰富，在资源总数上相对

处于劣势。 在整合的资源类型方面，各个发现平

台有共同之处，即都比较重视对图书、期刊、报纸

等资源的收藏，并将收藏范围逐渐扩大到音视频

资料、网络存档等类型。 同时，各个发现平台又

体现出独特的收藏特色，如 Ｔｒｏｖｅ 的数字资源收

藏体现了一个“全”字，除注重上述数字资源的

收集外，还重点关注日记、档案、个人或机构等非

正式发布的数字资源的收集，尤其是对“蜉蝣”
集合的收藏，是其他发现平台没有关注的。 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重点对欧洲的素描、油画、印刷品和其

他艺术品进行了收藏，收藏数量达到了 １，４２７，
８６６ 件；同时汇集了欧洲 ３０ 余家机构有关时尚

内容的数字化藏品，包括历史服装和配饰、当代

设计、时装照片、图纸、草图、目录和视频等。
ＤＰＬＡ 强调了对移动图像的收集，ＷＤＬ 重视对影

片和建筑图纸的收集，文津搜索平台加强了对词

条的收集等。

３ ２　 资源语种

为适应互联网对世界的无缝连接的发展趋

势，各发现平台均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全球数字资

源的最优化整合，不仅支持多种语言，而且收集的

数字资源的语种也呈多样化趋势（如表 ２ 所示）。
由表 ２ 可以看出，ＤＰＬＡ 所收集的数字资源

的语种最多，已超过 ４００ 种；而 ＷＤＬ 收集的数字

资源的语种虽然是 １３４ 种，但收集了很多古语数

字资源，如中古低地德语、中部高棉语、满文等。
虽然其中很多语种仅收集了 １ 条或几条数据，但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平台多元文化并包的建设

思路。 此外，国外的资源发现平台还致力于解决

语言对数字资源使用的障碍，提供了语言翻译支

持，如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在“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中规定了

语言翻译所遵循的原则：（１）所有顶级页面（如
导航、检索和显示界面等）以所有合作机构的母

语呈现；（２）优先收藏原语种数字资源而不是翻

译的；（３）有限制地进行多种语言混合使用，并
要有标识［６］ 。 全球化、多元化、多语言化成为数

字资源发现平台发展的主要特征。 而 Ｔｒｏｖｅ、ＤＰ⁃
ＬＡ、文津搜索虽然意识到了这种趋势，但目前发

展的还相对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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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资源语种统计

平台名称 平台支持语言 收集的资源语种 资源语种数量

Ｔｒｏｖｅ 英语

英语、法语、拉丁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意
大利语、德语、中文、日文、越南语、澳大利

亚语等

不少于 ２０ 种

ＤＰＬＡ 英语
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意大利

语、中文等
４００ 余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

语、丹麦语等 ２３ 种欧盟官方语言

德语、荷兰语、法语、波兰语、丹麦语、芬兰

语、匈牙利语、中文、满文等
３７ 种

ＷＤＬ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葡萄牙文、
俄文、西班牙文

下索布语、东瓦斯特卡纳瓦特尔、中古低

地德语、中部高棉语、日语、泰米尔语、波
斯语、泰语、英语、马来语等

１３４ 种

文津搜索 中文、英文 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朝语、中文等 不少于 １６ 种

３ ３　 资源采集

元数据是发现平台资源采集的功能特征、总
体性能等的一个基本反映。 不同发现平台采用

了不同的元数据采集方法，并应用了不同的元数

据标准，不同的元数据标准适合不同的资源。 自

建元数据标准可以根据发现平台的发展规划和

资源特点更好地组织和揭示数字资源，但相对地

数据兼容性会降低，数据维护成本会上升。 反之，
采用国际通行的一些元数据标准，虽提高了数据

兼容性，但丧失了数字资源的特色呈现。 同时，各
个发现平台在资源采集对象、采集方式上也存在

差异，详见表 ３。 相对而言，ＷＤＬ 的“实体数字资

源上传”是最为直接、便捷、节省成本的资源采集

方式，但其数字资源的规范性、有效性和一致性

必然难以保证；文津搜索的“元数据提交”，可以

对数字资源的规范性和一致性进行控制，但会增

加成本；ＤＰＬＡ 的“采集元数据”可能无法保证对

数字资源特征的全面揭示；Ｔｒｏｖｅ 的“收割元数

据”需要遵循多个不同的协议和数据格式；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ａ“收割整合后的元数据”的资源采集方式是

最规范的，在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和数字资源提供者之间

增加了一个内容聚合器工具，实现了对各数字资

源元数据的规范与整合［７］ ，可以对数字资源的规

范性、有效性和一致性进行有效控制，但缺点是

程序复杂，成本也相对较高。

表 ３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资源采集统计

平台名称 采集对象 采集方式 元数据标准

Ｔｒｏｖｅ 保存元数据 收割元数据

多种元数据架构，包括不完全的 ＤＣ 元数据

标准、Ｅｎｃｏｄｅｄ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ｍａｔ 等

ＤＰＬＡ 保存元数据 采集元数据 基于 ＤＣ 和 ＲＤＦ 等标准拓展自建元数据标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保存元数据 收割整合后的元数据
在较为成熟的 ＤＣ 元数据标准基础上扩展

元数据标准［７］

ＷＤＬ
保存数字文化遗产及其

元数据

采集元数据，同时接受实

体数字资源上传
自建元数据标准［７］

文津搜索 保存元数据 提交元数据 ———

注：“———”是指未在发现平台上发现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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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资源组织

与检索

４ １　 资源描述字段

描述字段是根据数字资源组织与用户检索

需要对数字资源的主题内容、物理形态等进行的

记录、描述，反映了对数字资源的揭示程度。 因每

个发现平台收录数字资源的类型多样，描述字段

也各具特色，为反映各平台数字资源描述字段的

特色，笔者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资源类型———图

书，对其描述字段进行对比分析，详见表 ４。

表 ４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图书资源描述字段

平台名称 图书描述字段

Ｔｒｏｖｅ
题目、作者、其他作者、出版者、物理描述（页数、开本）、主题、注释、语言、杜威分类号、澳大利亚图

书馆 ＩＤ、贡献者、获取（在线阅读、借阅、购买）、用户行为（标签、列表、评论）

ＤＰＬＡ
作者、出版日期、合作机构、贡献者、出版社、格式、类型、主题、语言、权益、ＵＲＬ、获取全文链接、资
源创建日期（时间轴显示）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题目、描述、作者、类型、属性（语言）、出版时间、出处、额外的权利信息、引用和关联、类似数字资

源、实体描述（包括主题、资源类型、载体和形式等）

ＷＤＬ
题目、简介、听此页（语音）、作者、插图画家、创建时期、内容时期、出版信息、语言、标题原文、地
点、专题、其他关键词、条目类型、物理描述、收藏、典藏单位、国际影象相互操作框架展示、下载链

接、类似条目、地点地图、下载

文津搜索

题目、文献类型、责任者、出版发行者、出版发行时间、来源数据库、分享到（微博）、文献传递链接、
所有责任者、标识号、出版发行地、关键词、语种、中图分类、丛编题名、载体形态、摘要、馆藏信息

（位置、提供服务、显示地图）

　 　 由表 ４ 可知，各发现平台的元数据标准均比

较成熟，除了必需的字段外，还根据自己平台特

点进行了适当扩充，尽可能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描

述字段，在更好揭示资源的同时也很好地体现了

数字资源内容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最典型的如

ＷＤＬ，从用户多样性角度考虑，增加了“听此页”
和“国际影象互操作框架展示”等字段，更好地揭

示了图书资源。 而 Ｔｒｏｖｅ 的描述资料多来源于亚

马逊和尼尔森书目数据、维基百科及平台用户，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向数据库中添加标签、评
论、等级等［８］ 。

４ ２　 检索途径

发现平台的检索功能直接影响着数字资源

的发现与获取。 如表 ５ 所示，在检索途径方面，各
发现平台均以一站式检索为主要检索模式，用户

只需输入检索词即可检索。 这种方式简单易行，
但查准率相对较低。 为此，各个发现平台针对不

同的用户需求，又提供了多样的浏览方式和检索

途径，如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从数字资源类型角度提供浏

览途径，方便对某种类型资源有特定需求的用户

更快地找到资源。 而 ＷＤＬ 发现平台的检索途径

与语言选择保持一致。 如果用户使用平台的西

班牙语版本，则检索范围也将限定在西班牙语

内。 在检索方法上，各发现平台基本支持布尔逻

辑检索、精确词语检索和使用通配符检索，仅文

津搜索平台不支持精确词语检索和通配符检索。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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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检索途径

平台名称 浏览途径 检索途径 检索方法

Ｔｒｏｖｅ

数字报纸，政府公报，期刊、文章、
数据集，图书，图片、照片等，音乐、
音频、视频资料，地图，日记、信件、
档案，网站存档（１９９６—），其他用

户创造的资源列表

一站式检索、高级检索、基于“在
线获取”和“澳利大亚内容”①的

分类检索、限制检索、短语检索、
标签检索

布尔逻辑检索（ＡＮＤ、ＮＯＴ、
ＯＲ）、精确词语检索、使用

通配符检索

ＤＰＬＡ
展览、地图、合作伙伴、主题、时间

轴、查看项目记录

一站式检索，基于展览、地点和

时间的分类检索，短语检索

布尔逻辑检索（ＡＮＤ、ＮＯＴ、
ＯＲ）、精确词语检索、使用

通配符检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图片、文本、音频、视频、３Ｄ、全部 一站式检索、短语检索

布尔逻辑检索（ＡＮＤ、ＮＯＴ、
ＯＲ）、精确词语检索、使用

通配符检索

ＷＤＬ
地点、时期、专题、条目类型、语言、
典藏单位

基于语种文献的一站式检索、短
语检索

布尔逻辑检索（ＡＮＤ、ＯＲ）、
精确词语检索

文津搜索 分类浏览

一站式检索、高级检索、联邦检

索、热词搜索、基于资源类型的

检索、全文检索、相关检索

布尔逻辑检索（ＡＮＤ、ＮＯＴ、
ＯＲ）

４ ３　 检索结果

各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检索结果情况同样

会影响到用户对平台数字资源的认识、发现与获

取效率。 经调研，各发现平台的检索结果情况如

表 ６ 所示。

表 ６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检索结果情况

平台名称 检索结果呈现 检索结果排序 检索结果优化 检索结果获取方式

Ｔｒｏｖｅ 资源类型
相关 度、 时 间 降

序、时间升序

格式、可用性、年代、语言、澳
大利亚内容、主题

在线获取、可传递纸质资源、
购买等

ＤＰＬＡ 列表、地图、时间轴

相 关 度、 Ａ—Ｚ、
Ｚ—Ａ、时间降序、
时间升序

主题、地点、语言、贡献者、合
作机构、类型、日期

提供可获取全文的合作伙伴

链接等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网格、列表 相关度

资源项目、媒体格式、可用性、
提供国家、语言、聚合器、合作

机构、二次检索

自由使用、限制使用等

ＷＤＬ 清单、图库、地图 相关度
地点、时期、专题、其他关键

字、条目类型、语言、典藏单位

可下载 ＰＮＧ、ＰＤＦ 等格式图

像，提供外部资源链接

文津搜索 列表

相关性、题名 Ａ—
Ｚ、作者 Ａ—Ｚ、出

版单位 Ａ—Ｚ、 出

版日期升序、出版

日期降序

查看指定类型、是否提供全

文、年份、作者、语种、来源数

据库，并提供二次检索

在线阅读、文档传递服务等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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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澳利大亚内容”是 Ｔｒｏｖｅ 提供的一个独特的分类检索途径，可以用于检索有关澳大利亚的数字化资源或由

澳大利亚出版、发布的数字化资源。



　 　 在检索结果呈现方面，列表形式是最传统的

方式，为更好地显示检索结果，各发现平台基本

上都设计了其他结果呈现方式，如 ＤＰＬＡ 的地图

显示、时间轴显示，ＷＤＬ 的地图、图库显示等，这
些方式都是对检索结果呈现的再一次完善。 除

了相关度排序外，各发现平台也提供了其他检索

结果排序方式，比较常见的如时间排序、题名排

序。 在这方面，文津搜索平台更多地考虑了用户

的需求，还设计了作者排序、出版单位排序、出版

日期排序。 同时，为了优化检索结果，各发现平台

还提供了检索结果的优化功能，通过地点、时间、
专题、关键词、合作机构、语种等选项来进一步精

确检索结果。 其中，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和 文津搜索还提供

了二次检索功能，可以再次输入检索词，做进一步

检索；ＷＤＬ 提供了资源数量地理分布图，可查看数

字资源的地理分布情况；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可以根据检索

结果进行相关资源的推荐等。
能否获取资源是衡量数字资源发现平台服

务性能的最根本指标。 在各平台中， ＤＰＬＡ 提供

了可获取资源的合作伙伴链接等；ＷＤＬ 提供了图

像的 ＰＮＧ、ＰＤＦ 下载，同时提供了外部资源链接；

文津搜索的部分资源可在线阅读，同时提供文档

传递服务；Ｔｒｏｖｅ 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提供了数字资源的在

线获取服务，但也只是少部分。 据调查，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中 ３０％的数字资源可以直接下载，且所有的数字资

源都有权限标识，具体分为 Ｆｒｅｅ Ｒｅ－ｕｓｅ、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

ｕｓｅ 和 Ｎｏ Ｒｅ－ｕｓｅ 等 ３种权限［９］，既最大程度地实现

了资源共享，又尊重了知识产权。

５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可拓展性对比

可拓展性是衡量数字资源发现平台功能拓

展和开放服务的重要指标。 一方面表现为是否

能容纳更大规模的数字资源，为更多的用户提供

服务；另一方面表现为是否以开放的模式推进发

现平台的建设。 为此，本研究从发现平台的合作

机构、用户参与功能、开放性 （是否提供 ＡＰＰ、
ＡＰＩ）等三个角度对各发现平台的拓展性进行对

比分析。

５ １　 合作机构

五个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合作机构

情况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合作机构

平台名称
资源合作伙伴 捐助机构或个人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Ｔｒｏｖｅ

法案立法议会图书馆、格拉夫顿教区记录

中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南澳大利亚美

术馆、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大利亚统

计局等、ＧＡＬＥ、ＯＣＬＣ 等

７６６ 个 ——— ———

ＤＰＬＡ
哈佛图书馆、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国家档案与记录

管理局、史密森学会、德州历史门户等
１０００ 多个

波士顿合作图书馆协会、阿尔弗雷

德·科恩、丹·库朗等
５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巴黎卢浮宫、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法
国国立视听资料馆等

３０００ 多个 欧洲数字图书馆基金会等 不清楚

ＷＤＬ

ＥＡＦＩＴ 大学、世界马戏联合会、中国国家

图书馆、中央音响音像声遗产研究所、保
加利亚国家高等教育文献信息系统基金

会、叙利亚正统教会阿雷波教区、国际图

书馆协会联合会（ ＩＦＬＡ） 等

１９８ 个

纽约卡耐基公司、卡塔尔科学教育与

社会发展基金会的卡塔尔国家图书

馆、谷歌公司、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

国王科技大学、微软公司、格伦·
Ｒ·琼斯、拉贾·Ｗ·西达瓦等

３３ 个

文津搜索 省、市公共图书馆等 ——— 国家经费支持 ———

注：“———”是指未在发现平台上发现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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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７ 可知，各发现平台均是多个机构之间

相互合作的产物。 但不同的是，Ｔｒｏｖｅ、ＤＰＬＡ、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ａ 和 ＷＤＬ 是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美术

馆、基金会、研究所、大学等的合作联盟，其合作机

构呈现多样性，数字资源收藏体现多元并包，并
彰显特色；相对而言，文津搜索发现平台只是聚

合了国内公共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资源类型和特

色收藏相对单一。 上述情况也体现在捐助机构

方面。 这固然与我国的体制机制有关，但也体现

出我国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独特的建设思路和

模式。

５ ２　 用户参与功能

用户参与是促进用户了解平台、关注平台最

好的途径之一，表 ８ 对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

的用户参与功能进行了对比。

表 ８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用户参与功能对比

平台名称 信息交流 信息定制 信息分享

Ｔｒｏｖｅ
添加标签、添加评论、添加到列表、
论坛、校正数字文本、添加图片等

ＲＳＳ 定制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Ｗｉｋｉ、ｒｅｄｄｉｔ、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ｕｍｂｌｒ、ＯＣＬＣ、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ｌｉｃｋｒ、ＹｏｕＴｕｂｅ、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等

ＤＰＬＡ 博客、社区、加入工作团队等 ＲＳＳ 定制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ｕｍｂｌｒ、 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Ｉｍｇｕｒ、ＧｉｔＨｕｂ、ＹｏｕＴｕｂｅ、Ｆｌｉｃｋｒ、Ｓｔｏｒｉｆｙ、Ｅｍａｉｌ 等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博客等 ＲＳＳ 定制
Ｇｏｏｇｌ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Ｌｉｎｋｅｄ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等

ＷＤＬ 无
ＲＳＳ 定制、

＠ ＷＤＬｏｒｇ 跟踪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Ｗｉｋｉ、Ｅｍａｉｌ 等

文津搜索 意见反馈 无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

如表 ８ 所示，Ｔｒｏｖｅ 与用户信息交互的功能开

发得最好，不仅有添加标签、添加评论、添加到列

表、论坛等相对普遍的方式，还提供了帮助改进

元数据、校正数字报纸、添加图片等功能，注重用

户的贡献，不断增加用户的粘合度；ＤＰＬＡ 也提供

了类似的“加入工作团队”等交互方式。 而其他

发现平台对信息交互功能关注的比较少，ＷＤＬ 甚

至没有开发此项功能。
在信息定制方面，只有文津搜索平台没有提

供此项功能，其他发现平台均将此作为一项基础

性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源定

制等。
信息分享是所有平台都关注的功能，只是

Ｔｒｏｖｅ、ＤＰＬＡ 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不仅为用户提供将信息

分享到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Ｗｉｋｉ、ｒｅｄｄｉｔ 等社交平台的功能，
同时还从 Ｇｏｏｇｌｅ、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Ｌｉｎｋｅｄ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等

处共享数据，以便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５ ３　 开放性

ＡＰ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是发现平台为用户提供的可以供

其开发和利用发现平台的数据接口。 ＡＰＰ（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应用程序，是指其用户对发现平台上的资

源进行挖掘、开发后再上传到发现平台的移动应

用。 ＡＰＩ 的应用，反映了发现平台的可开发性；
ＡＰＰ 的应用，反映了发现平台开放应用的程度。
如表 ９ 所示，Ｔｒｏｖｅ、ＤＰＬＡ 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均为用户

提供了 ＡＰＩ 和 ＡＰＰ 应用；ＷＤＬ 未提供 ＡＰＰ 服务，
虽然提供了 ＡＰＩ 应用的链接，但链接失效；文津

搜索 ＡＰＰ 和 ＡＰＩ 均未提供。

表 ９　 国内外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开放性对比

平台名称 是否提供 ＡＰＰ 是否提供 ＡＰＩ

Ｔｒｏｖｅ 是 是

ＤＰＬＡ 是 是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是 是

ＷＤＬ 否 链接失效

文津搜索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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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对我国数字资源发现平台建设的启示

综合上述对比分析结果，我国数字资源发现

平台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６ １　 强化国际化协作体系建设

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为用户提供世

界级的数字资源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各个发现平

台的发展使命，这不仅表现在数字资源共建上，
还体现在元数据共享、服务推广、技术支撑、资金

支持等多个方面。 只有全球范围内多家机构的

协同合作，才能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发现平台的产

生和快速发展。 任何一个发现平台的发展，都是

以协作体系的建设为前提的。 以 ＤＰＬＡ 为例，其
合作伙伴遍布世界各地，超过了 １０００ 家，其中包

括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历史学会、博物馆、档
案馆、政府机构、社区学院、社会 ／基金会档案图书

馆、州 ／国家公园、Ｋ－１２ 学校、国家图书馆、大学

部门、联邦图书馆、神学机构、出版商等等，收集的

数字资源的语种超过了 ４００ 种；同时，ＤＰＬＡ 目前

在全球范围内设置有 １７ 个内容中心和 ２１ 个服务

中心［１０］ 。 据明尼苏达数字图书馆（服务中心之

一）的统计结果显示，自成为 ＤＰＬＡ 的服务中心

后，其数字图书馆的访问量增加了 ５５％ ［１１］ 。 数字

资源发现平台协作体系的建设不仅促进了发现

平台的快速发展，而且促进了合作机构服务效率

的提升，实现了双赢。
我国数字资源发现平台虽然合作伙伴众多，

但多限于公共图书馆领域，机构性质单一，致使

数字资源类型单调。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我国

数字资源发现平台建设还应充分借鉴国外发现

平台建设的成功经验，打破行业间的壁垒，争取

与更多类型的数字资源收藏机构合作，包括博物

馆、档案馆、基金会、出版商、高校等；同时，也要注

重国际间的合作与共享，争取在更广范围内获得

更多的数字资源，实现对全球各类数字资源的充

分发现与揭示，从而为用户提供世界级的文献保

障服务。

６ ２　 提升发现平台的数据品质

随着发现平台内数字资源规模的日益庞大，

用户对资源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数据品质

成为衡量发现平台服务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 数

据品质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既包括对数字资源本

身可靠性、准确性、完整性、可获得性、唯一性等的

控制，也包括对数字资源描述和数据揭示的规范

性、一致性、揭示度等的限定。 为了提升数据的品

质，各发现平台进行了多方的努力。 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为例， ２０１２ 年，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与 ＯＣＬＣ 达 成 协 议，
ＯＣＬＣ 的成员机构将遵循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 的权利和责任

规范为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提供来自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 数据库的元

数据［１２］ 。 这一方面提升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元数据的规

范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数字资源的

曝光度。 同时，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运用关联数据解决了资

源整合中数据结构不统一问题，其设计的 ＥＤＭ 数

据模型目前容纳了 ２００ 多家机构的数据，实现了

所有数字资源的统一元数据描述［１３］ 。
数据品质的提高是发现平台建设永恒的目

标。 发现平台规模越大，其对数据品质的要求就

越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数字资源发

现平台的建设，应将提高数据品质纳入平台的发

展规划，与世界接轨进行数据的规范性、完整性、
唯一性等发展思考。 同时，也可以借鉴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的做法，与 ＯＣＬＣ、ＯｈｉｏＬＩＮＫ、ＣＡＬＩＳ 等机构的合

作，进一步提升发现平台数据的规范性，以更好地

实现对不同元数据标准数字资源的聚合和揭示。

６ ３　 优化用户参与功能设计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馆长 Ｊａｎ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曾说

过，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已经认识到， 如今用户

需要的不再是单纯的被动式信息服务， 他们想成

为日益增长的网络社区的一员，参与其中并做出

自己的贡献［１４］ 。 因此，澳大利亚的 Ｔｒｏｖｅ 为用户

提供了多种途径参与 Ｔｒｏｖｅ 设计：根据用户的意

见对界面进行再开发和完善；引入报纸数字化志

愿者团队，进行 ＯＣＲ 错误修正；协助 Ｔｒｏｖｅ 改进、
合并元数据等；使用 Ｔｒｏｖｅ 论坛，分享知识或问题

等；创建列表，管理和分享研究成果，以及添加标

签、评论、图片等［１５］ 。
在国外，用户参与图书馆服务设计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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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这一方面为工作人员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

资料和更宽广的观察视角，用户的参与可以帮助

图书馆收集丰富的用户愿景资料，分析并提炼用

户的需求［１６］ ，设计更符合用户期待的服务项目、

服务方式、服务流程等；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用户对图书馆的粘合度，用户通过贡献自己

的思想和智慧直接参与图书馆服务，加深了对图

书馆服务的理解，增强了用户对图书馆的关注

度。 我国数字资源发现平台虽然也有用户参与

功能，但仅限于意见反馈、将信息分享到腾讯微

博、新浪微博等形式，功能单一，用户参与度低。
未来应该广泛地应用各类新兴社交媒体，如微

信、ＱＱ、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让用户可以多途径

地参与发现平台的设计与开发，进行互动和交

流，从而产生更多的认同感，提高发现平台的使

用效率。

６ ４　 加强发现平台的开放性建设

随着“开放”理念的日益盛行，自由获取、开

放服务已成为发现平台建设的主导理念，发现平

台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不仅允许用户自由

检索、获取资源，还开放数据给软件开发人员、研
究人员等进行学习，同时还允许机构、站点等以

不同的方式从发现平台中共享、抽取数字资源信

息，从而实现了数字资源在更广范围的应用及增

值服务。 当前，各发现平台主要通过开放 ＡＰＩ、
ＡＰＰ 的方式，拓展其用户群，为用户提供更多富

有创意的应用。 如：ＤＰＬＡ 发现平台上专门设计

了 Ａｐｐｓ 项目，提供如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Ｇａｍｅｓ、Ｔｅｒｍ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 Ｍａｐ、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ａｔｓ 等许多特色应用；Ｔｒｏｖｅ
发现平台提供 ＡＰＩ 栏目，帮助用户理解 ＡＰＩ 应

用，提供 ＡＰＩ 开放技术支持，共享 ＡＰＩ 开发案例，
协助进行 ＡＰＩ 开发应用等［１７］ 。

开放建设是发现平台发展的大势所趋，基于

ＡＰＩ、ＡＰＰ 的开放服务是发现平台的基本功能之

一。 在这方面，我国发现平台在技术开发、功能拓

展、发现平台设计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未
来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通过开放 ＡＰＩ、ＡＰＰ 提供

开放数据给软件开发人员、研究人员学习研究，

实现发现平台更多特色化的开发应用，以更好地

满足用户对数字资源的多元化需要。

７　 结语

信息时代，随着数字资源的海量剧增，数字资

源的整合、揭示和一站式发现成为大众所需。 为

适应和满足这种需求，各国纷纷开发、建立了国家

级的数字资源发现平台，以实现数字资源的共享

应用和增值开发。 我国数字资源发现平台的建设

尚处于起步阶段，需广泛借鉴、学习国外成功建设

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发现平台的功能、框架、服
务模式等进行综合设计，以建立一个容纳全球范

围内的数字资源、用户可广泛参与的分布式平台，
满足用户对数字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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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本刊编辑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推出新的

搜素引擎 Ｔｒｏｖｅ［Ｊ］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０
（４）：７１．

１５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０６－

０６］ ．ｈｔｔｐ： ／ ／ ｈｅｌｐ．ｎｌａ．ｇｏｖ．ａｕ ／ ｔｒｏｖｅ ／ ｕｓｉｎｇ－ｔｒｏｖｅ ／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１６ 张福俊．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工作研究

［Ｍ］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２．
１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ｒｏｖ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６－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ｈｅｌｐ． ｎｌａ． ｇｏｖ． ａｕ ／ ｔｒｏｖ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ｗｉｔｈ －

ｔｒｏｖｅ．

（张福俊　 副研究馆员 　 山东科技大学图书馆，
高　 雪　 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情报

学专业 ２０１６ 级硕士研究生， 周秀霞　 副研究馆员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１

６９

·信息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