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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文献信息服务, 简言之就是文献信息服务的电子

化, 具体是指文献信息机构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和通信技

术, 为用户 (或读者)提供馆藏电子文献信息和远程电子信息

的一种服务方式。其主体是文献信息机构, 其重要的技术支

撑为形形色色的电子图书馆, 包括自建的电子图书馆, 也包

括其它可以利用网络广泛利用的远程电子图书馆和其它电

子信息源等。

模式, 是指采用文字叙述、图像或数学公式等形式对任

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

系进行的一种有意简化的描述。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具

有构造功能, 能揭示各系统之间的次序及其相互关系, 能使

我们对事物有一个很难从其它方法中获得的整体的形象。在

这一方面, 模式能为各种不同的特殊状态提供一个一般的图

景。其次是模式具有解释功能, 它能用简洁的方式提供如果

改用其它方法则可能相当复杂或含糊的信息。由于模式能引

导学习者或研究者关注某一过程或系统的核心环节, 这又使

其具有启发功能。再次是模式有可能对事物的发展的进程或

结果进行预测。至少它能够为估算各种不同的结局可能发生

的概率提供基本依据, 研究者因而可以据此建立其假说。但

任何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

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

疑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要针对自己的目的去选择正确的模

式。本文的目的就是具体介绍电子文献信息服务采用的主要

模式, 并对各种模式的特定目的和用途略作说明。

本文根据服务内容的不同将电子文献信息服务划分为

四种主要类型: 资源主导型、中介服务型、网络咨询型和综合

开发型, 其基本内容都是对电子信息资源不同层次和不同程

度的开发利用。

资源主导型服务模式主要是指文献信息机构直接生产

数据库产品和提供馆藏电子文献信息服务, 它是由传统图书

馆印刷型的一次文献和二次文献服务脱胎而来, 在现代信息

技术的支持下, 通过数字化转换后提供服务的一种新方式,

它起到提供文献信息资源的作用; 中介服务型模式是指机构

本身不直接生产数据库产品, 也不收藏电子文献, 而通过购

买 (或授权许可使用) 他人的数据库产品或其它电子信息资

源直接 (不经过自己加工) 提供给用户 (或读者) 的一种服务

方式, 它起到的是信息中介的作用; 网络咨询型服务模式是

指文献信息机构接受用户 (或读者) 委托就某一课题通过获

取馆藏电子信息资源或网络信息资源由专业人员经过加工

处理后形成信息产品 (如三次文献等) 提供给用户的一种服

务方式。它起到的是信息咨询的作用; 综合开发型模式则是

以上服务模式的集合和重组, 其特点是通过一、二、三次电子

文献信息的综合开发, 充分利用机构内部和外部的电子信息

资源的一种服务方式。 (如图 1)

电子文献信息服务与传统文献信息服务相比, 具有以下

不同点:

(1) 提供信息资源的载体、查询方式和品种范围不同: 传统文献

信息服务提供给读者的是纸介质的印刷型文献, 要求读者顺序阅读

和检索, 而电子文献信息服务利用存储在磁盘和光盘等载体上的文

献给读者提供非顺序、随机的、网状阅览和检索, 如WWW 超文本浏

览等, 另外电子信息服务不仅包括传统的目录、索引、文摘、全文等文

本型信息, 还包括程序、声音、图像等二进制文件和多媒体信息等。

( 2) 服务手段不同: 传统文献信息服务主要依靠手工和人的大

脑, 强调工作人员的博闻强记, 而电子文献信息服务则以计算机、网

络和通信设备为其基本的手段, 强调工作人员对信息的识知、判断和

评价能力。

(3)服务的中心不同: 传统文献信息服务大都以图书馆等机构场

所为中心, 用户必须进入该场所才能得到服务, 而对电子文献信息服

务来说, 场所已不再是最重要的, 它强调以用户为中心和根据用户的

委托和要求定制信息, 尤其在网络环境下, 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图

书馆的计算机系统或网上的电子图书馆查询资料。而且, 今后从事

电子文献信息服务行业很可能根本毋须盖一座图书馆, 只要几台计

算机就能开展该项服务, 只要用户开发得当同样能取得好的效果。

( 4) 提供服务的时间不同: 传统文献信息服务时间一般为 8 至

10 小时, 而电子文献信息服务在网络环境下可以 24 小时全天候服

务。

(5)服务费用不同: 传统文献信息服务大多是由依靠国家拨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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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机构提供的, 通常以无偿服务为主 (尤其是公共图书馆) ; 电子文

献信息服务则以有偿服务为主, 今后电子文献信息服务的从业机构

不再是国家大包大揽, 而逐渐变为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共同经营

的多元化格局, 它的经营部分地变成一种商业性投资行为, 有偿服务

将会是电子文献信息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1　资源主导型模式
以资源为主导的服务模式是指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其具体运作方式包括数据库的开发和馆藏电子文献信息的

服务。

111　运作方式

数据库开发也就是将市场需要的信息资源加工成适销

对路的产品并成功推向市场获得经济效益的一种服务方式。

其实质是信息商品的生产, 各类文献信息机构充当了主体角

色, 它们以各种载体的形式加工、存储、检索和传播信息, 克

服距离、时间和数量上的限制, 将传统的印刷型文献转换成

数字化的信息, 实现了信息的商品化, 从而形成数据库产业,

并成为世界上近 20 年来发展增值速度最快的新兴产业之

一。

据美国盖尔公司出版的权威性的《盖尔数据库指南》介

绍: 在 1975～ 1996 年的二十余年间, 全球数据库的数量增加

了 33 倍; 数据库记录的数量增加了 206 倍, 其中, 记录超过 1

百万条的数据库有 380 种。1995 年以来, 数据库产业呈现出

国际化、一体化, 以开发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为重点, 以图形

为检索界面的发展势头。在各类型数据库中, 文字型数据库

仍然独占鳌头, 其中全文数据库增长最快, 比例高达 50% ;

商贸数据库在各学科的比例中高居榜首, 占 30% 以上。数据

库生产者主要有政府部门、商业界和工业界、非盈利的学术

机构或几家联合共同开发。在 60- 70 年代, 大多数数据库由

美国政府机构组织生产, 如美国能源部、美国航空航天局等。

与此同时, 专业学会和其它非盈利的学术性机构在开发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数据库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近年来, 虽然这

些机构的市场份额从 1977 年的 22% 下降到 1996 年的 8% ;

政府部门生产数据库的比例也从 1977 年的 56% 下降到

1996 年的 13% ; 但商业性数据库生产者的比例从 1997 年的

22% 增加到 1996 年的 78%。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不同类型

数据库生产者增长幅度中, 商业性数据库生产者为最大, 从

1977 年的 82 个增加到 1995 年的 7, 058 个, 为 86 倍, 学术性

机构从 1 977 年的 82 个增加到 1995 年的 750 个, 为 9 倍, 政

府机构从 1977 年的 204 个增加到 1995 年的 1, 229 个, 增加

了 6 倍。在 9, 207 种数据库中, 商业性数据库成为当今生产

数据库产品的支柱。在所有的数据库中, 美国产品占 69% ,

为世界其它国家数据库总量的将近 2 倍。

我国数据库产业起步较晚,“七五”期间我国自建的文

献、数值和事实型数据库约有 300 个; 1991 年我国已有 806

个数据库, 截至 1995 年 10 月 31 日, 数据库已达 1038 个。

1995 年数据库容量在 10M B 以下占 33% , 介于 10M B -

100M B 之间的占 42% , 100M B 以上的占 25% ; 数据库的内

容科技领域占 44% , 其它如经济和社会领域等占 56%。我国

的数据库类型中, 二次文献 (目录、文摘、索引) 逐年下降, 全

文、事实、图形图像及多媒体数据库等品种不断增加。值得一

提的是, 文献信息机构在我国数据库产业发展进程中一直发

挥着主导作用, 现有的 1038 个数据库中的一半多来自文献

信息机构。今后, 随着我国数据库的产业进程不断加快, 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具有更大规模的数据库推向社会, 数据库生

产行业内的竞争将会日益加剧, 文献信息机构如何在今后更

加复杂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不断更新观念, 转换经营

机制, 更好地适应市场的要求来开发和推广自己的数据库产

品, 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这是文献情报界面临的紧要

课题。

数据库产品开发的运行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采用

公司经营机制, 该种机制具体表现为企业化管理, 实行以需

定产, 全成本核算, 自负盈亏, 风险自担; 二是采用事业经营

机制, 该种机制具体表现为工作人员是国家事业编制, 享受

国家拨款待遇, 数据库开发完全按计划进行, 毋须独立经营

和成本核算, 很少考虑市场问题。国外一般采用的是公司机

制, 如国外一些著名的数据库生产商均为公司, 如 IS I、UM I,

SilverP lat ter, EBSCO、E I等; 事业经营这种运作机制主要在

中国, 以国家的一些部委的情报所和图书馆为代表, 如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其它一些部委情报所等。过去, 由于

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数据库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上级

拨款, 从选题到加工几乎完全是指令性的, 很少考虑其社会

需求和经济效益, 特别是很多单位数据库做出来首先考虑能

否通过上级鉴定, 能否评奖, 很少考虑如何将信息产品转化

为信息商品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和文献信息机构内部改革的日益深入, 原来的这种事业经营

型数据库加工生产形式变得步履维艰, 一方面国家的投入减

少了, 另一方面自己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 也缺少市场营销

人员, 即使推向市场, 也难以满足用户需求, 其原因是当时绝

大部分单位在数据库选题时很少考虑用户的需求, 也不进行

市场调查。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例, 该中心自 80 年

代起就着手进行文献数据库的开发, 属于起步较早的单位。

但他们一开始采用的便是事业经营型的运作机制, 在中国科

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

助下, 先后开发了两种数据库:《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和《中

国科学引文索引》, 虽然这两种数据库的质量较高, 但由于人

手短缺、数据库容量小、更新维护跟不上, 加上缺乏市场销售

人员和同行的激烈竞争, 现已进入一种举步维艰、进退维谷,

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境地。在上级和市场的强大压力下, 该中

心领导层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今后的出路问题, 于是决定改

制, 成立以数据库开发为主, 实行多种经营的信息公司, 参与

市场竞争, 但转换机制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其前景并不令

人乐观。相反, 国内有些从事数据库生产的文献情报单位观

念新, 采用灵活的公司机制, 实行企业化管理, 尽管有的进入

市场较晚, 但由于目标明确, 产品适销对路, 实行大投入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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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规模经营, 从而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

益, 成为国内数据库生产的排头兵, 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的万方公司、重庆信息研究所的维普公司、清华大学的中国

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均为企业化经营。可以说, 从

目前国内外数据库产业的经验看, 只有根据市场需要, 采用

公司经营机制, 实行大规模生产, 通过行业的有序竞争, 优胜

劣汰, 才是我国数据库产业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

馆藏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是指图书馆等机构将馆藏印刷

型文献经过数字化转换后的电子文献和直接购买的全文、多

媒体等电子出版物提供的服务。其具体方式包括:

(1)馆藏印刷型文献的O PA C (联机公共目录查询服务) , 目前仍

为文献信息机构开展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方式;

(2) 全文电子阅览服务, 为用户提供全文电子期刊光盘 (或网络

版)以及其它馆藏数字化文献阅览服务;

( 3) 多媒体光盘阅览服务, 为用户提供交互式多媒体的百科全

书、电子图书、V CD 影视作品等光盘阅览服务;

( 4) 全文电子传送服务, 利用馆藏数字化文献, 通过 E - M A IL

等手段为远程用户提供电子版的原文拷贝传送服务;

(5)图文电子信息服务, 通过文献信息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在网上

发布各种电子图文信息;

(6)电子公告板服务, 文献信息机构在网络上开设BBS 站点, 为

网上用户提供信息交流场所同时向用户发布信息的一种服务;

(7) 用户点播服务 (VOD ) , 指文献信息机构将各种视频数据装

入大型网络服务器对外提供服务, 用户在文献信息机构开户后通过

网络进入服务器根据需要自行点播视频 (如电影等)节目的一种服务

方式。

馆藏电子文献信息服务除O PA C 开展普及外, 其它几

种新的服务方式国外比较普遍, 国内尚处在试点阶段, 远未

形成规模。从运行机制上讲, 目前基本采用事业经营机制, 一

般由国家投资建设, 不以盈利为目的, 尚未成为文献信息机

构的创收主体。今后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有偿服

务的深入开展, 能否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还有待于实践的检

验。

112　营销策略

信息市场营销是以适销对路的信息产品为基础的, 可以

说, 信息企业的生产营销活动就是为用户提供能满足其需要

的信息产品。信息市场营销策略包括产品开发策略和市场销

售策略两方面。

(1)信息产品开发策略

①市场补缺策略

信息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现信息产品的空缺上, 积极开发市

场急需的短缺产品, 以及社会需求旺盛而又供不应求的产品, 也就是

要从事那些“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信息产品开发。这样生产这些

产品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有关方面的支持, 竞争对手较少, 容易及

时在技术、资金和市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种策略适于市场竞争

局面尚未形成时, 越早进入风险越小。

②零配件策略, 作大企业的配角, 生产其主要产品的配套附件。

③市场覆盖策略, 当信息企业在某一产品开发、生产和经营取得

成功后, 以获得成功的信息产品为中心, 开发出延伸的系列产品, 形

成自己的产品系列, 大范围覆盖同类信息产品市场, 使自己不断成为

同行业的龙头老大。④创新策略, 即不落俗套, 推陈出新, 不断开发

出富于特色的新信息产品, 以“新、奇、高、特”取胜, 在市场竞争中利

于不败之地。

(2)信息产品销售策略

①直销策略, 指数据库开发商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 该策

略有利于开发商及时了解用户的反馈信息,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与性

能, 同时也可缩短中间环节, 减低开发成本。适合于数据库产品开发

的初级阶段使用。

②分销策略, 指数据库开发商除了采取直销以外, 还通过各级代

理商来帮助其推销数据库产品的一种策略。该策略适合于具有一定

规模的数据库开发商采用, 但同时也导致其与最终用户的信息沟通

不畅和成本上升。

③促销策略, 指数据库开发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采取降价、折扣

等方式吸引用户增加其产品销售量的一种策略。

(3)信息产品和馆藏电子文献的有偿服务与定价

文献信息机构开发的数据库产品和馆藏电子文献服务

除 O PA C (联机公共书目存取) 免费外, 其它通常为有偿服

务, 用户 (或读者)在购买或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时需要支付

一定的费用, 以补偿文献信息机构的事业经费的不足。文献

信息机构进行该项服务时, 首先要考虑其定价问题。

(A )定价原则

①以价值定价格, 价值是信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 价值量决定

信息商品价格的高低。

②以效用定价, 指根据信息使用后可能或实际产生的效用来定

价。

③垄断价格, 由于信息商品的生产具有唯一性、独创性、非重复

性, 信息市场缺乏激烈的竞争; 再者, 人们为了保护信息商品的所有

权、使用权, 制定了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法。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 形

成了信息商品的垄断性。因而信息商品的价格是典型的垄断价格。

④以供求关系定价, 信息商品的价格由买卖双方在市场交易中

讨价还价、相互制约而定。

⑤综合定价法, 价格由两种以上的因素共同起作用而定, 如价值

- 效用价格、成本- 效用价格等。认为, 商品价格的决定因素很多,

包括成本、效用、需求程度、垄断状况、竞争状况、利率、税收、风险等。

上述原则中, 垄断价格论、供求价格论是从信息商品的外部寻找价格

的决定因素。垄断价格过分强调了信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交易

中的地位。

(B )定价方法

不同的信息产品应采取不同的定价方法, 具有不同竞争

能力的信息企业以及处于不同营销环境的信息企业也有不

同的定价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成本导向定价法, 即以产品成本为中心同时兼顾其它因素的

定价法, 是一种按生产者意图定价的方法。具体又分为四种。

a. 总成本加利润法, 指在单位产品总成本的基础上加上一定比

例的利润, 作为产品卖出时的价格。

b. 变动成本加利润法, 指在信息产品变动成本的基础上加上预

期的边际贡献来确定信息商品的价格。所谓边际贡献是指预期的销

售收入减去变动成本后的收益。它是一种在市场竞争激烈是采用的

定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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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收支均衡定价法, 这是以销售信息商品的总收入与其总成本

的支出相平衡来确定信息商品价格的一种定价方法。此法重视总成

本的补偿, 由于以保本价格出售信息商品无利可图, 不利于信息企业

的发展, 不宜长期采用。

d. 边际成本定价法, 指信息企业在销售最后增产的那部分商品

时, 以边际成本为基础制定价格的方法。在信息市场竞争激烈时, 采

用边际成本定价法有利于增强信息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力, 能够充

分挖掘信息企业的生产潜力并充分利用信息资源。

②竞争导向定价法, 这是以信息市场竞争状况为主要依据, 根据

应付或避免竞争的要求来制定信息商品价格的一类定价法。包括: a.

随行就市法; b. 竞争模仿定价法; c. 投标定价法; d. 拍卖定价法等。

113　案例介绍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是我国第一个, 也是目前世界

上唯一的以电子期刊方式按月连续出版的大型集成化学术

期刊原版全文数据库。CA J- CD 采用光盘存贮技术, 保持所

收录期刊印刷版原貌, 集检索、咨询、评价等功能, 并基本上

与印刷版期刊同步, 她的基本定位是一套能够向国内外广大

科研、管理工作和高校师生等提供检索咨询服务的大型动态

信息资源。

CA J- CD 的收录范围: 收录 3500 种中文核心期刊和专

业特色期刊, 其中科技类期刊 2200 种, 占科技内期刊总数的

41. 5% , 社科类 1300 种, 占社科类期刊总数的 33. 5%。依据

《中图法》将学科内容相关的期刊文献分为理工 (A、B、C)、农

业、医药卫生、文史哲 (双月刊)、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

会科学综合八个专辑、共设 100 多个学术类目, 每一入编期

刊在CA J - CD 中既保持整刊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又以文章

为单位按学科、分类进行跨学科专辑组合, 充分体现了现代

学科专业的交叉与渗透。

发行: 光盘版于 1995 年 8 月筹办, 1996 年 1 月开始试发

行, 同年 12 月公开发行, 1997 年 9 月获准以电子刊号的方

式正式发行。目前, 入编期刊已达 2700 余种, 其中科技类期

刊 1800 余种, 社科类期刊 860 余种, 已出版 21 期 148 张, 收

录全文文献 50 余万篇, 数字化信息量达 40 亿字节。

产品延伸策略: 9 个以电子期刊方式出版的大型光盘数

据库和 3 个网络数据库。9 个大型光盘数据库是:《中国学术

期刊 (光盘版)》、《中国学术期刊过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

秀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学术会议论文集数据

库》、《中国学术期刊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管理数据

库》、《中国学术期刊作者名录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专题

文献全文数据库》等; 3 个网络数据库是《中国学术期刊题

录、摘要网络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文摘数据库》、《中国学

术期刊英文文献数据库》。

运行机制: 成立了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和

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 1300 万。清华同方光盘股

份有限公司为电子杂志社的技术和产业依托, 是其数据库产

品、计算机与光盘存贮设备的开发和生产基地, 总投资 1. 1

亿元, 现有人员 2800 多人。

市场营销: 采取在国内大中型图书情报单位设立中国学

术期刊文献咨询检索站的方式发行, 从 1998 年 7 月初开始,

经过准备、试点示范、全国推广和总结验收四个阶段, 到

1999 年 4 月底结束, 现已设立检索站 800 多个。

2　中介服务型模式
本文讨论的中介服务型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是指服

务机构自身不生产数据库, 而是通过数据库商购买数据库

(或授权使用他人数据库) 集中提供服务或利用计算机网络

从其它机构获得信息源提供中介服务的模式。具体表现为三

种形式: (1) 数据库联机服务; (2) 数据库联机系统的终端检

索服务; (3) In 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服务。在本文中, 从事这

类中介服务的文献信息机构统一称为联机服务中间商。

211　运作方式

不同的中介服务类型具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根据上文提

到的三种形式分别予以介绍。

(1)数据库联机服务

数据库联机服务是指联机服务中间商在获得许可证的

条件下, 以一定的价格, 向数据库的生产者购买数据库产品,

装入自己的大型计算机系统, 经过统一的数据转换, 开发检

索软件, 向用户提供有偿的远程联机检索服务的方式, 如

D IALO G、STN、ORB IT、BR S、OCL C 等公司都提供数百种

数据库的联机服务。

从世界范围内看, 数据库联机服务中间商的数量从 70

年代至 90 年代总共增加了 17 倍, 从 105 个增加到 1, 810

个, 其中, 1991～ 1992 年的增长幅度较大。据美国 IM I 公司

通过对美国大联机服务中间商 (L EX ISöN EX IS, D IALO G,

OCL C , EP IC 等) 提供文献型数据库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发现 1974 年的年度联机检索量为 75 万次, 1995 年为 7, 240

万次, 也就是说, 人们对联机检索的利用在 20 年间增加了

96 倍。

我国最早从事联机中介服务的机构主要为几个部委的

情报所, 如原化工部信息中心通过购买美国化学文摘社的

《化学文摘》磁带装入自己小型机向全国提供国内联机服务

(现已撤销) , 国防科工委信息中心 (即北京文献服务处) 购买

的W P I(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N T IS (美国政府报告)、E I

(工程索引)以及其它等文献数据库装入其主机, 建立国内联

机系统, 提供服务等都属于上述类型。

从事数据库联机系统服务需要的设备和应用的主要信

息技术有: 大中型计算机、高速打印机、大容量存贮设备、卫

星通信、数据通信和网络通信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等, 另外

还须采用先进的情报检索语言和检索技术等。

目前, 数据库国际联机系统服务利用的通信网络主要有

两类: 一是商业性数据通信网络, 如 T YM N ET、Sp rin tN et、

D ialN et 等; 二是 90 年代风靡全球的 In ternet。这两种信息通

道都可以提供国际联机检索服务, 有的联机服务中间商同时

提供两个信道的接口, 有的则只提供其中的一种。但从费用

上讲, 通过 In ternet 进行国际联机检索的国际通信费用较低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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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n ternet、Sp rin tN et、T YM N ET、D ialN et 费用比较

单位: 美元

国际联机系统名称 In ternet Sp rin tN et T YM N ET D ialN et

D ialog 3. 0 12. 0 12. 0 10. 8

STN 7. 0 (同上) (同上) (同上)

BRS 6. 0 (同上) (同上) (同上)

F irstSearch F ree (同上) (同上) (同上)

N EX ISöL EX IS F ree (同上) (同上) (同上)

　　从事数据库联机服务的中介机构, 国外大多是商业性公

司, 国内一般为事业经营, 采取有偿服务的方式。

联机服务中间商除了建立大型主机系统提供大规模远

程联机检索服务外, 该服务方式还有一种形式便是建立光盘

局域网或广域网提供服务, 这种服务方式一般规模较前一种

小, 可供检索的数据库也相对少些, 它一般采取从数据库商

处购买或租赁数据库光盘, 然后将光盘数据库安放在光盘库

或光盘塔中通过通信网络提供远程检索服务。其工作原理与

前一种近似。

该项服务投入相对较少, 其主要的花销是购买或租赁

CD - ROM 光盘, 所需设备主要有: 光盘塔或光盘库、服务

器、调制解调器、打印机以及相应的配套软件等。该项服务一

般是文献信息机构为方便用户、扩大影响而开展, 以非盈利

为目的, 其运行机制为事业经营型。

除了建立光盘网络服务系统之外, 规模较小的文献情报

单位和部门开展电子信息服务, 可以直接购买 CD - ROM

光盘数据库利用微机开展光盘检索, 这些服务的设备非常简

单, 只需要 1 台带光驱的微机和 1 台打印机即可。

随着 In ternet 网络的发展与普及, 电子商务的应用以及

网络银行的发展, 上述两种建立主机系统提供数据库服务的

机构可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网上自动检索与结算。其主

要方法是利用 In ternet 作为通信介质, 让用户、银行、文献信

息机构通过网络互相联通检索, 采用信用卡进行结算。此方

式可大大减轻人力的耗费, 提高工作效率, 实行 24 小时无人

值守的全天候信息服务, 目前该服务方式在发达国家已较普

遍。用户只要到文献信息机构开户后便随时可进行检索, 每

次检索完成后输入自己的信用卡帐号与密码, 系统便自动扣

除了用户当次的检索费, 同时拿到检索的文献信息, 非常方

便快捷。

(2)数据库联机系统的终端检索服务从事这类中介服务

的机构一般为文献信息机构的信息检索部门, 他们通过与专

门的数据库联机系统签订合同获得许可为读者 (或用户) 提

供服务。用户只需向专业检索人员提出需求再经过双方的洽

谈, 在专业人员弄清其意图后, 通过计算机终端进入国际 (或

国内)的联机检索系统选择恰当的数据库便可完成。该项服

务均为有偿服务, 用户需为自己的检索支付成本。对文献信

息机构来说, 其运行机制还是采取事业经营型, 其主要目的

是为科学研究提供文献服务, 也可以面向社会, 尤其是为企

业服务, 可以成为文献信息机构的内部创收部门, 争取一定

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社会效益。目前, 我国与国外大型联机

检索系统 (如D ialog、STN 等) 联机的单位 (含一级连接和二

级连接) , 大约有 100 余家, 他们主要为中央各部委情报所和

各省级、部分市级情报所以及一些大学、科研机构, 仅北京地

区的单位就有十几家, 主要有: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清华大学、冶金部情报所、机械部信息研

究院、航天部信息中心、兵器工业部 210 所等。

从事数据库联机系统的终端检索服务投入较少, 所需设

备比较简单: 1 台 386 以上微机、1 台打印机、1 部电话和 1

台调制解调器, 然后再到某 1 个提供联机检索服务的机构

(如D ialog 等) 申请帐号和密码即可提供检索服务。如申请

国际联机系统帐号需用美元支付检索费用, 开展该项服务牵

涉到换汇问题, 一般只有大的文献信息机构才有条件换汇,

小的单位无法取得外汇额度的, 可以通过与大的单位合作,

在当地建立国际联机检索分终端的办法来解决, 也就是建立

国际联机系统的二级终端。其具体操作是首先向一家能提供

国际联机分终端接入服务的单位提出申请, 申请得到批准后

便可着手建立分终端, 连通后每次检索的方法和技巧与上述

的国际联机终端检索没有区别, 而且不用自己换汇, 直接用

人民币与合作单位结算即可。所需的设备主要有: 1 台 386

以上的微机、1 台打印机、1 台调制解调器 (M OD EM ) 和 1 部

直拨电话 (如是异地须有长途直拨功能) 以及相应的通信软

件。

目前, 在国内能直接进行国际联机检索服务的一级机构

有国家各部委情报所 (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清华大学图书馆以及部分省级情报所 (信息中心) 等, 这

些单位均为具有单独换汇能力, 其它单位基本上为以上单位

的二级检索终端。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就有 60 余个外地

的二级终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也有近 20 个二级检

索终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移动通信的突飞猛进, 数

据库联机检索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服务方式, 即移动联机检索

服务, 其检索原理与一般的联机检索相同, 唯一的区别是通

信为无线通信, 文献信息机构采用该项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

上门联机服务,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大大方便了用户。所

需的设备为 1 台笔记本电脑、1 台便携式打印机、1 部移动电

话及其配套设备 (1 个 PCM C IA 卡和 1 根移动电话连接线)

即可。目前, 国内只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信息检索服

务部能提供该项服务。

(3) In ternet 网络信息服务

In ternet 自 1994 年传入中国以来, 上网的用户已达到

数百万人, 而在全世界, 它的用户却达到了 1 亿人。因而, 它

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 也由过

去的学术科研网络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众传播网, 加上

电子商务的推波助澜, 全球 In ternet 的呼声日渐高涨, 大有

替代报纸、广播、电视而一跃成为“第四种媒体”之势。作为全

球最大的互联网络, In ternet 确实十分庞大, 目前恐怕没有

哪一家机构能准确地说出它究竟联接了多少台电脑, 集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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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网络资源, 又有多少人在使用它。许多人想去利用它却

常常苦于找寻无门, 许多信息由于无人问津而被闲置造成浪

费。客观地讲, In ternet 的出现主要有两大好处: 其一, 为人

们提供了直接相互沟通交流的信息通道, 缩短了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 使人们感到天涯近在咫尺; 其二, 网络为人们提供了

非常丰富的信息资源, 人们可以任意将自己的信息置于网上

与他人共享, 也可以通过网络及时获取他人的信息。但是, 由

于 In ternet 没有国界, 没有政府, 没有组织, 因而网上信息的

搜集和利用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文献信息机构作为专门的信息服务单位, 在如何组织和

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经验以及专业

人才和设备, 理应走在时代的前列, 主动为科研教育、政府机

构、企事业单位乃至全社会提供 In ternet 方面的信息服务,

而服务的重点则是 In 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服务。

In ternet 发展至今已日趋成熟, 其信息资源的组织主要

是依靠WWW 来完成的。WWW , 即WORLD W ID E W EB

的缩写, 中文称为万维网或环球网, 它是一个由遍及全球的

文档所组成的系统。这些文档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是文本, 还

可以是图像、声音, 甚至动画、电影等。WWW 通过超文本

(hypertex t)的能力把全世界的所有文档都组织在一起, 文档

之间通过统一资源定位器 (U RL , 即U nifo rm R esource L o2
cato r)来进行链接。WWW 系统采用客户ö服务器模式运行,

服务器端利用WWW 服务器来整理、储存各种超文本信息,

客户端则利用客户端软件, 通称WWW 浏览器来查询服务

器的信息, 并把信息传送到客户端。这样用户就可以通过

WWW 浏览器软件来实现 E - M A IL、GO PH ER、FT P、

WWW 浏览等功能, 从而使 In ternet 提供的功能集成到一个

应用程序里面, 十分方便快捷。

目前, 文献信息机构提供的网络信息检索服务主要包括

以下三种模式:

(1)网络信息浏览与检索服务 此项服务的具体运作方式是在文

献信息机构内设立电子阅览室, 在电子阅览室内可以单独提供网络

信息浏览与检索服务, 也可以同时提供光盘数据库检索、电子期刊阅

览、交互式多媒体信息查询等多项服务, 这要视具体文献信息机构的

条件而定, 可以任意组合。提供网络信息浏览服务单机和局域网均

可, 不同的配置和规模需要的设备和条件是有所区别的。通常, 没有

局域网的单位只能单机服务, 单机服务要求: 1 台 586 以上的微机、1

部电话、1 台调制解调器、1 台打印机、W indow s3. X 以上的操作系统

和WWW 浏览器软件, 然后, 再到提供网络接入服务的单位 (ISP, 即

In ternet Service P rovider) 开设帐户和密码。目前, 国内的 ISP 达到

一、二百家, 仅北京就有几十家, 一般来说当地的电信局都是最大的

ISP, 中国最大的 ISP 为CH INAN ET , 其用户已达数十万。通过这些

单位接入 In ternet 后, 能够享受网络提供的所有服务。

建立局域网的机构, 通过单位的局域网提供网络信息的浏览与

检索服务。开展这项服务需要独立的 IP 地址和域名、服务器 1 台、数

据专线和 In ternet 国际出口 1 至若干个、微机终端若干台、调制解调

器若干台以及相应配套的打印机、浏览器软件等。具备以上条件就

可通过局域网直接接入 In ternet, 毋须再通过 ISP。

In 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一般由文献信息机构的专业人员根据用

户的需求和委托利用万维网来进行, 类似于传统的国际联机检索, 只

不过检索手段和对象不同。开展这项服务的单位也必须具备上网条

件与网络信息浏览服务相同。

网络信息检索要注意的问题: 1. 用户洽谈仍很重要, 不管检索的

手段和方法如何变化, 弄清用户的检索意图是保证有效检索的前提;

2. 加强对 In ternet 信息资源的研究, 充分做到心中有数; 3. 熟练地

利用网上各种专门的搜索引擎 (如 (altavista、yahoo、info seek) 等检

索工具来查找信息; 4. 注意各种信息检索策略和技巧的综合使用。

由用户自己上机的网络浏览服务为公益性质, 一般只收取少量

的网络通信费 (10 元ö小时左右) , 文献信息机构也基本不靠此项服

务创收, 属于网络信息服务中最低层次的服务; 网络信息检索服务为

有偿服务, 尽管从内部管理讲仍属于事业经营型, 但是文献信息机构

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针对不同的用户提供差异性服务, 争取较好的

经济效益。目前在国外出现了一些专门的 In ternet 信息检索公司, 主

要面向企业服务, 为用户提供竞争对手的信息、进出口贸易信息、政

策法规、上市公司信息等方面的服务。

(2) 网络信息导航服务 所谓信息导航服务, 就是提供信息导航

服务的机构通过人工或自动的方式将网上WWW 信息按照一定的

规则进行组织编排置于某个特定的WWW 服务器主页 (Hom epage)

上以方便人们查询的一种服务方式。具体做法是先将网上信息的内

容和地址 (U RL ) 抓取过来, 然后通过人工或自动软件按分类或其它

方式进行编排, 有的还建立索引, 可以通过关键词进行查询, 有的不

建索引, 直接查询即可。查询时, 用户首先看到的只是信息的名称或

主要内容摘要, 这些信息隐含着它的U RL (即信息所在的WWW 网

址) , 用户只要将鼠标移至该处, 屏幕上便会出现 1 只小手, 连续点击

两下,WWW 服务器提供的超文本链接便会马上导引至信息出处所

在主页。

开展网络信息导航服务需要的设备和条件有: 1 台服务器、若干

调制解调器、1 根数据专线和相应的软件即可。如果已建立局域网并

且有自己的WWW 主页的单位开展信息导航服务那就非常简单, 只

要组织信息放入主页提供服务就行了。没有主页的单位要开展信息

导航服务一般就须购置以上设备同时申请自己的WWW 网址, 具备

条件后方可开展服务。

目前, 除了商业性的信息检索与导航公司属于盈利性机构外, 其

它文献信息机构一般是在自己单位局域网 (或校园网)的主页上开展

服务, 主要是为了扩大影响, 加强宣传, 促进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 基

本是一种免费服务, 如北大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

都提供导航服务。

(3) 网络信息推送服务: 上文讨论的网络信息检索是由客户端

用户向W eb 发出请求, 然后W eb 将信息送回客户端的服务, 也就是

说用户需要去拉取 (Pu ll) 信息, 这要求用户熟悉网上资源和熟练的

信息检索技巧, 但是由于速度较慢, 上网费用较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 In ternet 的使用效率。本节要讨论的是 1 种新的信息获取技术-

- PU SH 技术, 它的核心是建立 1 个信息代理机制, 由它先按用户的

请求自动组织网上信息, 再用推送 (PU SH ) 和网播 (N ETCA ST IN G)

的方式送到用户的面前。用户利用 Push 技术可以避免在网上漫无

目标的查找, 而且阅读信息也可以脱机方式进行, 大大降低了费用,

节省时间。尤其是我国信道狭窄, 使用高峰时国际出口拥挤不堪, 特

别是实时查询那些多媒体信息则几乎是不可能的。采用Push 技术

以及信息代理机制, 则可以将多媒体等信息集中推送到国内机构的

服务器上, 这样用户就只需连通服务机构的代理服务器就可得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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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的信息, 避免了速度和时间的限制, 也大大降低上网费用, 可以

说 Push 技术的发展给文献信息机构又开拓了新的服务模式, 其前

景十分广阔。

文献信息机构可以利用 Push 技术来建立信息自动搜集

与推送服务系统。它需要的设备和条件主要有: 局域网、网络

数据库、W eb 服务器、Push 软件 (如 Po in tcast、BackW eb、

Pushback、天唐 2000 中文软件等)和浏览器 (N etscape 或 In2
ternet Exp lo rer)以及配套的系统管理软件 (如网管收费软件

等)。该系统可以为机构内部的局域网终端服务, 也可以为其

外部的用户提供远程联接。

网络信息推送服务对于局域网内部用户通常是免费的,

如大学图书馆校园网上的用户, 但对局域网以外的远程用户

则应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实行有偿服务, 通常采用分级的

收费体制, 如对科研教育用户收取较低费用、对企业和其它

商业性机构则收取稍高费用, 以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开展

创收活动。

212　营销策略

以中介服务为主导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具有投资少, 回

收快的特点, 同时它的服务模式多, 覆盖面广, 创收潜力较

大, 因而成为广大文献信息机构开展有偿信息服务的主要服

务模式。正因如此, 同行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 在目前市场经

济条件下, 谁的影响大, 谁的服务好自然就能不断吸引用户,

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制订适当的市场营销

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介服务型电子文献信息服务市场营销的重点是探索

文献信息机构局部走向市场进行商业化经营的道路, 它的主

要内容包括: 第一, 分析目标、任务、自身优势与特色, 确定所

提供的信息服务的内容以及深广度、收费原则、投入产出比

等; 第二, 分析用户及其需求、市场环境、市场趋势、主要竞争

对手等; 第三, 确保服务的时效性, 充分利用现代化通信、交

通设施即时、便捷地为用户提供服务, 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

需求; 第四, 积极开展促销活动, 包括广告策略、公众形象和

公共关系策略等; 第五, 在反馈与评估的基础上改进市场营

销服务。

1. 基本的营销策略:

(1) 代理策略: 使用该策略的主要为大的联机服务中间商, 他们

一般采取在目标市场寻找代理机构的办法来推广其产品与服务, 并

使服务与培训本地化, 迅速扩大影响, 占领市场份额。如D ialog 公司

的代理机构就遍及全球, 仅我国北京市就有 3 家代理机构。

(2)会员策略: 采用该策略的通常为数据库联机终端检索服务机

构, 通常采用此方式向外发展二级终端, 从而提高用户的使用量。如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二级成员单位就有 60 余家,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国际联机检索网络的成员单位也有近 20 家。

(3) 定制策略: 指服务机构根据用户的特殊要求, 在自己提供的

数据库产品或服务范围内有选择地组合一些产品和或服务提供给用

户的方式。这种营销策略主要针对专业性较强的用户, 如医学院的

用户只要本专业的文献, 服务商便将医学方面的数据库单独用 1 种

较全部购买低得多的价格销售给用户, 这样双方都满意。这种营销

策略完全根据市场的需要来确定的, 是近几年才兴起的新的营销方

式,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4)免费策略: 联机和光盘数据库检索服务均在一定程度上采用

免费试用和培训的策略来吸引用户, 扩大影响。例如:D ilaog、STN 等

系统就常年开放个别数据库免费提供用户检索或开放给大学作为教

学培训使用, 中国科学院的网上光盘检索系统在试运行期间的前 3

个月也完全免费对用户开放, 甚至以后也长期开放个别数据库免费

供用户使用, 这些策略都对推广其服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2. 定价策略

目前在定价策略方面有如下几种:

①免费;

②作为一种控制手段而象征性的收取费用;

③按商品交换定价。

前两种为公益性经营方式, 是属于无偿服务, 而后者是有偿服

务。有偿服务定价策略又包括如下几种:

①协议定价。价格确立在能为供需双方接受的基础上。

②理解值定价, 根据用户对信息价值的理解程度确定价格。

③单方定价。图书馆以价格手段刺激或抑制信息需求。

定价的主要策略还是单方定价, 以联机服务为例, 其主

要定价方式有以下三种:

(1) 连接时间定价: 以用户与系统连接时间的长短确定联机的

价格。时间长度的计算有两种: 一是按连接小时计算 (见表 2- 2) ; 二

是采用“时间单元”方法。该定价方法开始于 1971 年, 这种定价方法

的优点是可以使用户尽量减少连接时间, 提高系统使用效率, 让它为

更多的用户服务。后来, 很快为其它联机系统所采用 (例如,ORB IT、

ESA、STN、BRS 等)。连接时间定价非常简便, 检索费用容易计算和

估计, 用户进行检索前大约可算出所需费用。该定价是联机系统最

早的定价方法, 并获得很大成功, 几乎成为一个理想的收费算法, 但

随着时代的发展, 技术和设备水平的提高以及用户的多样化和检索

需求的复杂化, 也暴露了它的不足之处: ①系统的连接时间长度与被

利用的资源和信息检索的数量关系并不是很大。检索者已经习惯于

以连接时间而不是以他们从数据库检索到的信息价值为根据来考虑

他们的查寻。一些专家认为连接时间作为一种定价方式只有系统商

受益, 而数据库商几乎无利可图。②检索费用随者系统的负荷而变

化。系统忙时, 响应时间长, 用户支付的检索费用高, 系统空闲时, 检

索费用要低些。③检索者事先要花费很多时间用于数据库研究, 熟

悉检索命令, 编写检索策略, 表面上看起来检索费用降低了, 但实际

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 效率响应降低了。④连接时间定价这种方式

抑制了系统的交互性, 用户友好程度低。这种方式只提供给专业检

索人员来使用, 几乎将最终用户排斥在外。

表 2- 2　STN 系统常用数据库 (连接时间)收费一览表

单位: 马克

数据库名称
连接时间

(小时ö分钟)

联机打印

(全记录)

脱机打印

(全记录)

B IO S IS 98. 00ö1. 63 2. 30 2. 56

CA 52. 00ö0. 87 3. 28 3. 54

COM PEND EX 108. 00ö1. 80 3. 33 3. 33

COM PU SC IEN CE 108. 00ö1. 80 2. 65 2. 65

IN SPEC 108. 00ö1. 80 3. 33 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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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DL IN E 49. 00ö0. 82 0. 26 0. 52

N T IS 72. 00ö1. 20 3. 05 3. 05

W P IND EX 383. 00ö6. 38 5. 83 6. 97

　　 (资料来源: STN PR ICE L ist, June, 1998)

(2)资源单位定价: 这种定价方法是指采用连接小时低费用以及

资源单位费用的双重收费方法。即连接时间费用较低, 再根据用户

打印的信息每条按不同的格式收取一定费用。该定价方法的优点是

区分了不同用户的需求, 如有的用户只是检索某一数据库而不打印,

那他只要付较低的检索机时费, 而毋须付信息打印费。如果用户既

检索了数据库又打印了信息, 不同的格式还有不同的收费办法, 一般

的检索系统均有多种收费格式 (见表 2- 3)。

表 2- 3　D ialog 中几种数据库的不同格式的收费办法

单位: 美元

数据库名称
机时

Per D ialU nit
KW IC

5 格式

联机打印　脱机打印
6 格式

B IO S IS 5. 25 0. 15 1. 45 1. 45 F ree

CA 11. 75 free 2. 25 2. 25 0. 35

IN SPEC 5. 25 0. 20 1. 95 1. 95 F ree

W P I 9. 75 free 3. 35 4. 00 F ree

COM PEND EX 5. 25 0. 20 1. 95 1. 95 F ree

M EDL IN E 3. 00 0. 05 0. 20 0. 20 F ree

N T IS 5. 5 free 1. 55 1. 55 F ree

注: KW IC : 为 keywo rd in con tex t 题内关键词的缩写

　5 格式为全记录

　6 格式为题目+ 文摘号

(资料来源: D ialog P rice , June, 1998)

(3)统一收费率定价: 该定价方法是用户每次检索只付单一费用

的办法。如OCL C 的 F irstSearch 系统, 用户只需支付固定费用就可

以检索, 它的定价方式主要有: 单一年费 (一次性付清全年使用费, 含

登记费和数据库使用费) 和按次检索价格 (按检索次数交费, 用户预

先购买检索次数, 以 500 次为单位, 次数越多费用越低, 最低费用为

每次 0. 8 美元, 不计机时费、文献打印费等) (见表 2- 4)。这种收费

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易行, 费用低廉, 它不受连接时间长短限制, 也不

按资源单位收费, 用户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是一种面向最终用户使用

的收费方法。OCL C 这种收费一经推出, 很快得到世界各地用户的欢

迎, 从而迅速占领市场。但这种收费方式使联机信息供应商的收益

降低, 数据库商也无利可图, 因而迫使他们有时不得不将用户使用最

频繁的数据库撤出以降低损失, 如 F irstSearch 中的 IN SPEC 使用的

次数就非常高, 有时用户进去检索 1 次往往打印数十条上百条文摘,

1998 年 10 月OCL C 便将其撤出, 但这样同时也招致了用户的不满

和系统使用率的下降。

表 2- 4　OCL C F irstSearch 系统计次收费价格表

组数 检索次数 每次单价 收费标准 (美元)

1- 9 500- 4500 U S＄1. 00 U S＄500- 4500

10- 60 5, 000- 30, 000 U S＄0. 90 ＄4, 500- 27, 000

61+ 30, 500+ ＄0. 80 ＄24, 400+

注: 1 组= 500 次

　 (资料来源: OCL C——F irstSearch, 1998)

213　案例介绍

1967 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了O h io Co l2
lege L ibrary Center, 即最早的OCL C,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中

心。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计算机系统, 以实现成员单位的资源

共享。1977 年, 这个涵盖 54 个大学的地区性图书馆计算机

网络进行了改组, 它逐步吸收外面的单位参加, 从而发展为

一个国际性的网络。1981 年,OCL C 更名为O nline Computer

L ibrary Center, 即现在的联机电脑图书馆中心。今天它属下

的成员单位已覆盖全世界 63 个国家和地区, 达 23000 家。

OCL C 目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有: 馆际互借服务、

F irstSearch 数据库检索、ECO 联机电子期刊服务, 这 3 项服

务均为中介服务。其馆际互借系统成员馆达 23000 家, F irst2
Search 系统也有 60 多个数据库, ECO 联机电子期刊系统所

收集的全文电子版期刊已达 1700 种, 按规模来计算, OCL C

堪称全球最大的中介信息服务商了。尽管其规模很大, 但是

由于它进行的是中介服务, 所以投入相对却较少, 它仅仅搭

设了 1 个平台, 用户直接使用的并不是OCL C 自己的资源和

服务, 而是别人的。比如馆际互借系统, OCL C 提供成员馆馆

藏信息检索, 用户先通过检索找到自己所要书刊的图书馆所

在地, 然后在通过馆际互借系统发出借阅的请求便可达到目

的,OCL C 便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 F irstSearch 系统也类似,

它也没有自己生产数据库, 而是通过从数据库商那里购买版

权支付版税的办法来开展服务的, 它毋须承担风险, 盈利了,

分一部分给数据库商, 如果亏损, 它就可以马上转向能盈利

的产品; ECO 系统也相同, OCL C 并没有把这 1700 种电子

期刊都买下来, 而是为用户提供中介服务, 用户最终需要与

出版商打交道。

作为中介服务商, OCL C 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这取决于

其良好的企业经营机制和卓越的营销策略。OCL C 对于不同

的服务采取了不同的营销策略。比如馆际互借系统, 它采取

会员制策略, 以优惠的条件使全球 6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000 多家图书馆加入进来, 从而形成全球最大的图书馆馆

藏信息网络, 有效提高了用户的文献保障率, 也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图书馆参加进来; 而对于 F irstSearch 系统则采取代

理策略和低价策略, 尤其是其数据库使用费最低达到 0. 8 美

元ö次, 成为同行中收费最便宜的检索系统, 从而使其用户在

短时间内遍及全世界; ECO 则重点采取免费策略, 只要用户

订购 1 种期刊的电子版便可免费浏览其它 1699 种电子期刊

的题录, 以这样小的代价能获得如此多的好处, 体现了其强

大的吸引力。OCL C 中介服务模型如图 2- 1 所示。

3　网络咨询型模式
以网络咨询为主导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 其工作方式表

现为远程式、网络化的特点。这种服务方式随着信息技术在

信息服务机构的普及应用正在逐步兴起, 也是今后咨询服务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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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运作方式

与传统的信息咨询服务相比, 网络咨询服务, 就是咨询

顾问和用户之间借助于各类网络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具

体地说, 就是咨询顾问针对用户的信息需求, 利用各类网络

检索、选择、加工、传递信息, 最终形成咨询报告并提供给用

户的过程。

咨询过程就是信息的传递、反馈与控制的过程。网络咨

询与传统咨询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其自己的特点。两者的相

同之处在于都是通过对信息的有效收集, 加工和传递, 最终

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不同之处在于, 传统咨询服务的各

个环节主要借助于人力来进行。而网络咨询服务的各个工作

环节将更多的利用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

设备。具体来说, 网络咨询服务具有以下特点:

①通过计算机网络等传媒来寻找用户;

②更多地利用计算机网络检索信息或较多地利用电子信息资源

(如各类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和其它电子信息资料等) ;

③更多地通过网络与用户进行信息交流;

④更多地利用各类信息技术设备对信息进行加工, 尤其是人工

智能等;

⑤通过网络管理咨询项目。

下文介绍讨论两种基本的网络咨询服务模式的运作方

式。
(1) 典型网络咨询服务: 包括接受咨询委托、用户洽谈、信息调

研、撰写咨询报告和提交咨询报告等步骤, 这与传统的咨询服务的工

作程序基本相同, 所不同的是更多地依赖了现代信息技术, 时间更

短, 效率更高。

开展网络咨询服务所需的设备和条件主要有: 网络通信条件、信

息检索手段、数据分析和处理软件、数据库、微机、扫描仪、OCR 文字

处理软件、激光打印机等。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 In ternet 已成为网

络咨询服务依托的主要通信平台, 其用户委托、信息调研、提交报告

都可以通过 In ternet 完成。

典型的网络咨询服务模式从传统的信息咨询服务发展而来, 从

文献信息机构内部管理来讲, 除了成立专门的信息咨询公司之外, 还

可作为事业经营型的创收部门对待, 实行有偿服务。由于咨询服务

提供的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 因此, 可以作为重点的创收部门

来扶植, 使之成为文献信息机构新的业务增长点。

(2) 网络参考咨询服务: 文献信息机构的专业人员 (主要指高级

馆员、信息专家等) 通过网络利用馆藏文献开展参考咨询服务, 是传

统参考咨询服务借助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开拓的新的服务方

式。它包括专家与用户进行的面对面的交流和背靠背交流两种形

式。具体来说, 文献信息机构设立专家咨询台, 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当

面咨询, 信息专家通过手上的电子工具书、数据库解答疑难或提供参

考性意见, 满足用户的要求。其最大特点是面对面、多媒体和交互

式。它涉及的信息技术和设备较为复杂, 主要有: 网络通信条件、电

子媒体的工具书和数据库、多媒体设备 (包括声音输入输出装置、图

像扫描仪等)、微机以及配套的软件等, 除此之外, 还要求用户端具备

相应的条件, 否则难以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其服务模型如图 3- 1 所

示。

另外一种是信息专家在网络上公布其电子邮件地址, 用

户将自己的咨询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专家, 信息专家收到

后在 48 小时之内给予答复并将结果也通过电子邮件发回。

这种形式用户与专家不直接对话, 整个咨询过程全部利用电

子邮件完成, 是一种简便易行, 成本低廉的服务方式。

上述为单用户和信息专家的交流, 如果开展异地多用户

和多个信息专家的集体咨询活动, 那要求就更高, 设备和技

术更复杂, 目前我们可以利用国内外流行的视频会议系统达

到这个目的。视频会议系统采用的视频ö音频ö数据的数字压

缩编码传输技术融合了通信、计算机、图像处理等现代科技

成果, 经过近几年的迅速发展, 现已成为应用广泛的成熟技

术。我国已建成视频会议骨干网和许多省市及行业网, 用于

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其服务模型如图 3- 2 所示。

尽管网络参考咨询服务对于技术和设备要求较高, 但一

般多为公益性服务, 对用户收费很低甚至免费, 适合于国家

投资的大型公共图书馆或专业性图书馆采用, 通过它为全社

会服务, 中小型文献信息机构不宜普遍开展此项服务。对于

多用户专家参考咨询服务, 一般是就某个专题邀请多位专家

同时通过网络为用户解答咨询, 这种形式是专题文献服务的

一种特殊形式, 事先可以与用户商定, 收取一定的咨询费。

3. 2　营销策略

咨询服务与资源主导型服务和中介服务不同, 它最主要

的消耗还是人的劳动, 即馆员或信息专家头脑中的知识与智

慧, 尽管也要消耗信息和采用现代化技术设备, 但最终形成

的咨询报告或结论却是人得出来的, 其成果的优劣直接与用

户的利益紧密相关。因此, 咨询服务的回报往往除了可以直

接计量的成本外, 用户的满意度也是非常关键的, 用户满意

的话可以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 文献信息机构就能够创造较

好的经济效益, 反之则面临着丧失用户, 丢掉市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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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网络咨询服务的特点, 笔者认为重点可以采用以下

策略。
(1)品牌服务策略 品牌, 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是它们

的组合运用, 其目的是藉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

劳务, 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劳务区别开来。品牌过去一直作

为商品生产的概念而未受到信息服务业的充分重视, 但随着文献信

息机构逐步参与市场竞争, 将品牌服务引入信息咨询服务领域, 对于

树立精品意识, 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和地位以及创造经济效益都具有

十分重要意义。网络咨询服务的品牌服务指标包括信息资源的保有

量及获取远程信息资源的能力、咨询专家的水平、现代化设备与设施

的完善程度、管理水平、服务人员的态度和水平、服务质量的高低、用

户意见的反馈以及配套的售后服务等。从文献信息机构内部看, 首

先要让品牌服务意识深入人心, 不断促进全体工作人员思想观念的

更新, 其次才是品牌服务的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不能一

蹴而就。但是品牌一旦建立起来, 将会成为一股强大的无形资产, 如

同名牌商品一样, 具有良好品牌的咨询服务同样受到用户的青睐, 像

兰德、野村、安达信等大型咨询公司以及信息技术领域专业咨询公司

ID G、Gartner Group、Fo rrest Research 等品牌早已享誉世界, 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 网络广告策略 在品牌策略的实施过程中, 采用经济有效的

广告策略, 对于品牌的树立帮助很大。具体地说, 开展网络咨询服务

可以在网络上创建自己公司或机构的主页来推销自己, 招揽客户, 是

一种经济有效的办法。创建主页和传统咨询服务制作宣传小册子一

样, 一定要体现特色, 网络广告要告知用户自己公司的专业技术 (咨

询服务水平)、资深顾问和信息资源数量、信息技术装备状况和获取

信息、加工开发信息的能力、服务内容、服务项目以及接受用户委托

的网络界面等。开辟网络广告要注意经常统计用户的反馈意见, 及

时了解网络广告的效用和维护更新。除了创建主页以外, 还可以通

过网上的电子布告栏来发布消息, 寻找用户, 这种方法对较小的咨询

机构和一般咨询服务较为有效。

(3)定向服务策略 通过网络广告争取用户是一种被动的“拉取”

(PULL )服务, 它最终还是为了吸引用户上门。而定向服务策略则是

一种主动的“推送”(PU SH ) 服务, 服务机构可以有目的地向潜在的

专业用户发送电子邮件, 这种方法对高层次的咨询服务的开发最为

有效。我国的网络用户主要是团体用户, 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和学

术团体等用户占 60% 以上。通常只有团体用户才有需要与条件聘请

专业的信息咨询机构进行专题咨询, 而通过网络来主动寻找用户具

有快捷简便的优点。这种办法适合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机构使用,

否则容易招致用户的反感, 影响效果。

传统的咨询服务的收费原则一般有计时收费法、工资加

一定比例的计算收费、总开支加固定费、投资总额百分率、限

额性收费、一次性收费等, 不管其如何计算均视委托的具体

咨询项目双方协议而定。网络咨询服务的定价也可以采用协

议定价法, 但它与传统咨询服务也有一定的区别, 主要区别

是项目一旦启动甚至在洽谈中便会产生直接成本费用, 如网

络通信费、信息检索费等, 因此它的定价原则主要为成本加

需求定价法, 是以信息服务成本为基础加上用户对信息服务

的期望值为系数来确定信息服务的价格。

3. 3　案例介绍

网络咨询服务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

国外发展较快, 国内尚处在萌芽状态。

美国人 T erry 是最早涉足 In ternet 网络咨询服务业的

人之一。从 1985 年开始, 他就成立了 Info Q uest 公司, 专门

从事网络咨询服务。它的主要业务分为三部分: ① In ternet

培训, 向客户提供网络使用方面的咨询与培训, 其培训的主

题为“利用网络与世界沟通”, 专门介绍如何使用 In ternet 和

其它电子信息网络; ②为企业提供建立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

咨询, 帮助企业分析信息需求和如何有效地获取这些信息;

③接受用户的委托, 帮助用户从 In ternet 上查找所需要的信

息, 尤其是 In ternet 的国际贸易信息。

Info Q uest 公司将其服务的重点定位在从事国际贸易

的中小型厂商上。由于 In ternet 上国际贸易信息非常丰富,

如世界范围内进出口商的供求信息、网上的专题论坛关于热

门产品的消息以及各国的进出口法规、生活水准、国民经济

统计资料等等, T erry 认为这正是利用 In ternet 开展咨询服

务的大好时机, 一般来说, 这些厂商信息系统的建设相对落

后, 对信息的需求非常迫切而又无力自己去查找, 如果谁事

先组织这些信息或帮助进出口厂商查找这些信息, 肯定会得

到丰厚的回报。1993 年, IN C 杂志 ( In ternet 信息中心办的一

份杂志)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报导了 Info Q uest 公司所提供的

服务, 于是, 他们接到的订单激增, 业务量日益增长, 事业取

得了成功。

类似 Info Q uest 公司提供的 In ternet 网络咨询服务, 并

不需要很多的投资, 从事该项网络咨询服务只要有好的外语

与计算机基础, 再加上一台上网的计算机就可以开展服务,

非常适合中小型文献信息机构和部门采用。网络咨询服务是

今后文献信息机构传统信息咨询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们相信, 一旦大家充分认识到网络咨询服务的方便与好

处, 一定会在全国各地朝气蓬勃地开展起来。

4　综合开发型模式
综合开发型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是集资源开发、中介服

务和网络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大规模、深层次的服务模式, 从

事综合开发型的文献信息机构通常是在大范围内具有很强

的影响力, 起到示范作用和创造了较大经济效益的单位。

411　运作方式

综合开发型的服务机构可以采用 1 种经营机制为主和

多种管理方式并存的办法, 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 机构的主体

为公司, 完全是企业机制, 但同时它内部的个别部门实行事

业管理, 对外开展公益性服务; 其二, 机构的主体为事业单

位, 下面成立多个公司, 形成产业集团, 创造经济效益来补充

事业单位的国家预算缺口, 形成“以企养事”的格局。

不管采用何种运行机制, 综合开发型的电子文献信息服

务的具体运作均不是前三种服务模式的简单组合, 而是在整

合它们优势的基础上实施的具有战略性的综合开发。它的运

作是一个战略计划、决策、组织实施、反馈、动态优化的过程。

从资源开发来讲, 它以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开发和馆藏数字化

文献服务为主要内容; 从中介服务来讲, 它以充分实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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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资源的无缝链接和资源共享为主要目标; 从网络咨

询服务来讲, 它以全球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加工和知识生产、

提供利用为主要特点。

综合开发型的文献信息机构表现的物理形态是一个以

电子图书馆为基础设施, 构架全球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以及一

个生产知识和智慧的庞大“思想库”组成的集成信息服务系

统, 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功能、规模效益和辐射效应, 成

为一个集信息商品生产、信息服务、教育培训和研究发展于

一身的实体。该服务模式如图 4- 1 所示。

412　营销策略

综合开发型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的营销策略是一种

组合式营销策略, 是直接为文献信息机构的发展战略服务

的, 与其经济效益紧密相关。具体来说它包括产品策略、服务

策略、价格策略、品牌策略、广告策略、公关策略、销售策略等

(详见表 4- 1)。

表 4- 1 综合开发型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的营销策略一览表

名　　称 具体策略

产品策略产品组合、产品扩展、产品填补、产品削减、产品覆盖等

服务策略单一服务、组合服务、附加服务、统一性服务、差异性服务等

品牌策略品牌定位、品牌包装、品牌形象、品牌扩展、品牌创新等

价格策略
垄断价格、限销价格、薄利多销、免费价格、折扣价格、通行

价格、差别价格、品牌价格、降价、提价等

广告策略形象广告、媒体广告、口碑广告等

公关策略
政府公关、公众公关、社区公关、群体公关、个体公关、涉外

公关等

销售策略直销、分销、促销等

413　案例介绍

E IV illage (工程信息村) 是美国工程信息公司 (Engi2
neering Info rm ation Inc. ) 推出的基于 In ternet 的基层信息

服务系统。E I 公司成立于 1884 年, 迄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

史, 是世界上最早的工程文献信息服务机构。近二十年来, 在

全球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影响下, E I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不断

拓展和增加, 正朝着电子信息服务综合开发方向迈进。其电

子信息服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电子信息资源开发与提供服务, 包括数据库服务与

全文提供服务。

①数据库产品: 工程索引数据库 (E I CompendexW eb)、IL I 标准

数据库 ( IL I StandardsW eb)、最新文献报道数据库、E I 要目公告 (E i

Spo tligh ts)、E i 动态通报 (E i T ech A lert)、E I期刊目次报道 (E iM on2

ito rs)、E I新闻热线 (E IW ireservice)、E i 工程专家数据库等;

②全文提供服务: E i E lectron ic T ex t (全文电子传送服务) , 从 91

年开始, E I公司每年收藏 2. 5 万多件在文摘索引数据库中收录的文

献原文, 以此作为全文提供服务的基础。通过E i CompendexW eb、E i

Spo tligh t、E i T ech A lert、E iM onito rs 找到的文献均可以联机定购全

文, 可以通过 E - m ail、FA X 等方式为用户传送电子全文; E i Fea2

tu red A rticles (特选文章快递服务) , 主要收录 4 个主题的文献, 包

括: 农业工程、建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光学工程。每个主题下

可以看到特选文章的题录与文摘。4 个主题每月精选 10～ 20 篇, 用

户事先注册可以看到当年每个月的这些文献, 需要全文时可以联机

用 PD F 格式传送过来, 每篇文章收 12 美元服务费 (含版权费)。

(2) 中介服务, 包括联机数据库中介和 In ternet 信息导

航和网络信息推送等。

1) 联机数据库中介: E i Connex ion, 在通过 E i V illage 主页的

Connex ion, 可联接 150 余种科学技术和商业性数据库 (如 D ialog

等) , 可以获得工程、化学、物理等领域的文献、专利、新闻、商业信息

等, 但需在 E I 公司注册方可使用; D ata Sphere, 联接工程技术人员

常用的 200 多个免费和收费数据库, 按字顺和主题分类两种方式列

出数据库名称、价格、内容等, 收费数据库需要在E i 注册使用。

2) 网络资源导航服务: E I公司将 In ternet 上工程技术信息资源

进行搜集、筛选、分类、组织, 为用户提供 1. 6 万多个WWW 站点导

航。分为以下栏目: ① In 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en ter (国际工程中

心) , 可以链接 E i 公司在世界上其它四个国家 (英国、西班牙、德国、

菲律宾)的工程信息中心的主页; ②Research&Industry Park (研究与

工业园区) , 联接到科学研究、工业技术、工程部门方面的站点; ③

Business&F inancialD istrict (商业经济区) , 联接商业经济方面的站

点, 可以获得商业新闻、股市行情、税收、商业法规、公司名录等信息;

④ Industry M art (工业市场) , 联接工业和技术服务方面的站点; ⑤

In ternational House (国际大厦) , 联接美国、欧洲、加拿大、亚洲等国

家和地区政府机构的站点; ⑥T ravel Service (旅游服务) , 提供 In ter2

net 上有关旅游方面的站点导航; ⑦N ew s&W eather Bureaus (新闻与

气象局) , 联接美国新闻与气象、世界新闻与气象、商业新闻、世界各

地报纸等新闻站点导航; ⑧Career&Education Campus (就业与教

育) , 联接世界 1000 多所大学和学院的主页, 还有就业咨询方面的站

点等。

(3) 网络咨询服务, 包括网络参考咨询与网络专家咨询

等, E i V illage 设置了以下栏目。

1)A sk A L ibrarian (E i V illage 常见问题解答) , 用户通过 In ter2

net 就使用E iV illage 中遇到的问题, 可以向E i 公司的专业图书馆馆

员咨询, 这是一种网络参考咨询服务;

2)A sk A n Engineering Co lleague (工程专家咨询) , E iV illage 提

供 9 位工程技术专家解答用户的问题, 用户可以在网上浏览专家的

履历、研究方向、学术活动以及论著等, 然后有针对地向专家提问并

得到专家的解答;

3)A sk T ech D esk (专业参考咨询) , E i 公司与 L inda H all L i2

brary 合作, 利用该馆的收藏的科技类参考文献和数据库解答用户疑

难, 用户可以通过 E- m ail 提出请求, 该馆的专业参考咨询人员会在

24 小时给予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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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sk Your Peers (网络讨论咨询) , E i 公司针对有较高难度无

法自己解答的用户咨询, 便在网上设立了 20 个工程技术方面的专业

讨论组, 用户可以和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在网络N ew sgroup 和L ist2

serv 中进行讨论, 相互交流, 得到的专家的咨询与帮助。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 工程信息村提供了资源、中介

和咨询三个层面的集成信息服务, 其服务内容之丰富, 手段

之先进, 堪称综合开发型电子信息服务的典范。由于其服务

体系非常复杂, 因此它的营销策略也是难以概括的, 只能择

其一二予以介绍。

E I 公司目前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专门推广其产品与

服务, 1998 年年初, E i 采取在华设立镜像点的策略推广 E i

CompendexW eb 数据库的使用, 先后在教育与科研界进行了

合作, 推出长达 6 个月的试用期, 最后由清华大学图书馆牵

头组织国内十所大学与 E I 签订了镜像库的使用协议, 这十

所大学每年缴纳 9000 美元可以在校园网内通过 In ternet 无

限制使用 E I CompendexW eb。

从使用上讲, 工程信息村不是免费的, 用户按科学机构

和公司分类, 也有个人帐号。其价格根据机构的可能用户范

围和同时允许的用户数不同而变化。一般对科学研究机构的

价格范围由每年 4000～ 27000 美元, 前者是 500 个以下用

户, 8 个 ID , 访问Compendex 还要另外收费, 后者是 4000 个

用户, 27 个 ID , 无限制使用Compendex。对多于 4000 个用户

以上的机构单独报价。对公司的价格高一些, 从每年 4500 到

30000 美元, 前者是少于 100 个用户, 9 个 ID , 付费使用

Compendex, 后者是 1000 个用户, 30 个 ID , 无限制使用

Compendex。一个公司也可在图书馆设立一个工作站, 每年

3000 美元, 付费使用Compendex, 或每年 6000 美元, 可无限

使用 Compendex。工程信息村对学校特别优惠教授的个人

帐号每月 25 美元, 学生每月 75 美元。订购了Compendex 光

盘或磁带的用户在购买网络版能得到优惠。

5　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的成本及其效益

511　几种服务模式的成本分析

(1)信息产品开发成本

信息产品开发成本, 即生产数据库等信息产品发生的费

用, 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

1)物质材料消耗费用

信息产品生产成本中的物质材料消耗费用包括生产信息产品所

使用的原材料 (如纸张、色带、墨粉、磁盘、光盘等) 费用、燃料动力费

和各项固定资产 (如办公用房、计算机、通信设备、印刷设备、试验设

备等)费用。原材料和燃料动力在信息商品生产中被直接消耗掉了,

故其费用应一次性计入生产成本中, 而固定资产并非一次性消耗, 其

费用是通过折旧的方式进入信息产品的成本。该项成本可以直接计

量, 与物质商品生产领域成本的计量方法相同。

2)信息材料消耗费用

信息产品的生产实际上是对信息资源的加工。该项费用实际上

是获取信息资源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具体包括: ①购买信息资源

的费用, 如图书、报刊、文献数据库、内部资料、专利文献、标准文献

等; ②信息调研费: 从某一信息商品立项到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调研

和差旅、咨询费等; ③通信费用: 包括电话费、传真费、网络通信费等;

④信息材料时效损失费用, 即信息商品生产者掌握的信息材料因时

效问题而损失的费用。由于信息资源是非消耗品, 不会在一次使用

中消耗掉, 在以后的其他信息产品生产中还可以多次使用, 所以信息

材料费用并非真正被消耗掉了的信息材料的费用, 虽然其中一部分

信息费用是一次消耗掉了, 如通信费用, 但大部分信息材料费用不能

一次性计入生产成本中。然而, 信息材料费用计入成本的方法又不

同于固定资产, 不能采用每年相等的折旧率进行折旧。⑤劳动力消

耗费用: 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以及教育培训费用等。

⑥其它费用, 如银行贷款利息、软件开发费、系统维护费、售后服务

费、版权费、管理费用、税费、交通费用等。

(2)信息服务成本

由于信息服务也需要相应的空间场所和设备, 需要物质材料和

能源, 需要服务人员和管理等, 所以, 它的成本也是由材料耗费、劳动

力耗费和其它费用组成。但信息服务具有并不同于信息商品生产的

特点, 各部分费用的构成比例与信息生产成本有较大的差别。信息

服务成本的构成中的物质材料消耗主要是信息服务场所和设备等固

定资产的折旧费用, 原材料和能源消耗费用较少。信息资源购置与

贮存费用在信息服务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劳动力消耗费用和管

理所占的比重也较大。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成本分析见表 5- 1:

表 5- 1　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成本一览表

编号服务模式 成本统计的主要指标 项目投资成本估算

1 数据库开发

计算机等设备购置费、软
件开发费、原始文献购置
费、数据采集费、数据加工
费、录入费、编辑费、版权
费、办公费、空间占用费、
印刷费、管理费、通信费、
系统维护费、光盘费、磁盘
费、交通费、业务交往费、
市场营销费用 (如广告、信
息发布会、演示会等)劳动
力费用、税费、银行贷款本
息等

成立数据库公司, 一般需
要注册资金 50 万元, 如果
投资 1 个文献型数据库产
品, 软件研制开发、数据采
集、劳动力费用和产品推
广等, 一般需投入数百万
元, 才有可能打开市场, 形
成规模投入更大。

2
馆藏电子文
献文献服务

大型计算机、大容量存贮
器等设备购置、软件开发
费、图文扫描输入设备、劳
动力费用、CD - ROM 电
子文献购置费、大型全文
数据库、终端设备、网络设
施费用、多媒体设备、其它
配套设施及设备等

投资需根据文献数字化工
程的规模大小和购置 CD
- ROM 等电子文献的数
量和品种以及服务规模来
确定, 如果按照电子图书
馆的模式来试验, 投资少
说上千万, 多则数亿元。

3
数据库联机
系统服务

计算机等设备购置费、数
据库购置费或版税、软件
开发费、系统维护费、劳动
力费用、租用线路费、办公
费、市场营销费、管理费、
房屋建设费或使用费、印
刷费、日常通信联络费、材
料消耗费、邮费、交通费、
差旅费、业务交往费等

购买计算机主机和数据库
来提供服务, 在国内投入
一般为数百万元可以启
动, 国外投资更大, 取决于
数据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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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库联机
系统的终端
检索服务

办公费、劳动力费用、设备
购置费、通信费、数据库使
用费、管理费等

直接设备投资 2 万元以内

5
光盘网络
数据库检索
系统服务

计算机网络等设备购置
费、光盘数据库购置费、软
件购买费、通信费、办公
费、管理费、系统维护费、
劳动力费用等

除去光盘文献数据库购置
费, 直接投资约数十万元。

6
光盘数据库
微机检索服
务

微机打印机购置费、光盘
购置费、办公费、劳动力费
用、管理费等

除去光盘文献数据库购置
费, 最低 1 台微机和打印
机的费用即可, 约 1. 5 万
元

7
网络浏览检
索服务

网络设备购置费、通信费、
办公费、系统维护费、管理
费、劳动力费用等

如果通过电话拨号入网,
最低投资 2 万元以下即
可; 局域网入网, 最低投资
数十万元。

8
网络信息
导航服务

网络设备购置费、通信费、
网络信息检索费、信息加
工费、系统维护费、管理
费、办公费、劳动力费用等

最低投资数十万元

9
网络信息
推送服务

网络设备购置费、软件购
买费、网络信息检索费、系
统维护费、管理费、通信
费、办公费、劳动力费用等

最低投资数十万元

10
典型网络咨
询服务

网络设备购置费、数据库
购置费、软件开发费、系统
维护费、网络信息检索费、
调研费、专家咨询费、办公
费、通信费、管理费、劳动
力费用等

最低投资十万元左右

11
网络参考
咨询服务

网络设备购置费、通信费、
数据库或电子出版物购置
费、多媒体设备购置费、办
公费、管理费、劳动力费用
等

最低投资 3 万元左右

注: 文献信息机构内部事业经营型一般不计空间占用费, 如果全成本

核算则应予以考虑在内

512　几种服务模式的效益分析

本节讨论的效益为经济效益, 指文献信息机构开展有偿

的电子信息服务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

不同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需要的投入是不一样的,

经济效益也有明显的差异。从成本和效益的关系看, 投入多,

效益相对较大; 投入少, 效益相对较少。不同的服务模式投资

的回收周期也不同, 通常从事数据库产品开发和馆藏电子文

献服务投资成本较大, 回收周期较长, 见效慢, 并且投资风险

较大; 而中介服务型和网络咨询型的服务投资成本较低, 回

收周期短, 且见效快, 投资风险很低, 甚至为零。具体来说: ①

投资数据库产品一般需 1- 2 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

经济效益, 但当其一种产品从成熟期走向衰退期时, 其效益

也会出现下滑, 这时就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和开发新的产品,

当然, 如果开发出市场适销对路的数据库产品, 其经济效益

也是相当可观的, 如清华大学开发的《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

版)》全文数据库 1995 年启动, 前期投入 1000 多万元, 1996

年初试发行, 目前其用户已达 800 多个, 年创经济效益约

3000 万元; ②馆藏电子文献服务, 投资巨大, 建设周期长, 且

有一部分公益性服务, 有偿服务见效相对较慢, 目前国内从

事该服务仍为图书馆的基础服务, 尚处在投入建设阶段, 还

未形成文献信息机构创收的主渠道, 其效益如何还有待于进

一步检验。③中介服务型和网络咨询型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

投资较前两种都要少, 但它们成本和效益的转换几乎是同步

的, 只要不断地开发用户, 便能源源不断地创造经济效益。实

际上它们基本上没有成本的负担。如OCL C 1996 年毛收入

为 147, 960 万美元, 扣除订户的折扣 4, 930 万美元, 净服务

收入为 143, 030 万美元。另外, 网络咨询型的电子文献信息

服务由于融入了更多人的头脑与智慧, 它能创造一部分增值

的效益。④综合开发型服务各种模式之间可以互补, 文献信

息机构可以挖掘和利用不同服务模式的潜力与优势, 创造最

大综合效益。

除综合开发型服务模式外, 以上三类基本服务模式中,

以中介服务型中的数据库联机系统的终端检索服务模式投

资最少, 操作最简便, 见效最快, 经济效益明显。下面举例说

明:

笔者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信息检索服务部

其中的一项服务就是开展数据库联机系统的终端检索, 主要

是与国外的 STN、D IALO G、DA TA - STA R 和OCL C 系统

联机, 依托中国科学院面向全国开展国际联机检索服务。他

们从事该项服务的设备人员有 1 台微机、1 台打印机、1 台调

制解调器、3 名工作人员。从 1987 年至今, 他们通过自身的

不断努力和开拓市场, 至 1998 年底累计完成用户委托检索

课题 5000 余个, 10 年来创造了直接经济效益近 300 万元

(如图 5- 1 所示)。

513　服务效益最大法则及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的选择策

略

不同类型的文献信息机构应根据自身的条件, 因地制宜

地选择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随着信息

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渐普及, 电子文献信息服务的蓬勃发展

势在必然, 但要注意既不能好大喜功, 盲目发展, 也不能畏首

畏尾, 贻误战机, 给事业带来负面效应。因此, 对于电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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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策略的的评判与选择必须依据科学的原则, 切忌拍

脑袋。为此, 从经济效益考虑, 提出一种具有较大实用价值的

选择法则- - 效益最大法则。效益最大法则的核心内容是将

文献信息机构的规模、现有信息资源保有量、技术设备条件、

相对科研能力、投资能力、成本、投资风险、竞争状况、生产规

模 (服务的用户数量、信息产品产销量等)、价格等因素综合

起来, 建立相应的函数关系。其公式为:

E= f (g, d, t, r, i, c, r i, p , p r. . . )

其中, E 表示经济效益, g 表示文献信息机构的规模, d 表示现有

信息资源保有量, t 表示技术设备条件, r 表示相对科研能力, i 表示

投资能力, c 表示成本, ri 表示投资风险, p 表示生产规模 (服务的用

户数量、信息产品产销量等) , p r 表示价格。这些因素中文献信息机

构的规模、信息资源保有量、技术设备条件、相对科研能力、投资能力

等一般较为固定, 为常量, 它们决定文献信息机构最初的投资方向和

服务模式选择, 成本、投资风险、生产规模 (服务的用户数量、信息产

品产销量等)、价格等通常为变量, 它们取决于投资后的经营状况。

与经济效益直接相关, 具体来讲, 在规模和产量一定的情况下, 降低

成本可增加经济效益; 投资风险, 包括市场前景、竞争对手、银行贷款

本息的偿还等因素, 这些因素不确定量越多, 表明风险越大, 对创造

效益的阻力也越大。比如开发市场不需要或滞销的产品, 不但没有

经济效益, 还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 生产规模和价格因素综合起

来形成市场的销售收入, 直接影响效益的增长。综合起来从理论上

讲, 在常量不变的情况下, 保证效益最大化必须: 成本最低, 风险最

小, 生产规模最大, 销售服务收入最高。当然, 在实际工作中, 效益最

大的实现往往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因此必须结合文献信息机构

各自的特点寻求适合的发展模式。

通过本章不同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的成本效益分析, 笔者建

议不同的文献信息机构选择以下不同的服务模式 (见表 5- 2)。

表 5- 2 不同文献信息机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模式选择一览表

机构类型 电子信息服务模式选择 例举

大型公共图

书馆

馆藏电子文献服务 (电子图书

馆)、中介服务 (数据库联机系统

终端检索、光盘数据库检索服务、

网络信息服务等)、网络咨询服务

等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等

中小型公共

图书馆

馆藏电子文献服务 (CD - ROM

光盘、多媒体光盘服务、全文光盘

等)、网络信息浏览服务等

省市公共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

馆藏电子文献服务 (CD - ROM

光盘、多媒体光盘、全文光盘等)、

网络信息服务等

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等

专门图书馆

数据库开发、馆藏电子文献服务

(CD - ROM 光盘、全文光盘数据

库服务等)、中介服务 (网络信息

服务、联机检索服务、光盘检索服

务等)、网络咨询服务

中科院图书馆、农科院

图书馆、医科院图书馆

等

情报所

(信息中心)

大型数据库开发、中介电子信息

服务 (建立数据库联机系统、联机

终端检索、光盘数据库联机系统、

网络信息服务等)、网络咨询服务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科

技信息所等

档案馆

馆藏电子文献服务 (提供数字化

档案文献信息服务和其它电子版

的档案信息服务等)

国家档案馆、省市级档

案馆等

咨 询 公 司

(思想库、智

力中心等)

网络咨询服务为主
北京全景在线信息咨询

公司等

数据公司 数据库开发
重庆维普公司、万方公

司等

6　发展电子文献信息服务应注意和解决的几个问

题
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文献信息服务业

普及应用的结果, 是伴随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和全球信息高

速公路实施以及电子图书馆理论热潮兴起的一种新的信息

服务方式,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它是未来文献信息服务发

展的方向。但需着重注意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611　电子信息资源建设

本文讨论的电子信息资源指文献信息机构馆藏的电子

信息资源以及可以通过其它手段获取的远程电子信息资源,

它包括馆藏印刷型文献经过数字化转换后得到的电子文献,

也包括文献信息机构外购的电子信息资源, 还包括通过网络

获取的远程电子信息资源。从世界范围看, 1996 年数据库类

的电子信息资源总量约为 11337 种, 以光盘形式发行的电子

出版物超过 15000 种 (其中中国就有 2000 余种) , 通过 In ter2
net 发行的全文电子期刊和电子报纸约 500 种, 据不完全统

计 In ternet 连接的网络有 3 万多个, 各类图书馆具有 6000

多个, 通过网络存取的各类电子信息资源超过 1 万种以上,

而且数目还在不断上升。目前, 全世界的信息资源无论哪个

图书馆也不可能收藏穷尽。因此我们正面临的共同趋势便是

信息资源的共享共建, 在信息共享的原则下, 通过国家和地

区文献信息机构之间的广泛合作、协同作业, 建立一种“各有

侧重、优势互补”的机制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 节省人力、

物力和财力, 避免资源重复购置与浪费。国家在文献共建共

享规划中, 应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构。电子信息资源的

建设, 尤其是数据库建设要做到分工协作, 统一检索语言, 实

行各系统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作业, 增加系统的兼容性, 尽快

与国际标准接轨。文献信息机构应根据其地位和规模的不

同, 因地制宜地开展电子信息资源建设。

612　观念更新问题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等文献信息机构的广泛应

用和日益普及, 对传统的文献信息机构产生了深刻变化, 读

者服务工作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电子文献信息服务与传统

的文献信息服务相比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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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方式由传统以图书馆为中心的被动服务演变为以用户

为中心的主动服务。在电子文献信息服务的环境下, 传统图书馆馆

舍的大小和馆藏的数量已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由于网络通信条件

的逐渐完善, 用户的咨询与解答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 将彻底打破过

去那种时空的限制, 使馆员与用户 (或读者) 之间的信息交流真正变

成一种以用户需求为驱动的双向互动式交流, 而不是过去那种受时

空限制的单向信息流动。

(2) 服务角色的转换。电子文献信息服务的发展导致了传统的

馆员角色逐渐退化而演变为现代信息专家的角色。信息专家的工作

将由现在直接为用户 (或读者)服务变成指导用户 (或读者)有效地利

用馆藏电子文献信息和获取网络信息, 其主要的工作将由传统的流

通、阅览和检索变为有针对性地收藏电子文献信息、组织网上的无序

信息、评价信息和提供与指导用户 (或读者)使用。

(3) 无偿服务变有偿服务。传统图书馆恪守着无偿服务的原则

似乎无可厚非, 但电子文献信息服务将主要采取有偿服务的方式。

在信息时代, 信息成为商品, 信息服务也同样如此。理由有两点: 第

一、文献信息机构购置和重组大量的电子信息资源需要投入大量的

经费, 其经费来源可能是多途径的, 作为投资者来说, 他是需要强调

回报的, 有偿服务理所当然; 第二、电子信息资源在专业人员的选择、

分析处理后提供给用户不是一种简单的信息传递, 而是一种深层次

的增值信息服务。

(4)内部管理上要打破传统的“大锅饭”思想, 建立一种以“激励”

机制为核心, 体现公平与效益的现代管理体制, 在分配上打破“平均

主义”。

613　信息安全问题

随着网络的应用, 电子文献信息服务面临的信息安全威

胁的因素主要有: 辐射、硬件故障、严重误操作、数据泄漏、盗

用、偷窃、伪造、电子欺骗、假冒、故意对数据或程序破坏、超

负荷、病毒、程序错误、黑客等。另外还有一些构成网络信息

安全威胁但可有效防止发生的因素: ①用户终端的安全问

题; ②用户自身的安全问题; ③公共传输服务不太可靠; ④管

理者违法; ⑤数据库本身也缺乏防止非法访问的措施等。

目前, 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我们除了要充分提高认识, 加

强教育与管理外, 还应当重视技术防范和政策防范。

技术防范指从采用先进技术手段防止信息安全问题的

出现和及时解决出现的安全问题。主要对策有: 防火墙技术、

数据加密技术、容错技术、端口保护与主体验证等。以上技术

应用的主要信息安全产品有: 各种加密芯片、加密模块及加

密设备、加密软件 (软件包)、密钥管理设备、防火墙、保密网

关、保密路由器、保密智能卡、防病毒产品、安全计算机及其

它信息设备等。

政策防范指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加强网络管理和制定

网络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处罚办法。面临着因特网上的非法和

有害信息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各国政府都在采

取积极的措施研究对策。美国于 1996 年通过了立法提案, 英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在积极调查因特网违法和

有害信息的规模和性质, 从而制订相应的政策。我国与 1997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签署的第 218 号国务院令, 正式发

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

网管理暂行规定》。

614　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的具有重要意义。知

识经济是以消耗知识, 依靠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来发展经济

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这样一个经济形态中, 知识成为重要的

资源。保证知识成果产权的完整和促进知识成果的使用成为

知识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

网络时代, 版权问题更为突出, 尤其是 1998 年 9 月 12

日美国独立检查官将克林顿绯闻的调查报告通过因特网发

布后, 将网上版权问题推上高潮。据报道, 在“斯塔尔报告”和

白宫律师的反驳报告公布后 4 天, 美国各大书店已出现多个

版本, 迅速畅销。我国的出版界也闻风而动, 青海人民出版社

率先将其中文版上市, 印数高达 40 万册。由此也掀起了新一

轮版权问题的讨论热潮, 网络资源著作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

地步。目前, 解决网上著作权问题纠纷适用的条文主要有

1996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 IPO ) 通过的《W IPO 著作权条

约》和《W IPO 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明确规定作品在计算

机网络上传播的权利属于作者本人所有。我国于 1990 年颁

布的《著作权法》虽未规定网络信息的著作权, 但现有法律中

复制权、发行权、播放权等条款可以涵盖相关内容。

我们在开展电子文献信息服务时, 应严格遵守知识产权

保护的有关规定, 合理合法地使用电子信息资源, 在尊重他

人智力成果的基础上, 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数据库产品、咨

询报告和其他信息产品等知识产权, 切实维护自身利益, 以

免造成大的经济损失。

615　人才培养与合理使用问题

电子文献信息服务人员的职业特点以及应当具备的与

传统馆员不同的能力包括: (1) 熟悉电子信息源并具有利用

它们的能力, 包括熟练查找各种电子信息源的出处和具备利

用各种信息网络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 并能够与其它同行方

便地交流信息; (2)能根据用户的需求传递任何形式的信息;

(3)能评估电子信息源的质量, 具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辨

别能力; (4)能组织信息使其可资被利用, 还能把分散的片断

信息组合整理并产生新的信息。主要包括为建立各种数据库

和在网络上创建知识库等; (5)能预见和引导用户信息需求,

不断地激发潜在用户消费信息的欲望; (6) 应当完全了解信

息存贮的三个W , 即W H EN 何时、HOW 怎样、W H ETH ER

是否; (7)应当完全了解他所处的工作环境, 包括在原有基础

上正在进行的变化; (8) 能是在联机环境下开发人力资源动

力和群体管理动力的专家; (9) 应当卓有成效地在网络结构

中以各种方式的传媒进行通信交流; (10)具有领导能力与远

见卓识, 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咨询、指导和建议的作用; (11)

具备与用户广泛沟通的能力, 能明确了解和帮助用户表达自

己的信息需求。

目前, 我国文献信息机构迫切需要既懂计算机技术、通

信技术、网络技术, 又懂信息管理专业的高级软件人才、硬件

维护和操作人员、系统管理人员, (下转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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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 list4 中的每个记录与 list3 中的记录逐条比较, 如

果发现完全匹配的记录, 就将 list4 中对应记录中的 9 字段

取出, 加到 list3 中对应记录之后。

④将 list3 中已加上 9 字段的记录取出形成新的 ISO 文

件, 即文件C, 这也是我们最终要得到的结果。同时可根据需

要, 将 list3 及 list4 中未做变动的记录分别形成对应的文件

加以保存, 以备以后应用。

213　具体问题

用VB 编写处理程序时, 用两个列表框控件 list1、list2,

来装文件A 和文件B; 再用两个列表框 list3、list4 来装从文

件A 和文件B 中取出的 200＄a 字段; 最后再用一个列表框

list5 来装合并后的记录。

在编写处理程序时, 除了一般的打开文件, 读取记录, 处

理记录, 写入文件的处理外, 认为以下一些具体问题有借鉴

的价值。

(1)数据区开始的位置

从前面的 ISO 件介绍中可知, 在 ISO 文件中, 每条记录

前 24 个字符是记录头标区, 接下来是目次区, 然后才是数据

区。然而, 目次区虽然是 12 个字符一个单元, 但每个记录中

所包含的字段数量不同, 因而其目次区的长短也不相同, 所

以确定数据区的起始位置就不能简单地按字符数来确定。我

在这里是根据: 对于一个记录来说, 从第 25 个字符开始, 遇

到的第 1 个A SC II值在 45- 57 以外的字符, 即为数据开始

字符。程序如下:

k= 25

no1= 0

Do W bile no1= 0

　　s1= M id (ss1, k, 1)

　　lf A sc (s1) > 44 A nd A sc (s1) < 58 T hen

　　　　k= k+ 1

　　E lse

　　　　no1= k

　　End If

L oop

其中, ss1 为所取出的第 n 条记录的字符串。

确定了数据区开始的字符位置, 再从目次区中找到 200

字段的位置及长度, 这样就可以取出 200 字段的内容。

(2)一个汉字只算一个字符的问题

在 ISO 文件中, 一个对应的占两个字符的位置, 而在

VB 中, 一个汉字只算一个字符。这样, 在数据区中要准确地

取出相应的字符串, 就必须对字符位置的计算做一个相应的

变换。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该字符是不是汉字。我在

这里是根据在VB 中“汉字的A SC II 的值总是负数”这一规

律来设置的。如果不是汉字, 则该字符占一个字符的位置; 如

果是汉字, 则该字符占两个字符的位置。具体程序如下:

n1= 1n2= 1

j1= 1

str1= m id (ss1, no1, L en (ss1) - no1)

Do W h ile n1< = C In t ( s2)

　　 If A sc (M id (str1, j1, 1) ) > 0 T hen

　　　　n2= 1

　　E lse

　　　　n2= 2

　　End If

　　n1= n1 十 n2

　　j1= j1 十 1

L oop

其中, ss1 为对应记录的字符串, no1 为数据区起始位

置。

(3)其它问题

其它方面, 如: 比较两个字段的结果, 以确定其相应记录

的位置、取出 list2 中对应的 9 字段、在文件A 中加入对应的

9 字段等问题, 其中虽也涉及一些技巧, 但大都比较好解决,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最后还应该注意: 一是在将 9 字段加到

文件A 中的对应记录前, 一定要将该记录的结束字符去掉,

二是加完 9 字段之后加上记录结束字符。

3　结　果
笔者是用VB 5. 0 企业版编制的这个处理软件, 其运行

结果良好。凡是能运行VB 5 的硬件环境, 均可运行此软件。

对这个软件稍加改变即可处理对于其它字段的合并, 或对其

中某些字段的提取, 重组等项工作。

参考文献

1　丹诚图书馆集成系统参考手册 1 (内部文献)

　　 (上接第 118 页)

同时还需要市场营销的经理人才以及精于策划的战略计划

专家等复合型人才。鉴于目前的条件, 人才培养除了大学正

规教育以外, 重点要加强在职人员的培养, 扎扎实实地提高

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与此同时, 合理使用

人才, 使其通过竞争的机制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岗位, 充分调

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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