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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学 科 咨 询 借 鉴 维 基 与 网 络 开 放  

问 答 模 式 的 可 行 ，陡 分 析 与 方 案 构 想  

肖国华 ，何雪梅 

(1．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2．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分析学科咨询的现状和维基与国内外主要几种网络开放问答的发展应用状况，认为学科咨询服务借鉴维基 

和网络 开放 问答模 式在理论上和 实际操作上 皆具有可行性 ，并在 此基 础上从理念原 则、基本框 架、运行机制等方 面提 出建 

立学科咨询开放平台的初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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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读者对学科专业文献情报的专指性需求，陶书馆 

提供学科咨询服务，承担此项工作的图书馆员或称学科馆 

员 ，或称 学科 咨询 馆 员 、学 科参 考 馆员 、学科 专 家馆 员 、 

研究支持馆员等，本文统称学科馆员 (Su~ect Librarian)。 

学科馆员一般是指 了解乃 至精通某 个或 数个学科 的专业 知 

识、并具备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复合型知识结 

构的人员。ALA (美 国图书馆学会 )对学科馆 员的定义 足 ： 

一 种受过专门训练和拥有丰富学科知识的馆员，主要负责 

图书馆某一学科专业文献的选择和评价，有时也负责学科 

信息服务和书目文献的组织。中文文献中关于学科馆员 的 

定义大致是：学科馆员是具有学科知识背景、能够组织学 

科信息资源、提供学科信息服务的图书馆员。学科馆员制 

度的建立 ，旨在以用户为中心，提升图书馆文献情报服务、 

特别是面向较高知识层面的读者用户的文献情报服务的质 

量和水平。我国图书馆界开展学科咨询服务已有一定时间， 

取得了一定成绩 ，积累了很多经验，但 目前看来还可以借 

助信息技术和网络条件 ，更大范围地调动积极因素，并推 

动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交流，进一步发挥学科咨 

询的作用 ，产生更 大的影 响和效 果 ，本 文即对 此进行 分 析 

探讨 。 

1 学科咨询服务起源与现状 

1．1 国外学科咨询服务起源与现状 

学科咨询服务最早发端于 1950以前的美国研究型大学 

图书馆 ，以大学科为对 象 ，由专 门 的高级员 工进 行对 口服 

务。1950年美 国内布拉斯加 大学图书馆配备学科馆 员。 

1981年美国卡 内基 一梅 隆大 学 图 书馆 率 先推 出跟 踪 服务 

(Track Se~ice)，随后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相继推出网络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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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免费导读服务 (Network Librarian and Free Guide)。自此以 

后 ，欧美许多大学 图书馆 和研 究机构 图书 馆纷纷设 立学科 

馆 员提供服 务。 

美国现已形成较完备的学科馆员制度。学科馆员由专 

业馆员担任，专业馆员通常要求具有 ALA认可的大学授予 

的图书馆学硕士或同类学位，他们不但有较扎实的图书情 

报专业知识，还有另外的专业学科的研究经历，并具有较 

强的网络技术应用能力和沟通协作能力。其工作内容大体 

包括以下方面：(1)电子资源评价； (2)参考资料、资源 

使用指南的编撰；(3)信息资源利用的用户培训；(4)对 

口服务对象对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的意见搜集 ；(5)相关 

课题的文献检索；(6)学科导航的建设； (7)与服务对象 

定期交流，提供图书情报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8)专业课 

程的咨询； (9)大型课题的文献综述、评价并给出科研咨 

询意见及建议；(1O)课题的文献跟踪。 

1．2 国内学科咨询服务起源与现状 

我国的学科咨询服务是借鉴国外经验发展起来的。国 

内率先实行学科馆员制度的是 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之 

后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东南大学图书 

馆 、西安交通 大学 图书馆 、中国地质 大学 图书馆 、中国矿 

业大学图书馆、烟台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甘肃 

工业大学图书馆、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江西财经大学图 

书馆 、石家庄铁道学院图书馆等先后建立了学科馆员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4O多所高校图书馆设立了学科 

馆员，提供学科咨询服务。中国科学院系统在国家科学数 

字图书馆建设期间，即建立了分布式参考咨询系统。中国 

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筹)自2006年 3月组建以来 ，加 

强面向科研一线的信息服务，加强了学科馆员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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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科馆员的工作内容与国外基本相似，工作的硬 

件环境也相差不大。但是，相比较而言，国内图书馆界学 

科馆员的人员素质整体而言相对较低，没有专门的从业资 

格认证，而且普遍没有建 立较 完 善的培 训 机制 和渠道 ，这 

使得学科馆员建立与高校对 口院系所谓 “图情教授”或对 

口研究所类似人员的合作关系成为一种必需，而对 口的服 

务对象的这种近似于兼职的工作模式 (国外无)又不能保 

证学科咨询的服务效果 ，甚至有 时会 因为某种 没有 理顺 的 

利益关系而影响服务效果。同时，与国外相比，国内图书 

馆的学科馆员数量普遍偏少，特别在与所服务对象的数量 

联系起来看待时这一问题更显突出，这也必将影响服务的 

深度和效果。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寻求其它途径来改善现状，提升 

图书馆学科咨询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果。 

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与其所处的信息环境 紧密相关， 

图书馆与信息环境之间存在着融合与互动的态势，这一点 

在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表现得尤为明显。以 0pen 

Access为代表的新型学术信息交流模式，以 Google Scholar／ 

Print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服务机制，以 Institute Repositories为 

代表的机构知识保存平台，以 Wikipedia和 Weblog所代表的 

网络交流平台都显示着新的信息环境已经形成。同时，E— 

Science、E—Learning、E—Business和 E—Government的发 展 

正带来新的用户需求 、用户行为和用户信息应用机制。上 

述新信息环境的风生水起的发展变化给予图书馆 以冲击， 

但同时也为包括学科咨询在内的图书馆服务构建出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 

2 维基 (Wiki)与网络开放问答模式 的运作及 

应用 

2．1 维基模式 的运作及应用 

维基 (Wiki)是一种超文本系统，该系统通过独特的 

版本控制技术使面向社群的协作式写作成为可能：既允许 

任何人进 行 信 皂、的修改 和增 删 ，同时保 护 内容 不会 丢失 ， 

还为写作者自然构成的社群提供交流工具；其内容开放， 

允许访问者不受限制地复制、修改以及再发布信息的全部 

或者任意部分；维基现也意指支持该写作的工具软件。与 

其它超文本系统 (如 HTML)相比，维基具有使用简便的特 

点 ，而且它尤为强调开放性和协作性。用维基搭建的站点 

可以由多人 (甚至任何访问者)维护 ，每个人都可以发表 

自己的意见 ，或者对共 同的主题 进行 探讨 或扩 展 ，这 为人 

们在一个社群内共享某个领域的知识提供了方便。维基模 

式打破了人们熟知的文化交流常态。平等互助、多边参与 

是人们向往的理想的交流和管理模式，因此维基模式在其 

诞生之初就迅速赢得了大众的青睐，它赋予每一个参与者 

两种可能的角色：知识的阅读者和创造者。人们可以自愿、 

积极地把自己的智慧和学识贡献出来，使得全球化的知识 

生产和快捷传播成为现实。 

应用 Wiki的维基百科 (Wikipedia)肇始于 2001年，其 

思想是 “更多的眼睛发现更多的错误”，目前已发展到 100 

多种语言 ，已经成 为全 球发展 最快 、条 目最多 、内容 开放 

的百科全书。国内著名网站百度于 2006年 4月建立的百度 

百科亦是基于 Wiki。Wiki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知识分享的技 

术路径，从信息共建共享的角度反映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 

的意义。 

维基应用广泛。在企业管理领域，世界许多著名公司 

都把维基用于公司内部交流和管理，以提高公司知识管理 

的水平；在教育领域，维基被用于编撰百科全书、进行学 

术课题研究以及教学资源共建等；在图书馆领域，维基被 

用于编写联合 目录、建立专题 指南 等，如 2005年 10月 

OCLC正式开放的联合 目录 OpenWorldCat(OWC)，将联合目 

录的参与者由成员馆的编目员扩大到了整个 Web用户，用 

户可以为 OWC的书目增加目次、注释与评论，虽然普通用 

户无法编辑核心编 目数据，但用户的参与无疑将丰富书目 

数据；此外，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还将维基应用于 

学术研讨会的内容共享和主题扩展。 

2．2 网络开放 问答模式的运作及应用 

网络开放问答，即是将网站作为交流平台提供开放、互动 

的Q&A服务，如新浪爱问知识人 (http：／／iask．sina、conl、crg)、 

百度知道 (http：／／zhidao．baidu．corn／)、雅虎 问答 (http：／／ 

answers、yahoo．corn／)、微软 Live QnA (http：／／qna、live、corn／， 

目前为 Beta版)等皆应用了这一模式。上述平台功能近似， 

面向全体 Web用户既提供开放式的提问途径，也提供开放 

性的回答途径 ，并对所有已经回答过的问题归档存储，供 

他人检索 ，以达到知识分享的扩大化。用户还可就某话题 

预订 RSS种子，实时收到该话题的最新更新消息。Google 

问答 (http：／／answers．google．com／)略有不 同，它 对提问收 

取费用 ，而它的 回答由并非 Google雇员 的专 家作出 ，Google 

向专家支付所 回答 问题 所收 费用总额 的大约 75％ ，问题解 

答后即免费公之于众。这种开放问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搜索引擎的不足，提高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满意度。国 

外有图书馆员认为该模式有助于但不能取代图书馆的参考 

咨询 ，笔者以为然。 

以百度知道为例。百度知道是一个基于搜索的互动式 

知识问答分享平台，2005年 11月正式发布，它与百度搜 

索、百度百科等共同构成百度的知识搜索体系，在不足一 

年的时间里已解决问题 870多万个，日访问用户数约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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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百度知道解决了搜索引擎只能对互联网上已存在资源 

进行查找的缺憾 ，让用户根据 自己具体的需求有针对性地 

提出问题 ，鼓励其他用户 来创 造该 问题 的答案 ；而这些 问 

题的最终答案又会进一步作为搜索结果，提供给其他有类 

似疑问的用 户，达到知识共享的效果。 

百度知道能够让用户所拥有的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 

识。用户既是百度知道内容的使用者，同时又是百度知道 

内容的创造者。而且，百度知道与搜索引擎的结合，使百 

度知道平台上所累积的知识数据可以直观反映到搜索结果 

中，这与维基是相通的。 

百度知道为了提高答题质量，将从用户中选取 “网友 

专家”，从各行业中挑选 “知识专家”，共同组成 “知道专 

家团”，鼓励在某一领域具备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好地借 

助百度知道平台去帮助 别人 ，同时获得他人的认可 。 

3 学科咨询借 鉴维基 与 网络 开放 问答模 式 的可 

行性 

3．1 理论上的可行 性 

3．1．1 基本理念一致 

维基模式和网络开放问答模式的开放性、平等性 、共 

享性等特点与强调以人为本 、以用户为中心的现代图书馆 

理念不谋而合．这使得维基和以百度知道为代表的网络开 

放问答模式应用于 图书馆 学科咨 询服务 成为可 能。从某 种 

意义上讲，图书馆本就是现实中具有物理实体的一个共建 

共享知识库，图书馆吸收社会成员创造 的知识，同时社会 

成员也从图书馆学到更多知识 ，在此基础上再创造出新的 

知识，进而使图书馆这个知识库不断增长。学科咨询其实 

就是共同分享知识 、共同创 造知识 的一种途径 。 

3．1．2 理论基础一致 

无论是维基、网络开放问答 ，还是学科咨询服务，都 

是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该理论认为人的学习既不是 

外部事物的简单呈现，也不是原有认知结构的展开，而是 

人与外部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对外部事物进行的意 

义建构过程，强调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建构主义学习 

理论的自主性学习、协作式学习、探究性学习越来越成为 

网络时代主要的学习模式。用户通过作为共建共享知识库 

的图书馆进行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建构学习的过程。 

图书馆学科咨询服务符合用户学习、研究 自主性和创造性 

的要求，而维基和网络开放问答模式又提供了符合这一要 

求的平台，将二者有机结合可以扩展个人或组织的学习和 

研究空间，创造更为开放更加互动的环境。 

3．2 操 作上 的可行性 

3．2．1 应用先例 

维基因其开放、共享 、协作、易用的特性，已广泛应 

36 

用于多个领域 ，在图书馆界的应用亦在发展。如前述 OCLC 

的 OWC以及圣约瑟公共图书馆的专题指南等。从原理 

讲 ，维基应用于 图书馆 的学 科咨 询，也 是可行 的。而非开 

放性的 Q&A在国内外众多图书馆的网站上都有提供，现在 

所需要做的只是再往前迈进一步，实现其开放性。从百度 

知道等现有的网络开放问答来看，将之应用于图书馆从操 

作上讲也是完全可行的。 

3．2．2 客观需求 

学科馆员队伍的存在和发展表明了学科咨询服务的客 

观需求。信息量的迅猛增长及其所带来的准确信息或特定 

知识的查找难度造成了这一需求。然后由于学科馆员数量 

和专业化程度以及与用户的交流渠道等方面原因，目前的 

学科咨询服务尚不能有效满足上述需求。这种情势造就了 

对新型学科咨询服务模式的需求，而开放、灵活、互动的 

维基和网络开放问答正是适合于大范围学科咨询交流的优 

选模式。 

3．2．3 服务保障 

在维基与网络开放问答模式下，学科咨询服务不再是 

单向的，而是多向的，提供服务的主体不再只有学科馆员， 

还可以有各领域的专业人士或专家。这就能够更好地保障 

学科咨询的质量和水平。现有的大多数维基与网络开放问 

答系统运作良好，除了后台维护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 

大多数参与者都主动地、有意识地维护它；学科咨询如果 

建立类似系统，其参与者的总体素质将高于现有系统的参 

与者，这也是系统预计可以良好运转的保障。 

4 建立学科咨询开放平台的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建立一个引入了维基和网络开放问答 

模式的学科咨询开放平台是现实可行的。它基本上可以完 

成除大型文献调研报告以外的其它学科咨询服务内容。下 

面分别对其理念原则、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进行探讨。 

4．1 理念原则 

平台建设服务于学科咨询，其目的在于弥补现有学科 

咨询服务的不足和提升学科咨询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平台 

建设的理念和原则可以被视为指导各项具体建设工作的纲。 

纲举 目张，理念明确了，各项建设工作才有所遵循有所依 

归。 

根据前述学科咨询情 况 和维基 与网络 开放 问答 的现有 

经验 ，平台首先应当是开 放的 ，学科 馆 员是在 此平 台上提 

供学科咨询服务的中坚力量，但不是唯一的力量。平台需 

要敞开大门，对任何人或者是一定范围 (如某高校或某研 

究院所)内的任何人都允许参与，让他们既是平台内容的 

用户也是平 台内容 的创造 者 ，并尽可 能广泛地 调动 各方 面 

人 员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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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次， 台 足共享的。平台上所集聚的信息和知 

叭水{ I j 广泛 的参与 者 ，也 应 当反馈 给广 泛 的参与 者。学 

H U帆址要 知1识更有效地得到传播和利用，更多和更 

I ’ 设地做 分‘ 

Ilf次， J 址互动的。互动可以增强参与者的积 

做 f̈凝聚力 

址 ，平俞嘘 是融合的。这既包括平台与其它相关 

于土术 ( 搜索，jI擎)的融合，也包括同类平台之间的融合。 

I 述 念和原 则中，开放性 是最 重要 的 ，共享 、互 动 

j融合 也是它的体现。 

4．2 基本框架 

4．2．1 建立学科咨询的专门网站 

网站是学科咨询开放平台的载体。网站的内容维护与 

管理主要由学科馆员负责。网站所面向的受众根据所在图 

书馆的学科咨询服务要求而定，它可以是全社会，也可以 

是某一系统 (如高校或研究院所)内部，还可以是某一学 

科领域。该学科咨询网站可以与专门学科的搜索引擎、学 

科导航、分布式参考咨询、学科门户网站、学科新闻聚合 

关联或集成起来 ，以提供整体化的信息服务。该网站的建 

设在技术上应当尽可能采用通行的标准化的设计方案，以 

便于与其它相关网站兼容互通。 

4．2．2 建立基于维基的联合目录和专题指南 

图书馆的学科咨询是以文献资源为基础的。一个开放 

性的学科咨询平台通常也将涉及到不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 

此时建立维基版的联合目录和专题指南 (如OCLC和圣约瑟 

公共图书馆那样)，甚至更多的学科资源导航等，也就是需 

要的且将会发挥积极作用的了。 

4．2．3 建立学科性的网络开放问答机制 

针对用户更具体直接的问题解答需求，借鉴以百度知 

道为代表的网络开放问答模式建立同类型的学科性开放问 

答机制。对问题的解答，一方面是学科馆员的刚性任务 

(特别是对与文献信息相关的问题的解答)，另一方面更要 

尽可能地调动学科专业人士或专家的积极性 ，积思广益， 

作出更准确的解答，这里需要有较好的互动性。 

4．2．4 建立问题解答的存储和检索机制 

也即是建立知识库。这一方面是减少不必要的问题数 

量，另一方面是使已有的知识成果能够更多地发挥作用。 

问题解答如果是经专家确认的准确答案，可以提供更高级 

别的存储标准和更前列的检索结果排序。当然，知识库的 

建设也可以是基于 Wiki的，不过参与者的范围较小，只限 

于各学科的专家和学科馆员。 

4．2．5 建立统计分析机制 

在不侵犯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对平台上的活动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 ，以准确 了解 用户需 求和 学科 热点 ，对进 一步 

的学科咨询服务提供有益指导。 

4．3 运行 机制 

4．3．1 激励机制 

建立上述学科咨询开放平台，技术上基本不存在太多 

困难 ，关键在于如何有 效地 调动 图书馆 以外的专业 人士或 

学科专家的积极性，使之愿意到平台上来寻找答案、解决 

问题。这也是针对学科咨询国内现状表现出的不足而提出 

建设学科咨询开放平台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从现有的维基网站和开放问答网站的运行情况来看， 

多数参与者的参与热情是与积分 、晋级、所提供答案能够 

帮助别人 、所提供答案能够得到肯定和认可等方面相关的， 

而所谓的积分与晋级基本上就是虚拟的，所以，他们的参 

与热情根源于助人为乐的思想和答案被肯定和接纳所产生 

的自我满足感，而且这也与其业余时间的多寡密切相关。 

这样的激励机制移植到学科咨询开放平台来 ，特别是 

应用于学科专家，估计足不完全有效的。因为学科专家工 

作较为繁忙，闲暇时间一般比其他人少，而且网友对其解 

答问题的好评不大可能会使其产生较大的自身价值实现的 

成就感。所以，需要有其它的激励方式。 

正如现有的开放问答网站在日访问量达数百万，且已 

经调动了极为广泛的参与者回答问题的情况下，仍会出资 

聘用不同行业的专家一样，学科咨询开放平台也应当出资 

聘用适量的学科专家解答问题，同时还可给予 “某学科咨 

询平台特聘专家”的聘任书，这样或许可以更好地调动起 

学科专家参与学科咨询开放平台的积极性。 

4．3．2 审核机制 

正如维基百科和百度知道一样，在满足开放性要求的 

同时，也会因此而产生可信度的问题。毕竞，大多数人认 

同的事情未必就是真理；它也可能导致持对立观点的人产 

生争执；甚至，如 Wiki的某些词条一样，它并不能代表多 

数人 的观点 ，而是 代表着最 执着 的 “发贴人 ”的观点 。这 

也正是维基百科的创建者之一 Larry Sanger计划另组公司推 

出维基百科的竞争对手 Citizendium，以具有专业知识的人 

(仍将以志愿者为主)来使在线知识的整理更为有效的原 

因。 

学科咨询平台从面向的用户来讲，应该不会面对很严 

峻的上述这类问题，但这类问题不会完全没有。所以，普 

通用户无法编辑 OCLC联合目录 OWC的核心编目数据。因 

此 ，在基于维基和开放 问答之后的知识库的组织建设上， 

需要依托于 包括学 科馆 员 在 内的各 类型 学科 专家 去审 核 、 

校验和编辑。我们可以将学科咨询平台大致划分为两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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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第一个层面是开放的互动的，它具有广泛性；第二个 

层面是建立 在第一个 层面 基础上 的知识库 的层 面 ，它的 开 

放性相对较小，但它所包含的知识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 

这是需要有审核机制的部分。 

4．3．3 建立评价机制 

除了某些图书情报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和平台维护必须 

由学科馆员完成以外 ，平 台上的目录 、指南、导航 、问答 

都面向全体参与者，无论是否是学科馆员都无差别。此处 

的评价是指对学科咨询效果的评价，与通常的工作考核不 

同，该评价是针对维基的具体词条或开放性问答的具体 内 

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调动非学科馆员的参与者的积极性 

(比如评价越高其网站积分越高)，当然这也可以与学科馆 

员的评价考核挂钩。 

4．3．4 收费机制 

Google问答即采用了收费机制，对提问者收费 (从 2美 

元到200美元不等)，对解答问题的专家付费，目前这种方 

式的影响效果不及 Yahoo问答和百度知道，或许还存在着 

发展时机未到的可能。但 Google问答自2002年 4月运行以 

来，已逾四年，这表明收费机制仍是可行的，当然这一方 

式能否应用于学科咨询仍需要进一步探讨。现阶段建设学 

科咨询开放平台以公益性的免费服务方式为宜，其建设投 

入将依赖于图书馆的财政拨款。只有当它发展到相对成熟 

的阶段，为其持续发展计，才可能在部分服务 (比如专家 

解答)上收取费用。 

5 结语 

学科咨询服务是图书馆深化信息服务、满足用户的个 

性化信息需求所需要的，信息技术为它提供了进一步发展 

的条件和空间。借鉴维基和网络开放问答模式的优 良思路 

和现实经验，建设图书馆的学科咨询开放平台，不仅符合 

现实需要，而且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该平台开放、共享、 

互动、融合的特性，将使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更加以用户为 

中心，更有生机与活力，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 

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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