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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网络社区信息交流行为实证研究
———“大旗底下”QQ群个案分析①

□金武刚　陈晓亮　钱国富　刘青华　俞传正

　　摘要 　以“大旗底下 ”QQ群为个案 ,通过对聊天记录文本和在线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 ,展现

了图书馆员在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交流行为特征规律 ,并探讨了网络社区信息交流对图书馆员精

神世界的影响。论文认为 ,可以充分利用 W eb2. 0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交流的便利和迅捷 ,让更多

的图书馆员融入到各种专业社区中 ,在跨地域、跨部门的信息交流中分享专业工作经验和成功的

喜悦 ,在信息交流中不断汲取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养分 ,从而有效培育起对图书馆现代理念和核心

价值观的社会认同 ,以此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网络社区 　信息交流行为 　图书馆员 2. 0　图书馆核心价值 　实证研究

1　引言

信息的交流与分享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图

书馆员群体也概莫能外。尤其是当前不断面临着新

技术冲击和新理念变革 ,图书馆员更加需要多渠道

获取信息 ,更新服务观念 ,从而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

平 ,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然而 ,由于受图

书馆工作性质的限制 ,很多图书馆员鲜有机会参加

全国性或地方性图书馆界同行间的学术或业务交

流 ,甚至同一单位的不同分馆、不同部门的同事间的

业务交流也不够充分。

随着网络广泛普及和 W eb2. 0技术日益成熟 ,

如今的图书馆员可借助一定的网络平台 ,足不出户

便可与身处异地的同行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和业务

切磋 ,甚至由此而产生新型的网络图书馆学 [ 1 ]。随

着同行的不断加入 ,网络平台随之扩容 ,便逐渐形成

为一定规模的网络社区。

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成果表明 ,对职业的社会

认同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与个体精神生活有着非

常密切的关联 [ 2 ]。图书馆员在网络社区进行信息交

流时 ,往往是以虚拟的“网民 ”身份存在 ,既具有独

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信仰 ,又保有真实的人类属性。

虚拟性只是网络社区的表象 ,实在性却是它的灵魂 ,

它不仅可以有效地指涉和展现人类生活 ,而且有能

力在本质上实现生活本身 [ 3 ] [ 4 ]。就这个意义来讲 ,

图书馆员在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交流行为和内容 ,可

以视作图书馆员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 ,研究图书馆员在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交流

行为现象 ,探索图书馆员精神世界的变化发展情况 ,

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规律和线索 ,从而加以适当的

正确引导 ,培育起图书馆员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促进

大家对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认同。

2　“大旗底下 ”QQ群概况

在互联网上常用的网络平台有五类 :博客 (

B log) 、电子公告版 (BBS) 、实时通讯工具 (QQ

等 ) 、电子邮件 ( Email) 、个人主页 ( Personal

Homepage) 。B log和 BBS由于其开放性和互动性

比较好 ,被认为是当前图书馆员网络社区最主要的

载体和最常见的形式 [ 5 ]。而 QQ目前已经成为国

内最为流行的网络信息交流工具之一 [ 6 ]
,也是国

内图书馆员常用的实时通讯工具。QQ 等实时通

讯工具因具有私人化和隐蔽性的特点 ,一度被认为

是一言堂而不是群言堂 ,所以比较难以形成网络社

区。但是如果我们充分利用 QQ的组群功能 ,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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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多个 QQ用户以“群 ”的方式组织在一起 ,称为

“QQ群 ”。QQ群具备“公告栏、群组讨论、社区通

讯、社区成员列表、在线聊天 ”等网络社区所需要

的基本核心功能。而且由于 QQ群对群外成员实

行信息屏蔽 ,在 QQ 群内成员的自我约定的情况

下 ,就可以开展非常自由的、充分的信息交流 ,从

而形成了网络社区。如果 QQ群内成员大多数是

图书馆员 ,并在图书馆员圈子里有一定影响力的

话 ,便会不断吸引更多的图书馆员加入进来 ,从而

成为真正的图书馆员的专业网络社区。

图 1　“大旗底下 ”QQ群信息交流分布图 (按日统计 )

建立于 2006年 12月 25日的“大旗底下 ”QQ

群 ,便是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员专业网络社区。它最

初是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员和专业教师 ,

因博客交流相识而开设的一个学术交流虚拟空间。

随着相互交流的进一步展开 ,所涉及的话题和内容

远远超出了学术所能涵盖的范围。口耳相传之后 ,

不断有新同行要求加入进来。在 2007年年底之前 ,

已达到 QQ 群平台人数规模的极限 ———200人了。

根据在线调查表明 ,“大旗底下 ”QQ群中成员的地

域分布非常广泛 ,遍布全国 20多个省市 ,还有海外

图书馆员的加盟 ;成员的身份呈现多样性 ,其中图书

馆员占 68. 1% ,学生占 17. 7% ,教师 /科研人员占 6.

2% ,图书馆系统供应商、期刊编辑等占 8%。该 QQ

群逐渐成为以图书馆员为主体的信息交流与分享的

专业网络社区。

虽然在 QQ群内的信息交流 ,常常以非正式交

流的网络语言为特色 [ 7 ] ,而且一般带有很强的主观

性 ,甚至上下文之间缺乏有机的逻辑性。但是 ,当这

些交流的信息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被记录下来 ,

成员间隐性的知识就显性化了 ,按照波普尔的哲学

观点 ,就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客观知识 ”[ 8 ]。当这一

个系统的“客观知识 ”累积到一定量后 ,我们就可以

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分析 ,从中找出某些现

象或规律 ,从而为我们探索网络社区的信息交流模

式 ,提供了一种可能途径。

“大旗底下 ”QQ群内的信息交流与共享 ,是来

自五湖四海的图书馆员们自发进行的 ;关注的话题

是多元的、即时的 ;讨论的方式时而严肃、时而活泼 ;

涉及的内容既有人文 ,也有技术。经统计 ,至 2007

年底 ,保留下来的“群聊 ”文字交流文本超过 15万

条 ,共计 260多万个字符数 ,客观地记录了图书馆员

们在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交流全过程 ,展现了图书馆

员们丰富多采的精神生活世界。因此 ,适当地对这

一文本进行科学计量分析 ,就可以勾勒出图书馆员

的网络社区信息交流行为模式和一些规律 ,为我们

探索图书馆员职业精神的培育 ,提供了新的可能

途径。

3　定量分析

为了便于统计 ,我们以“大旗底下 ”QQ 群在

2007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一年内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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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内信息交流文本为基础 , 进行适当的定量

分析①。

　信息交流的频度统计

2007年度 ,“大旗底下 ”QQ群中被保留下来的

文本记录 ,共计 149714条 ,几乎每日都有信息交流

行为 ,日均 410条 (见图 1)。这表明网络社区内的

图书馆员渴望与他人交流与分享各类信息 ,呈现比

较活跃的状态。

针对当日信息交流数三倍于平均数的信息交流

高峰日 (超过 1230条 )的情况进行主题分析 (见表

1) ,可以发现高峰日出现的主要原因有四个 :

一是对学术会议的现场直播 ,在 QQ群内形成

了与学术会议的充分互动 ,有时甚至影响到学术会

议的进程 ;二是对图书馆学当前热点问题的讨论 ,如

图书馆 2. 0、W eb技术等 ;三是对图书馆业务的切

磋 ,如科技查新、参考咨询等 ;四是对 QQ群内专业

活动的共同参与 ,如《图书馆 2. 0》一书的写作等。

这充分体现了图书馆员的信息交流多样性、及

时性和参与性 ,表明在专业网络社区中图书馆员的

信息交流 ,大多数是与图书馆专业比较相关的内容。

这也就反映出了图书馆员加入到专业网络社区的基

本动机 ———交流专业信息与分享工作经验。
表 1　“大旗底下 ”QQ群信息交流高峰日主题分析表

日期 信息交流数 (条 ) 主题分析

2007 - 4 - 29 3324 《图书馆 2. 0》一书写作

2007 - 11 - 22 2631
上海地区图书馆 2. 0会议直播、

图书馆 2. 0讨论

2007 - 4 - 28 2078
图书馆 2. 0讨论、图林对对联趣

味活动

2007 - 5 - 19 2048
《图书馆 2. 0》一书写作、参考咨

询业务切磋

2007 - 4 - 13 1948
图书馆员社会认同讨论、文献资

源查询与共享交流

2007 - 4 - 30 1694
图书馆专业教育大家谈、研究生

招生问题讨论、W eb技术学习

2007 - 5 - 14 1543
《图书馆 2. 0》一书写作、学科馆

员定位讨论、参考咨询交流

2007 - 4 - 26 1514
W eb2. 0 /L ib2. 0会议、图林文献

共享平台建设、QQ群建设

2007 - 8 - 13 1497
桂林数图班会议直播、数字图书

馆讨论

2007 - 4 - 16 1473
图书馆学科研交流、W eb2. 0 /

L ib2. 0会议热议、科技查新交流

2007 - 5 - 18 1472
Cnlib2. 0社会网络交流、读书问

题、《图书馆 2. 0》一书写作

2007 - 4 - 17 1468
W eb2. 0 /L ib2. 0会议、图书馆技

术人员 ( GEEK)讨论

2007 - 5 - 7 1449

CAL IS讨论、科技查新交流、《图

书馆 2. 0》一书写作、图书馆 2. 0

的 Logo设计

2007 - 5 - 30 1443 上海地区图书馆 2. 0会议直播

2007 - 4 - 25 1402 W eb2. 0 /L ib2. 0会议

2007 - 4 - 27 1385
图书馆 2. 0交流、《图书馆 2. 0》

一书写作、图书馆学期刊讨论

2007 - 6 - 13 1384 图书馆专业与日常生活交流

2007 - 5 - 15 1344
《图书馆 2. 0》一书写作、W eb技

术讨论

2007 - 4 - 10 1335 W eb2. 0 /L ib2. 0会议讨论

2007 - 5 - 27 1261
图书馆招聘交流、《图书馆 2. 0》

一书写作

　信息交流的周期变化

图书馆员的信息交流行为 ,是否因工作日的不

同而有所变化呢 ? 针对“大旗底下 ”QQ群中的信息

交流文本 ,按照一星期七天的不同时间分别归类统

计 ,并作出相应的盒须图 (见图 2)。

图形变化表明 ,除了因会议现场直播等引起个

别的信息交流数异常情况外 ,网络社区内的信息交

流数量 ,在星期一至星期日的不同时间内 ,剔除 5%

的最大值和 5%的最小值的极端值后 ,修正后的均

值 (即 5%的修正均值 )位于 [ 312, 532 ]的区间值内。

其中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信息交流相

对较多 ,但总体相差并不是很大。

这表明图书馆员在网络社区内的信息交流行为

基本保持稳定。这反映出在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交

流 ,已经成为图书馆员日常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

　信息交流的核心人群

据对群内 QQ号统计表明 , 2007年度在“大旗底

下 ”QQ群的信息交流中 ,共有 202位成员 (一个 QQ

号对应一个人 )发过言。其中 ,在所有 149714条信

息中的 99% (共计 148222条 ) ,是由 202人中的 98

人贡献的。针对这 98人所贡献的 148222条信息进

一步统计分析 ,发现有 80% (共 118853条 )的信息交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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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 2007年 4月 12日该 QQ群设立机器人后 ,群内信息交流

文本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 ,而 4月 12日之前的数据保存有所缺

失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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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旗底下 ”QQ群信息交流盒须图

图 3　“大旗底下 ”QQ群信息交流量 (按人统计 )

流条数是由其中的 21人 (占总人数的 21. 43% )所

贡献的 ,呈现出典型的 80 /20现象。

根据 80 /20原则 ,可以把这 21人看作是该网络

社区中的核心人群。针对这一核心人群 ,作进一步

的信息收集和分析 ,发现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

一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 ,在近三年内有专业论文

发表的记录 ,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发文数量较多、质量

较高 ;二是几乎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专业博客 ,且更新

较为频繁。

这表明图书馆员在网络社区内的信息交流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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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旗底下 ”QQ群信息交流中出现的专业词汇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图林 8839 图书馆学 451 学科 153 流通 69 Second L ife 26

图书馆 6238 图书馆 2. 0 440 编目 143 自动化 64 L20 25

服务 1640 图书 382 W eb2. 0 132 古籍 56 L ibrary2. 0 25

技术 1536 馆员 360 收费 109 文献传递 56 图书馆 2 25

博客 1206 L ib2. 0 349 人文 106 SNS 55 L ibrary20 20

馆长 982 期刊 344 数字化 104 采访 55 学科馆员 20

系统 884 参考咨询 291 杂志 103 数字资源 55 科技查新 15

网络 763 咨询 290 馆藏 98 L2 48 W eb2 14

B log 726 文献 287 电子资源 88 建筑 45 阅览 14

读者 708 RSS 271 阅览室 80 借阅 38 特藏 11

用户 696 阅读 236 L ib20 73 资源建设 35 图书馆核心价值 10

图书馆员 606 免费 215 天堂 73 图书馆精神 34 W2 9

资源 581 W iki 179 查新 72 采编 32 W eb2. 0 9

博文 471 SL 155 核心价值 69 馆际互借 30

受专业、权威人士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几乎是现实世

界的信息交流行为在网络世界中的投影。

　信息交流的专业程度

通过对信息交流的文本进行词频分析 ,发现在

该网络社区的信息交流中 ,含有大量的与图书馆相

关的专业相关词汇 ,并且出现频次比较高 (见表 2)。

统计表明 ,含有上述专业词汇在内的信息条数 ,

共计 14398条 ,约占 2007年度信息交流文本信息总

条数的 10%。从含有上述专业词的信息交流的日

期分布来看 ,除了极个别信息交流数量比较少的特

殊日期外 ,几乎在每日的信息交流中 (约占总天数的

96. 8% ) ,均含有图书馆专业词汇在内的信息内容。

将含有上述专业词汇的信息条数 ( x)与全部信

息交流条数 ( y) ,按日期分布作相关分析 ,结果 :两

者的相关性系数 r = 0. 816,统计检验的相伴概率 p

< 0. 001。这表明 :含有专业词汇的信息条数与全部

信息交流条数在日期分布上呈高度相关①。

针对含有上述专业词汇的信息条数 ( x)与全部

信息交流条数 ( y) ,作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在回归

分析的曲线估计中 ,一元线性和三次函数 2种曲线

对样本的观察值的拟合优度比其他回归曲线的要

高。由于最简单的一元线性的拟合优度比较高 ,故

此处采用一元线性的曲线。经计算 ,常数项β̂0
=

197. 368,回归系数β̂1
= 6. 079,回归系数检验统计量

t = 24. 977,相伴概率值 p < 0. 001。说明回归系数与

0有显著差别 ,该回归方程有意义 ,由此得到一元线

性方程 :

ŷ = 197. 368 + 6. 079x

这就定量地反映出 ,图书馆员在网络社区中进

行信息交流的长度 ,受专业的信息内容的制约 ,且呈

正比关系。即图书馆员在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交流次

数越多 ,其交流的内容越是与图书馆专业相关。而

越是与图书馆专业相关的信息交流 ,越是会让图书

馆员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对图书馆职业精神与图书馆

核心理念的关注。

4　网络社区的组织认同

上述内容是针对“大旗底下 ”QQ群的信息交流

文本所进行的定量分析。那么 ,身处“大旗底下 ”QQ

群内的成员 ,在经历这些专业化的信息交流后 ,是否

会促使他们在主观意识层次上认同这一专业网络社

区 ? 进而更加关注图书馆事业的自身发展呢 ?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针对本 QQ群的成员 ,开

展了一次为期三周 (2008年 1月 10日至 1月 31日 )

的组织认同情况在线调查②。

为了科学测量成员对“大旗底下 ”QQ群的组织

认同情况 ,在问卷设计时 ,我们根据当前学界对组织

认同测量方法的研究结果 [ 9 ] ,采用了当前使用频率

最高的测量方法———由 Chenney发展出来的组织认

同量表 ( O 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O IQ ) [ 10 ]。Chenney设计的原始量表共包括 25项指

标 ,M iller对 Cheney的组织认同量表所作研究中显

示 ,将 25题删减为 12题并不会降低资料收集的信

度 [ 11 ]。因此我们采用 M iller的建议 ,使用 25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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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经验 ,当 | r |≥0. 8时 ,视为两者高度相关 ,当 0. 5≤ | r | < 0. 8

时 ,视为两者中度相关 , 0. 3≤ | r | <0. 5时 ,视为两者低度相关。

本次调查问卷文本参见 : http: / /dqdx. blogbus. com / logs/

13811028. 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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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题 ,并参考了黄惠玲的相关研究成果 [ 12 ] ,结合

“大旗底下 ”QQ群这一网络社区非正式交流的风格

和特点 ,依据研究主题修改字句 ,并进行试调查后 ,

确定了 12项问题的新量表 (见表 3)。
表 3　“大旗底下 ”QQ群的组织认同量表

编号 问题项设计 项目类别 用途

1
我是“大旗底下 ”QQ群中
的一分子 ,我感到光荣。

2
我愿意大声地对朋友说 ,我
加入了“大旗底下”QQ群。

3
我很关心“大旗底下 ”QQ
群的未来发展。

成员关系
测量个人自我概念
与社区组织的关联
程度

4
我对“大旗底下 ”QQ群有
种温暖的感受。

5
我愿意对“大旗底下 ”QQ
群继续投入时间与心血。

6
我愿意在群内为大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或信息。

7
我愿意将“大旗底下 ”QQ
群描述成一个让人有归属
感的“大家庭”。

8
我很高兴自己选择加入了
“大旗底下”QQ群。

9
我认为“大旗底下 ”QQ群
对我的工作 /专业是有
益的。

忠诚度
测量个人对社区组
织的支持与保证

10

我觉得“大旗底下 ”QQ群
在图林中的形象 (专业、热
情、八卦、互助 ) ,能够代表
我自己。

11
提到“大旗底下 ”QQ 群
时 ,我会说“我们 ”而不是
“他们”。

12

我觉得“大旗底下”QQ群的
价值观 (讲专业时带点八
卦 ,摆八卦时透着点专业 ,
专业精神与八卦娱乐两不
误 )与自己的价值观比较
相近。

相似性

测量从个人知觉到
自己与组织中其他
成员共同的目标与
利益

量表采用了李克特六等量表衡量 ,由“1分 (非

常不同意 ) ”、“2 分 (不同意 ) ”、“3 分 (有点不同

意 ) ”、“4分 (有点同意 ) ”、“5分 (同意 ) ”和“6分

(非常同意 ) ”组成。回答者于此项的分数越高 ,表

明他 (她 )对大旗底下 QQ群这一网络社区的组织认

同程度就越高。

在问卷中还设置了一个组织认同程度的主观打

分题 ,作为量表统计结果的参照项 ,该题目为 :

“如果以 1 - 10分来表示您个人目前对‘大旗底

下 ’QQ群的认同程度 ( 1分 :完全不相干 , 10分 :完

全重合 ) ,您给出的分数大约为 分。”

本次在线调查共回收问卷 119份 ,其中有效问

卷 113份。

针对 113份有效问卷的量表回答情况进行统

计 ,经由信度分析 ,去除其中 1个样本后 ,成员对 QQ

群的组织认同的信度 Cronbachπsα为 0. 906,标准化

后的 Cronbachπsα值为 0. 911,远远超过一般认为

Cronbachπsα值至少要达到 0. 7的底线 ,表明本项研

究的量表内部一致性非常好 ,具有很高的信度。

经计算 ,由此量表测算出的“大旗底下 ”QQ群

成员的组织认同均值为 5. 144,相当于百分制的 85.

73分 ,略高于 QQ群成员的主观打分值 (77分 )。

这表明 ,在“大旗底下 ”QQ群成员的内心深处 ,

对这一网络社区的认同程度是相当高的 ,也就表明

了大家对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还是比较在意的。

这也就为我们探索在网络社区中 ,通过适当的正确

引导 ,有效培育出图书馆员的职业精神 ,提供了实现

的可能途径。

当然 ,“大旗底下 ”QQ群具有比较高的组织认

同度 ,与这一专业网络社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是密切相关的 :一是该 QQ群成员既有一线的图书

馆员 ,也有馆长级的领导管理层 ;既有专业教师 /科

研人员 ,又有未来的图书馆员后备军 ———学生 ;再加

上图书馆系统供应商、专业杂志编辑等等 ,组成了一

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的多层次的网络社区 ,从

而为图书馆员开展网络信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外部

环境 ;二是有一大批热心的图书馆员 ,包括一些图书

馆学专家在内 ,志同道合 ,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专业

信息和业务经验 ,愿意解答疑问和指点迷津 ,愿意坦

诚交流和共同营造平等、自由的交流氛围 ,从而对网

络社区成员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三是群内成员们

有着共同感兴趣的热点问题或项目研究 ,从而便于

大家相互间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 ,如图

书馆 2. 0的讨论和《图书馆 2. 0》一书的共同写作

等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网络社区的凝聚力。这为我

们创建更多的专业网络社区 ,实施图书馆职业精神

的有效培育 ,提供了样本和建设思路。

5　进一步的讨论

图书馆员对专业网络社区的认同 ,是图书馆员

个体在网络社区中不断进行信息交流 (包括只看不

说的“潜水者 ”)的过程中形成的。个体在网络社区

中的信息交流行为 ,不但促使图书馆员自身更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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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而且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图书

馆员自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在线调查

所得到的反馈信息中 ,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 :很

多人明确表示 ,加入了该 QQ群就像“找到了组织一

样”,有了一种归属感。其中 80. 5%的人表示 ,只要

上网允许就会打开 QQ群参与信息交流 ,另外 11.

5%的人表示每天会 1 - 2次打开 QQ群 ,以便及时

了解大家交流的信息内容①。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 ,强组织认同感势

必会引起社区的成员心理与行为发生显著的变化。

图书馆员在网络社区中所获得的信息和经验 ,甚至

只是精神上的一刻放松或微小鼓励 ,都有可能会影

响到图书馆员所在的现实组织内部的积极和消极因

素 ,从而不断改善图书馆的组织绩效 ,有利于图书馆

业务工作的改进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虽然针对某一 QQ群的个案分析 ,会带有一定

的特殊性 ,但这不并妨碍我们由此来观察图书馆员

在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交流行为 ;也不妨碍我们由此

角度 ,来分析图书馆员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发展情况 ;

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尝试介入到图书馆员的

专业网络社区中 ,因势利导 ,普及图书馆核心价值和

培育图书馆员的社会认同感。

毋庸讳言 ,正处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图书馆

员群体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认同危机。不少图书馆

员往往把自己视作“弱势 ”的社会群体 ,对图书馆核

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产生了严重分化 :有的为了摆

脱目前“弱势 ”的阴影 ,产生强烈的向上流动的动

机 ,通过积极学习等手段想方设法早日离开图书馆 ;

有的因认定了自己的弱势与不利地位 ,产生了自卑、

悲观、消极的态度 ,终而无法认同自己的群体和职

业 ;有的把自己的不良处境与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 ,

既不愿意认同自己的群体 ,也不愿意认同其他群体 ,

成为没有群体归属感的“边缘人 ”。然而 ,由于“弱

势”群体与强势群体间固有的种种差异 ,即使那些放

弃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图书馆员 ,强势群体也

并不会积极接纳他们 ,从而使他们跨出图书馆后可

能会沦落为两种群体的“边缘人 ”。而这种图书馆

员的社会认同的分化 ,无疑是不利于图书馆的社会

职能和新使命的实现 ,不利于图书馆参与和谐社会

的建设 ,自然也影响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凝聚力

培育。

基于对网络社区成员的信息交流行为的实证研

究结果 ,我们认为 ,可以充分利用当前 W eb2. 0技术

所带来的信息交流的便利和迅捷 ,让更多的图书馆

员融入到专业网络社区中 ,在跨地域、跨部门的信息

交流中低成本分享专业工作经验和职业成功的喜

悦 ,在网络信息交流中 ,不断主动或被动地汲取图书

馆职业精神的养分 ,从而真正培育起对图书馆现代

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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