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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分析了图书馆数字资源后评估的重要性，探讨了进行图书馆数字资源资源后评估

的内容、方法，并就目前我国图书馆数字资源后评估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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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ollections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and growing part of the academic

library’s collection. Measuring usage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is complex,

however, and the lack of standard metrics makes it especially difficult to develop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benefit of usage evaluation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 and discusses the contents and ways to evaluate usage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 Limitations and the questions of usage evaluation of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 are also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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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数字资源是图书馆馆藏资源中以数字形式保存的和借助于计算机网络可以利用

的信息资源的集合。1图书馆数字资源从来源上主要包括购入式数字资源（主要是指由出版

商或数据库商生产发行的、商业化的正式出版物，有数据库、全文电子期刊和电子图书等，

其中数据库又包括参考数据库(书目、文摘、索引)、全文数据库和事实数据库）、自建式数

字资源（自建数据库，指图书馆根据各馆的用户需求和特色，建设的专题数据库）、开发式

1 索传军.论述字馆藏的质量评价.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30(152):43-46



数字资源（网络信息导航）。

1111．图书馆数字资源后评估的含义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后评估，是对数字资源评估体系中，相对于资源采购前的预评估而进

行的有关资源使用情况的评估2。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预评估，包括对数字资源内容的数量、

质量，检索系统的功能、数字资源存档、数据库商的服务等，而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后评估，

是从用户使用的角度，对数字资源系统的内容、功能进行重新评估，对数字资源的用户访问

情况、利用效果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从而重新审视数字资源的质量、图书馆资源建设投入的

经费/效益，并以此来作为修正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科学决策依据，调整图书馆后续购买、开

发数字资源的策略，向数字资源提供商提供改进服务的意见。

2222图书馆数字资源后评估的重要性

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展开，数字资源逐渐成为图书馆

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统计，数字资源的费用占其文献费用

的 20%，近年来我国各类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的投入也呈现上升趋势，一些科学图书

馆也基本达到数字资源的费用占其文献费用的 20%左右的水平。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后评估对于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和服务模式而言，尤为重

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后评估是数字资源建设过程中，数字资源评价的重要一环，是数字图

书馆效益评价必不可缺的内容，也是数字图书馆改进资源建设和服务质量的参考依据，是调

整和优化数字资源建设和开发决策的重要依据。

1.11.11.11.1有利于信息资源建设和开发的科学决策，使图书馆有限

的经费得到有效的应用

通过对数字资源的访问统计，可以了解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了解用户对数字资

源访问模式，及其需求趋势，经过与数字资源的成本分析比较，调整对不同类型数字资源建

设与开发的决策，在资源建设方面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使得图书馆有限的资源得

2 肖珑、张宇红.电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初探



到最有效的应用。

商用数字资源系统购买中的数字资源后评估

自建、开发式数字资源和网络资源导航系统中的数字资源后评估

1.21.21.21.2有利于针对用户需求，促进数字资源的整体优化

由于图书馆 20%的资源满足了用户 80%的需求，图书馆可以根据数字资源的访问情况的

统计分析，促进数字资源的整体优化建设：调整数字资源的学科分布，调整参考数据库、全

文数据库、事实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自建数据库、网络信息导航的比例，使其结

构逐步优化，更大程度地符合用户需要，从而调整采访策略，改善图书馆资源结构。

1.31.31.31.3 有利于了解用户的访问行为，改善图书馆服务

通过对数字资源结构的调整和使用情况的分析，了解图书馆在资源宣传、服务中存在的问

题，促进检索服务、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的开展，使电子资源及其服务更符合用户需要，从

而提高其利用率，降低成本。

通过了解用户的访问行为，可以为图书馆网站的信息构建（IA）提供参考，提高图书馆网

站的易用性。

数字资源前评估 组织试用 谈判并组团购买

正式服务

续订数字资源后评估

数字资源前评估

系统分析/需求分析
开发建设决策 开发建设

正式服务

数字资源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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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有利于图书馆绩效评价工作的完成，促进图书馆科学管

理

近年来，为了加强对各个图书馆绩效的评价，高校图书馆系统、科学图书馆系统和公共

图书馆系统都展开了相应的评估工作。各个图书馆要客观地完成评估表格，非常需要对图书

馆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提供真实客观的评估依据。

2222图书馆数字资源后评估的内容

在图书馆购买数字资源前期，往往有对数字资源的内容（包括数字资源的总体数量收录

情况、学科收录范围、数据来源情况和数据库之间的重复情况等）和检索功能的预评估，从

而决定是否购买该资源。由于数字资源提供商往往仅提供有限的试用期，数字资源系统中所

收录期刊的变动，数字资源服务系统有可能改变访问界面等因素，在购买了相应的数字资源

后往往需要对数字资源的内容质量进行后评估，尤其需要关注的是：

对于购入式数字馆藏，需要评估数字资源所收录信息的质量；所收录信息是否为该学科

核心刊物；信息的描述与组织方法；收录一次文献信息的数量；一次文献收录的变动情况；

数据库的更新频率（时效性）等；馆藏数字资源结构的合理性等。

对于自建式/开发式数字资源，要考虑选题的新颖性、针对性、特色型、数据内容的准

确性、完整信、描述的规范性等。

可用性3是交互式 IT 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网站、信息家电、仪器设备等）系统的重

要质量指标。ISO-9241-11 国际标准对可用性作了如下定义：产品在特定使用环境下为特定

用户用于特定用途时所具有的有效性（ effectiveness ）、效率（efficiency ）和用户主

观满意度（ satisfaction ）。指的是产品对用户来说有效、易学、高效、好记、少错和令

人满意的程度，即用户能否用产品完成他的任务，效率如何，主观感受怎样，实际上是从用

户角度所看到的产品质量，是产品竞争力的核心。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服务系统也是交互式的 IT 系统，同样也需要用可用性来进行评价，

其可用性的评价往往可以从三个维度:有用性、易用性和满意度来展开。其中有用性,是数字

资源能使用户完成他的工作或特定任务的程度;易用性,指如何能让一个用户很快变得有创

3

http://tiuc.ie.tsinghua.edu.cn/columncontentEng.aspx?url=usabilityview.htm&title=Usability+concept+(in+Chines
e)



造性,一段时间不用后,能很快学会再次使用;满意度,指用户喜欢该数字资源的程度,以及用

户的意见、感知、心里感受。

其中数字资源的易用性可以结合数字资源系统的信息构建（IA）方面展开，评价数字资

源的导航功能、知识组织体系的合理性、数据库系统的检索功能等，有用性和满意度需要结

合用户满意度调查、引文分析等进行定性评估。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跟踪记录图书馆数字资源的访问情况提供了便利。通过数字

资源访问情况的统计，可以了解什么被使用？谁在使用？如何使用？什么时候使用？为什么

使用？哪些资料经常被下载？哪些资料被检索最频繁？资料检索来自哪些单位？哪个单位

使用量最多等问题，通常采用数字资源提供商提供的访问统计数据与对图书馆网站及自建数

字资源的访问统计相结合的方式。

图书馆数字资源质量的评价，在前评估中已经针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收藏范围所覆盖的

核心期刊范围进行过评估，在后评估主要针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系统的利用效果进行分析。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质量主要是指图书馆数字资源所收录的期刊是否是图书馆所服务学

科的核心期刊；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效果，就是图书馆订购或者建设的数字资源是否对图书

馆用户的科研活动起到了帮助参考作用。

这可以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评价，定性的方法可以采用用户满意度调查方

法，定量的方法可以结合引文分析的方法，分析图书馆数字资源对用户发表论文的参考文献

的保障率。这种做法，经过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创新试评估试验，被证明为一种比较客观的

评价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效果的方法。

将图书馆数字资源的访问情况与图书馆本学科用户群的人数占所有用户数的比例以及

该数字资源的花费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其中数字资源的成本包括全文电子期刊的成本、电子

参考资源的成本、电子书的成本、图书馆对书目设备、网络环境等相关设备的花费、图书馆

对自建数据库的投入等。

对于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效益评估ARL的E-METRIC4项目提出了网络资源和相关设备的

花费指标。包括：C1全文电子期刊的成本、C2电子参考资源的成本、C3电子书的成本、C4

图书馆对书目设备、网络环境等相关设备的花、C5对书目设备、网络环境等相关设备的外

部花费。

上述指标仅仅给出了数字资源的成本，要真正考虑数字资源的投入产出效果的评估，还

4 E-Metrics: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ARL E-Metrics Proje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Martha Kyrillidou，http://www.libqual.org/documents/admin/acs_kyrillidou.ppt



要结合数字资源的访问数量、数字资源的使用效果，并结合图书馆法定用户中数字资源所面

向学科的用户人数来考虑。

数字资源的效益评估是图书馆数字资源评估工作的难点，同时也是比较关键的方面。

3333．图书馆数字资源系统后评估的方式

3.1.13.1.13.1.13.1.1对比分析不同数字资源的内容质量

可对正在使用中的数字资源围绕数字资源的数量、学科收录范围、数据来源情况和数据

库之间的重复情况、数据更新周期、核心刊物收录情况、收录一次文献信息的数量；一次文

献收录的变动情况；数据库的更新频率（时效性）等进行对比分析。

3.1.23.1.23.1.23.1.2信息构建的对比分析

数字资源的可用性评价可以分为功能、效率和满意度几个方面。其中，可以利用 IA评

价进行图书馆数字资源系统的功能的后评估，效率和满意度可通过用户满意度调查来实现。

信息构建（ＩＡ）是“组织信息和设计信息环境、信息空间或信息体系结构,以满足需

求者的信息需求的一门艺术和科学。”5信息构建包括调查、分析、设计和执行过程,它涉及

到组织、标识、导航和搜索系统的设计,目的是帮助人们成功地发现和管理信息。

利用信息构建进行评价，所包括的指标6主要有全局导航、局部导航、语境导航、补充

导航、分类体系、检索系统、标记系统。

选定几种目标资源，就上述指标展开对比分析，可以从数字资源的导航、检索、知识组

织体系、整合链接等方面对数字资源的可用性方面的基本功能进行评价比较。文献 5中就对

制定了利用信息构建评价数据库网站的指标，并对我国四大数据库网站从信息构建角度进行

了评价研究。

当然，系统的可用性还包含上述信息构建指标所未能包含的内容，如：数字资源是否提

供其他利与用户使用的功能，比如 Alert、mylibrary、保存检索历史等。这些再对比时可以

作为补充的指标考虑。

用户满意度是用户接受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实际感受与事先期望比较的程度,不能用信息

5 周晓英.信息构建——情报学研究的新热点.情报资料工作.2002(5):6-9
6 甘利人，郑小芳，束乾倩.我国四大数据库网站 IA评价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04(8):26-29



系统自身的各项技术指标作为用户满意度的测评因素,而应从用户实际使用的感受中,从用户

的需求与期望中判断选择测评因素。用户的满意度通常需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

问卷调查法7可谓是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最常用的资料搜集方法。它是将所需要的信息转

换成被调查者可以回答并愿意回答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在一张问卷中得到系统反映，并通过

网络或人工等方式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的一种方法[33]。在社会统计学中，当调查总体很大，

个体分布很广，分层较多，人员又很分散时，应优先选择以抽样调查法及书面问卷调查形式

为主进行调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起到全面调查的作用，而且又能从方法学上确保调查结

果的科学性。

在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 回答方便。调查表结构符合逻辑，层次分明清晰，问答题的措辞明确简单，使被调

查者容易理解、方便作答。

� 防止偏见。调查表防止使用形成单一答案的提问，避免问题设计中带有个人看法，

以影响被调查者的看法，从而起到诱导作用。

� 问题设计合理。在问题设计中，保证每一个问题的答案之间应具有穷尽性，也就是

说，所列答案要能包括所有可能的答案，没有遗漏；其次，答案之间应具有互斥性，即指

一个问题的答案之间不能相互重叠和互相包含，具有唯一性。

在问卷的结构方面，整个问卷的设计包括以下三个部分：①封面信，是一封致被调查

者的短信，用于说明调查者的身份和调查目的等；②指导语，即用来指导被调查者如何正

确填答问卷；③问题及答案。在问卷中，主要采用封闭式问题为主，开放式问题为辅，两

者相结合的形式，保证在获取大量定量材料的同时，以一些丰富生动的定性材料对问题的

回答作深入研究。在封闭式问题的设计中，主要采用的形式有：填空式、多项选择式和关

联式。问卷调查可以采用函询、当面发放调查表、网上调查等方式。

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图书馆已经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对图书馆服务和资源的用户满意

度问卷调查（如清华大学、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等），这些单位的用户满意度调查中，往往

将数字资源的用户满意度调查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内容，限于篇幅等原因，对数字资源质量

和用户对数字资源的满意度调查不太深入。

另外还有一种做法8是直接在图书馆网站上，提供数字资源服务的导航网站页面，在每

一种页面上提供用户发表意见的提交表单接口，这样，用户在使用某种资源的过程中，出

7 张燕. 中国科学院京区科研人员网络信息资源需求研究.［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
2004
8 http://www.lib.bjfu.edu.cn/



现问题或者有意见就可以直接通过提交表单的方式反馈给图书馆员，这样图书馆员定期分

析这些意见，就可以对每种数字资源的用户评价意见归纳分析，进行数字资源使用满意度

的后评估。

引文分析法在图书馆工作中，可以被用作评价馆藏结构的方式，也可用来评价馆藏资

源的利用效果（或者称作引用文献保障率）。

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创新工作试评估中9，就采用引文分析法来对各馆的馆藏进行评价。

具体做法如下：

应用 1：利用引文分析法评估各馆学科核心文献（中、英文）资源（包括馆藏印本文献、

电子资源）的保障情况，其中，馆藏印本文献包括：期刊、图书、会议录；电子资

源包括：订购网络全文数据库、光盘数据库。根据 SCI、ISTP中馆藏期刊和会议

文献所占比例，即采用如下指标：SCI中馆藏期刊种数/SCI收录期刊种数、ISTP

中馆藏会议录种数/ISTP收录会议来评估。

应用 2：利用引文分析法评估馆藏资源的利用效果（或者称作引用文献保障率）。具体做法：

由评估单位的主要服务研究所提供当年 10篇最优论文，对这些科研论文引用文献收

（包括印本、电子文献）情况，根据引文中馆藏文献数量占全部引文数量比例进行

分析。所采用的指标是: 引文中馆藏文献数量/全部引文数量比。

这种做法创新性地将引文分析法应用于图书馆评估工作，采用抽样统计的方法，具有较

好的可操作性。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图书馆资源建设评估，尤其是数字资源后评估中对数

字资源系统结构和数字资源利用效果进行评价的可行的、有效的、科学的方式。当然在这种

做法中，核心期刊的比较对象可以根据各个图书馆的性质选定 SCI、EI、SSCI或者中国科

学引文索引等不同的对象。

Web服务器日志纪录了 web server接收请求以及运行状态的各种原始信息。通过对这些

信息的统计、分析、与综合,就能有效地掌握服务器的运行状况,诊断差错事故、了解访问分

布等,加强系统的维护和管理。

通过对服务器日志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信息:(1)通过对访问时间进行统计,可以得到服

务器在某些时段的访问情况;(2)对访问者的ＩＰ进行统计,从中可以判断主要是那些用户在

访问 web server;(3)对访问请求的错误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找出有问题的页面加以改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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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访问者请求的ＵＲＬ进行统计,就可以判断出读者对那些页面的内容最感兴趣,对哪些页面

的内容不感兴趣,从而对网站的内容和形式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点对网站的维护人员来说显

得尤为重要;从日志文件提供的信息中对访问时间段、访问请求ＵＲＬ、状态代码、访问者

的浏览器类型等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就可以对整个网站有一个数字化、精确的认识,从而对

网站的设计和内容改善和调整,并且使问卷调查更具有针对性,使图书馆网站更好地为读者提

供服务。

利用网络日志分析的方式，基本可以分为由出版商直接提供访问情况统计报表、利用

代理服务器或者图书馆根据自身需要自行开发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一些开放源码的工具比如

AWStats、webalizer等进行分析。

在获得某一资源的访问情况后，结合数字资源的成本，就可以进行数字资源的成本效

益分析。

使用网络日志分析的方式,该方式简便易行,省时、省力,不需打扰读者,在一定程度上统

计结果与事实比较接近,可信度较高。故应选择此方式作为图书馆数字资源后评估工作中用

户使用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

4444．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起步时间不长，对于数字资源的评估，往往比较重视在资源

采购前的后评估工作的重要性的重视不够。这与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的阶段有关，随着数图

建设的发展，各个图书馆都将面临着对所定购的数字资源的续订/停定策略以及数字图书馆

建设中自建资源建设策略的决策调整，针对数字资源内容、可用性、使用情况、使用效果、

数字资源效益等方面的后评估理应受到图书馆界的重视。

对于数字资源的评估指标（包括前评估和后评估），目前 CALIS 制定了《高等学校图书

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4 年）》，但这只是高校系统针对数字资源数量统计的一个指南性

文件，对于数字资源的内容、可用性、使用情况、效益评估等尚没有系统的适用于国内图书

馆界的指标体系，这样就给图书馆自身的纵向对比，图书馆间的横向对比带来了困难，因而 ，

也影响了数字资源评估对于图书馆决策的影响力。

目前，国内对数字资源的评估方法、评估内容指标体系的研究不足，尽管近年来大学图

书馆系统、科学图书馆系统、公共图书馆系统已经展开了图书馆评估工作，但对于数字资源

评估的理论研究不足，对于评估的方法、内容指标的研究滞后，在实践上，所采用的评估方



法和指标未能充分体现数字资源及其利用的特点，未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评估的手段。

总之，在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初级阶段，数字资源评估及后评估的重要性已经显露出

来，图书馆界应该加强对评估和后评估的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评估理论的研究，逐步简历

并完善系统、一致、科学的、可操作的评估指标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的便利，展开

数字资源预评估和后评估工作，为图书馆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促进以用户为中心数字图书馆

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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