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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机构知识库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王艳霞　叶小梁

【摘　要】机构知识库作为开放获取的一种实现模式 , 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国家发展迅速 , 而在亚洲只有

日本发展最为迅速。文章首先对日本机构知识库发展的总体情况、政策层面的支持及其在线机构知识库进行介

绍 , 然后对日本机构知识库的建设主体、资源类型及语言分布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 , 最后有针对性地对我国机

构知识库的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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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n implement ation p a ttern of open a ccess , institutional repo sitory ha 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world , e specially in the we st1And in Asia , J ap an is the f a st e st growing nation1 This p aper describe s the

development , policy support and the J AIRO of J ap ane se institutional repo sitory1 Then the main building ,

re source type a nd langua ge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al repo sitory in J ap an are analyzed1 Finally , i ssue 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 se institutional repo sitory are put forwar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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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知识库 , 也称为机构仓储 ( Institutional repo sitory , 简称 IR) 。关于机构知识库的定义 , 迄今为止还没有

统一的认识。作为开放获取的一种实现模式 , Lynch 从大学的角度对其定义如下 : 大学中的机构知识库是大学为

其员工提供的一套服务 , 用于管理和传播大学的各个部门及其成员创作的数字化学术科研成果[ 1 ] 。我国学者柯平

则对其内涵进行了扩展 , 指出机构知识库是利用网络及相关技术 , 依附于特定机构而建立的数字化学术数据库 ,

它收集、整理并长期保存该机构及其社区成员所产生的学术成果 , 并将这些资源进行规范、分类、标引后 , 按照

开放标准语相应的互操作协议 , 允许机构及其社区内外的成员通过互联网来免费地获取使用[2 ] 。从目的来看 , IR

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改善信息的传播并提高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社会价值。

1 　日本机构知识库建设概况

111 　总体发展情况

机构知识库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国家发展迅速 , 截至 2009 年 5 月 30 日 , 被开放存取知识库名录 ( The

Directory of Op en Acce ss Repo sitorie s , 简称 OpenDOAR) 收录的知识库总数已达1 407个[ 3 ] 。对亚洲来说 , 大部

分国家的机构知识库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 但日本却是一个例外 , 2006 年 4 月份日本已经有 13 个机构知识库 , 而在

随后的 3 年内数量已经上升至 109 个 (NII , 2009 年 6 月 13 日) 。日本的机构知识库的数量目前位列世界第四 , 而

且将近占亚洲总数的 47 %[4 ] , 是亚洲机构知识库数量最多的国家。

112 　政策层面支持

2003 年 ,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技理事会在一篇报告中强调大学图书馆在学术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 ] 。

随后 , 隶属文部科学省的国立情报研究所 (Na 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 tic s , 简称 NII) 就大力推动日本机构知识

库的发展。NII成立于 2000 年 4 月 , 主要工作是进行信息学综合研究 , 同时也是与大学共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

机构 , 既有研究与教育职能 , 又有事业开发任务。它可以提供国家最大的数据库和联合目录。其独特的地位使其

能够获得并发布各个大学的数据和数字化期刊 , 从而为机构知识库建设提供支持[6 ] 。为扩大日本开放获取机构的

覆盖范围并支持促进学术内容传播的研究活动 , NII于 2006 联合 57 所大学构建“下一代学术内容信息基础设施”,

截止到 2007 年这些合作者完成了 22 个项目 , 如连接链接解析器 ; 综合搜索 ; 开发 IR 评估方法 ; IR 社区开发 ; 内

部期刊出版 ; 交替的开源图书馆模块等等[7 ] , 从而使整个学术团体受益。在资金方面 , 仅 2006 年这些项目的总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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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就达 3 亿日元 (约 260 万美元) [8 ] 。

113 　日本在线机构知识库———J AIRO

日本在线机构知识库 (简称 J AIRO) 能够对日本各个机构知识库中的学术信息 (如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

进行搜索。NII于 2008 年 10 月 22 日试运行 J AIRO , 2009 年 4 月 1 日对其正式投入使用并将其添加到 NII学术内容

门户 GeNii 综合搜索系统当中[9 ] 。截止到 2009 年 6 月 13 日 , J AIRO 中已经有 113 个组织 , 总的资源数目已达

673 653条。用户通过 J AIRO 既可以进行集成检索 , 也可以按照资源类型方便地检索 , 或者直接进入目标机构知识

库查找所需内容。通过 J AIRO 机构之间可以共享各个知识库的学术内容 , 并且这也促进了各个机构合作进行机构

知识库的相关研究。此外 , NII根据各个机构的 IR 管理负责人所提交的相关信息 , 收集全国 IR 的元数据构建了机

构知识库数据库 ( IRDB) 并开发了内容分析系统。通过 NII IRDB 内容分析系统既可以了解各个 IR 的具体信息 , 也

可以获得 J AIRO 内容的相关数据。本文主要是根据该系统来对日本的 IR 进行相关分析。

2 　日本机构知识库分析

211 　日本机构知识库的创建主体

日本大多数机构知识库都是由高校建立的。NII的目标是促使日本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建立机构知识库 , 所以自

2004 年日本首次实施机构知识库建设以来 , 其数量持续大幅增加。根据 J AIRO 的门户网站 (2009 年 5 月) , 目前

日本有 97 所大学参与建设机构知识库 (其中广岛知识库和福井知识库是若干个大学联合创建的) , 在日本 756 所

高校中所占的比例是 1218 %。这些大学有不同的背景 , 其地位和支持系统也不尽相同 , 大致可以分为 3 组 : 87 所

国立大学 , 89 所县立Π府立大学和 580 所私立大学[ 10 ] 。机构知识库中在这 3 类大学中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 (见

表 1) 。

表 1 　各类大学 IR分布情况

大学 IR数量 数量 (每组) 建有 IR的大学所占比例 (每组)

国立大学 66 87 75190 %

县立Π府立大学 3 89 3140 %

私立大学 28 580 4180 %

总数 97 756 12180 %

　　 (数据来源 : 根据 http : ΠΠirdb1 nii1 a c1 jpΠa nalysisΠindex _ e1php [2009Π05 ] 整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在大学所建的机构知识库中国立大学所占的比例最大。这可能是因为国立大学有良好的学

术环境、技术基础设施和科研设施等条件。虽然私立大学现有知识库数量将近占所有大学知识库总数的 30 % , 但

是其建有 IR 的大学占整个私立大学的比例却仅有 418 % , 远远低于国立大学的 751 9 %。对于大部分没有建立 IR 的

大学 , 他们只有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质量和服务 , 才能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库[11 ] 。自 2009 年以来 , 日本的一些

研究机构 (如日本国立聚变研究所、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网格技术研究中心和奈良文化遗产研究所等)

和县立图书馆、档案馆也逐渐开始建立机构知识库[12 ] 。NII 也正在鼓励各类学院和大学内部的研究机构建立知识

库。

212 　日本机构知识库收录资料的类型

日本 IR 收录的资料类型分为 14 种 (见表 2) 。虽然表面上日本的 IRs 与世界各地 IRs 收录的资料类型相同 , 但

是仔细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资料在类型分布和数量方面是有差异的 , 而这也反映出了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

比如美国机构知识库中博士论文、博士研究的原始数据文件以及硕士论文收藏量都比较大 , 原因在于大学对这些

内容强制提交的要求[13 ] 。日本机构知识库中纪要论文 ( Kiyo) 则是主要的资源 , 接下来是学术期刊论文 (见表

2) 。

Kiyo 在日本学术界非常流行 , 它是一种包括许多研究论文和报告的内部期刊 , 可以被看作发掘研究人员的摇

篮以及一些探索性研究的发源地[14 ] 。许多日本机构包括医院和企业等都发行纪要论文期刊 , 但其中以教育机构居

多。Kiyo 的主要特点就是机构内部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 , 而且机构还鼓励内部成员在其上发表文

章。Kiyo 主要是在机构内出版部门成员之间流通 , 只有很少的 Kiyo 期刊在机构外部流通。虽然 Kiyo 不易获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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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质量控制 , 但其已经成为日本人文和社会科学出版物的主体[ 15 ] 。根据国际机构知识库调查结果 , 美国机构知

识库中大约有 742 篇非学术审查的文章 ( non - refereed public a tions) [16 ] 。McDowell 对美国机构知识库的研究发

现学者的灰色文献 (即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但实际上具有学术性的文献) 只占其 IR 内容的 23 %[ 17 ] 。虽然 Kiyo 不是

唯一的灰色文献类型 , 但其已占所有内容的 4012 %。在日本已建成的 IR 中 , Kiyo 都是主要的资源 , 即使有一些 IR

的资源类型较少 , 但仍然以 Kiyo 为主[18 ] 。这些表明了日本在学术出版方面的不同 , 而机构知识库正好弥补这些差

异 , 使更多的学术读者可以获取 Kiyo 电子期刊 , 这可能会有助于高质量的学术产出。

表 2 　机构知识库的资源类型

资源类型 数量 所占比例 资源类型 数量 所占比例

期刊论文 182 954 27116 % 学位论文 37 971 5164 %

纪要论文 270 851 40121 % 会议论文 43 174 6141 %

演示报告 1 700 0125 % 图书 15 334 2128 %

技术报告 3 060 0145 % 研究报告 11 133 1165 %

文集 26 773 3197 % 预印本 254 0104 %

学习资料 3 990 0159 % 数据或数据集 468 0107 %

软件 8 0100 % 其他 75 983 11128 %

　　 (数据来源 : 根据 J AIRO 网站整理。)

213 　各类资源的语言分布

就国际范围内的用户而言 , 他们比较关心各种语言与英语之间的切换 , 而在 J AIRO 中大约 59 %的机构知识库

提供了日语和英语两种界面 , 便于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浏览。此外 , 机构知识库内容的语言可能会反应出机构出

版模式的差异[19 ] 。虽然日本 IR 内容的语言有 31 种[20 ] , 但是主要以英语和日语为主。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 , 期刊

论文中英文文献所占的比例要大于 Kiyo 中英文文献所占的比例 , 这说明 Kiyo 面向的对象主要是机构内部人员。

图 1 　各类资源语言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 : 根据 http : ΠΠirdb1 nii1 a c1 jpΠa nalysi sΠindex _ e1php [ 2009Π05 ] 网站上的信息整理所得。)

虽然大部分的资源里都有英文资料 , 但是在期刊论文、技术报告和预印本这 3 种资源中英文资料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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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 分别是 2817 % , 3812 % , 5819 %。这些形式的学术成果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众所周知的 , 也是普遍的学术共

享与交流方式。既然期刊论文和其他一些资源的英文版本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 那么就表明这些资源有不同的目

标[21 ] 。虽然这些英文资料对日本的学生和其他人员造成了使用方面的障碍 , 但是它们是面向国际研究人员的。这

样即使每个研究机构内英文资料的使用者比较少 , 但它们在向全球展现日本的机构知识库 , 也就使日本的学术研

究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共享 , 从而提高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3 　对我国 IR 发展的启示

我国的机构知识库还处在起步阶段 , 其数量和规模都不大。根据 OpenDOAR 的统计 , 我国目前有 6 所机构知

识库 (香港 4 所 , 内地 2 所) , 其中厦门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是实用型 IR , 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和浙江大学是试验型 IR , 其他一些高校更多的是处于关注或计划建设阶段。这些 IR 的建设大都以 DSp a ce 系统为

原型 , 其收藏的内容和应用范围还比较分散。

311 　认识机构知识库的价值

要加快机构知识库的建设 , 需要让不同层面了解并认识到机构知识库的重要性 , 这样才能引起其对机构知识

库的关注 ,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其积极性。高校等应该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机构知识库建设的重要性 , 包括国家

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组织丰富多样的研讨会 , 使机构与学者都认识到机构知识库对其自身发展的利益 , 提高机构

与学者对机构知识库的认识 , 提高他们对开放存取理念的认同度。我国目前对机构知识库认同方面仅限于图书情

报领域的学者或实践者 , 其他领域的学者则了解不多。所以要提高对机构知识库价值的认识 , 需要国家从宏观层

面进行调控 , 就像日本文部科学省的 NII一样积极推动机构知识库的建设。

312 　加强国家层面的支持

根据上文 , 日本的机构知识库的数量及其内容一直处于增长势头 ,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及

日本国家情报机构 (NII) 的倡导。所以 , 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也是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发展最需要的推动力之一。

比如作为我国权威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教育部项目基金会以及其他各级政府资助委

员会 , 可以建议受其资助的科学研究成果纳入到公开获取的机构知识库当中[22 ] 。同时 , 我国也可以借助日本的经

验 , 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协调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 , 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 , 进行项目分配 , 还可以建立专门的网站

便于学者进行跨部门搜索及相关分析。此外 , 国家层面还应该给予资金支持 , 因为对于机构来说 , 运转资金是有

限的 , 让他们再投入较多的资金支持图书馆或其他相关机构建立知识库确有困难 , 所以国家更应该从宏观政策方

面进行引导 , 提供支持。

313 　扩充机构知识库的内容

首先 , 从机构知识库的语言界面来看 , 除了香港的 4 所大学是英文界面 , 内地的机构知识库只提供中文界面 ,

没有可供选择的英文界面。这样既不利于国际上的学术读者了解我国的学术研究成果及现状 , 也不利于提高我国

学术机构及高等院校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从日本机构知识库的访问情况来看 , 美国、英国、德国等非日语国

家对其有较多访问 , 这与其将近 59 %的机构知识库提供英文界面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国机构知识库也应该建立英

文界面 , 便于国际学者的访问。其次 , 从提供的内容类型上来看 , 目前内容比较全面的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

书馆机构知识库 , 其主要有 8 种资源类型 , 分别是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著、文集、研究报告、演

示报告以及其他 , 而且每种类型的资源都是可获取的。厦门大学的学术典藏库和香港几所大学的机构知识库则主

要是会议论文、期刊论文和演示报告这几个方面 , 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资源类型则更少。所以 , 现阶段应将机

构知识库的重心放在知识库内容的扩充上。各机构应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广泛的宣传 , 吸引内部成员将研究资料存

放在机构知识库中。当然 , 内容项目应该优先考虑展示机构的强项和成果 , 包括国家资助的研究论文集及各种合

作项目。此外 , 我国的机构知识库也应该致力于灰色文献以及有关的数据集、软件等的推广和数字化 , 比如很难

搜索到的机构内部学术文章和论文 , 从而充分发挥机构知识库的学术价值。

注释

[ 1 ] Lynch , C1 (2003) 1 Institutional repo sitorie s : Essenti al infra structure for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 al a ge 1 Port al : Librarie 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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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柯平 , 王颖洁1 机构知识库的发展研究1 图书馆论坛 , 2006 (12) , 243 - 248

[ 3 ] [ 4 ] http : ΠΠwww1opendo ar1orgΠ, 2009 - 05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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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J 为图书馆员和科研人员搜寻和访问这些期刊提

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工具。

814 　Met a critic (http : ΠΠwww1 met a critic1 comΠ)

该网站是个收录了个人对电影、视频、电视、音

乐、书籍和游戏等评价的可检索型数据库 , 可以通过

作品名称、类型、人物、元数值 (每个人对作品评论

数值的加权平均值) 等途径进行检索。它在计算加权

平均值时考虑到了个人评论和出版物本身的威望 , 其

中绿色、黄色、红色标示的元数值分别表示该作品很

受欢迎、一般、不受欢迎 , 所以通过它可以非常容易

地确定哪些是最受欢迎的作品。该网站所收录的每件

作品的信息包括内容提要 , 该作品的创作者、出版者、

发行者、作品评价等等。

815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LOC) (http : ΠΠwww1
loc1 gov)

该网站除了提供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和世界范围内

图书馆所收藏的图书和资源的书目信息外 , 还是美国

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独特的数字收藏品和网络资源目

录的门户。从它的主页可以存取到的重要资源包括美

国记忆、历史收藏品展览、通向多元文化的全球门户、

提供立法信息的托马斯等。该信息量丰富、组织良好

的网站主页还展示了诸如历史上的今天、图书馆网络

直播和值得关注的图书馆新闻及事件等方面的专栏和

信息。

816 　WorldCat (http : ΠΠworldc a t1org)

WorldCa t 是世界上最大的提供图书馆内容和服务

的网络 , 它通过参加 OCLC 全球合作的图书馆资料库

建造并维持 , 目前通过它强大的目录体系可以从世界

各地一万多所图书馆中检索出超过 10 亿种的资料。用

户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上添加一个 WorldCat 搜索框 , 下

载浏览器插件便不仅能够从浏览器工具栏中检索当地

图书馆中的资源 , 而且能够从全世界图书馆中检索自

己所需要的资源。此外 , 用户还可以免费在 WorldCat

网站上注册 , 建立公共的和不对外的图书馆资料列表 ,

在所喜爱的特定主题或者类型的图书和电影上加注或

为研究项目组织资源等 , 可以建立公共的资料档 , 便

于与其他 WorldCat 用户共享兴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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