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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资源和根本动力，人类因此进入知
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新时代。
但是，新的知识环境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同时，也让我们置身于知识生态的重重矛盾之中：
一方面知识存量激增，并呈爆炸性增长；另一方面知识稀缺严重，人们生活在知识的海洋中，却难以
获得所需要的知识。
一方面知识产生速度加快，新知识源源不断；另一方面知识老化加速，知识更新周期缩短。
一方面知识广泛传播，互联网络提供了知识传播的新途径，跨越了知识扩散的时空障碍；另一方面数
字鸿沟日趋明显，城乡差距、地区差异、人群差别影响知识的扩散。
因此，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开发利用知识资源，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迫切的知识需求，是人类自
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需要，更是推动知识创新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全面协调和科学
发展的关键。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诞生于知识经济逐渐兴起、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商业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中，广
泛融合了信息科学、管理学、图书情报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形成了以“知识”为核心和研究对象
的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从管理学视角，知识管理是将组织可获得的各种来源的信息转化为知识，并将知识与人联系起来的过
程，强调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管理与共享，利用集体的智慧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而知识
服务是知识管理领域的演变进化，是随知识管理发展而延伸的概念，是新兴的服务科学、管理和工程
学科（SSME）的重要分支。
从图书情报视角，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进一步发展，知识服务是信息服务的深化与拓展，知识服务
的功能应建立在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的基础之上，以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和实现知识增值为目标。
因此，知识管理是知识服务的基础，知识服务是知识管理的延伸，也是知识管理实现知识创新目标的
有效途径。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也逐渐成为图书情报学、管理学和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重要领域和研究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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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Web挖掘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是解决当前互联网“信息过载”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本书在继承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Web挖掘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模型，并构建了语
法层次、语义层次和语用层次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方法体系。
然后，从语法层次的角度，利用Web使用挖掘方法研究了Web用户偏好分析与推荐问题，并借鉴复杂
网络中的社团结构划分方法，提出了基于网络书签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方法；从语义层次的角度，提出
了基于Web文本挖掘的推荐规则获取与匹配方法，分析了基于Web领域本体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方法，
研究了基于社会化标签的Web用户兴趣建模方法；从语用层次的角度，利用用户反馈和贝叶斯网络理
论讨论了Web用户效用函数的构建方法。
    本书内容丰富、应用性强，可供信息管理、计算机应用等领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
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教师、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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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过：我们在信息海洋中淹溺，但却不得不面临知识饥渴。
这形象地描绘了目前人们在互联网时代所处的困境：一方面是日益泛滥的信息，另一方面却是有用知
识的缺失。
由此，Web用户获取信息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迫切需要从这些纷繁芜杂的信息中找到有用知识的工
具。
鉴于数据挖掘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人们自然而然想到要把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Web上来，即将数据挖
掘的思想和方法应用于Web，利用Web挖掘从Web文档和Web活动中提取感兴趣的、潜在的、有用的
模式和隐含信息。
Web信息的多样性决定了Web挖掘的多样性。
根据处理对象的不同，可以将Web挖掘分为三类：Web内容挖掘、Web结构挖掘和Web使用挖掘。
Web内容挖掘是指从Web文件的内容及其描述中获取有用信息的过程，可以用于Web页面特征提取、
基于内容的Web页面聚类、Web页面之间内容的关联规则发现等；Web结构挖掘是从WWW的组织结
构和链接结构中发现知识的过程，可用于Web页面分类，并由此获得有关不同Web页面之间相似度及
关联度的信息，并有助于发现权威Web站点；Web使用挖掘是从Web站点服务器日志中发现有用知识
和模式的过程。
Web站点服务器日志记录了Web用户的行为轨迹，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帮助理解Web用户的行为，从而
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
3.Web挖掘的复杂性分析相对于面向数据库的数据挖掘而言，面向Web的数据挖掘要复杂得多，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Web用户的复杂性。
相对传统的数据库应用系统而言Web信息系统面对的是一个广泛的、形形色色的Web用户群体，几乎
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
然而，每个Web用户可能有不同的背景、兴趣和目的，他们往往对需要挖掘的主题只有一个粗浅的认
识，提不出明确的目标。
这就需要Web挖掘具有较强的智能性，不断跟踪Web用户的兴趣，简单明了地提供挖掘结果。
2）半结构化的数据源。
每个Web站点都是异构的数据源，使得整个互联网可以看做一个巨大的异构数据库环境。
针对这种数据集合进行数据挖掘，首先必须解决Web站点之间异构数据的集成问题。
此外，还要解决Web上的数据查询问题，否则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集成、处理就无从谈起。
由此，就需要定义一个半结构化数据模型，并借助半结构化模型提取技术，自动从现有数据中提取半
结构化模型（刘智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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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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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张老师的谢意是难以言表的，今后勤奋的工作和良好的业绩可能是对张老师辛勤培养的最好回报
。
同时我非常感谢我求学生涯的另一位恩师——我硕士阶段的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
学东教授。
王老师将我引入信息管理科学的殿堂，并为我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老师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予我极大的支持与帮助。
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和答辩过程中，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谭力文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管
理学院黎志成教授、蔡淑琴教授、鲁耀斌教授、胡斌教授都曾给予我热情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诚
挚的谢意！
另外，要特别感谢同窗好友——卢新元博士、陈涛博士、张东风博士、谢刚博士、丛国栋博士、周光
勇博士、邵祖峰博士、杜育华博士、周涛博士、叶彩虹博士等的无私帮助。
衷心感谢《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研究》丛书主编王伟军教授，不仅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而且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指导性的建议。
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的爱是我前进的动力。
同时，深深感谢我的妻子邓卫华女士，她既是我生活中的忠实伴侣，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正是她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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