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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其产生初期是以指导图书馆实务为宗旨的。
1807年，德国人施雷廷格提出了“图书馆学”这个专门名词，那时关注更多的是图书馆目录编制的问
题。
19世纪下半叶作为一门近代科学的图书馆学逐步发展起来，但那时比较偏重实务，所以常以“图书馆
经济”（英文为Library economy，日文为“图书馆经营”）名之。
1931年印度人阮冈纳赞发表《图书馆学五定律》，探讨图书馆工作的基本规律。
1933美国人巴特拉《图书馆学导论》出版，于是以研究图书馆的发生发展、组织管理及工作规律的图
书馆学逐步成熟起来。
尤其是20世纪是科学技术的世纪，也是学科兴盛的时代。
伴随20世纪60至70年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情报学迅速成熟起来。
信息革命改变了社会信息交流方式，也影响了图书馆及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概论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不明朗状态。
不久，图书馆学与迅速发展的情报学结盟（commons），进人图书馆学、情报学携手共进的时代。
为了突出现代科学的成分，很多图书馆学系纷纷改名，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图书馆情报学系、信息管
理学系等，其重心逐步向情报学倾斜。
　　由于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人员的需求迅速增长，以及图书馆从业人员资
格证书制度尚未建立等原因，图书馆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就业市场份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图书馆就业面越小，面向图书馆的课程所占比例也越小，这种恶性循环直接影响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
业的正常发展。
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出现了逐渐分离的趋势。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因此早期大量研究聚焦图书馆本身，图书馆“三要素”、“五要
素”之说曾经影响图书馆界数十年。
但后来的几十年里图书馆学的关注点转移，图书馆不再成为学科研究的重点对象。
虽然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利于学科本身的深化和发展，但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边界，无论
如何发展，如何延伸，都不能偏离学科的核心。
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的学科，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图书馆。
偏离了图书馆，图书馆学就不成其为图书馆学。
实际上图书馆学向其他学科过度倾斜、过度融合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翻开图书馆界的杂志，不难看到这种过度倾斜和过度融合的倾向。
那种以为图书馆学仍然是（印刷型）图书本位的图书馆学的传统观念早已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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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学术机构知识库构建的研究背景，对知识管理和学术机构知识库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对
学术机构知识库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基于知识管理的学术机构知识库的知识组织模式
、技术模式、激励模式、实现保障进行了系统研究。
本书结合了大量国内外的实例，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将促进学术机构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解决
学术机构新型学术交流平台的构建和优化问题，并把学术机构知识库构建从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学术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知识库构建的研究人员，并可作为图书馆学高年级学生或
研究生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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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文献综述　　本章分别对学术机构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学术机构知识库相关理论进行回顾
和综述。
学术机构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回顾了学术机构知识管理的内涵、特征、内容、存在的误区等基本问题；
学术机构知识库相关理论领域，主要回顾了与学术机构知识库相关的概念、国内外学术机构知识库研
究现状。
本章为后续展开学术机构知识库知识组织模式、技术模式、激励模式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1 知识管理相关理论综述　　许多学者对知识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在国外，彼得·F·德鲁克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他着眼于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广阔的视角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提出西方发达国
家正在步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知识社会，并精辟地论述了伴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而发生的知识管
理革命。
美国学者保罗·S·麦耶斯在对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的研究中提出了促进权利转移的组织竞争与设计
方案。
加拿大学者弗朗西斯·赫瑞比研究了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以及顾客资本中人的因素，对知识创新与生
产模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知识创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研究。
彼得·圣吉对学习型组织的研究是知识管理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内容。
　　在国内，王德禄作为中国知识管理网站的主要负责人，对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研究，认为知识管理是竞争力之源。
唐五湘对知识经济与管理创新的研究，李富强等对知识经济与信息化的研究，杨海英对知识经济和管
理创新的研究，孙涛对21世纪经营管理新趋势的研究等，这些都为知识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观国内外知识管理的研究状况，其研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1 知识管理内
涵　　知识管理概念的界定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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