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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开放发现透明度：美国 ＮＩＳＯＯＤＩ述评

■ 胡小丽１　刘铁威２　熊丽１　薛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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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对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ＮＩＳＯ）发布的“开放发现倡议：提高发现的透明度”（ＯＤＩ）
进行研究，借此推动我国图书馆界对ＯＤＩ项目的深入了解与广泛应用，促进基于中心索引仓储的发现服务的发
展和数字资源建设的标准化发展。［方法／过程］介绍ＯＤＩ产生的背景、发展状况、核心内容与特点，同时对该规
范的最佳实践指南和相关组织的活动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调研国内外发现服务领域对ＯＤＩ的应用与实践现
状，分析ＯＤＩ的发展趋势。［结果／结论］ＯＤＩ在元数据共享、公平链接、规范数据格式、促进内容交接的一致性、
使用统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推荐实施规范，目前已有较多的资源提供商和发现服务提供商认可这些规范并

付诸实践，这将有益于促进数字资源的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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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发现倡议（Ｏｐ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简称

ＯＤＩ）作为基于中心索引仓储的新一代图书馆发现服

务的推荐实施规范，通过规范内容资源元数据格式、数

据交换格式与传输标准，倡导公平链接，促进元数据共

享与内容交换的一致性，提高发现服务透明度，提升图

书馆文献发现与传递服务能力，保障最终用户对文献

资源的发现与检索效益。

１　ＮＩＳＯＯＤＩ产生的背景

　　随着数字资源与网络资源逐渐成为馆藏与读者使

用的主体资源，如何整合各类资源，满足读者一站式、

方便、快捷地了解、查找、发现、使用资源的需求，成为

图书馆文献发现与传递服务应用性研究的重要课题。

近年，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将基于中心索引仓储搜索模

式的发现系统引入到图书馆的服务中。

　　基于中心索引仓储的发现服务是指基于中心索引

集合，实现对图书馆所有资源（包括所有来自于不同提

供者的订购资源和免费资源）的全覆盖搜索。其索引

集合由元数据、全文数据或者其他资源内容的表述数

据组成，包括期刊论文、电子书、研究报告、参考资源、

图像、地图、数据集、音视频等各种资源类型。全球第

一个网络级资源发现系统 Ｓｕｍｍｏｎ由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公司于

２００９年推出，随后，ＯＣＬＣ推出了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Ｌｏｃａｌ（简称

ＷＣＬ），艾利贝斯（ＥｘＬｉｂｒｉｓ）公司推出ＰｒｉｍｏＣｅｎｔｒａｌ（简

称Ｐｒｉｍｏ），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公司推出 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ＥＤＳ）。作为新一代的文献发现与传递服

务模式，这几个主要发现系统一被投放到市场，立即引

起全球图书馆的关注并迅速成为文献发现与传递的主

体服务模式［１］。

　　基于中心索引仓储的发现服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

生态系统，在其为图书馆及最终用户在资源检索与发

现上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对行

业实践提出了新挑战。发现服务的推行涉及到内容提

供商（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发现服务提供商（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和图书馆等多个行业机构的利益，关

联到元数据规范、数据交换格式、数据传输标准、公平

链接、使用统计等一系列相互纠缠、焦灼的问题。

　　内容提供商包括商业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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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服务的供应者，也是发现服务中心索引集构建

的主要提供者。发现服务提供商是基于中心索引仓储

的发现系统的构建者，图书馆从内容提供商处获得资

源，发现服务提供商订购系统平台，进而向其最终用户

提供便捷的文献发现与传递服务。

　　在发现服务运行中，需要依靠内容提供商、发现服
务提供商合作提供信息资源的元数据或全文以建立高

效实用的索引。而图书馆在整个服务中需要清楚地知

道自己所拥有的内容资源在发现服务中的被揭示程

度，这是图书馆评估、选择发现系统和持续推进该项服

务所必须的。例如，图书馆需要清楚地了解：哪些文

章、数字资源被呈现；这些内容是被全文索引，仅提供

引文，还是两者皆有；元数据是来自于集成数据库还是

文摘索引资源等。

　　但实际情况是发现服务索引体系中的数据多是基
于内容提供者与发现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私下协议和特

别交换模式组建的，其元数据质量、数据交换格式与方

法、检索机制、检索结果相关度排序等有失规范或者缺

少必要的公开说明。这种情况为三方利益相关者都带

来了隐忧，阻碍了发现服务推广的进程。对于图书馆

来说，这一情况下，无法清楚地了解发现服务对馆藏资

源的覆盖率与揭示程度，无法了解读者真实的文献使

用需求与资源使用情况。对于内容提供者而言，虽然

基于中心索引仓储的文献发现模式有利于提高其资源

的被发现机率和使用率，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困扰。例

如，图书馆用户可以绕开内容提供者提供的专用检索

界面，这会潜在地降低或消除其品牌的知名度，并且使

内容提供商无法控制内容呈现给最终用户的程度与方

式。此外，内容提供商对于发现平台是否可以公平地

发现其所提供的内容资源也存有疑虑。对于发现服务

提供商而言，一方面苦于索引仓储中元数据的良莠不

齐，另一方面烦恼于其链接机制的公平性常常被质疑。

发现系统中，众多不同因素决定了内容的揭示方式、检

索结果的排序以及用户访问内容资源的方式。但是如

果发现服务提供商与内容提供商隶属于同一母公司，

或者被发现其与某内容提供商之间存有独家授权的协

议或其他业务关系，其检索机制与链接的公平性就会

遭到质疑，从而影响其发现平台的被认可度。

　　上述问题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发现服务的诞生而存
在，如果没有采取必要的举措进行干预，势必会造成这

一服务的停滞。图书馆、内容资源提供者、发现服务提

供商等相关行业就此提出提升发现服务透明度和加强

标准化建设的要求，ＮＩＳＯＯＤＩ项目应运而生。目前，

国内还没有对ＯＤＩ项目的深入引介与研究，希望通过
本文的调查研究，能够帮助国内图书馆界更好地理解

ＯＤＩ项目，解决发现服务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国内外发
现服务研究的交流与发展，为数字资源的标准化与规

范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２　ＮＩＳＯＯＤＩ项目发展概况
　　ＯＤＩ项目的始建得益于艾利贝斯（ＥｘＬｉｂｒｉｓ）公司
的奥伦·拜特·阿里（Ｏ．Ｂｅｉｔ?Ａｒｉｅ）及独立顾问詹
妮·沃尔克（Ｊ．Ｗａｌｋｅｒ）和图情界资深顾问马歇尔·
布里丁（Ｍ．Ｂｒｅｅｄｉｎｇ）等人的努力。在２０１１年６月美
国图书馆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ＡＬＡ）新奥尔良年会期间，他们邀请多位业内资深经理
人会面，探讨大家共同关切的图书馆发现服务焦点问

题。并在首发会议后，正式向ＮＩＳＯ递交了提案。同年
末，ＮＩＳＯ发现到传递专题委员会接受了该项提案并于
２０１２年初成立 ＯＤＩ工作组，正式确立了 ＯＤＩ项目。
ＯＤＩ工作组成员由来自于图书馆、内容提供商和发现
提供商的代表共同组成，马歇尔·布里丁和詹妮·沃

尔克担任联合主席。

　　为了更好地了解相关行业对新一代发现服务的满
意度及评估相关实践需求的紧迫性，制定切实有效的

推荐实施规范，ＮＩＳＯ工作组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 －１０
月４日，在图书馆员、内容提供商和发现服务提供商中
进行了跨行业的问卷调研。调研涉及了学术型元数据

的传递／索引层次、数据交换技术、改善发现工具使用
数据等诸多方面。此次调研联系了相关领域２０００多
人，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８７１份，其中７８２份来自图书
馆员，７４份来自出版商，１５份来自发现服务提供商［２］。

根据此次调研结果，工作组针对当时存在的迫切性问

题，决定在第一阶段制定以下５个方面的推荐实施规
范：①数据格式、数据交换标准、传输方式以及持续更
新；②向图书馆反馈受限内容的开放方式与程度；③明
确与单项内容或集合内容索引级别、内容可用性相关

的描述符；④定义从发现服务到内容的公平链接；⑤发
现服务使用统计数据的采集内容、服务对象和数据传

播途径［３］。

　　通过工作组成员的努力，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完成了推荐
实施规范的草拟，并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正式发布“开
放发现倡议：提高发现透明度”（编号：ＮＩＳＯＲＰ－１９－
２０１４）。该文档界定了发现服务相关术语，回顾了文献
发现与传递服务模式的演进历程，分别针对内容提供

商和发现服务提供商提出了最佳实施推荐规范，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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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下一步要开展的重点工作。

　　ＮＩＳＯＯＤＩ正式发布之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７日，ＯＤＩ
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取代最初的
工作组。常务委员依然由来自图书馆、出版社、发现服

务提供商三方面的代表组成，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劳

拉·莫尔斯（Ｌ．Ｍｏｒｓｅ）和 Ｓａｇｅ公司的莱蒂·康拉德
（Ｌ．Ｃｏｎｒａｄ）出任联合主席。ＮＩＳＯＯＤＩ也进入到新阶
段。ＯＤＩ常务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促进ＯＤＩ推荐实施
规范的推广应用，并为内容提供商和发现服务商提供

应用指导与支持，为所有发现平台的利益相关者建立

一个持续论坛等。

　　近两年，ＯＤＩ常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集中在：

①敦促内容提供商和发现服务提供商进行 ＯＤＩ推荐
规范遵循确认并鼓励其公开发布确认清单。②加强
与文摘、索引数据库提供商之间的沟通研讨。２０１７
年１月开始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的问卷调研。③发布
相关资料为图书馆提供 ＯＤＩ推荐实施规范应用指
导：一方面提供模板发动图书馆向其内容提供商、发

现服务提供商索求《ＯＤＩ项目支持确认清单》；另一
方面将内容提供商已公开发布的确认清单提供给图

书馆，指导其更好地在发现服务中利用这些确认项。

④召开各种座谈、答疑沟通会，发布宣传小册子，出
版相关研究论著，推广 ＯＤＩ项目。⑤与 ＣＯＵＮＴＥＲ项
目组进一步沟通协作，在发现服务使用数据的收集

与统计上进一步沟通研讨，为下一步工作的具体执

行奠定基础［４］。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ＯＤＩ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有：跨行业的协作研讨机制、应用程序接口（ＡＰＩｓ）、
受限内容在发现服务中的处理、需求驱动资源查找、

无偏颇链接监测研究和与 ＣＯＵＮＴＥＲ标准的增强互
动等。

３　ＯＤＩ项目的核心内容与特点
　　ＯＤＩ旨在增强新一代发现服务中内容资源覆盖的
透明度，并向利益相关机构推荐实施一致性的内容交

换机制。倡议由四部分组成：导言、发现服务与传递服

务的演进、推荐实施规范和发展建议。其中，推荐实施

规范是其核心内容。

　　推荐实施规范，是 ＯＤＩ针对当前发现服务实践中
的问题提出的重要建议。为了提高基于中心索引仓储

的发现服务的透明度，保持资源内容交换的一致性，该

实施规范对内容提供商与发现服务提供商分别提出实

践建议，规范了两者之间的协作流程。同时，也为图书

馆提供了内容提供商发现服务参与度和发现系统功能

的评估方法与参考标准。

３．１　倡议规范和共享元数据，增强索引中心仓储组建
的透明度

　　对于基于中心索引仓储的发现系统而言，元数据
的组建尤为重要。元数据可以简单地分为“薄”“厚”

两种元数据。“薄”元数据（ｔｈｉｎｍｅｔａｄａｔａ）包含的字段
非常少，例如来自于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元数据。由于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是为ＤＯＩ和 ＯｐｅｎＵＲＬ转换提供中立的解析和转
换的公益组织，其包含的元数据只为生成 ＯｐｅｎＵＲＬ所
用，只包含题名、作者、合作者、来源、标识等基本信息。

典型的“厚”元数据（ｔｈｉｃｋｍｅｔａｄａｔａ），除了“薄”元数据
所含的基本信息外，还包含了主题、摘要等信息［５］。如

果说元数据的规模影响着发现服务对资源的覆盖广

度，那么元数据的“薄”“厚”则影响着对资源的揭示

度、检索结果的相关性排序、去重、分面揭示及进一步

的数据挖掘，影响的是对资源的覆盖深度。

　　鉴于元数据的重要性和当前发现服务生态系统中
相关的实际问题，基于索引的发现服务发展趋势要求

内容提供商、发现服务提供商和图书馆合作以确保最

广泛的资源能够通过发现平台得以充分揭示。内容提

供商应该向发现服务提供商提供核心元数据以及隐含

的完整的全文或原始内容，以便发现服务提供商建立

索引，满足授权用户的需求。

　　由于数据流动透明度不足，就需要定义各数据点，
明确什么样的元数据或者数据元素在何种条件下可被

哪类用户获取。为此，ＯＤＩ的推荐实施规范明确了内
容提供商传递给发现服务提供商的元数据内容以及授

权用户可以访问的数据。

　　表１和表２中所列出的元数据元素所依据的是
ＫＢＡＲ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ｏｌｓ）元数据编码
模式。该模式主要适用于连续出版物与专著题名，用

以改进Ａ?Ｚ列表，链接解析和开放链接。在 ＯＤＩ中已
经扩展至主题、文摘／描述，内容类型和内容格式等元
素。这一延展旨在为各类资源内容提供最低揭示指

标。

　　表１列出了ＯＤＩ建议的由内容提供商向发现服务
提供商所提供的最简元数据字段。

　　除了上述基本核心元数据元素外，ＯＤＩ推荐实施
规范还提出了增强型元数据元素（见表２）。在索引中
纳入增强型元素并用于相关度排序会极大改善用户的

文献发现体验，也有助于习惯使用可控词表的图书馆

员或研究人员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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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内容提供商所需提供的核心元数据元素［３］

字段名称 释义

题名 内容项主标题

著者 内容项的著者

每个作者应该按姓、名的顺序列出

出版商 内容项的出版商名称

卷 如适用，指资源卷数

期 如适用，指资源期数

页码 如适用，指资源页码

日期／日期范围 出版日期

对于连续出版物，应覆盖出版物的日期范围

内容项标识符 内容资源印本或在线版本的一个或多个标准标识（如

ＩＳＳＮ、ＯＣＬＣ号、ＩＳＢＮ、ＤＯＩ等）
标识符前应当附加标识类型标签

集合题名 用于描述包含单项的出版物或连续出版物，如收录论文

的期刊题名、包含单曲的ＣＤ专辑名称等

集合题名标识符 上述定义的集合题名的标准标识符（如ＩＳＳＮ、ＯＣＬＣ号、
ＤＯＩ等）
该标识前应当附加标识类型标签

内容地址链接 开放链接或者直接指向某内容项全文的链接

开放获取标注 遵照ＮＩＳＯ开放获取元数据和指示符小组的建议，如果
某内容项为开放获取，应当用“ｆｒｅｅｔｏｒｅａｄ”标明，否则
保留空白

全文标识 用“是／否”描述内容提供商是否允许发现服务提供商
为构建索引的目的访问全文内容（或者非印刷载体的

标准或高清版本）

预计未来当发现服务商描述某一题名或集合的索引覆

盖范围时会向图书馆披露这一信息

内容类型 用于识别所描述的内容是何种类型，如文本、录像、录音等

建议使用ＭＡＲＣ２１头标中记录类型（０６字符位）可控
词表的文本表述来描述本字段内容

内容格式 用于描述内容的自然属性，如专著、连续出版物、组成部

分、集合等

建议使用ＭＡＲＣ２１头标中书目级别（０７字符位）可控
词表的文本表述来描述本字段内容

表２　内容提供商提供的增强型元数据元素［３］

字段名称 释义

索引数据 用来描述内容的一个或多个关键词，取自可控词表或任

意词条

全文／脚本 对于文本内容而言，是整个文献。对于音频和视频内容

来说，就是该资源中有声音内容的完整脚本

摘要／描述 对某内容的文本总结或者（非文本内容）对内容实体的

描述

　　除了上述向发现服务提供商提供元数据信息外，
ＯＤＩ还建议内容提供商向图书馆和订阅者披露其参与
发现服务的程度。针对每个市场产品（期刊集合、文摘

或索引数据库等），内容提供商需要披露其所提供内容

的覆盖范围和内容深度，详情见表３。
　　为了进一步提高发现服务的透明度，除了上述对
内容提供商提出推荐建议外，同时要求发现服务提供

商向图书馆公开其元数据信息，见表４。
　　通过上述对内容提供商与发现服务提供商所提供
的元数据内容的规范与增强透明度措施的建议，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元数据的规模、质量，提升了发现服务

的效益。

３．２　倡议公平／无偏颇链接
　　在发现服务的测评与建设中，发现服务链接的公
平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链接的公平性关系到发

现服务的检索结果是基于商业关系，还是基于最终用

户需求或者图书馆的意愿。此问题直接关乎着发现服

务的价值，牵连着内容提供商、发现服务提供商、图书

馆及最终用户的直接利益。为此，ＯＤＩ提倡公平链接
并得到相关行业的一致认可。ＯＤＩ建议发现服务推行
以下协议来保障链接的公平性：

表３　内容提供商提供给图书馆的元数据概览［３］

产品包

公开信息

范围
向发现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用于索引的内容
内容提供商类型 内容接收方

期刊集合

电子书集合

图像集合

音频集合

视频集合

数据库

数据集

期刊：一个或者多个日期区间

其他产品：全部数据或者部分数

据（描述范围）

适用于所提供内容的所有选项：

元数据、索引数据、摘要／描述、
全文

内容提供商提供市场产品时的

身份，选项包括：

（１）出版商、集成商；
（２）文摘和索引服务提供商、开
放获取知识库／机构知识库；
（３）全文内容一般来自出版商、
集成商、开放获取知识库或机构

知识库。

文摘和索引记录一般来自文摘

和索引服务提供商

可以使用内容的发现服务商，选

项包括：

（１）向所有发现服务提供商开
放，即内容可供任何感兴趣的开

放服务提供商收割；

（２）按照协议提供给开放发现
服务提供商（提供开放发现服

务商列表）

　　（１）发现服务不应该基于业务关系，在生成检索结
果、进行相关性排序或决定链接顺序所采用的方法上对内

容提供商或产品（尤其是其自有产品）予以差别对待。

　　（２）在多个内容平台中存在相同内容（如一个主

要出版商和一个辅助数据库，或多个辅助数据库）的情

况下，发现服务提供商应该提供机制，使图书馆能够干

预向用户呈现哪些平台以链接到目标内容以及按照何

种次序呈现。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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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发现服务提供商提供给图书馆的元数据概览［３］

字段名称 释义

出版物名称 内容题名

日期／日期范围 出版日期；连续出版物使用日期范围

标识符 出版物印本或在线版本的一个或多个标准标识符（如

ＩＳＳＮ、ＯＣＬＣ、ＩＳＢＮ、ＤＯＩ等）。标识符前应当有标识类别
标签

内容格式 用于表示所描述的内容的性质，如专著、连续出版物、组

件、合集等

建议使用ＭＡＲＣ２１头标中书目级别（０７字符位）可控
词表的文本表述来描述本字段内容

内容类型 用于识别所描述的内容是何种类型，如文本、录像、录音

等

建议使用ＭＡＲＣ２１头标中记录类型（０６字符位）可控
词表的文本表述来描述本字段内容

被索引的内容 适用于被索引内容的选项：元数据、索引数据、摘要／描
述、全文

　　（３）发现服务提供商应该每年向其所有客户（主

要为图书馆）发布报告或者在其网站公开发表声明，说

明其与内容提供商的业务联系，包括那些存在直接或

间接从属关系的内容提供商以及那些已经针对元数

据、直接链接以及其他特殊安排与之达成有偿协议或

其他协议的内容提供商。

　　（４）发现服务提供商应该提供一个声明，确认在

涉及理念和政策、信息来源以及任何其他相关因素时，

其用于生成结果集、相关度排序以及链接次序的算法

都具有中立性。

　　（５）发现服务提供商应该将与某一检索结果相关

的、涉及链接呈现方式的相关部分设置为图书馆可选

择的参数配置选项（包括显示的链接数目、检索结果的

链接排序以及图书馆如何标识“获取全文”的链接

等）。

　　（６）当文摘和索引提供商能够提供其链接时，发

现服务提供商应该提供从发现界面到发现服务索引所

使用的文摘和索引界面的无缝链接（不一定是全文链

接）。

　　（７）当发现服务的内容资源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检

索结果集、相关度排序或结果的链接顺序时，发现服务

提供商应当向内容提供商和图书馆提供相关信息。

３．３　规范数据格式与传输标准，保障内容交换的一

致性

　　数据格式与传输方式无疑是发现服务中重要的实

操性基础工作。ＯＤＩ提倡数据交换一致性原则，规范

数据格式与数据传输标准，降低发现服务生态系统中

内容流动的复杂度，降低那些可能会阻碍内容提供商

广泛参与的技术门槛。ＯＤＩ提议内容提供商向发现服

务提供商传输数据时应遵循以下数据传输机制与协

议：

　　（１）在关于内容提供商应该如何向发现服务提供
商传输数据以便发现服务最有效地构建索引方面，发

现服务提供商应该清楚地描述其性能、局限和偏好。

　　（２）当格式、模式或传输机制将会影响到发现服
务的特色或性能时，发现服务提供商应当与内容提供

商进行沟通。

　　（３）元数据编码模式方面，建议尽可能地使用稳
健的编码模式来描述内容提供商的元数据。内容提供

商和发现服务提供商应当就适当、可支持的编码模式

达成一致，并最好向图书馆披露。在图书馆和出版业

中广泛使用的主要的元数据编码模式有 ＭＡＲＣ、
ＭＯＤＳ、ＭＥＴＳ、ＶＲＡ、ＤＣ、ＫＢＡＲＴ、ＥＡＤ和 ＯＮＩＸ；推荐的
文本格式有ＣＳＶ、ＴＸＴ、ＸＭＬ等；推荐的传输方式有ｏａｉ?
ｐｍ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ｙｎｃ、ａｐｉ和ｆｔｐ。
　　ＯＤＩ这一提议有助于解决现有发现系统与商用数
字资源数据的规范性与标准化问题，特别是对于国内

标准化建设缺失的一些中文数据库和自建数据库有着

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一个推荐建议的实施，有利于

提高其资源在发现服务中的被整合度与被发现度。

３．４　重视数据统计，推荐最低统计指标
　　使用统计分析，无论对于内容提供商来说还是图
书馆来说，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发现服务提供

商应该向内容提供商和图书馆分别提供一组结构化的

指标以说明其资源在发现服务的使用情况，这一提倡

有助于鼓励内容提供商加大发现服务的参与度，同时，

也有利于图书馆监测发现服务中的使用问题，及时提

出配置与功能调整需求，提高发现服务效益。

　　ＯＤＩ建议发现服务提供商向资源内容提供商提供
以下指标性数据：

　　（１）检索总数：检索是用户从搜索框发起的一个
查询请求。需要注意的是，依据 ＣＯＵＮＴＥＲ标准，针对
原始查询请求采取的筛选、排序或者换页操作不应该

计数，这些改变应该被记录为操作，而不是检索。此

外，任何发现服务创建的自动搜索，都不应该计入检索

总数。

　　（２）结果点击数：发现服务提供商应向内容提供
商提供最终用户对检索结果中其所属资源的点击次

数。需要注意的是，当有多个内容来源为发现服务提

供文章的元数据时，每个内容提供商都应记入一个结

果点击增量。此外还要注意，不论一个用户点击同一

条记录多少次，一个结果只能计数一次。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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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点入总量：该指标报告某一内容提供商的全
文内容被最终用户访问的频率。发现服务只能记录对

内容的请求数量，但不能监测有多少内容被成功获取。

点入总量指标还可以提供有关用户请求来源的信息，

即通过ＯｐｅｎＵＲＬ访问还是通过发现服务提供的直接
链接访问。

　　对于图书馆而言，关于使用统计的指标，ＯＤＩ建议
发现服务提供商至少需要提供以下数据：

　　（１）每月检索总数：该指标记录了发现服务中用
户检索总次数，可以跟踪每月的使用情况趋势。此外，

发现服务提供商还应该尽可能地针对文摘和索引数据

库以及类似资源提供每个内容集合的检索次数，因为

这些资源通常只有认证用户才能访问。

　　（２）每月总访问数：该指标记录了每月访问人数，
向图书馆提供该馆用户的月度使用趋势。

　　（３）每月点入总数：该指标汇报的是用户点击某
一链接请求获取全文内容的总次数。这一指标显示了

发现服务提供的有价值的结果频率。

　　（４）最近前５００个检索词条：该指标指特定时间段
内前５００个使用频率最高的检索词条。此数据有助于
图书馆对读者检索类型与检索主题信息的收集与挖

掘。

　　（５）近期跳转到发现服务的前１００个推荐链接：该
指标指的是用户链接到发现服务最常用的１００个链

接。这一指标用来向图书馆显示用户接入发现服务的

渠道。

　　ＯＤＩ关于使用统计指标的建议虽然略显粗犷，每
一个建议指标项还需进一步细化，但是这些指标的提

出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发现服务提供商的使用统计功

能与反馈机制，提高了内容提供商对发现服务的参与

度，同时也有利于图书馆掌握其馆藏资源利用情况，并

通过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挖掘获取读者使用行为数

据，提升其智能检索与文献推荐服务水平，从而实现发

现服务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

４　ＯＤＩ推荐实施规范应用实践

　　为了推进 ＯＤＩ推荐实施规范在行业里的实际应
用，ＯＤＩ分别为内容提供商和发现服务提供商制定了
《ＯＤＩ项目支持确认清单》模板，并鼓励他们公开发布
《确认清单》，以增强发现服务的透明性，促进发现服

务的良性发展。

４．１　内容提供商与ＯＤＩ推荐实施规范
　　ＯＤＩ为内容提供商所制订的支持确认清单主要有
元数据共享、提供发现服务参与度说明、无保密条款声

明和规范数据格式与传输标准等４个方面６项内容，
每一项都有符合、部分符合和不符合３个指标。如表５
所示：

表５　内容提供商ＯＤＩ项目支持确认清单模板［３］

符合／不符合／
部分符合

推荐规范 参考章节 备注

内容提供商向发现服务提供商提供核心元数据、可能的全文／原创内容等完整数据内容 ３．２．１．１（１）

针对提交给索引的每一单项，内容提供商提供给发现服务提供商核心元数据组成元素（见３．２．１．２） ３．２．１．１（２）

内容提供商尽可能多地提供其内容项以及附加描述内容 ３．２．１．１（３）

内容提供商应图书馆的请求，提供参与发现服务的说明，包括披露其内容覆盖度与内容深度 ３．２．２

内容提供商与发现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协议不包含保密条款 ３．２．３

内容提供商向发现服务提供商进行数据传输时尽量使用已有标准，并且使用３．３．３中所列的元数据编码方案 ３．２．４

　　截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公开发布完整的ＯＤＩ项目支持确
认清单的内容提供商有ＣＲＥＤＯ、ＥＢＳＣＯ、Ｅｍｅｒａｌｄ、ＩＥＥＥ、
Ｇａｌｅ和ＳＡＧＥ６家。
　　在元数据共享方面，６家内容提供商都表示针对提
交的每一单项索引会提供其核心元数据，并会尽可能多

地提供其他内容项与附加描述；但是在尽可能完整提交

其所有内容的核心元数据和全文及原创数据时，６家提
供商支持度略有不同。ＣＲＥＤＯ［６］、Ｅｍｅｒａｌｄ［７］和ＩＥＥＥ［８］

３家表示完全支持，ＥＢＳＣＯ、Ｇａｌｅ和ＳＡＧＥ３家部分支持。
ＥＢＳＣＯ既是内容提供商亦是发现服务提供商，目前，通

过其数据共享与协作政策，向主要发现服务商提供了

２６２个全文数据库及其他资源，但是其文摘和索引数据
库不包含在政策之内［９］；ＳＡＧＥ统计目前暂不支持发现
服务索引［１０］，Ｇａｌｅ针对不同的发现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
可索引内容和全文链接方式有所有不同［１１］。

　　在提供内容覆盖广度与深度说明方面，上述６家提
供商都提供了详细的资源说明清单。如图 １，ＩＥＥＥ
Ｘｐｌｏｒｅ向图书馆的说明中提供了可被发现服务索引到
的资源及其覆盖起止年限、所提供索引的类型、内容提

供商类型、提供给哪些发现服务提供商等信息［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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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ＩＥＥＥ提供的组建发现服务索引资源清单

　　目前，上述６家内容提供商均向主要的图书馆发现
服务系统提供了内容，如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Ｓｕｍｍｏｎ）、ＥＢＳＣ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ＤＳ）、ＥｘＬｉｂｒｉｓ（Ｐｒｉｍｏ）、ＯＣＬＣ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ＴＤＮｅｔ，以便其建立索引。此外，它们
还不同程度地推行了许多有助于发现服务的举措。例

如Ｇａｌｅ支持ＯｐｅｎＵＲＬ链接，允许从外部信息源链接到
Ｇａｌｅ数据库的全文。这样，来自图书馆发现服务、文摘
和索引数据库以及其他使用ＯｐｅｎＵＲＬ链接的研究人员
都能更好地访问Ｇａｌｅ的资源［１１］。ＳＡＧＥ也在４个关键
领域解决其产品的可发现性问题：开放网络发现、机构

发现、专业数据库发现和跨ＳＡＧＥ发现，从而确保最终用
户无论从哪里开始检索，使用何种设备都能够顺畅有效

地获取ＳＡＧＥ内容。ＳＡＧＥ还与时俱进地完善了其ＭＡＲＣ

记录政策：免费提供电子书和参考产品（包括视频、数据

集、案例研究）的ＭＡＲＣ记录，客户可以从ＳＡＧＥ指定的若
干平台上下载。符合ＭＡＲＣ２１格式的记录包括ＲＤＡ元
素，从而推动了ＳＡＧＥ资源在图书馆的发现与使用［１０］。

　　在数据格式与传输方面，各家内容提供商都表示
完全遵循ＯＤＩ最佳推荐指导，根据ＫＢＡＲＴ并且依照其
他标准格式（ＸＬＳ、ＸＬＳＸ、ＨＴＭＬ、ＣＳＶ和 ＸＭＬ）提供多
数产品的题名清单。

４．２　发现服务提供商与ＯＤＩ推荐实施规范
　　ＯＤＩ为发现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支持确认项主要
包括内容列表、链接说明和向内容提供商与图书馆提

供使用统计报告４个方面，共１６项，每个确认项有符
合、不符合和部分符合３个指标项，如表６所示：

表６　发现服务提供商ＯＤＩ项目支持确认清单模板［３］

符合／不符合／
部分符合

推荐规范 参考章节 备注

为图书馆提供内容列表 ３．３．１

链接 ３．３．２

发现服务在链接内容提供商产品时不存在偏颇 ３．３．２（１）

提供参数调整机制，允许图书馆通过该机制决定哪些平台为目标链接以及排列次序与优先权 ３．３．２（２）

在内容索引与结果推送方面，发现服务确认无偏颇。有关此方面的声明应每年发布 ３．３．２（３）

发现服务在生成结果集、进行相关度排序以及决定链接次序上所用算法对于内容提供商没有优先特惠照顾 ３．３．２（４）

与既定结果关联的链接可被图书馆进行配置 ３．３．２（５）

提供从发现界面到发现服务索引所使用的文摘索引界面之间的无缝链接（并非一定是全文链接） ３．３．２（６）

向内容提供商提供使用情况报告 ３．３．４．１

提供检索总数报告 ３．３．４．１．１（１）

提供结果点击数报告 ３．３．４．１．１（２）

提供点入总量报告 ３．３．４．１．１（３）

提供发现服务接入来源网址报告 ３．３．４．１．２

向图书馆提供使用情况报告 ３．３．４．２

提供每月检索总数报告 ３．３．４．２（１）

提供每月访问总数报告 ３．３．４．２（２）

提供每月点入总量报告 ３．３．４．２（３）

提供近期排名前５００的检索词报告 ３．３．４．２（４）

提供近期跳转到发现服务的１００个最常用推荐链接报告 ３．３．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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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ＯＤＩ推荐实施规范正式发布之后，ＥＢＳＣＯ作为
权威的学术资源内容提供商和主要的发现服务提供商

于２０１４年６月 ２６日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支持 ＯＤＩ项
目，倡议协作、元数据共享和推动发现服务透明度。之

后 ＥｘＬｉｂｒｉｓ（Ｐｒｉｍｏ）于 ２０１５年 ６月 ２４日、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Ｓｕｍｍｏｎ）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６日发布声明支持 ＯＤＩ项
目，并相继公开了其ＯＤＩ项目支持确认单。
　　根据 ＥＢＳＣＯ、ＥｘＬｉｂｒｉｓ和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３家公司提供
的确认清单，他们目前支持ＯＤＩ项目的情况如下：
　　在向图书馆提供内容列表方面，ＥＢＳＣＯ完全支
持，ＥｘＬｉｂｒｉｓ和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支持提供部分内容清单。例
如，ＥｘＬｉｂｒｉｓ目前提供集合（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层面的列表，未
提供题名层面的列表。

　　在发现服务链接方面，３家公司都宣称支持公平
链接，不会偏向任何内容提供商或内容产品。在允许

图书馆干预链接目标与排列次序上，ＥＢＳＣＯ和 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表示完全符合 ＯＤＩ推荐规范。ＥｘＬｉｂｒｉｓ声称致
力于提供顺畅有效的发现体验，向用户提供最相关的

内容与检索结果。并承诺坚持中立原则，与内容提供

商没有排他性协议，对任何平台与提供商均无歧视，其

搜索结果排序、内容链接、ＰｒｉｍｏＣｅｎｔｒａｌ收录的资料以
及发现开放获取的内容，都秉持内容中立的原则［１２］。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声称部分符合规范，认为图书馆可以设定偏
好，但是Ｓｕｍｍｏｎ系统在不偏向任何内容提供商的前
提下，为避免某些链接无法访问，会兼顾考虑到“最佳

可访问链接”［１３］。

　　在向内容提供商和图书馆提供使用报告方面，３
家系统都可以提供检索总量、结果点击量、点入总量、

接入链接和检索词等相关的报告，但是报告的详略情

况不一。例如：在每月的点入总量方面，ＰｒｏＱｕｅｓｔ的发
现系统目前可以按内容提供商提供点入数据报告，但

是还暂时不能提供特殊集合内容的点入次数报告。

ＥＢＳＣＯａｄｍｉｎ可以提供多个阶段性报告，但是其所提供
的报告仍然重复计算来自同一 ＩＰ地址以及来自特定
个人访问者的多次访问。此外，ＥＢＳＣＯ目前无法完全
提供显示每月用户数量的专项报告。但是，ＥＢＳＣＯ的
发现服务可以嵌入到 Ｇｏｏｇｌ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跟踪分析中，可
以用其中使用会话／访问者数量作为其用户数的替代
性报告。在排名前５００的检索词反馈方面，ＥＢＳＣＯ表
示部分支持。近期排名前５００的检索词目前还没有作
为标准的ＥＢＳＣＯ发现服务报告内容提供给所有客户，
但是，ＥＢＳＣＯ发现服务可以嵌入Ｇｏｏｇｌ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跟踪
分析检索词，可以为用户提供高频检索词报告。在清

单的更新确认方面，ＥＢＳＣＯ表示会根据进展及时更新
ＯＤＩ项目支持确认清单中的相关表述［１４］。

４．３　图书馆与ＯＤＩ推荐实施规范
　　基于中心索引仓储的新一代发现服务，以上一代
联邦检索所无法比拟的便捷、快速、高效的检索体验，

很快成为学术性图书馆发现服务的主体模式，这一点

由图书馆对新一代发现系统的引进即可管窥一般。

　　早在２０１２年，ＯＤＩ项目启动之初的调研数据就显
示了发现服务在图书馆文献服务中的重要地位。根据

ＯＤＩ调研数据（见图２），在７８２份来自图书馆的调研数
据中，当被问及发现系统的使用情况时，其中７４％的
图书馆显示已在使用发现系统，１７％的图书馆显示会
在未来的１－２年内使用发现系统。根据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ｏｕｒ
ｎａｌ的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就已经有４１２８个［１５］

发现服务被应用。

图２　发现系统使用情况调查

　　国内图书馆在２００９年后也陆续引进发现系统推
行服务。以引入国际三大商业发现系统为例，截至

２０１７年９月，国内引入 Ｐｒｉｍｏ的图书馆有５２家［１６］，引

入 Ｓｕｍｍｏｎ的图书馆有 ５４家［１６］，引入 ＥＤＳ／Ｆｉｎｄ＋
（ＥＤＳ进入中国后与江苏宝和数据股份公司技术合作
衍生出 Ｆｉｎｄ＋）的图书馆有 ７８家［１７］，基本涵盖了

“９８５”“２１１”等重要高校图书馆与研究院图书馆。
　　图书馆在发现服务中的角色与权益是不言而喻
的，ＯＤＩ项目委员会发布指导说明倡议图书馆选择发
现服务，敦促内容提供商与发现服务提供商遵循推荐

实施规范，提高发现服务透明度。在国外，东亚图书

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都成立了专门小组召开会议讨

论、号召发现服务 ＯＤＩ支持事宜。在２０１７年５月 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发现服务的北美用户年会上，ＯＤＩ常务委员会联
合主席、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部主任 Ｌ．Ｍｏｒｓｅ号召用
户协会联合敦促增强发现服务透明度，支持 ＯＤＩ实施
规范，提出图书馆应该：①倡议并积极参与开放获取；

②与出版商、经销商一起发起专业会议研讨协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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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系统现状和学术链需求等；③跟踪并参与标准建
设，特别是在ＯＤＩ实施推广方面；④将经费用在值得投
入的地方。并对图书馆近期可开展的工作提出了具体

的指导：①分析文摘与索引数据库在发现系统中缺失
的实际问题；②以可视化图谱的方式展示出因文摘与
索引资源缺失所造成的影响，通过与文摘和索引提供

商的协作洽谈，最终实现Ｓｕｍｍｏｎ和Ｐｒｉｍｏ等对此类资
源的发现服务；③向参考馆员和其他职员推荐 ＯＤＩ实
施规范和相关工具，最大化地优化发现系统［１８］。

　　目前，ＯＤＩ项目还未在国内图情界得到推广，但是
在发现服务建设中，国内图书馆在发现系统选型、资源

配置等相关工作中所依据的原则却与ＯＤＩ项目目标殊
途同归。馆藏资源覆盖度（特别是对中文资源的覆盖

度）、元数据的来源规范及“厚”“薄”度（元数据揭示的

层级）、检索机制、数据转换与传输、使用统计、全文获

取、与其他系统平台数据对接、检索结果相关性排

序［１９－２０］等方面都是国内图书馆所考虑与测评的重点，

也是发现系统建设与服务推行中问题与困扰较多之

处。ＯＤＩ项目的引进与推广，将会为国内图书馆相关
开放发现的呼吁以及中文数据库商的数据标准化建设

提供原则依据与方法指导，为国内发现服务的推行与

评估提供实践指导。

５　总结与瞻望
　　综上所述，基于中心索引仓储的发现服务模式极
大地提升了图书馆的资源整合与文献发现服务水平，

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型图书馆提供馆藏文献资源检索

与发现的主体服务模式。其所涉及的元数据规范与开

放共享、公平链接、数据格式与传输标准、使用统计等

方面的问题都是国内外发现服务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ＯＤＩ从解决实际困难出发，通过增强新一代发现服务
重要环节的透明度，协调内容提供商、发现系统提供商

和图书馆三方权益，为国内外发现服务的实践提供了

解决方法与处理依据，推动了新一代发现服务的进程。

　　当然，在发现服务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还存有
许多实际困难需要解决。例如跨行业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协作机制、应用程序接口（ＡＰＩｓ）、文摘与索引资源在
发现服务中的使用、使用统计数据的细化、检索结果相

关度排序等。此外，在开放发现服务的发展与延伸上

也有许多前瞻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发现服

务系统数据挖掘及其与其他应用程序的数据对接、交

换、开放使用，基于发现服务统计的个性化智能推荐服

务，基于语义、概念推理、人工智能的知识发现系统（基

于人工智能的Ｙｅｗｎｏ知识发现系统目前与斯坦福大学
图书馆合作测试运行）构建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已

经纳入到ＯＤＩ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中，有的已引起业界
和相关领域的关注。笔者相信，随着对发现服务及其

拓展应用的不断聚焦，随着新技术、新理念在发现服务

中的创新应用，与时俱进的 ＯＤＩ项目将会跨行业深度
践行，从而推动发现服务的持续性发展，促进数字资源

建设与数字化服务的规范化与标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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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ＯＤＩ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ＤＩｕｐｄａｔ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

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ｗｏｒｋｒｏｏｍｓ／ｏｄｉ／ｕｐｄａｔｅｓ／．

［５］窦天芳，姜爱蓉．资源发现系统功能分析及应用前景［Ｊ］．图书

情报工作，２０１２，５６（７）：３８－４３．

［６］Ｃｒｅｄ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ｅａｒｃｈｖｅｎｄｏｒｓ［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ｃｏｒｐ．ｃｒｅｄ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ｙ．ｈｔｍｌ．

［７］Ｅｍｅｒａ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ＯＤＩ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

－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ｍｅｒａｌｄｇｒｏｕｐ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ｉｌｅｓ／

ｏｄｉ＿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ｄｏｃｘ．

［８］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Ｏｐ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ｅｅｅ．ｏｒｇ／Ｘｐｌｏｒｅｈｅｌｐ／＃／

ｔｏｏｌｓ／ｔｏｏｌｓＦｏ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ｐ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９］ＥＢＳＣＯ．ＥＢＳＣＯＯＤ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７－

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ｃｏｍ／ｏｄ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ｅｃｋ

ｌｉｓｔｓ．

［１０］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Ｂ／ＯＬ］．［２０１７－

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ｓ：／／ｕｋ．ｓａｇｅｐｕｂ．ｃｏｍ／ｅｎ?ｇｂ／ａｓｉ／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ｐ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１１］Ｇａｌｅ．Ｇａｌ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ａｌｅ．ｃｏｍ／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１２］ＥｘＬｉｂｒｉｓ．Ｏｐ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ｘｌｉｂｒｉｓ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

ｃａｔｉｄ＝％７Ｂ８Ｂ８４７１５Ｃ?２３４Ａ?４４Ａ９?Ｂ３Ｃ１?ＤＣＤＤ２Ｅ１８Ｄ０４９％７Ｄ．

［１３］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ＯＤ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２．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ｃｏ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ＮＩＳＯ＋ＯＤ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２．ｐｄｆ．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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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ＥＢＳＣＯ．ＯＤ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ｃｏｍ／ｏｄｉ?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ｓ．

［１５］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ｈｉｆｔ．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２０１２：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ｕｒ

ｖｅｙｄａｔａ［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ｈｉｆｔ．ｃｏｍ／２０１２／０３／ｉｌ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２０１２?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２０１１?ｓａｌｅｓ．

［１６］艾利贝斯软件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ＣＣＥＵ用户协会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ｘｌｉｂｒｉｓ．ｃｏｍ．ｃｎ．

［１７］江苏宝和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资源发现 ＥＤＳ／Ｆｉｎｄ＋用户协会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ｍａｒｔｌｉｂ．ｃｎ／ｄｏ／ｌｉｓｔ．

ｐｈｐ？ｆｉｄ＝３２．

［１８］ＭＯＲＳＥＬ，ＡＡＲＯＮ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ｓｃｏｐ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

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ａｐｐｓ／ｇｒｏｕｐ＿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１８０６１／ＥＬＵＮＡ２０１７?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ｓｃｏｐ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ｙ．ｐｐｔｘ．

［１９］朱前东．资源发现系统评价体系构建研究［Ｊ］．图书馆建设，

２０１４（４）：４１－４５．

［２０］孙宇，张磊，刘炜．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选型研究［Ｊ］．图书馆

杂志，２０１３，３２（１２）：６３－７０．

作者贡献说明：

胡小丽：负责论文大纲拟定、资料与数据收集、论文的

撰写与修改、审核；

刘铁威：负责论文相关资料与数据的收集、论文审核与

校对；

熊丽：负责论文审核与校对；

薛燕：负责论文审核与校对。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Ｏｐ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ｉ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ＨｕＸｉａｏｌｉ１　ＬｉｕＴｉｅｗｅｉ２　ＸｉｏｎｇＬｉ１　ＳｕｓａｎＸｕｅ３
１Ｃａｐｉｔ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９

２ＨｅｎｒｙＭａｄｄ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ｒｅｓｎｏ９３７４０－８０１４
３Ｃ．Ｖ．Ｓｔａｒ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９４７２０－６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Ｏｐ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ＤＩ）：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ｃｙｉ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ＩＳＯ）ｉ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ｔｈ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ＤＩｉ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ｋｅ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ＤＩ，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ｉｔ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ＯＤＩ．［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ＤＯＩａｉｍ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ｉ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ｆａｃｉｌｉ
ｔａｔ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ｆａｉｒｌｉｎ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ｓ，ａｎｄｕｓａｇ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ｅｔｃ．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ｈａｖ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ｅｄｗｉｔｈＯＤＩ．
Ｔｈａｔ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ｐ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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殞

殞殞

殞

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ｄｅｘ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图书情报工作》投稿作者学术诚信声明

　　《图书情报工作》一直秉持发表优秀学术论文成果、促进业界学术交流的使命，并致力于净化学术出版环境，创

建良好学术生态。２０１３年牵头制订、发布并开始执行《图书馆学期刊关于恪守学术道德净化学术环境的联合声明》

（简称《声明》）（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ｓ．ａｃ．ｃｎ／ＣＮ／ｃｏｌｕｍｎ／ｉｔｅｍ２０２．ｓｈｔｍｌ），随后又牵头制订并发布《中国图书馆学情报

学期刊抵制学术不端联合行动计划》（简称《联合行动计划》）（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ｓ．ａｃ．ｃｎ／ＣＮ／ｃｏｌｕｍｎ／ｉｔｅｍ２４７．ｓｈｔ

ｍｌ）。为贯彻和落实这一理念，本刊郑重声明，即日起，所有投稿作者须承诺：投稿本刊的论文，须遵守以上《声明》

及《联合行动计划》，自觉坚守学术道德，坚决抵制学术不端。《图书情报工作》对一切涉嫌抄袭、剽窃等各种学术不

端行为的论文实行零容忍，并采取相应的惩戒手段。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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