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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與目的

因應Internet與W3的應用，圖書館目錄除
了包含原有館藏資料外，也擴展將各式
網路電子資訊資源予以納入與整理，成
為圖書館館藏服務範圍之一。

如果圖書館目錄從館藏管理演變為取閱
服務，何謂取閱目錄、取閱目錄的功能
與特質為何?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

除了線上公用目錄採取歷史回溯分析外，其
餘個案一律採取實際個案的分析。

研究重點包括：
資訊資源範圍、資訊資源的類型、資訊呈/
展現層級與項目、資訊粒度/顆粒/單位
(information granularity)、取閱需求與加值
服務五大項目。



研究對象

線上公用目錄

網路蒐尋引擎：Yahoo、Google
主題式指引：RDN，包括ALTIS、BIOME、
EEVL、Humbul、PSIgate、SOSIG
入口網站：Yahoo、Amazon
商業式資訊服務

DDS：Ingenta
A & I：OVID’s ERL
E-journal：Elsevier’s SDOS
E-book：Questia



研究限制

資訊檢索技術與功能不列為研究範圍

畫面顯示方式也不列入研究項目

引證文獻資料庫不列入研究對象



定義1

依據ODLIS定義，所謂的取閱有下列兩種：
Access
The right of entry to a library or its collections. 
In a more general sense, the right or 
opportunity to use a resource which may not be 
openly and freely available to everyone.
Accessibility
The ease with which a person may enter a 
library, gain access to its online systems, use its 
resources, and obtain needed information 
regardless of its format.



定義2

所謂的取閱目錄可能是：

To guide user in getting or using 
information both of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formats under certain 
requirements.



個案研究的討論與結果

線上公用目錄

網路蒐尋引擎

主題式指引

入口網站

商業式資訊服務

DDS, A & I, E-journal, & E-book services





研究個案—線上公用目錄

MARC, authority control and Internet
標準化、資訊共享與交換、品質一致性與時空限制

BEAT and MELVYL
不限於典型的書目資訊，還包括目次、索引、書評、
引證文獻與其他URL等資訊

Z39·50 and JULAC
虛擬聯合目錄及延展的應用，如聯合查詢、編目、
館際互借等

W3 、WebPAC、SFX/Open URL
圖形式的使用者界面、聯結、跨資料庫的整合式使
用者界面與查詢





研究個案—網路蒐尋引擎

同時具備查詢與導航的使用模式

融合Aboutness及Data 
extraction/Harvesting兩種方式
資訊類型：眾多且細小

其他

內文檢索、file size、file format、date、
cache 、similar page





研究個案—主題式指引

新聞服務

引介至蒐尋引擎的查詢

主題式導航：特定的分類或主題標目系統，如
CAB、DDC、LC、NLM、MeSH等
控制詞彙的檢索

記錄轉出

詞彙的聯結檢索或標示

個人化服務





研究個案—入口網站1 Yahoo

Email account, email address book,  and email 
folder
An uniform email account across platforms, 
such as Palm, Outlook, and Lotus
Annual calendar
Alerting News service based on selected 
categories
其他：線上商店、個人網頁、討論群、電子卡
片、mobile phone等



研究個案—入口網站2 Amazon
是一種各式商品的聯合目錄

兼具查詢與導航的使用模式

最新訊息：主題或關鍵詞式的查詢策略

討論群的參與及檢索

提供書影、書名頁、目次、書的內文、書後索
引(作者與主題)、書價、書評(編者與讀者)、讀
者票選、暢銷排行、相似檢索(書與作者)、主
題瀏覽、訂購推薦

相關訊息的轉送/寄
轉介服務：Associates Program



商業式資訊服務





研究個案—文獻傳遞 Ingenta

以目次為基礎的文獻傳遞服務，包括電子與紙本形
式

除了目次外，也涵蓋了摘要與全文

最新訊息服務：依期刊名稱或是查詢策略

線上全文檔案格式：HTML、PDF
瀏覽：主題、期刊名稱、出版商

檢索結果的記錄輸出

主題式指引：free ejournals, ref. or literature 
search, conferences, general resources, databases,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educational resources, 
meta-sites, and so on.





研究個案—索引摘要

聯結查詢：journal title, descriptor, et al.
可聯結至館藏與電子全文

最新訊息：查詢策略

聯合與複合式查詢

記錄輸出

提供文獻傳服務





研究個案—電子期刊

最新訊息：依期刊名稱

文獻傳遞

聯結查詢：摘要、參考文獻、引證文獻
等資料庫





研究個案—電子書

涵蓋電子圖書、期刊與參考文獻

聯合與內文檢索

個人化服務：Workplace
其他：highlight, note, look up, quote, 
and citation style format.



研究發現1

資訊資源類型趨向多樣化，而資訊單位
朝向精緻細小化發展。

資訊展/呈現層級方面，除下達指令與全
文的畫面外，圖書館領域者傾向兩個層
級(SDOS與Questia除外)，網路蒐尋引擎
與入口網站者傾向一個層級，而主題式
指引則兩種皆有。



研究發現2

資訊展現項目方面：

圖書館領域者仍以提供基本的書目資訊為主，
以進一步作為館際互借與文獻傳遞服務之用。

Yahoo & Google則是提簡略的摘要資訊與主
題層級路徑，以及更新日期、檔案格式、快
取檔案(cache)、檔案大小及相關網頁與主題，
作為取閱資訊及蒐尋相關資訊之用。



研究發現3

導航式目錄(navigational category)日形
重要，藉此展現知識架構與關聯性外，
也可以協助使用者找到資訊，更可以進
一步蒐集到相關資訊。



研究發現4

聯結類型可以區分為聯結蒐尋與聯結服
務兩種：

聯結蒐尋：提供直接或間接式的資訊檢索，
以擴大資訊蒐尋的範圍，增加資訊的探索。

聯結服務：提供或引導使用者至相關的加值
服務，以取閱與管理資訊；如個人化服務。



研究發現5

其他

基本的取閱識別資訊

內文檢索

全球蒐尋



相關研究議題

URL
檢索詞彙的多變性

Variant forms
Syntax
Semantic
文獻的複本判別
檔案格式的多化

規模全球化



結論1

所謂的取閱目錄，應該具備下列特質：

蒐錄範圍應以Internet可以連線取閱的範
圍為主。

資訊資源的類型趨向多元化。

資訊單位趨向精緻細小化。

必須同時具備查詢與導航的使用模式。



結論2

提供其他功能，增益資訊的蒐尋；如：
內文檢索、全球蒐尋、檢索詞彙的提示。

提供聯結蒐尋，擴大尋找資訊的範圍。

提供聯結服務以取得與管理資訊。

資訊的取閱需要更多指引性或認證服務，
以引導使用者更容易取得各式資訊資源。



Thanks for your join and
welcome any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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