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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期刊網》已廣為人知，可您知道《中國期刊網》 

是 CNKI 工程的源資料庫之一嗎？ 

CNKI--高度共建共用的知識資訊資源與網路化互動服務平臺 

清華同方光碟股份有限公司知識網路事業部副總經理   張義民 

中國知識基礎設施(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工程的概念，

源於世界銀行 1999 年初發表的《1998 年度世界發展報告》提出的 NKI。

該報告認為，在知識經濟到來、經濟出現全球化的形勢下，發展中國家整

體提高國家的知識創新能力和競爭能力成為國際生存與發展的關鍵；作為

一種積極、長久的應對策略，應當充分利用現代資訊基礎設施，將知識生

產、傳播、擴散的活動聯繫並組織起來，形成全社會可充分利用、互動的、

網路化的知識基礎設施，建立高效的交流合作環境與學習環境。 

CNKI 的目標是建造中國高度社會化共建共用知識資訊資源的基礎核

心資源與網路化互動服務平臺：建成一個基於在「知識元」水平上全文關

聯的，資料結構標準化的，人與資源、人通過資源可以即時以多媒體資訊

交互的知識服務平臺，並通過標準化將各種動態更新的專業知識資訊資料

庫關聯起來。無論資料庫的物理位置何在，無論資料庫專業性質和具體結

構如何，都可以使其在知識資訊的內容上跨越資料庫界限而渾然成為一體。

人們在這個平臺上可以用平臺的各種個性化服務手段，從所有資料庫中任

意獲取所需要的知識資訊，並可以在人與人的交流互動過程中得到新的知

識。其未來的定位是，將 CNKI 的資源、服務平臺，以技術優勢、市場優

勢與全球同行的資源、平臺進行知識內容鏈結和電子商務鏈結，成為所有

知識資訊資源社會化服務的主要門戶；通過數位化、資訊化、知識化技術

的推廣，使 CNKI 的技術平臺成為各單位和個人的知識管理平臺；通過各

種網路會議平臺、網上採編平臺、作者資料庫等技術與設施的應用，使

CNKI 成為知識生產的互動服務平臺。 

CNKI 目前的主要建設內容--CNKI 源資料庫是按照知識資訊的不同載

體形式分別開發的集成化全文資料庫和多媒體資料庫，是 CNKI 知識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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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資訊來源。目前已開發的源資料庫有「中國期刊網」，「中國重要

報紙資料庫」、「中國博碩士論文全文資料庫」，「中國重要會議論文全文資

料庫」等等。開發源資料庫的目的是為了及時、完備地採集各種顯性資訊

資源素材，為各種形式的資訊與知識服務打造數位化資源基礎。源資料庫

大多加工成為純文本和軟體形式，可以利用不斷發展的資訊處理技術對其

進行各種深度的再開發。如引文關聯、知識元關聯、語音識別、自動標引、

自動聚類、視覺化處理等等。這樣才能充分地利用知識資訊資源的價值，

充分滿足知識資訊資源高度共用的各種需求。 

當源資料庫等資料庫開發完成後，所有資料庫將通過知識元鏈結、引

文鏈結等被關聯成為一個整體化的「知識網路」，既 CNKI 知識網路 --就是

利用知識內容之間的關係將知識資訊關聯起來的知識庫集合。知識之間的

關係有很多種，如邏輯關係、繼承發展關係、交叉關係、滲透關係、轉移

關係、拓展關係、借鑒關係等等。在傳統觀念看來，一個學科形成之後，

本學科的知識必然遵循人們認識客觀事物存在與變化的本質規律的方

法，而被整理成自己的邏輯體系。所以，傳統的圖書館必須有一個分類法，

把知識納入一個分類體系當中。 

用現代資訊學和認知理論看來，分析與綜合無時不在交叉進行，沒有

什麼「道理」是孤立存在於某種學科範圍內的，知識之間的關係表現出很

大的不確定性。傳統的知識分類已經不能滿足人們利用一切已有的知識發

現新知識的需要。因此，人們希望有另一種查找知識資訊的方法，即不經

過學科分類、概念分類這種先驗的、邏輯的思考，而直接找到知識之間的

聯繫，而通過這種聯繫找到相關的知識資訊。 

建立這種方法的途徑目前有兩種： 

(1)引文鏈結 

文獻之間的引證關係說明了知識資訊之間存在著某種關聯，而這種關

聯則指明了知識發現的基礎和途徑。運用引文鏈結將文獻關聯起來，不僅

可以找到知識之間的聯繫，而且是深度開發利用知識資訊資源極為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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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中國期刊網》從 2001 年 10 月實現文獻之間的引文鏈結後，用戶即

可以通過文獻之間的引證關係，直接從資料庫中得到引證線索和引用文獻

的全文，使文獻調研的速度和效果達到了前所未有的境界。目前，CNKI 資

料庫間的引文鏈結工程已全面展開。今後，還將與高校圖書館等以及其他

資料庫等建立引文鏈結。讀者能夠通過文獻之間交錯複雜的引用途徑在整

個知識網路中自由地遨遊，從而最大限度地、系統地獲得相關知識資訊。 

(2)知識元鏈結 

作為人們對事物存在特性與發展規律的認識，知識本身可以用文字給

出一個簡明的描述，這種描述在資料庫中可以作為一種知識資訊元素，即

「知識元」，它不僅可以直接表述知識的內容，也可以通過全文資料庫的

索引技術將使用這一知識元的文獻關聯起來。另外，由於知識描述本身必

將引用與其相關的知識元，所以利用對一個知識元的描述，將可以建立知

識元之間的內容關聯。將大量不斷更新，不斷出現的知識元建成知識元資

料庫，將會產生各種知識內容之間的內在網路化關聯，體現出個學科專業

交叉滲透的關係特徵。將知識元資料庫嵌入到各種資料庫當中，它將把資

料庫內部和各資料庫之間的知識資訊從內容上緊密關聯起來，並將通過文

獻對知識發現的認識過程，使所有資料庫在知識元資料庫這一神經網路的

支配下成為一個內容高度關聯的有機的整體。 

以上兩種方法，給出的是知識之間必然存在的關係，比傳統的關鍵

字、主題詞對文獻的描述更為具體、準確、全面、深刻。用這兩種方法將

資料庫中大量的知識資訊直接鏈結起來，就形成了「知識網路」。 

用這種方法逐步將國內外的各種資料庫鏈結起來，就將知識網路擴展

到了世界範圍。資料庫還可以和圖書館、情報所等一切有非資料庫的資源

鏈結起來，通過手工方式提供服務。只要用戶需要知識，就可以從鏈結中

找到；只要資料庫是內容鏈結的，就有人從中攝取知識。 

有了知識網路，還需要知識服務網路，後者為開展全面的知識服務提

供堅實的基礎。無論資料庫是誰的、什麼結構、什麼軟體、什麼語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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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只要在 INTERNET 上授權使用，「清華同方分佈異構統一檢索平

臺」都可以對其檢索。只要資料庫開發商、服務商願意把它的資料庫納入

知識網路，就無須去購買它的整個資料庫，無須去學會它的檢索方法，無

須從一般的檢索方法得到的大量無關的資訊中挑選有用的東西，人們就會

「不惜代價」地買回它的知識資訊。但是，網路之複雜、資料庫版權之珍

貴，把所有的網上服務都集中到一個物理點上是不可能的，也是行不通

的，所以需要很多服務網點。使用同樣的軟體平臺和價格標準連鎖服務，

就可以很快建立一個很大的市場。 

資訊學將資訊一般分為顯性資訊與隱性資訊兩類，前者為以某種媒體

方式顯示表達出來的資訊，後者為人腦中的意識。有的人將包含在大量顯

性資訊中但有待分析、綜合等發現過程方可為人得知的資訊，也稱為隱性

資訊。 

我們所做的工作在傳統意義上稱之為資訊服務，就是通過某種服務方

式向人們提供資訊，比如資料庫、新聞網，一般都指的是顯性資訊的提供。

CNKI 的資訊服務不止於此，一方面，它需要通過人們互動的過程將人腦

中活的隱性資訊顯性化，加以開發利用；另一方面，它將不僅提供給人們

資訊，還將提供給人們解決問題需要的方案，即知識，稱之為知識服務。

這種知識服務是人們最期望的，也是最增值的。 

知識網路和知識服務網路共同構件了 CNKI 知識服務平臺，而 CNKI

知識服務最終的實現是依靠 CNKI 知識服務平臺來提供的。該平臺為人們

獲取資訊和知識提供資訊資源保障、技術保障、服務保障。 

(1)資訊資源保障 

CNKI 在建設自身源資料庫的同時，把國內外各學科專業知識資訊的

核心資料庫、印刷館藏等各種資源，通過電子商務等商業機制和基於知識

內容關聯的資訊組織法則組織起來，形成全球化的知識網路，使人們可以

在更廣泛的知識網路中容易的找到所需要的資訊。 

目前，CNKI 工程研製的「數位化圖書館檢索管理平臺」採用最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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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標準，可將分佈存儲在各個數位化圖書館中的資料庫納入平臺中， 而

各資料庫可以是分佈異構的，通過「知識元資料庫」、「引文鏈結索引庫」

和其他元資料庫鏈結索引庫耦合，使得用戶在該平臺上將所有資料庫視為

同一「知識網路」來應用。 

(2)資訊與知識資訊與知識服務技術保障 

A.可跨地區、跨平臺、跨資料庫檢索的超平臺搜索、檢索工具⋯⋯分

佈異構資料庫超級引擎，使全球各地的各種非規範資料庫可以無縫統一檢

索。 

B.基於知識服務的檢索功能，如智慧聚類、自動摘要、知識視覺化等

知識挖掘技術以及自動傳送等個性化服務技術。 

C.多媒體點播、檢索、加工處理技術。 

D.多媒體網路會議技術，用於直接互動交流。 

E.網上協同工作平臺，用於隨時隨地的工作研究。 

F.網路教育技術，用於社會化的各類教育活動。 

G.各種專業學習工具，用於處理整個學習過程的資訊流。 

(3)服務保障 

資訊服務業的規模應當通過業界的緊密合作而發展，才能使已建成和

正在建設的資訊資源以最快的速度在全社會共用。借鑒國際成功經驗，

CNKI 工程在自身建設的同時，與資料庫提供商、圖書館、情報服務部門、

網路運營商結成行業戰略聯盟，建立共用資源與行業標準，同時，形成以

CNKI 資料庫為內容服務門戶的知識服務網路體系。 

以知識服務為理念的 CNKI 工程，對資訊資源分享方式的設計與構想

超越了一般數位化圖書館。目前的數位化圖書館，通過數位集成與網路資

訊技術，大大提高了人們獲取與傳播知識資訊的能力。但是，僅僅通過標

題、關鍵字、作者等「元資料」進行關聯檢索或全文檢索等對「求知者」

而言，並無法直接準確的提供全面針對的知識資訊，加之目前的資料庫結

構、資訊加工標準與質量上的差異，使得資料庫之間的資訊關聯、內容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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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更加難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說，在現有數位化圖書館建設目標下開發

的知識資訊資源，本質上還是一本本「堆積」起來的數位化圖書與期刊。

除了信息量大、檢索快等方便之外，人們獲得資訊的手段與方式，依然類

似于傳統圖書館「電腦書目檢索」與「開架借書」。而 CNKI 與數位化圖書

館的服務模式的不同在於，人們從 CNKI 知識資訊資源中獲得的不僅僅是

一條一條的資訊，而且是一個一個針對特定問題的解決方案，即知識，讀

者可以進行「知識挖掘」，享受「個性化服務」。 

CNKI 工程與數位圖書館的差別概括起來有以下幾點： 

(1)總體目標不完全相同 

數位圖書館的目標是顯性資訊資源的共用。CNKI 的目標是互動的知

識生產、傳播、擴散、利用，顯性資訊資源的共用只是其內容之一。 

(2)CNKI 資訊資源開發的範圍大於數位圖書館 

CNKI 包括對隱性資訊、隱性知識的開發。 

(3)CNKI 更強調實現資訊互動、協同工作 

資訊化社會，互動是創造的源泉。數位圖書館只是靜態的資訊服務。 

(4)CNKI 更注重知識服務 

資訊服務回答事物存在與否的問題，知識服務則除此之外回答「是什

麼」、「為什麼」、「怎麼做」的問題。 

(5)CNKI 工程建設涉及全社會 

數位圖書館則主要是它自身的事情。比如，做期刊資料庫，要同時

搞期刊出版資訊化；搞博碩士論文資料庫，要同時辦博碩士論文數位化出

版和博碩士論文評估；開發圖書資料庫，要同時辦各出版社的圖書網路出

版等等。因為「雞」和「卵」必須共存共榮。 

根據 CNKI 的理念，CNKI 數位圖書館不僅僅是清華同方自己開發的資

料庫，而且要把國內外不斷生長的各種知識資訊資源組織、調動起來，供

人們長期利用。因此，CNKI 是一個全社會獲取知識資訊的集成化、開放

式、動態更新的超級資源平臺，是一種基於知識網路和知識服務網路的數

位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