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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外对信息组织的研究涉及到定义、名称、理论、基础、原则、方式方法、标准、技术

等。但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不强 ,对信息组织的发展趋势研究也比较缺乏。参考文献 39。

关键词　信息组织　知识组织　因特网

分类号　G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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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信息化 ,尤其是因特网的广泛

使用 ,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系统的建设、信息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 ,与此相适应 ,信息组织的理论和实践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目前 ,国内外对信息组织的研究

已形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涉及多个

方面 ,主要包括定义、名称、理论基础、原则、方式方

法、实践、标准、技术等。

1 　关于信息组织的定义

1997 年 ,宋彩萍与霍国庆在国内较早明确提出

信息组织的定义 ,他们认为 :“信息组织是将处于无

序状态的特定信息 ,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方法 ,使其成

为有序状态的过程 ,其目的是将无序信息变为有序

信息 ,方便人们利用信息和有效地传递信息。”[1 ]同

年 ,党跃武将它界定为“信息组织是在信息搜集基础

之上进行的信息系统的信息整理和序化工作”[2 ] 。

尚克聪指出 :“信息组织就是指采用一定的方式 ,将

某一方面大量的、分散的、杂乱的信息经过整理、序

化、优化 ,形成一个便于有效利用系统的过程。”[3 ]

其他定义还有 :信息组织“是指为方便人们检

索、获取信息 ,而依据一定的规范 ,将零散、无序的信

息予以系统化、有序化的过程”[4 ] ;信息组织“是将无

序的信息按其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有序化 ,然后进

行重新控制 ,其目的在于提供可控性的高效信息服

务。”[5 ]

以上的定义虽然在表述上有区别 ,但有共同点 :

信息组织是一个序化过程 ,其目的在于方便人们对

信息的利用。

2 　关于与信息组织相关的术语

研究者使用的与信息组织相关的术语有 :情报

组织、书目控制、知识组织。20 世纪 90 年代初 ,谢新

洲针对国内当时普遍将 information 一词译为“情报”

的情况 ,将美国的一本专著译为《情报组织与利用》。

陈亚宁在《图书与资讯学刊》(台湾) 1998 年第 5 期撰

文《网络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讨论网络资源的信

息组织。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科学学院的 Taylor 教

授根据网络信息的特点 ,认为“联机世界需要书目技

能”,但“书目控制”无法作用于网络信息 ,应将“书目

控制”改为“信息组织”[6 ] 。国外有时也用 organiza2
tion of information 或者用动宾结构 ,即 organizing in2
formation 来表示“信息组织”,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召

开的第 1 届全球数字化图书馆信息组织会议 ,解释

大会名称时用此术语。

“知识组织”( Knowledge Organization) 一词 ,最早

是 1929 年由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分类法专家、《书

目分类法》的编制者布利斯 ( H. E. Bliss ,1870～1955)

在其著作《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图书馆的知识组

3 　本文为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2000ZDXM870001)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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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提出来的。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 (J . H. Shela ,

1903～1982)也分别于 1965 年和 1966 年出版了《图书

馆与知识组织》、《文献与知识组织》两部论著 ,对图书

馆的知识组织表现及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1989 年

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国际知识组织学会”( ISKO) ,

1993 年久享盛名的《国际分类法》( IC)更名为《知识组

织》,并由 ISKO 主办。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热潮的兴

起 ,进一步加强了图书情报学对知识组织研究的关

注 ,目前在国外已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分类研究第 6

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有一篇论文以“信息检索中的

知识组织”为题。国内较早使用“知识组织”术语的是

刘洪波[7 ,8 ] 。从事信息组织与控制研究的知名学者王

知津多次使用“知识组织”一词。他认为 ,“情报组织”

有很大的局限性 ,不能适应信息社会乃至知识社会的

发展 ,也不能适应情报科学的发展 ,“知识组织”比“情

报组织”的内涵更为深刻、丰富和明确 ,能反映出社会

发展的需求和情报科学的实质、目标和任务。他还深

入探讨了知识组织的目标、任务[9～12 ] 。田书格认为 ,

从理论的高度来看 ,知识是高于信息的 ,知识比信息

更具有系统性与概括性 ,利用已有的知识可以开发出

更多的未知的知识成为新的知识 ,而广泛客观存在的

信息没有知识的参与 ,不可能成为对人类有益的信息

甚至知识 ,所以知识应取代信息成为富有生命力与发

展空间的学科术语。同样道理 ,信息组织和情报组织

的概念也应改为知识组织[13 ] 。使用“知识组织”的还

有王友富[14 ] 、蒋永福与付晓红[15 ] 、赖茂生[16 ] 、贾同

兴[17 ]等。也有人认为 :“知识组织和信息组织是在不

同层次上的组织 ,其研究对象及组织方法等有所不

同 ,因此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18 ]

还有的文献使用了“信息资源组织”、“网络资源

组织”、“知识信息组织”等提法。不同术语的使用并不

影响对信息组织的研究。我国情报检索语言领域知

名度较高的张琪玉、侯汉清、戴维民等没有明确提出

用什么术语 ,他们在情报检索语言研究方面的成果无

疑对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组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关于信息组织的理论基础与原则

文献[19]认为 ,信息组织的理论基础应是信息系统

理论、编码理论和逻辑理论。文献[20]认为 ,系统论、耗

散结构理论和协同论使信息组织有了理论基础 ,而语言

学、逻辑学、知识分类是信息组织的方法基础。

霍国庆将信息组织分为语法信息组织、语义信

息组织和语用信息组织 ,并指出语法信息组织需要

遵循方便性、多向成族性和标准化原则 ,语义信息组

织需要遵循客观性原则、逻辑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 ,

语用信息组织需要遵循目的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和

个性化原则[21 ] 。党跃武指出 ,信息组织工作中 ,必须

坚持客观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目的性原则和现代化

原则 ,并将信息组织的发展划分为 3 个历史阶段 ,即

清册职能时期、查检职能时期和组织职能时期 [22 ] 。

4 　关于信息组织的内容

霍国庆借用语言学中的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

学的含义将信息组织分为语法信息组织、语义信息

组织和语用信息组织 3 个层次。尚克聪也基本持这

种观点[23 ] 。林海青认为 ,“数字化图书馆信息组织从

形式上看和传统图书馆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其基

本内容和传统图书馆的信息组织有本质的区别。数

字化图书馆信息组织的基本内容包括 :选择、生成、

标识、描述和整合”[24 ] 。曹树金等人认为 ,“信息组织

有三种所指 ,一是信息本身的组织 ,如全文数据库的

信息组织 ;二是关于信息或文献的信息的组织 ,如因

特网搜索引擎的信息组织、书目数据库的信息组织 ;

三是记录着特定信息的文献的组织 ,如图书馆的书

刊排架。”[25 ] Taylor 指出 ,信息组织的内容可被描述

为 4 个方面 :使表现为某种实体形式的新信息为人

所知 ,在一定的累积的程度上获得这样的实体 ,提供

对这些实体的题名与主题的检索 ,提供计算机化的

书目记录格式[26 ] 。

5 　关于信息组织的方式方法

1993 年召开的第 56 届美国信息科学协会 (A2
SIS)年会上对四种信息组织的研究方式展开了辩论 :

第一种方式是客体范式 ,分析一般信息客体的性质 ;

第二种方式是交流范式 ,研究信息查询、交流利用 ,

考察人们如何构建信息提问和生成答案 ;第三种方

式是行为范式 ,观察人们如何与潜在信息源相互作

用 ;第四种方式是认知范式 ,研究人们如何思考以及

模仿思考的规律。这标志着人们对信息组织方法论

研究获得了重大成就。

目前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最多 ,且从不同的角

度对信息组织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划分。尚克聪认

为 ,信息组织的基本方法有信息的序化方法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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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方法 ,信息序化的基本方法有语法信息序化

法 (号码法、物名法、专门代码、引证关系法、时序法、

地序法) 、语义信息序化法 (分类法、主题法) 和语用

信息序化法 (权值序化法、逻辑序化法) ,信息的优化

主要包括信息的优选、浓缩、重新表述及三者的综合

运用[27 ] 。曹树金等将信息组织划分为两种方式 :一

是针对信息、文献的内容 ,主要依内容属性进行组

织 ;二是依信息、文献的外表属性进行组织 [28 ] 。

因特网为人们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

问题 ,首当其冲的便是它的混乱 ,人们纷纷在网上发

出“从混沌到有序”、“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秩序”,“使

我们编制的缠绕的网不再缠绕”等呼吁 ,出现了对网

络信息组织研究的热潮。1995 年和 1996 年分别被称

为我国的“因特网年”和“搜索引擎年”,研究者们在介

绍因特网与搜索引擎利用之后 ,于 1997 年开始讨论网

络信息的组织[28 ,29 ] 。马费成等指出 ,根据因特网上信

息资源的特征和构成 ,同时也根据人们对网络信息开

发利用的需要 ,可以把网络信息划分为不同层次。人

们正是按这些层次来组织和管理网上信息。网上一

次信息的组织方法主要有自由文本方式、超文本方式

和主页方式 ,网上二次信息的组织主要有查询器形

式、指示数据库和菜单方式[30 ] 。张俊认为 ,目前使用

得较为广泛的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方式有四种 :文件

方式、数据库方式、主题树方式和超媒体方式 [31 ] 。

尽管各位学者的划分角度与划分出的结果不尽

相同 ,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 ,一方面 ,传统的信息组织

方法依旧用于网络信息组织。Traugott 等指出 ,目前

国际上已有不少分类法被应用于浏览器的机构基础 ,

如 UDC ,LCC ,NLM 等 ,其中 ,以 DDC 的应用为最广

泛 ,已被应用到因特网上的十多个站点 [33 ,34 ] 。另一方

面 ,传统的信息组织方法显得难以适应 ,需要寻找适

合于网络的信息组织方法 ,如网络信息分类法 [33 ,34 ] 。

关于网络信息组织方法 ,近年来出现了新的观

点。李宏轩认为 ,传统信息组织方法如分类法、主题

法、引文法等 ,均把信息片段视为一个孤立的计量单

位 ,较新的信息组织方法如文件、数据库、超媒体、数

据仓库等同样属于微观层面的信息组织方法。因特

网是信息自组织的信息系统。因特网信息自组织是

传统信息组织方法的延伸 ,属于宏观范畴 ,是信息提

供个体的自在与自为辩证统一的结果。信息组织与

信息自组织对于信息的有序化都是必要的 ,它们之

间具有功能的互补性质 [35 ] 。

6 　关于信息组织的技术

这方面的研究对象 ,主要是关于搜索引擎、元数

据、数据挖掘、数据仓库、知识发现、标记语言、数据

库技术、自动跟踪技术、机器翻译技术、信息检索的

推拉技术、虚拟图书馆技术、专业指引库技术、智能

代理技术、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但国内研

究多停留于介绍而缺乏深入分析 ,且有不少重复 ,如

对元数据、都柏林核心的介绍。“不过 ,有些单位在

元数据应用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应该紧

跟国际前沿研究 ,吸收已有优秀成果。研究解决元

数据在中文环境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特定问题 ,利用

元数据开发和利用网上信息资源。”[36 ] 值得注意的

是 ,有些在校研究生提出了新思路。武汉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的晏凌与王应解基于联机分析挖掘技术

(OLAM) ,提出了一种新的网络信息组织策略 ———智

能化信息导航系统及其组织原则 :空间暗示原则、用

户原则、同一性原则及平衡原则 [37 ] 。李洪、隋利玲概

括了三种多媒体信息组织和管理技术 ,即扩展现有

的关系数据库模型 ,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 ,超文本和

超媒体技术 ,介绍了“中国路桥多媒体数据库”的功

能及其多媒体信息的组织管理方式 ,指明了多媒体

信息组织管理方面尚待解决的问题 [38 ] 。

7 　关于信息组织的实践

这方面的研究有一部分贯穿于网络搜索工具的

讨论中 ,更多的是介绍现有的分类法 (DDC , UDC ,

LC ,《中图法》等) 、主题法 (LCSH 等)的电子化及其与

USMARC、元数据、都柏林核心在网络信息组织中的

利用 ,也有的论文介绍 OCLC 等机构的信息组织活

动与成果 ,如美国的 Netfirst , WWW Virtual Library ,

英国的 BUBL ,我国的 CERN ET ,或者某一个具体信

息系统 ( GL IS ,DSS)的信息组织。

8 　结论

目前国内外对信息组织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

果 ,基本涉及信息组织的各个方面。但也存在着不

足 :有关信息组织的理论研究系统性不够强 ,深入探

讨的不多 ,对信息组织的定义、名称、内容、范围、原

则等问题的看法不一致 ;信息组织的各种方法 ,如分

类法、主题法、索引法等只是被分别采用、分别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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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形成信息组织方法的系统理论 ,对各种信息组

织方式的比较研究不多见 ;像“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

组织与控制的新问题和新方向”[39 ]这样对信息组织

发展趋势的展望性研究比较缺乏 ;国内在信息组织

的研究中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方面做得不够 ;信息

组织方面的专著太少 ,美国图书馆无限公司 1999 年

出版了 Arlene G. Taylor 的《信息组织》( The Organi2
z ation of Inf orm ation) ,该书是美国图书馆学、信息科

学系列 19 种教材之一 ,于 2000 年获得“美国图书馆

协会图书馆文献奖”。到笔者完稿时为止 ,国内还没

有一本专门讨论网络信息的专著问世。

图书馆界有着丰富的信息组织的经验 ,但因特

网上现行的重要的中英文搜索引擎竟没有一个出自

图书馆员之手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国

具有悠久历史的目录学是研究信息综合组织方法的

理论之一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历史积累的丰富的经

验。同时 ,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 ,各类业

务数据的网上流通、网上电子商务与远程教育的开

展 ,政府上网、企业上网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上网 ,

使网络集中了数据越来越庞大、信息传递速度愈来

愈快捷、内容更新越来越迅速的动态性信息资源 ,提

出了网络信息组织的新课题。如何对网络信息资源

进行有效的组织并使之最终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与

利用 ,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从而服务于实践。这

是图书馆界同仁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也是图书馆

在网络空间占有一席之地的现实需要。对信息组织

的研究必将丰富信息资源管理的内容 ,赋予图书馆

学、情报学、目录学等学科以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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