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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研究:Web2.0信息资源管理》通过文献调研、规范研究、系统设计、实证研究等
方法，系统地提出Web2.0信息资源及其管理的概念与内容体系，从微观层面重点对Web2.0信息资源的
组织与检索、开发与利用、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知识管理与信息服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分
析了Web2.0在相关行业的典型应用与实践，探讨了Web2.0信息资源的人文管理。《知识管理与知识服
务研究:Web2.0信息资源管理》思想新颖、结构严谨、内容前沿、理实结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Web2.0既是新一代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代称，更呈现出网络信息资源的新形式与新特征，探
讨Web2.0信息资源管理问题不仅重要而且迫切。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研究:Web2.0信息资源管理》可供从事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互联网及信息
服务产业的相关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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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众分类法形成的第一步就是用户对资源添加标签，赋予标签的过程是一种标注行为。标签是用
户基于自身对资源的理解所选择的，用来描述用户对资源的某种属性、特征和功能等的一个个词汇。
标签既可以是资源中实际存在的文字，如网页中的关键词；也可以是资源中没有出现的文字，代表用
户对资源的抽象理解，最典型的例子是图片、视音频这类不具有文本特征的资源。　　标签是大众分
类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标签一方面揭示出了资源本身的内容和主题，因此标签能够帮助用户进行资源
的描述、定位、权限管理等；另一方面，标签是用户为满足个人资源组织的目的而进行添加标签的操
作，标注出了用户对资源的个人观点、感想等，表达出了用户对资源的感知度和认知度，由于具有相
同文化、知识或社会背景的用户对某些事物存在一致的认识，因此他们对相同或相似的资源会“不约
而同”地使用相同的标签，同时，用户也能够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得到丰富的反馈信息：其他用户如何
认识事物、如何使用标签，特别是社群中存在的共识。这些反馈会影响和改变用户自身的认知，当需
要再次表达同一概念时，用户可能会采用被社群中多数人接受的表达方式。因此，在协作标注系统的
运行过程中，丰富多样的用户自然语言会表现出一种趋同或收敛性，表现为用户使用相同的标签（隆
捷，2007）。从而使标签能够反应由他们所构成的社群的公共思想和知识；此外，标签可以成为资源
评价的一个指标。从标注的数量可以说明被标注对象的受关注度，从标注的时间跨度可以说明被标注
对象受关注的持久度，其他用户对标注的响应度（阅读数和回应数）、标注者在所探讨领域的权威度
等都可以作为评价被标注资源的依据（蔡志宏，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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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得好。从信息资源管理的角度来写web2.0的一本书。作者是一位负责人的作者，凡是提到的理论
和观点，都仔细写明白，阐述清楚，而不是提出一个理论，看似着边，但又无法论证并联系。
2、全面，就这个领域说得也很清楚、完整。
3、同时做web信息检索的，说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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