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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的学术交流生态。
这种改变表现为作者、出版者与用户之间三角关系的变化，出版物形态的变化，出版商业模式的变化
，用户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等。
而促进这些变化的除了技术的进步外，更重要的是信息环境的变化。
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新的信息交流时代。
然而，我们对数字科学信息交流本身的认识还很不深刻。
　　浮现中的数字科学信息交流正在急剧改变科学交流的效果与效率。
参与科学交流的各方在学术登记（registration）、学术验证（certification）、学术通告（awareness）与
学术存档（archive）中的角色定位也正在发生改变。
作者、出版者与图书馆尤其希望了解在变化的信息环境中他们应怎样科学定位。
　　探索数字科学信息交流的规律是时代的课题。
　　徐丽芳博士的新作《数字科学信息交流》，正是作者基于世界科学信息交流日益数字化的背景，
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期间完成的成果。
也是当前国内关于数字科学信息交流研究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一部优秀著作。
我以为该书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第一，研究起点较高。
该书的相关研究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项目“基于数字出版的科学信息交流系统机制创
新研究”，06BTQ010）和国家“985工程”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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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全面疏理科学信息交流理论流变的基础上，从数字科学信息交流的关键环节和要素，即数字科
学信息的发布、组织与检索、保存与服务及技术保障机制入手，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基于数字出版的新
型科学信息交流的特点、形式、过程、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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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2　结构分析　　所谓结构（structure），是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可说是
要素的搭配与排列方式。
在数字化背景下，由于新的系统构成要素的出现以及要素之间的重新整合，科学交流系统的结构也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却又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的程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准确地描述科学交流系统的结构是很困难的。
因此，本书所做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抓取和描画这个当前变动不居的研究对象的若干主要特点和发展趋
势。
　　2.2.2.1多维子系统结构　　抽象地说，系统具有无限性，即某一系统总是从属于更大的系统，或
者反过来说，某一系统总是可以分解为多个子系统。
但是从认识和把握系统的角度来看，并无必要无限地划分系统层次；重要的倒是弄清从何种角度去解
析系统，以及分析到何种程度为止。
　　首先，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把科学交流看做是具有系统性的复杂过程（a complex process with a
system character）①，那么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可以视为一个子系统。
这样，科学交流系统就可以解析为科学信息发生子系统、科学信息出版子系统、科学信息组织子系统
、科学信息传递子系统、科学信息保存子系统、科学信息检索子系统、科学信息吸收利用子系统，等
等。
在数字环境下，由于科学交流过程面临重构，有些环节之间不似以往那样泾渭分明，比如当前就可以
观察到科学信息出版、组织、传递和保存等环节某种程度的粘连；有些环节如出版则分化为印刷出版
和数字出版等并行的次级环节；还出现了读者评议、异地同步非正式交流（如网络会议）等新环节。
由此可知，按过程维度划分的科学交流子系统正处在分化、重组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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