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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是当前图书馆界关注和实践的重点领域，文章对开源图 书 馆 服 务 平 台ＦＯＬＩＯ
的项目背景、社区模式、技术架构、项 目 进 展 进 行 了 探 讨，并 对ＦＯＬＩＯ所 面 临 的 挑 战 进 行 了 分 析，建 议 国 内

图书馆界对ＦＯＬＩＯ保持关注并开展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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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全球教育信息化领域广受关注且最具前瞻性的预测报告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在其２０１７年的图书馆版报

告中提出，图书馆服务平台是未来二、三年内可能采用的技术［１］。早在２０１１年，美国著名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专

家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在其报告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２０１１：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中初次提出了下一代图书馆自

动化系统 （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概念［２］，随后又进一步定义下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应该称为图书馆服

务平台，其主要特点是高度共享数据模型，以软件即服务 （ＳａａＳ）的形式提供使用，跨数据格式和媒体格式的统

一工作流程，弹性可扩展的元数据管理，开放性的ＡＰＩ实现不同系统间互操作，整合发现服务或支持独立的发现

界面［３］。清华大学图书馆陈武等在２０１３年对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架构、功能及相关商业产品的市场格局进行

了阐述，是国内较早关注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学者［４］。上海图书馆刘炜认为具有统一业务模块和支持标准业务流程

的 “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基。图书馆的新需求新应用不断出现，“下一代图书馆系统”

应以满足图书馆的新服务为目标，寻找各类业务应用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其藕合为逻辑上统一的整体［５］。重庆大

学图书馆杨新崖等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实证研究案例，提出下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应向服务平台转型，整合资源

与服务，并广泛应用各种新技术［６］。图书馆服务平台不仅持续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各个图书馆自

动化系统厂商也在加快推出各自图书馆服务平台产品，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李娟等人对市场上主流的四类图书馆

服务平台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公司的Ａｌｍ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公司的Ｓｉｅｒｒａ、ＯＣＬＣ的 Ｗｏｒｌｄｓｈａ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开源产品

Ｋｕａｌｉ　ＯＬＥ进行了评估［７］。２０１４年９月，华中科技大学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公司签约，正式实施Ｓｉｅｒｒａ。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北

京师范大学选择了Ｅｘ　Ｌｉｂｒｉｅｓ公司 的 Ａｌｍａ［８］。２０１７年１月，清 华 大 学 也 选 择 Ａｌｍａ作 为 其 下 一 代 图 书 馆 服 务 平

台［９］。从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发布的２０１７年自动化系统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到，在８７个国家的３　９９２家图书馆中，使

用Ｓｉｅｒｒａ的已达４２２家，使用Ａｌｍａ的也有２６０家之多［１０］。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选择和实施，已经成为图书

馆未来一段时间必须要关注的工作。相对于传统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产品，目前市场上的图书馆服务平台还较少，

可供图书馆选择的产品不多，且普遍存在系统购置费用和维护费高昂的问题，对于经费紧张的图书馆而言，购买

实施的难度很大。而且目前厂商提供的图书馆服务平台，主要依赖于厂商各自的理念设计开发，且常常将自家其

它产品打包销售，产品功能模块缺乏定制化和灵活性，难以满足未来不同图书馆的个性化差异性服务。

４３ 　图　书　馆　学　研　究　２０１８．１５

＊ 本文系２０１７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高校图书馆开放数据服务模式与平台研究”（项目编号：ＪＺ１７０２８９）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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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下一代图书馆开放服务平台ＦＯＬＩＯ
１．１　ＦＯＬＩＯ项目简介

２０１６年６月，由 图 书 馆、服 务 提 供 方 和 开 发 者 共 同 参 与 的 ＦＯＬＩＯ 项 目 宣 布 启 动，ＦＯＬＩＯ 为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ｓ　Ｏｐｅｎ的缩写，开宗明义地表达出 “开放”这一未来图书馆的重要理念［１１］。ＦＯＬＩＯ以开源软件的形式，

为图书馆、服务提供方和相关技术开发者搭建了一个平台，使他们得以借此平台重新定义下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

统。ＦＯＬＩＯ采用了开源软件常用的社区组织模式，由图书馆、开发者、服务提供方和其它机构组成，形成各种专

业兴趣小组，以网络会议和头脑风暴 的 形 式 激 发 对 于 图 书 馆 服 务 和 技 术 的 创 新 思 维。这 种 图 书 馆、服 务 提 供 方、

开发者和其它相关机构共同合作构建产品的方式，颠覆了它们间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生态环境。详见表１。此 项 目

一经发布，就受到各方关注，目前ＦＯＬＩＯ社区已包括如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理海大学、德克萨

斯农工大学等知名大学成员，芬兰、匈牙利等国家图书馆成员，ＣＡＬＩＳ、ＪＩＳＣ、ＧＢＶ等图书馆联盟型成员，Ｓｉｒｓｉ
Ｄｙｎｉｘ、ＢｙＷａｔｅｒ等服务商成员，以及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ＢｉｂｌｉｏＬａｂｓ等软件开发商成员。

表１　商业图书馆服务平台与ＦＯＬＩＯ项目的差异

商业图书馆服务平台 ＦＯＬＩＯ

＊ 产品发展被一家公司所控制

＊ 图书馆与商业公司的关系是买方与卖方关系

＊ 托管和技术服务仅由一家公司提供

＊ 图书馆作为客户，新需求响应慢

＊ 产品同质化，个性化服务模块少

＊ 产品发展由多方组成的社区控制

＊ 图书馆、供应商、开发商间形成合作关系

＊ 可由图书馆自行安装维护，或者由多家服务商提供托管和技术服务

＊ 多种方式参与产品改进

＊ 降低开发门槛，鼓励各种创新应用

１．２　开放图书馆基金会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为了确保ＦＯＬＩＯ项目以开放源码和开放存取形式可持续性地发展，２０１６年成立了非盈利性 的 独 立 组 织 开 放

图书馆基金会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２］。基金会的目标是为图书馆员、技术人员、设计师、服务提供方

和供应商之间开展合作提供支持，组织一个多样化、包容性的社区进行公开讨论，分享专业知识，更好地对未来

图书馆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作出判断和描述，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研发创新性的软件，以支持图书馆的可持续

发展。基金会承诺主持的项目可在Ａｐａｃｈｅ　ｖ２许可下免费获得，实现图书馆、机构、商业公司，及其它相关机构

的公开协作。目前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有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图书馆馆长及教务长Ｄａｖｉｄ　Ｃａｒｌｓｏｎ、杜克大学图书馆

长Ｄｅｂｏｒａｈ　Ｊａｋｕｂｓ、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ｎｔｅｌｍａｎ、北京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兼ＣＡＬＩＳ中心副主任

朱强、英国联合信息系 统 委 员 会 图 书 馆 研 究 部 主 任Ｒｏｓｓ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ＥＢＳＣＯ公 司 执 行 副 总 裁Ｓａｍ　Ｂｒｏｏｋｓ、ＯＬＥ
（Ｏｐ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管理总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ｎｋｌｅｒ。目前基金会下负责的项目除了ＦＯＬＩＯ外，还有开放图书

馆环境 （Ｏｐ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和全球开放知识库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ｐ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两个项目。

１．３　ＦＯＬＩＯ社区概况

ＦＯＬＩＯ社区由图书馆、开发者、服务提供方和其他相关机构组成［１３］。图书馆负责明确的项目需求，通过专题

兴趣小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展开讨论。目前已经有元数据管理、资源 管 理、用 户 管 理、资 源 获 取、国 际

化、联盟、统计报告、用户隐私、系统操作管理等多个小组。专题兴趣小组面向任何人或机构开放，通过 Ｗｉｋｉ平

台发布项目文档、开发进度、会议日程、用户指南等，使用Ｄｉｓｃｕｓｓ以论坛和邮件列表形式展开相关问题的专业讨

论，利用Ｓｌａｃｋ创建协同工作环境，形成聊天群组、工具集成 、文件整合 、统一搜索、实时沟通的平台，不定期

地利用Ｚｏｏｍ举办在线讨 论 会。目 前 已 有 来 自 于９个 组 织 的６０多 名 开 发 者 通 过 分 布 式 协 同 开 发 模 式 共 同 参 与

ＦＯＬＩＯ的开发工作。主要的开发者组织及其工作为：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公司和ＯＬＥ，负责软件架构设计，平台编码和基

础应用开发；Ｓｔａｃｋｓ公司负责采访模块开发；Ｑｕｌｔｏ公司负责用户管理模块、单点登录模块、多语言版本的资料处

理；Ｆｒｏｎｔｓｉｄｅ公司负责ＦＯＬＩＯ的微服务架构设计、电子资源管理模块以及底层平台架构代码开发；ＥＢＳＣＯ公司

为开放图书馆基金会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以保证ＦＯＬＩＯ的顺利开发，日后也将提供ＦＯＬＩＯ的托管服务，实施

部署和技术支持。同时ＳｉｒｓｉＤｙｎｉｘ、ＢｙＷａｔｅｒ和其他服务商许诺为ＦＯＬＩＯ提供托管服务。

１．４　ＦＯＬＩＯ平台架构

ＦＯＬＩＯ基于微服务体系结构 （ｍｉｃｒ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确保系统组件可以跟随技术和需求的发展而随时开

发或替换。微服务架构将业务系统彻底的组件化和服务化，单个业务系统拆分为多个可以独立开发、设计、运行

５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运维的小应用。组件将各自的接口以ＨＴＴＰ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的形式发布，ＡＰＩ网关负责服务请求路由、组合及协议

转换。客户端的所有请求都首先经过 ＡＰＩ网关，然后由它将请求路由到合适的微服务。详见图１。

图１　ＦＯＬＩＯ系统架构图

（１）系统层：数据存储层，使用了多种数据存储技术以优化性能。事务性数据如流通事务存储在关系型ＳＱＬ
数据库，书目数据则使用 ＭｏｎｇｏＤＢ。使用索引技术，支持关联数据，提供租户配置管理。

（２）ＡＰＩｓ和消息总线。ＯＫＡＰＩ是ＡＰＩ网关，负责平台上不同独立应用和不同租户间的消息通讯。实现服务

注册、服务发现、管理授权、监控、负载均衡、缓存、请求分片和静态响应处理等功能。
（３）应用层。ＦＯＬＩＯ允许使用任 何 语 言 开 发 应 用。初 始 化 的 版 本 默 认 包 括 标 准 的 图 书 馆 自 动 化 系 统 的 各 模

块，如流通、编目、采访等模块。图书馆和系统商可以在已有应用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或者完全开发新的应用。

应用层允许未来图书馆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配置应用模块，构建出真正满足图书馆需求的系统。
（４）用户界面层。ＦＯＬＩＯ为各应用提供了一套初始化用户界面。图书馆和开发者可根据需要使用工具包创建

新的ＵＩ。ＵＩ工具包使用Ｒｅａｃｔ框架开发用户界面。

１．５　ＦＯＬＩＯ使用的主要技术

ＦＯＬＩＯ项目使用当前 Ｗｅｂ开发中的主流开源技术，其核心ＯＫＡＰＩ使用Ａｐａｃｈｅ　Ｍａｖｅｎ　３．３．１以上版本构建，

底层数据库采用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或者 ＭｏｎｇｏＤＢ。其它的主要技术有：
（１）Ｖｅｒｔ．ｘ框架。基于事件和异步，依托于 全 异 步Ｊａｖａ服 务 器 Ｎｅｔｔｙ，同 时 扩 展 了 很 多 其 它 特 性，以 轻 量、

高性能、支持多语言开发为主要特点。非阻塞处理请求，异步执行阻塞程序，保证了请求处理的高效性。ＦＯＬＩＯ
使用Ｖｅｒｔ．ｘ框架开发ＯＫＡＰＩ，多线程无阻塞的特性确保了ＯＫＡＰＩ网关的高性能。

（２）Ｒｅｓｔｆｕｌ。表现层状态转移 （Ｒｅｓ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是 Ｗｅｂ服务的一种架构风格，它使用

ＨＴＴＰ、ＵＲＩ、ＸＭＬ、ＪＳＯＮ、ＨＴＭＬ等广泛流行的标准 和 协 议，实 现 轻 量 级、跨 平 台、跨 语 言 的 架 构 设 计。符

合Ｒｅｓｔ风格的架构被称为Ｒｅｓｔｆｕｌ，目前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ＡＰＩ接口开发。ＦＯＬＩＯ使用Ｒｅｓｔｆｕｌ风格开发ＡＰＩ接

口，确保了ＡＰＩ接口的通用性和易用性。
（３）ＲＡＭＬ。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采 用 ＹＡＭＬ格 式 定 义 的 ＡＰＩ建 模 语 言 设 计 ＡＰＩ。使 用

ＲＡＭＬ可以快速地构造ＡＰＩ，借助开发工具将完成建模的ＡＰＩ文档变成服务端提供的服务，通过单元测试脚本保

证ＡＰＩ实现的正确性，利用工具生成可视化的ＡＰＩ文档。ＦＯＬＩＯ的核心即在于ＯＫＡＰＩ，所有操作都经过ＡＰＩ完

成，因此使用ＲＡＭＬ可以有效提升大量ＡＰＩ开发效率，并形成接口文档供所有开发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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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Ｓｔｒｉｐｅｓ。Ｓｔｒｉｐｅｓ是一个开源的，基于Ａｃｔｉｏｎ的Ｊａｖａ　ｗｅｂ框架。它没有额外提供外部配置文件，而是借助

于注解和约定等技术，简化了开发过程。Ｓｔｒｉｐｅｓ充分利用了Ｊａｖａ中注解和泛型等特征，从而使Ｊａｖａ开发者不必维

护外部配置文件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５）Ｒｅａｃｔ。起源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公司的内部项目，最早用于开发应用ＵＩ的前端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ＭＶＣ框架，现在已经

变成了一套用于开发前后端 Ｗｅｂ　ＡＰＰ的方案，被认为是未来 Ｗｅｂ开发的主流工具。其最主要的优点是，只需要

写一次ＵＩ，就可以同时运行在服务器、浏览器和手机上。并且借助其衍生的Ｒｅａｃｔ　Ｎａｔｉｖｅ项目，可以让开发者以

开发 Ｗｅｂ　ＡＰＰ的方式来开发Ｎ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
（６）Ｒｅｄｕｘ。Ｒｅｄｕｘ是一个应用数据流框架，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数据流管理，主要特点是单一数据来源，保

证了整个应用中的数据都保存在同一个Ｓｔｏｒｅ中，具备可预测结果的性质和严格的组织结构，让代码更容易维护。

ＦＯＬＩＯ所采用的开发技术既保证了先进性，也提高了项目开发的效率，借助这些主流成熟的开源技术和开发

框架，使ＦＯＬＩＯ具备了良好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１．６　ＦＯＬＩＯ项目进展

ＦＯＬＩＯ项目自２０１６年发布以来，因其独特的理念而备受关注，项目进度在基金会和社 区 的 管 理 下 稳 步 推 进

（见表２）。从其官网发布的最新消息看，将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发布Ｂｅｔａ版，２０１８年底正式在第一家图书馆部署实施。

ＦＯＬＩＯ采用开源方式发布，其ＯＫＡＰＩ核心部分的全部源代码已经托管在了Ｇｉｔｈｕｂ，任何人都可以从Ｇｉｔｈｕｂ同步

源代码进行本地化部署测试，也可以加入开发者团队贡献自己的程序。ＦＯＬＩＯ项目工程管理采用了敏捷开发的思

想，每周评估项目进度并沟通路线图，产品委员会负责协调新的开发团队和与专题兴趣小组的合作，设定开发任

务和开发周期。产品经理将开发任务分解并 下 发 给 设 计 小 组 和 开 发 小 组。敏 捷 开 发 保 证 了 产 品 开 发 的 快 速 迭 代，

特别兴趣小组和开发人员的 讨 论 有 助 于 明 确 需 求，减 少 无 谓 改 动。每 月ＦＯＬＩＯ都 会 在 其 官 网 更 新 项 目 进 度［１４］，

便于让关注者跟踪，目前整个平台整体完成度已达９０％。
表２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发布的项目进度及各模块完成度

模　块　名　称 开　发　中　功　能 模块完成度

资源存取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
基本流通功能、馆藏借还、超期罚款。 ２７％

元数据管理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基本书目管理功 能、记 录 增 删 改、导 入 导 出、记 录 替 换、

统计报告。
２７％

用户管理

（Ｕｓ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授权系统集成 （如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ＯＡＵＴＨ）、认证系统。 ５０％

运营管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租户管理、图书馆基本信息配置、内部机构和应用管理。 ５３％

采访模块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基本采访功能、经费管理、订单管理、支付管理、协议管

理、访问和认证模式管理。
７％

统计模块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评估每种功能的统计需求、机构报告需求。 ５％

２　ＦＯＬＩＯ面临的挑战与分析

２．１　图书馆使用开源产品的顾虑

ＦＯＬＩＯ以开放作为其重要标志，并且以开源软件的授权方式发布。开源软件产品有许多优点，如遵循通用的

开放标准，摆脱受限于特定的系统软件供应商，可从世界范围的用户社区获取帮助等。相对于商业软件完善的服

务体系和产品培训，开源产品更多地依靠社区提供技术支持和馆员摸索，这是图书馆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总结开

源图书馆自动化系统ＫＯＨＡ在国外的经验，可以发现产品功能的更新和日益完善、开源社区的活跃度、完善的产

品手册和技术文档、由 联 盟 和 机 构 牵 头 的 合 作 模 式、商 业 公 司 提 供 的 技 术 服 务 等 都 是 其 取 得 成 功 重 要 因 素［１５］。

ＦＯＬＩＯ目前在开放图书馆基金会的管理下，已经形成了多方参与的活跃社区，产品源代码完全在Ｇｉｔｈｕｂ上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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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ｋｉ网站上的项目文档也较为完备，商业服务厂商对于项目的支持，都为图书馆选择使 用ＦＯＬＩＯ打 下 了 良 好 的

基础。此外，图书馆 仍 然 需 要 注 重 自 身 技 术 力 量 的 培 养，充 分 分 析 自 身 需 求，对ＦＯＬＩＯ进 行 全 面 测 试，凭 借

ＦＯＬＩＯ的开放性，将测试结果和改进意见通过社区反馈，共同推动产品发展。

２．２　应用生态的发展

ＦＯＬＩＯ的目标是构建一个高度模块化，可单独定制个性化应用，选择性地组成一个适合各自图书馆的服务平

台。这种模块化应用的集成平台，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虽然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但是因为每个人对于手机功

能需求不同，安装了不同的ＡＰＰ，构成了每个人个性化的智能手机。ＦＯＬＩＯ的平台化思想如同当前的智能手机，

不同的组织或个体可以单独开发特殊的应用，而不是所有功能都由一家公司开发。在应用市场中，图书馆可以免

费或者付费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应用。这样的应用市场，需要多方参与，只有平台上的开发者越来越多，应用市

场上的产品才更加丰富，能够提供的功能才更加个性化，对于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支持响应才更加迅速。良性发展

的生态系统是ＦＯＬＩＯ未来需要重点打造方面之一。

２．３　产品研发的速度

自发布以来，ＦＯＬＩＯ项目已经取得了诸多进展，但不得不承认其起步时间较晚，目前仍未提供一个完整的可

实际应用的系统。ＥｘＬｉｂｒｉ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ＯＣＬＣ的图书馆服务平台已经在１　０００多个图书馆 中 使 用。２０１６年 哈 佛

大学和剑 桥 大 学 图 书 馆 都 选 择 了 Ａｌｍａ，这 使 它 在 学 术 图 书 馆 界 的 声 名 鹊 起。同 时，ＷｏｒｌｄＳｈａ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在中等规模的学术图书馆中也得到了有力的响应。虽然ＦＯＬＩＯ目前已有６０多人的开发队伍，并且采用敏

捷开发思想提升产品研发速度，但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尽早发布并在图书馆中部署使用才能避免市场被其它厂

商所占据。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图书馆已经确定作为ＦＯＬＩＯ　Ｂｅｔａ版的用户［１６］，用以展示ＦＯＬＩＯ平台不仅具备

支持图书馆传统服务的各项功能，也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可灵活满足图书馆的创新服务。

２．４　我国图书馆选择ＦＯＬＩＯ的困难

ＦＯＬＩＯ要被我国图书馆采用，还要解决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是产品的汉化，目前国内图书馆采用开源图书馆

系统的数量很少，也反映出我国图书馆对于开源系统的认知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提供开源软件技术支持服

务的厂商凤毛麟角，也在一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图 书 馆 实 施 开 源 产 品 的 信 心。ＦＯＬＩＯ专 题 兴 趣 小 组 中 已 有 国 际 化 小

组，中文版本语言包应在开发之中。ＣＡＬＩＳ作为首批加入ＦＯＬＩＯ社区的图书馆联盟，对在国内推广ＦＯＬＩＯ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凭借ＣＡＬＩＳ的 影 响 力，可 以 极 大 提 升 国 内 图 书 馆 对ＦＯＬＩＯ的 认 识，了 解ＦＯＬＩＯ的 先 进 性。

ＣＡＬＩＳ已经选择ＦＯＬＩＯ进行本地化开发，目前正在利用ＦＯＬＩＯ研发下一代国产图书馆服务平台。ＣＡＬＩＳ对于国

内图书馆的需求理解更加透彻，将为ＦＯＬＩＯ进入国内市场做出特别贡献。

３　结语

图书馆服务平台是下一代图书馆系统的发展方向，也是图书馆未来几年重要的关注方向和实践领域。相对于

商业产品高昂的价格、被垄断的市场，ＦＯＬＩＯ以开源软件形式发布，其系统设计的开放性、技 术 架 构 的 先 进 性，

使其在扩展性、灵活性和个性化方面独具特色，是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另一种选择。国内图书馆有必要对ＦＯＬＩＯ保

持关注，有能力的图书馆可以尝试搭建测试开展研究，为深层次开发提供实践探索，为推广开源软件产品在国内

图书馆的应用提供有益经验。

注释

［１］徐健晖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２０１７年图书馆版》的解读与启示［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 （１）：２７－３３．
［２］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２０１１：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Ｒ／ＯＬ］．［２０１８－０４－３０］．ｈｔｔｐｓ：／／ｌｊ．ｌｉｂｒ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１／

０３／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２０１１－ｔｈｅ－ｎｅｗ－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３］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ｅｎ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５：５－１９．
［４］陈武，王平，周虹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初探［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 （６）：８２－８７．
［５］刘炜 ．关于 “下一代图书馆系统”的思考［Ｊ］．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５ （５）：７－１０．
［６］杨新涯，袁辉，沈敏 ．向服务平台转型的下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实践研究［Ｊ］．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５ （９）：２３－２７．
［７］李娟，张雪蕾，杨峰 ．基于实证 分 析 的 下 一 代 图 书 馆 服 务 平 台 选 择 策 略———以 ＡＬＡＭ、Ｋｕａｌｉ　ＯＬＥ、ＯＣＬＣ　ＷｏｒｌｄＳｈａｒｅ和Ｓｉｅｒｒａ为 例

［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７ （３）：８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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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用户行为需求，从而帮助图书馆更好地开展移动服务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１］Ｗｉｌｓｏｎ　Ｔ　Ｄ．Ｈｕｍ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 （２）：４９－５５．
［２］宋雪雁，王萍 ．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述评［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０ （４）：６２５－６２９，６３６．
［３］ＩＳＩＣ：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２０］．ｈｔｔｐ：／／ｉｓｉｃ２０１６．ｃｏｍ／？ｌａｎｇ＝ｅｎ．
［４］Ｗｉｌｓｏｎ　Ｔ．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ｒ：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 （４）：４５７－４６４．
［５］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　Ｋ　Ｅ，Ｆｉｄｅｌ　Ｒ，Ｂｒｕｃｅ　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３５：４３－７８．
［６］张岩 ．移动搜索需求及行为模型的实证研究［Ｊ］．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１ （１０）：１－２４．
［７］李书宁 ．用户情景敏感数字信息服务的概念模型［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１ （７）：４５－４９．
［８］任立肖，檀柏红 ．网络用户信息查询行为模型构建［Ｊ］．图书馆学研究 （理论版），２０１０ （３）：５７－６１．
［９］朱婕，靖继鹏 ．国外信息行为模型分析与评价［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５ （４）：４８－５１，１３０．
［１０］李腾，刘晶 ．基于情境的用户信息行为模型比较分析［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２ （２１）：７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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