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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传统分类法是 1 种重要的信息组织方式 ,目前的网络环境对传统信息分类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DDC,L CC ,UDC

等传统分类工具在对网络资源组织时 ,存在着自身优势和局限性 ,传统分类法在 未来的发展 中应该遵循 一定的原则 ,对构

建统一的网络资源分类法提出了建议 。

关键词 : 　分类法 ; 网络信息 ; 网络环境

中图法分类号 : 　TP393. 0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225174 (2008)05 Ⅱ2093204

　　目前 ,网络信息的组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计

算机网络的深入发展使网络信息分类更具有专业性。

但是 ,学术界对于网络信息分类的看法不一 ,还未形成

完整的 、可行的分类体系 ,这与网络信息特点有很大关

系[ 1 ] 。网络信息分类目前主要依靠搜索引擎传统分类

法或主题法在计算机辅助软件下进行[ 122 ] 。虽然国内

已经出现如雅虎 、搜狐等较成功的网络信息分类体系 ,

但仍有一定的不科学性和局限性 。尽管如此 ,通过合

理使用分类法 ,构建 1 个可操作的网络信息分类体系

仍然是可以做到的。

1 　传统分类法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现状分析

1. 1 传统分类法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现状

传统分类法网络版的研制和开发是使传统分类法

走入网络环境的关键性环节[223 ] 。由 于在 网络 环境 下

运行 ,它一方面包含印刷版的所有内容 ,另一方面通过

计算机用户管理系统的自动统计和自动积累功能 ,可

以非常及时 、方便的进行数据更新、类目补充修改 ,大

大缩短了传统文献分类法的更新周期 (传统分类法的

更新周期 平均为 6～7 a ,电 子版为 1～3 a) ;应用 了

www 超文本技术 ,实 现了 相关类目与类目 、类目与注

释等的超文本链接 ,对有相互关系的类目及注释 ,可以

灵活方便的实现跳转 ,可显示类目间的非线性纵横联

系 ;同时 ,通过超 链接促 进了分 类与主 体一体化 的结

合[ 3 ] 。网络版分类法不仅增加了适应网络环境下运行

的多种功能 ,同时保留和强化了原有传统文献分类法

所具有的优势 ,是现今各类门户网站使用的用于组织

分类搜索引擎的、自编的网络信息分类系统远远不能

比拟的 。因此 ,高校在对电子化的图书、期刊及各种形

式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有序化组织方面 ,传统分类法

网络版具有更强的优势 。这也正是为什么传统分类法

在网络环境下获得了新生的原因所在 。

1. 1. 1 以DDC为代表的国外传统分类法在高校网络环

境中的应用 　　在国外 ,自 1980 年代就对 DDC,LCC ,

UDC等主要分类法应用于联机 环境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 ,为文献分类法在网络信息组织中的应用作了必要

的准备[ 4] 。就 DDC 而言 ,早在 1993 年就开发和出版

了 MD2DOS版的“电子杜 威”;1994 年升 级为窗 口版

“视窗杜威”;2000 年“网络版视窗杜威”诞生 ;2003 年 6

月它的最新版 ———第 22 版的网络版 与其印刷版同时

推出 。自 1996～2001 年间 ,Dewey for Windows每 年

更版 1 次 ;自 1997 年 ,DDC编辑组通过他们的网站每

月将其选出的新号码和变化情况发送至 DDC ;自 2000

年以来 ,将 WebDewey 作为 DDC 更新的主要来源 ,每

个季度发布 1个全部更新过的版本[ 1 ] 。

DDC第 22 版则是 1 个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在网

络环境下产生的分类系统 ,因为该网络版不仅包括其

印刷版的全部内容 ,还能实现在网络环境下分类法编

辑组对其进行的每季度的实时更新 ,帮助高校图书馆

管理员 、图书馆专业学生和图书馆用户在使用 DDC时

更加高校 、易用 。另外 ,DDC网络版的运行 、维护和更

新这一系列工作都是依托于 OCLC 网站的 Dewey ser2
vice 进 行的[ 1 ] 。作 为 DDC 网络 版的载 体 ,可以 看到

Dewey service 由 About DDC ,Latest versions, Educa2
t ional resources,Ordering , Support 等 几个 板 块 组 成 。

进入每个板 块 ,还会看到分层次的各类内容 。通过这

些板块和窗口 ,实现了与用户之间信息的双向交流和

互相沟通 ,保证了 DDC网络版的编辑小组在及时得到

各种信息反 馈的同时 对 DDC 进 行实时 修改和 更新 。

这些对 DDC网络版的运行 、维护都是至关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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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C ,LCC ,UDC等主要分类法除了被世界上极大

多数的图书馆用作信息资源的组织工具外 ,还被用于

组织网上资源的浏览机制 。目前 ,现有一些大的因特

网站或搜索引擎已采用他们组织 Internet 信息资源。

1. 1. 2 以《中图法》为代表的国内传统分类法在网络环

境中的应用 　　就我国传统分类法网络版的研制与开

发的进展 情况 来看 ,与 国外 相比 却存 在着 一定 的差

距[ 122] 。主要表现为《中国图书分类法》网络版至今还

未问世 ,导致《中国图书分类法》与 DDC ,LCC ,UDC 等

世界知名的主要分类法相比更新和前进的步伐缓慢了

许多 。因此可以说《中国图书分类法》至今还未真正走

入网络环境 。

2000年 ,我国在出版《中国图书分类法》电子版的

同时也建立了《中国图书分类法》网站[ 3 ] 。与 DDC网

站功能完善的运行状况相比起来 ,《中国图书分类法》

的网站却有很多令人遗憾之处。目前 ,《中国图书分类

法》网站虽然设有《中国图书分类法》概况 、中图法编委

会等板块 ,但仅提供 了少 量的 介绍 性内 容。这些板块

的内容显然长时间已经没有更新了 ,“消息动态通报”

板块反映的全都是 2000 年发生的事件 。有的板块 进

入之后还没有具体的内容 ,例如“新学科新主题”、“疑

难问 题解 答”、“中 图法 电子 版”等 板块 就还 未启 动 。

“中图法 BBS站”板块没有设置链接点 。

总的来说 ,该网站缺乏《中国图书分类法》、《中国

分类主题词表 》的使用情况 、更新 进展 、研究项目等动

态性信息的反映以及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反馈 ,在线沟

通的手段 。尤其 是当用 户无法 方便的 在网上获 取到

《中国图书分类法》电子 版时 ,无疑影响了它在用户中

的使用和推广 ,以及通过信息反馈及时进行自我更新

的进度 。这些反映了我国《中国图书分类法》网站建设

中的欠缺和薄弱之处 。从近期看 ,这种状况无疑会影

响到《中国图书分类法》网络 版产 生和 发展 的步 伐 ;从

长远看 ,将会影响到《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生命力以及

我国在网络信息资源 (尤其是中文网络信息资源) 组织

方面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

1. 2 传统分类法的优势及局限

1. 2. 1 传统分类法的优势 　　传统分类法是以知识门

类的层层划分 ,以代码为标识来揭示和组织信息的 ,它

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反映了知识全貌和其内在的逻辑联

系 ,它的知识系统性和标识语言的的通用性以及族性

检索能力和扩检缩检功能 ,是其它情报信息检索语言

所不具备的 ,也是无法取代的 。总体来说 ,传统分类法

和其 它 组 织 网 络 信 息 的 工 具 相 比 ,有 以 下 一 些 优

势[ 25]

( ) 等级结构便于用户查找时进行浏览 。文献分类法

是 个完整的知识分类等级体系 ,类目之间有严密的

逻辑关系 ,全面揭示了知识的内在联系 ,适合浏览检索

和对主题进行分类控制 ,适合非专业用户对不熟悉的

专业范围进行检索 ,这是目前搜索引擎所不能达到的 。

(2) 扩大或缩小检索范围 ,从而提供查全率和查准率 。

使用按等级顺序排列的分类法 ,一方面可以通过上下

位类的知识逻辑关系和类号之间的层次隶属关系或平

行关系 ,扩大或缩小检索范围 ,提高检全率 ;另一方面 ,

检索提问可以被限制在一定的收集范围内 ,从而减少

错误的检索结果 ,提高检准率 。

(3) 能够进行多语种检索。因为绝大多数分类法采用

的是符号标记 ,而不是采用专门的语言 ,即标记符号和

特定的语言 是独 立的 ,不同语言之间可以转换 。检索

者用 1 种语言输入检索词 ,可以检索到这一主题领域

中其它语言的资源 。

(4) 可以用来组织非文本信息 。在网络环境中 。对于

一些非文本信息 ,如数值 ,图形 ,图像 ,声音和视频等非

结构化信息 ,其内容特征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分类法

的聚类功能及其代码标识为非文本信息资源提供了 1

条可行的途径 ,能对其进行粗分类 ,集中 ,并结合其它

方式使之有序化 。

(5) 具有广泛使用的基础。分类法经过了上百年的发

展 ,体系已相当完善 ,不会轻易被废弃 ,并大多分类法

仍在不断地修订中 。在组织信息资源方面的作用也已

得到广泛认可 ,一般的图书馆用户对分类法都有或多

或少的认识。并且现在大多分类法都有机读格式的 ,

方便在网络环境中应用 。

1. 2. 2 传统分类法的局限 　　传统分类法作为组织文

献信息的重要工具 ,主要是针对传统纸质文献进行管

理 ,是在组织文献而不 是组织知识 。对于网络这 样 1

个瞬息万变 ,而且资源及其复杂的环境来说 ,它的应用

还是有局限的[ 425 ]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能

及时反映新的信息。稳定性是组织传统文献的优点 ,

但在组织网络信息的时候往往不能够及时调整 ;二是

把逻辑上相关的信息分割在不同的地方 ;另外 ,传统分

类法更新慢 ,体系变更 难度大 ,类目 关系表达 能力不

足 ,类目名称专指性差 ,分类规则和技术不易掌握等 ,

都阻碍了分类法在计算机和网络环境中的应用 ,分类

法要充分发挥其独到的作用 ,必将有 1 个艰难的改造

过程 。

2 　传统分类法在未来的发展中应遵循的原则

2. 1 统一 ,规范化

目前 ,网络环境中的各种分类体系都存在很大的

问题 ,如类目划分不一 ,归类不当 ,分类不到位 ,类名不

准确等[ 25 ] 。在网络环境中 ,用户更注重的是对知识内

容的管理和利用 ,因此要求传统分类法中的类目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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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机动地协调概念 ,较 贴切 的反 映文 献主 题。规范

类目的名称 ,类目的分类级别 ,类目的排列次序等 ,再

次避免因强调特色而产生的同类文献标引不一致、分

类号标引不规范 、类 目类 名不 确切 等现 象。在网络环

境中 ,传统分类法应适应网络发展趋势 ,走统一规范化

的发展道路[ 2 ] 。以信息资源共享为目标 ,博采各分类

法之长 ,通过合理配置 ,确保分类法的统一性、有序性

和权威性 ,使传统分类法在“重组”、“改造”中获得新的

生命力 ,在 新的 网络 环境 中发 挥其 独特 的作 用。只有

统一 ,规范的分类法 ,才能使多种分类法相互转换 ,满

足不同用户的多样需求。

2. 2 兼容性

兼容性一 方面 是指 各分 类法之间的兼容 。目前 ,

世界上的几部 大型分类法 都在寻求联 合 ,如 DDC 与

UDC计划合作编制地区表 ,UDC与 BC也正在探讨合

作修订医药类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是指分类法与主题

法的兼容 ,即分类主 题一 体化 的思 想。分类主题一体

化是将分类检索语言和主题检索语言融为一体 ,从而

形成一种兼具各种标引和查询功能的检索语言 。这种

检索语言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灵活性 ,克服了传统分

类语言单纯以学科聚类、主题语言单纯以事物聚类的

局限性 。吸取二者的长处 ,既可进行族性检索 ,又可进

行特性检索 。采用分类主题一体化的方式对信息和知

识进行组织 ,可为用户提供分类的、主题的、分类主题

一体的查找功能 。因此 ,建立分类体系与控制词表的

系统联系 ,将标引语言纳入分类体系 ,这样既可以用自

然语言直接检索 ,也可以在任何类下进行语词检索 ,从

而较好的实现分类与主题的兼容。

2. 3 易用性

是指分类法在类目设置 ,类表的显示 ,类表的使用

以及词汇的选择上 ,为用户提供便利条件 ,使连接速度

快 ,界面友好 ,无空链 ,死链 。增强传统分类法 的易用

性可从以下几方面入 手。( 1) 多维揭示 :传 统分类法

的一维的、线性的信息资源组织方式 ,无法适应网络信

息资源的多维结构 ,同时也无法满足网络用户的多维

检索要求。因此应从多个角度来揭示信息资源以满足

不同的需求 。在类目的划分上 ,不再局限单一的划分

标准 ,可同时使用若干标准进行划分 ,建立若干从属目

类的平行子类 。通过这种新的多维的分类体系 ,可以

有序而有效的组织网络信息 ,为用户提供多途径 、多视

角的检索。还可利用超文本技术组织网上信息 ,既可

进行顺序阅 读 ,也可进行 跳跃式阅读 。(2) 降低分类

难度 ,建立 知识 完整 而又 重点 突出 的分 类体 系。网络

环境下 ,基本大类的设置 ,除了要考虑知识的完整性 ,

还要考虑网上某些信息的重要性和用户的兴趣 。由此

可将一些重要的二、三类目提升到一级类目 ,以增强其

易用性 。同时降低分类的难度 ,在充分考虑传统分类

法的逻辑结构的基础上 ,坚持为用户服务的观点 ,强调

广大用户获 取信 息的 易用 性。采用粗分类的原则 ,因

为网上的信息不仅有文本信息 ,还包括非文本信息 ,与

传统的信息相比其可标引的内容更加丰富 ,如果类目

设置过于专业化 ,一般用户很难找准检索途径和检索

入口 ,从而容易造成误检 、漏检。再加上网络信息资源

的日新月异 ,学科分支越来越细 ,新的学科不断出现 ,

有必要对传统的分类法进行调整 ,而粗分类原则可以

适应这一发展趋势 ,以便用户可以更好的利用网络信

息资源 。

2. 4 直观性

传统分类法结构严谨 ,隐含的联系和限定贯穿于

整个分类表 ,采用数字 、字母作为标识符号 ,不易被一

般用户接受 ,更何况是来自不同专业 、不同水平的教师

和学生用户 。因此 ,传统分类法应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

增加其直观性 、透明性 ,将类名 ,类目设置 ,类表以及类

表的使用方法等充分地展现给用户 ,建立良好的用户

界面 ,并提供及时的帮助 ,使用户了解分类法 ,掌握分

类法 ,以便更好的应用分类法来检索信息。

2. 5 灵活性

传统分类法的稳定性较好 ,修订 1 次需要几年或

几十年 ,并且不会从根本上改动其结构体系 ,但这种分

类法的滞后现象 ,使网 络环境 中出现的 新事物 ,新学

科 ,新概念得不到及时地反映 。因此未来分类法的发

展 ,需增强其灵活性 ,达到可随时进行类目的增删改或

结构的调整 ,以适应动态网络信息资源发展的需要。

3 　构建统一的高校网络信息分类法

现有的网络信息分类体系 ,无论是体系完整性 ,类

目的划分和设置 ,还有类目的内涵 ,外延各不相同 ,使

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 ,检索造成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 ,

建立统一的网络信息分类体系势在必行 。但必须遵循

面向网络信息资源 ,面向网络技术环境 ,面向用户的原

则[ 627 ] 。

3. 1 建立网络信息分类法

建立网络信息分类法是为了满足高校不同网络用

户的需求 ,其基本大类的设置 ,除了要考虑知识领域的

完整性 ,还要考虑网上某些信息的重要性与用户的兴

趣[ 6 ] 。为此可以按照信息量和访问频率 ,像前面提到

的一样 ,将一 些重要的 二、三 级类目 提升到一 级类目

中 ,以增强易用性。

3. 2 采用等级结构 ,建立多维的分类

为了方便用户浏览 ,多角度揭示知识的内在联系 ,

可以构建多维的等级分类体系[ ] 。在类目的划 分上 ,

不再局限于单一标准的逻辑划分 ,不再遵循同一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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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率 ,可以同时使用若干标准进行划分 ,建立若干从

属母类的平行子类。

3. 3 适当控制类目级数

传统的分类法是典型的树型结构体系 ,它是依据

知识的内在逻辑 ,按照统一的划分标准 ,从总到分 ,从

一般到个别 ,从一组概略的类目出发 ,通过层层划分 ,

形成比较纵深的等级结构[ 6 ] 。类目级数越细 ,知识 的

系统性越强 。而网络信息分类的目的 ,不是为了更加

系统 ,深刻的揭示知识 ,而是为了方便用户查找信息 ,

使用户最快找到需要的信息 。因此 ,网络信息分类法

的划分不宜过细 ,一般控制在 3 ,4 层即可 。

3. 4 引用“分类主题一体化”方式组织信息

传统分类法的系统性较强 ,有利于族性检索 ,符合

人们的思维 ,检索习惯 ,但分类检索的检全率较低 ;而

主题法则为 用户提 供了最 直接 ,直观 ,简便的检 索途

径 ,有利于特性检索[ 5] 。但在用主题法检索时 ,结果中

可能夹杂着大量不切题和无用的信息 ,从而导致检准

率较低 。因此 ,只有将两者相结合 ,采用“分类主题一

体化”方式对信息进行组织 ,才能对不同层次和需求的

用户提供分 类的 、主题的 、分类 一体化 的信息查 询功

能 。

总之 ,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资

源共享性 ,而网上信息分类体系的相对统一 ,有助于网

上信息的检 索和 共享 利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 ,网络信

息分类体系终会走向统一 ,并更加合理化和科学化 ,使

我们能够迅捷的找到所需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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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 ication Research on Uni versity Network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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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t raditional classif ication is an important i nformat ionorganizat ion method. Nowadays, the net2
work envi ronment creat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t raditional classif ication. DDC , LCC , UDC and other t radi2
tional classif ication methods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 sadvantages in organizi ng i nternet information. Some

development rulesof the t 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in the future are anal yzed and suggestions about constructing

uniform classifications in network environment are also int 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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