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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研究中信息需求的特点与痛点研究∗

□聂磊　杨丹

　　摘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分析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信息需求,能够为国际视野

下的图书情报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文章通过对１９位学者的访谈调研,发现区域国别研究中的

信息需求具有信息来源广、涉及语种多、地理属性强等特点,研究者在信息获取过程中的痛点在

于国内文献资料不足且分布不均衡,对象国图书馆、档案馆开放性不足,所需信息来源分散等.
以上发现能够为国际视野下信息资源服务在理念、平台、模式、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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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

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１].随着我国前所未有

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更好地认识世界,进而更

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成为愈发重要的问题.这一背景

下,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２０２２年,区域

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新设一级学

科[２],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面向

２０３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也指

出要“加强和改进国别与区域研究”[３],这一研究领

域正快速发展.
区域国别研究离不开全球信息作为支撑,全球

视野的信息服务存在巨大开拓空间.“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学界对全球信息服务的关注逐渐增多.
部分研究者通过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信息、
科学文献等数据,探讨了不同视角下的全球信息需

求与相应的资源体系构建问题[４－５].而在资源建设

机制和模式的研究中,文献和数据两类常用资源得

到了重点关注.文献资源方面,对周边国家文献资

源体系[６]、外 文 文 献 资 源 保 障 现 状[７]、图 书 馆 联

盟[８]、多语种馆藏建设[９]等问题研究较多.数据资

源方面,已有学者在调研“一带一路”数据库现状的

基础上探索建设经济管理等专题数据库[１０],并探讨

了其中的机制与模式问题[１１－１２].除此以外,全球视

野的情报决策支撑[１３]、信息资源整合模式[１４]、信息

服务平台建设[１５]、文化情报[１６]、前沿技术应用[１７]等

问题也已得到业界关注.
现有研究主要从信息视角出发,研究信息的整

合、组织、决策支撑等问题,但从用户视角对全球信

息需求的一手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少面向相关领

域研究者信息需求的调查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对

区域国别领域的研究者进行访谈,进而通过一手资

料归纳其所需全球信息的内容与特点,以及其在信

息获取和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的痛点,以期为全球

信息资源建设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１　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区域国别领域的研究者.
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尽可能地积累与某一

个国家或者地区有关的、全面的知识”[１８],这一领域

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特征,其研究者也来自不同学

科.因此,在抽样阶段,为了更好地锁定区域国别研

究者,本文将其界定为在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工作并

且将自己的研究界定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
为了提高样本代表性,本文采用了判断抽样与

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首先定向邀请了５
位以不同区域国别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并在访谈后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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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其推荐关注其他区域的研究者,共进行两轮推荐,
当访谈信息饱和后停止招募,共招募１９位受访者

(见表１).虽然样本总量不大,但充分考虑了以下

三方面的特征以提高样本代表性:(１)考虑到区域国

别研究具有地理特征,研究不同区域的学者可能具

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因此在招募受访者时,本文重点

考虑了地域覆盖性,受访者的研究对象国涉及亚洲、
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主要区域,地域覆盖性

广;(２)考虑到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特征,本文在

招募过程中也考虑了学科分布,受访者的教育背景

包括语言、政治、历史、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符合交叉

学科的特征;(３)受访者中４位有正高级职称、５位

有副高级职称、１０位有中级职称,覆盖了不同专业

职称的研究者.
表１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代号 职称 研究区域/国别 代号 职称 研究区域/国别

A 讲师 非洲 K 副教授 俄罗斯东欧中亚

B 讲师 印度 L 副教授 澳大利亚

C 教授 拉丁美洲 M 讲师 马来西亚

D 讲师 俄罗斯东欧中亚 N 副教授 伊朗、土耳其

E 讲师 日本 O 教授 德国

F 教授 德国 P 讲师 南亚

G 讲师 美国 Q 副教授 西班牙等西语国家

H 副教授 葡萄牙等葡语国家 R 教授 英国、爱尔兰、欧盟

I 讲师 法国 S 讲师 斯里兰卡

J 讲师 东部非洲

研究进行了两阶段访谈.第一阶段对３位受访

者进行开放式访谈,围绕其研究经历和区域国别学

这一学科进行交流,进而在整理访谈资料的基础上

形成第二阶段的访谈提纲,规避敏感问题,聚焦于区

域国别研究中对信息的获取和使用现状,尤其是其

中的各类痛点.第二阶段对１６位受访者按照相同

的访谈提纲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围绕以上问题进行

深入讨论.
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同步进行了访谈资料整

理,在语音识别技术辅助下整理出约２６万字的访谈

资料.然后在所有访谈完成后,使用质性数据分析

软件(MAXQDA)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并记录备注,
最终基于访谈资料、编码和备注对区域国别研究中

信息需求的内容、特点以及研究者在信息获取以及

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的痛点进行归纳.

２　区域国别研究所需信息的内容与特点

２．１　需求内容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属性,并且不同区域

国别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不同研究方向、不
同对象国的学者在信息需求上存在一定差异.为了

识别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共性需求,本文归纳了受

访者明确提及的信息需求,进而根据提及频次,将半

数以上受访者提及的需求视为通用需求,将不足

２５％受访者提及的需求视为专有需求,二者之间的

部分归为次通用需求,三类需求的主要内容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研究者信息需求分类

通用需求方面,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及了研究

专著和期刊论文,这符合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此处

不再赘述.除此之外,新闻媒体也是区域国别研究

的重要信息来源,多数研究者会持续追踪对象国的

新闻媒体,记录事件、人物、组织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作为研究素材,这一过程中主要采用人工浏览的方

式,少数研究者已经尝试使用爬虫技术采集新闻媒

体信息.而未明确提及将新闻媒体视为常用信息源

的受访者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受访者的研究问题

较少涉及时事,例如历史导向的文学研究;另一类受

访者研究的对象国网络不发达,导致新闻媒体信息

获取极不便利.
次通用需求方面,研究者会基于对象国政府网

站公布的领导人讲话、政策、重大事件等信息研究其

内政、外交等问题,基于各国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

开放的档案、史料研究历史问题.各国的基础国情

数据常用于勾勒研究背景或作为具体观点的佐证,
此类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国的统计部门以及联合国、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同时,智库报告也是常用信

息,例如美国智库的各类报告不仅被用于研究美国,
还能够研究其他国家.部分学者已经开始使用社交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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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研究对象国,这不仅是由于社交媒体在信息时

代起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

在全球的高渗透率提高了研究特定问题的可行性,
例如国别对比研究、传统媒体不发达地区的传播研

究等.
除以上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需求外,部分研究者

会基于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研究对象国特定阶段

的历史、文化等,也有少量研究者使用政党、事件等

特定领域的数据库,总体来看,区域国别研究对基础

国情数据以外的其他量化数据使用频率并不高.除

此以外,在研究信息资源匮乏的地区,研究者也会使

用个人手记等一些非正式渠道的信息.

２．２　需求特点

单从以上需求内容来看,区域国别研究与面向

国内问题的研究并没有显著差别.结合区域国别研

究的相关讨论以及访谈资料,本文发现区域国别研

究中的信息需求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３方面.

２．２．１　信息来源广

面向国内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特定领域、特定问

题.而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将分散在

多个学科的知识整合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式

理解,“激发出任何一个单独学科都无法形成的知识

谱系”,这也正是其作为交叉学科的价值所在[１９].
这一特征表明区域国别研究对信息广度具有更

高要求,其可能涉及对象国家或地区的众多方面,其
中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类信息,还包括自

然资源、环境等自然科学类信息,甚至一项研究就会

同时使用到多种来源的信息.例如,受访者C举例,
在研究某一资源出口国时,可能同时需要其资源储

量和开采量、对外贸易、国内政党、区域局势等方面

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分布在当地新闻、国际组织报

告、当地政府网站、第三方智库报告等多个来源.

２．２．２　涉及语种多

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国遍布全球,因此在研究

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语种问题.通过访谈,本文

发现在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问题较少被提

及,这或许是因为早期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多具有

对象国语言背景.但随着区域国别学由点向面的发

展,面向不同语种国家的研究将不断融合,多语种问

题也将不断突显.
因此,从信息服务视角来看,多语种是区域国别

研究的重要特点.首先,在资源建设的过程中需要

解决多语种问题,从弥补研究空白的角度来看,如果

仅将英语资源纳入建设范围,将远远无法满足区域

国别研究的需要,甚至可能由于语种单一造成信息

偏误.其次,在信息的检索、推荐等环节,还将涉及

跨语种的自然语言处理问题.

２．２．３　地理属性强

区域国别研究以国家或地区为中心组织知识,
这意味着其研究内容带有较强的地理属性,研究资

料需要映射到地理要素.例如,研究者不仅需要对

象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还可能需要将这些

信息映射到邦、州、大区等更细化的地理区域.不仅

如此,许多社会科学问题还需要结合当地的海拔、地
貌等地理特征进行研究.

我国的统计体系比较完善,全国或区域性的社

会调查也十分成熟,获取不同区域的信息相对容易.
但如果放眼世界,许多国家并没有如此成熟的系统,
因此研究者只能从零散的材料中获取有用信息进而

自行将其映射到所研究的地域,例如,受访者B及多

位受访者都指出研究过程中需要人工从大量新闻或

者论文中查找细化的地区数据.

３　区域国别研究者获取信息的痛点

为了探索如何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好的信息

服务,本研究在访谈中重点与受访者探讨了其在信

息获取中的痛点.
现阶段,区域国别领域的研究者多来自语言学、

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质性方法是其研究对象国的

主要方法,其中文献法和调查法最为常用,研究者一

方面基于专著、论文、档案等各类文献分析对象国,
同时通过访谈、田野调查等方法收集关于对象国的

一手资料.本文访谈结果显示,区域国别研究者在

信息获取环节的痛点在以下４方面表现得尤为

突出.

３．１　国内文献资料不足且分布不均衡

虽然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还是新生学

科,但我国对于外国的研究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已

经起步,目前教育部设立的相关培育基地和备案中

心已超过４００个,基本做到了对国家和地区的全覆

盖[１９].在多年发展中,部分研究中心已经积累了丰

富的对象国文献.但由于全球文献数量极多,加之

区域国别研究所需文献范围极广,多数受访者仍指

出国内文献无法满足其需求.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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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本文还发现国内文献资料的分布并

不均衡.例如,受访者E等指出其研究领域的多数

资料集中于少数城市的少数机构,极端情况下,国内

只有个别团队拥有关于特定国家特定问题的一手资

料(受访者D).这种不均衡进一步增加了研究者从

国内获取文献的难度.
访谈中发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为了解

决文献不足的问题,多数受访者的首选方案是从对

象国电商购买或委托当地学生购买或复印,而非从

国内机构获取.这一方面是因为对象国的资料更

全,但与此同时,由于受访者在提及这一问题时都指

出其会首先在电商或者对象国图书馆搜索到所需文

献,然后再购买或委托复印,由此可见文献索引在其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国内关于区域国别的文献

由各机构独立管理,而且很多文献分布在院系分馆

或资料室等二级单位图书馆,目前没有建立起统一

索引,研究者不易确定国内是否有所需文献,因此会

更倾向于使用对象国这一渠道,但从对象国获取文

献通常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３．２　部分对象国图书馆、档案馆开放度不足

对象国图书馆是研究者获取文献的重要渠道,
尤其当对象国是发达国家时,其图书馆通常有较好

的文献检索功能,研究者可以相对便捷地找到所需

文献,但同时也面临着版权问题.部分国家的图书

馆允许师生复印馆藏文献,但部分版权保护更严格

的国家则在这方面进行了限制,因此委托当地学生

复印文献的方法并非在所有国家都适用.
不仅如此,８位受访者指出部分国家的图书馆

对国外研究者进行了限制,例如有些国家图书馆仅

对国外研究者有条件开放,有些国家的图书馆甚至

要有国家层面的介绍信才能进入(受访者 N),这种

情况严重制约了研究者对文献的获取.
对于不涉密的历史档案,各国的图书馆或档案

馆通常也是保持有条件的开放,例如受访者F等指

出,在部分档案馆中,研究者通过预约即可看到所需

档案,也可以对部分档案进行拍照,但需要签订相关

协议,明确资料使用范围,并且部分机构不允许研究

者对资料进行传播和二次使用,这意味着需要使用

同一档案的不同研究者都要各自去一次对象国获取

资料,而无法进行共享.

３．３　所需信息来源分散

如上文所述,区域国别研究所需信息来源广泛,

这是研究者获取资料的痛点之一,即信息分散导致

工作量巨大,７位受访者明确提出了这一痛点.对

于对象国国内来源的资料,多数国家没有统一的信

息开放平台,各类信息零散分布,而国际来源的信息

则多分布在各类研究成果以及不同国际组织的专题

数据库或报告中.当研究者进行跨学科的区域国别

研究时,需要从多源、海量的信息中进行多重筛选与

查找,这一过程工作量巨大.
不仅如此,许多资料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包含在

其他信息中.多位受访者提到他们需要的重要数据

并没有存储在专用数据库或者页面中,而是包含在

新闻报道、政府报告、官员讲话或现有研究中,因而

需要通过大量人工阅读查找零星分布的数据.这不

仅会增加信息收集的工作量,还增加了使用通用搜

索引擎获取此类信息的难度,进而影响查全率.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有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

爬虫全面抓取对象国特定来源的数据,进而在限定

范围内查找所需信息.

４　区域国别研究者在信息资源建设探索中发现的

痛点

针对信息获取过程中的痛点,区域国别领域的

部分研究者已经自发地尝试建设具有领域特色的信

息资源,例如,与图书馆合作建设特定区域的文献资

源、引入技术人员建设小型专题数据库、建立文献交

流共享群等.但受访者指出,这一过程中困难重重,
其中最主要的３个难点如下.

４．１　资源数字化程度低

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已建立丰富的数字化资源体

系,其中既包括各类调查数据,也包括近年来不断发

展的大数据,研究者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量可用

资源.但放眼世界,许多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仍较低,
本次访谈中有５位受访者都提及这一问题,甚至有

受访者指出其研究的对象国有时连发邮件都存在问

题,因此数字化资源的数量也十分有限.这一点在

文献资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仅如此,版权保护

等政策因素也制约了部分文献的数字化.
资源数字化程度低意味着对于许多国家的研究

目前仍高度依赖线下资源,例如,研究者只能去当地

购买和查阅文献、现场调查等,这无疑增加了区域国

别研究信息资源建设的难度.

６３

区域国别研究中信息需求的特点与痛点研究/聂磊,杨丹

ResearchontheCharacteristicsandProblemsofInformationNeedsinAreaandCountryStudies/NieLei,YangDan



2024

年
第1

期

４．２　独立进行资源建设投入产出比低

虽然从广度来看,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基本做

到了对国家和地区的全覆盖,但如果具体到特定的

区域与国别,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数量并不多.多

位受访者指出其所处的研究圈子较小,除了欧美等

少数热点区域或国家外,多数子领域都只有较少学

者在研究.其中４名受访者明确指出,各个子领域

研究者较少会导致独立进行资源建设的投入产出比

较低.投入端,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多学科的资料,资
源建设投入较高;产出端,仅有少数研究者使用特定

区域国别的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不同子领

域独立进行资源建设.

４．３　信息共享难

如上文所述,区域国别研究所需信息的范围较

广,这增加了信息获取的难度,但与此同时,这也意

味着不同研究者需要的信息存在大量交集,例如,对
于某国的法律研究和气候研究都可能需要该国的政

府公开信息以及国际组织关于国际气候法律问题的

报告(受访者J).这为资源共享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但７名受访者提及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信息共

享的困难,除了共享意愿外,一些客观因素也制约了

信息共享,例如研究者不清楚谁拥有自己需要的资

料以及谁需要自己拥有的资料,或者部分档案馆要

求使用者不能对资料直接进行二次传播等.在访谈

中,本研究发现,由于缺乏有效的共享机制,现阶段

的资料共享主要基于师生、朋友等私人关系,而多位

受访者指出希望能够在圈子内建立更便捷的信息交

流共享平台.

５　启示

上文利用一手资料探索了区域国别研究所需信

息的内容与特点,以及研究者信息获取和信息资源

建设过程中的痛点,下面从４方面为新设一级学科

的信息资源建设工作进一步推进提供启发.

５．１　理念创新:从独立建设到联盟共建

面对上百个国家、上百种语言、数十个领域并且

来源分散的巨量信息,区域国别研究信息资源建设

困难重重、成本高昂,单打独斗的模式不仅投入产出

比低,难以建立统一的区域国别信息资源平台,甚至

可能形成更多信息孤岛.这项事业需要学术共同体

以联盟形式共商、共建、共治,方能可持续发展.
共商.针对独立建设信息资源的低投入产出比

问题,联盟成员可共商区域国别研究信息资源发展

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信息资源的建设、共享、应用

等问题,建立长效多元的合作机制,进而通过联合申

报国家项目、共同募集社会资金等方式筹集区域国

别信息平台建设所需资源,为区域国别研究信息基

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共识和物质基础.
共建.共同建设统一的区域国别研究信息资源

平台,在合作过程中逐步化解信息共享难题.对未

有资源共同开发,有组织地推动资源建设与共享.
对于已有信息资源,分层、分批融入统一平台,优先

共享不涉密、不涉版权的电子资源,进而逐渐通过馆

际互借、内部传递、加密管理等方式,在确保信息安

全的前提下逐渐扩大资源共享范围,最终实现已有

信息高效使用、专有信息安全使用.
共治.区域国别研究信息资源建设并非一时之

功,随着海量信息的不断汇集,长期有效地管理多来

源、多语种、多格式、多类型的信息资源将逐渐成为

重要问题.为了使资源平台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和社会,需要成立跨校、跨专业信息资源管理团队,
结合学科发展动态与学术使用需求,动态维护信息

资源平台,确保平台可用、有用、好用.

５．２　平台创新:优化学术共同体交流平台

区域国别研究中信息需求存在众多交集,为信

息共享提供了契机,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不足

导致资源共享困难重重,因此,在共建信息资源的同

时,还需要优化交流平台,促进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信

息流动.具体来看,可以在个人和机构两个层面进

行探索.
个人层面,可以通过建立起研究者之间的交流

平台增进研究者关系、促进信息共享.访谈中发现,
制约信息共享的一个客观因素在于研究者不了解其

他研究者的资源和需求.对此,可参考政治与社会

科学校际数据库联盟(InterＧuniversityConsortium
forPoliticalandSocialResearch)等资源共享模式,
建立研究者驱动的信息资源交流与共享平台.除此

之外,有受访者提到科研之门(ResearchGate)之类

的研究者信息交流平台或有助于信息交流与共享.
机构层面,可进一步创新图书馆联盟建设.由

于区域国别研究所需信息量极大、覆盖面极广,并且

大量文献尚未数字化,许多资源仅能通过图书馆获

得,这为图书馆联盟发展提供了新契机.这方面,我
国高校图书馆联盟已经在馆际互借等方面进行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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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探索,国际图书馆合作已有相关研究与实践[２０],
而面对更为广泛的全球需求,国内外合作的广度和

深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从院校内部来看,可探索增加资源共享的深度.

本次调研发现,区域国别研究所需信息资源远超出

传统文献资源的范畴,大量有价值的资源没有集中

在图书馆,而是分散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在许多

院校中,这些分散的资源并未纳入图书馆的统一管

理,即使在学校内部共享都十分困难.对此,高校图

书馆可尝试进一步整合校内区域国别研究信息资

源,除研究专著、期刊论文外,将采集的媒体信息、智
库报告等多源信息也纳入索引,通过加深资源共享

深度促进信息流动.
从跨境合作来看,可探索扩展合作网络的广度.

区域国别研究所需信息资源范围极广,单靠国内合

作难以满足研究者的信息资源需求.对此,可探索

基于国内高校的全球合作网络提升信息资源合作的

广度.例如,有受访者指出澳门大学倡议的“中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与葡语国家学术图书馆联盟”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学术图书馆葡语资源联盟”,或将

有助于对葡语国家的研究,更多模式值得进一步

探索.

５．３　模式创新:资源内容建设与资源索引建设相

结合

区域国别研究信息资源建设是一项十分庞大的

工程,不仅涉及文献、数据,还包括新闻、地理信息等

多种类型的资源,而且主题覆盖面广、涉及语种多,
因此工作量巨大,并非短期可完成之任务.现有工

作更多聚焦于部分重点国别的重要主题,这是庞大

工程建设的必经之路,但短期内不可避免地在覆盖

面上有所不足,无法满足区域国别研究对信息的全

球广度的需求.
虽然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信息获取存在许多痛

点,但通过受访者分享的研究经历来看,只要研究者

能够知道所需的信息存在或者更进一步地了解到所

需信息的存储地点,多数情况下都能通过社会关系

或技术手段得到这些信息.而真正导致研究无法进

行的通常是不确定所需信息是否存在,即缺少获取

信息的线索.
因此,本文认为短期内满足区域国别研究对信

息广度需求的方法之一是建立覆盖面更广的资源索

引.该项工作不需要获取对应资源,而只是通过建

立动态更新的资源清单并辅以检索、推荐等功能帮

助研究者更加快捷地发现所需信息,该项工作能够

覆盖更广泛的信息、工程量相对较小而且能够快速

产生效果.
具体来看,一方面,可以整合国内外现有的研究

资源索引,例如,对教育部备案的区域国别基地和中

心的资源建立统一索引.与此同时,由于研究者自

身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列表,可以参考数据开放平

台模式建立研究者驱动的资源索引.此外,还可以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关成果

中自动化抽取地理信息、事件信息、研究资料等信息

线索,进而建立自动更新的信息索引.

５．４　技术创新:应用多语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质

增效

全球视野的信息资源服务难以绕开多语种问

题,我国图书情报研究中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应

用更多地集中于中文和英文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更
多语种的应用仍有许多研究空间.

区域国别领域的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使用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例如使用文本向量化方法研究政

治观点的相似性等,但常常受制于编程能力不足,多
数研究者仅能使用具有交互界面的工具,而多数语

种并没有对应的可交互工具.虽然预训练模型已经

能够支持近百种或更多语言,但区域国别领域的多

数研究者不具备使用这些模型的技术能力,这制约

了前沿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

用.而与此同时,语言因素也制约了图书情报研究

者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开展全球研究.
针对这一问题,图书情报研究者或可以与区域

国别研究者合作,具有语言背景的区域国别研究者

可以组织开展微调(FineＧtune)环节所需的下游任务

标注工作,结合开源预训练模型与标注数据,图书情

报研究者不仅能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好的信息

服务,还能够进一步探索全球视野下的信息研究.
而在这一过程中,全球范围的地理、人物、事件、观点

等信息的抽取与关联或是可尝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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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haracteristicsandProblemsof
InformationNeedsinAreaandCountryStudies

NieLei　YangDan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unprecedentedchangesinacentury”,analysisoftheinformation
needsinareaandcountrystudiescanprovidereferencefor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onlibraryandinforＧ
mationresearchandpractice．Throughinterviewswith１９scholars,thearticlefoundthattheinformation
demandinareaandcountrystudieshascharacteristicssuchaswidesourcesofinformation,multiplelanＧ
guagesinvolved,andstronggeographicalattributes．Themajorproblemsforresearchersintheprocessof
informationacquisitionincludeinsufficientandunevendistributionofdomesticliterature,insufficientopenＧ
nessofnationallibrariesandarchives,andscatteredsourcesofrequiredinformation．Thesefindingscan
provideinspirationforinnovationinconcepts,platforms,models,technologies,andotheraspectsofinforＧ
mationresourceservicesfroma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

Keywords:Areaand Country Studies;Information Needs;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Global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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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UserRelationshipManagementtoEnhanceLibraryServiceQuality
—TakingSoutheast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WangXueqin　LiAiguo

Abstract:“UserＧcentered”isthecoreconceptoflibraryservices．BasedonthetheoryofuserrelationＧ
shipmanagement,theLibraryofSoutheastUniversitycarriesoutthepracticalexplorationofuserrelationＧ
shipmanagement,subdividestheusergroups,graspsthedemand,andestablishesthestronginteractive
relationshipwiththeusersthroughmultiplechannels,ithasachievedgoodresultsintheaspectsofuser
participationanduserbenefit,anditisexpectedtoprovidehelpfulreferencetotheuserservicesofuniversiＧ
tylibraries．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Users;UserRelationshipManagement;LibraryServic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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