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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播與虛擬社群專題探討之一：

Web 2.0在圖書館服務之理念與應用
王宏德 ◎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助理編輯

隨著網路使用者自主意識的抬頭，這股自由的風潮迅速地改變了我們對於網路世界的認

知。而Web 2.0概念的興起更加快了這場數位變革的腳步，影響所及，亦造就了各個學科應用領

域的自我創新與突破，陸續地建構出各自的2.0應用理念。然而，究竟Web 2.0的意義與內涵為

何？倡議Web 2.0服務理念的先趨者Tim O'Reilly提到：「對資訊產業而言，Web 2.0可以稱得上是一

項商業革命，因為我們開始將Internet視為一種新的交易平臺，並嘗試在此一平臺的機制之下

探索通往成功的規範」。（注1）此外，Dario de Judicibus由社群互動的觀點架構出他的Web 2.0服

務定義：「Web 2.0是一個知識應用的環境，在此一環境中，透過以服務為導向所建構出的網路

應用機制，發佈、管理、使用人與人之間藉由互動所產出的資訊內容」。（注2）

在求新與求變的世代交替理念下，Web 2.0的發展讓我們對於網際網路的蛻變有了更深刻的

認知。從無以數計的傳統網站，發展成以終端使用者為依歸的網路服務平臺，O'Reilly提出了他

對於Web 2.0應用特色的一些關鍵看法：（注3）

一、 將Web視為提供服務與使用者互動的平臺：網路不再只是包裹化的軟體工具，而將成
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 借助網路的力量來利用集體智慧：集思廣益，藉由使用者彼此間的互動與自我服務來

發揮長尾效應，進而達到集體創作的成效。

三、 資料將成為未來的Intel Inside：資料的擁有者將主導一切的優勢，因此，為了取得競
爭優勢，網站服務的規劃應設法擁有一個獨具特色，且難於再造的資料源。

四、 打破軟體發佈週期的慣性思維：把使用者視為共同開發者，基於對使用者需求的創新

與探索，引導隨時更新的網站內容與服務。

五、 輕量化的程式設計模式：以簡單化的理念取代複雜化的設計與開發模式，進行人機介
面與商業模式的開發，進而降低技術導入、推廣與應用的門檻。

六、 跨平臺的軟體應用環境：以網路應用取代人們對於個人電腦設備的依賴。
七、 豐富的使用者體驗：在創新與開放的架構之下，賦予使用者對於既有之網路服務猶如

「舊瓶新裝」般的全新的體驗。此外，如同看留言的人永遠比留言的人多，雖然往往

只有少部分的使用者才會不嫌麻煩地為網路服務者所開發的的程式增添價值，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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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路服務者而言，競爭優勢的關鍵亦在於使用者會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於網路服

務者所提供的資料中，透過隱性或顯性的方式添加他們自己的資料。

綜上而論，雖然許多Web 2.0的應用技術並非全新的概念，但是在這個新的應用平臺之中，

至少有四種核心的概念是可以被確認的：

一、 個人化：以使用者為導向的創新服務模式，強調量身定做的知識管理應用。

二、 自主性：強調自我管理的自主特性。

三、 互動性：透過參與者之間的互動，不論是撰寫、評論或是推介內容，都能夠為使用中

的平臺產生加值效應。透過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好的資訊內容便得以口耳相傳地迅速

在網路世界中成為廣為流傳的發燒話題。

四、 共享性：有別於傳統網路資源的發布與取用，資訊內容的產生主要是由參與互動的使

用者所共建與共享，同時，也藉由分享的概念，讓可供分享的資源變得更加豐盛。

基於上述之概念，國家圖書館於民國97年底初步完成Web 2.0共用服務元件的先導開發工

作，目前已應用於國家圖書館首頁、臺灣概覽系統、政府公報資訊網、政府統計查詢系統等網

頁。在本次先導計畫所開發的Web 2.0服務可分為下列六項應用：

一、 網路共享書籤服務：目前國內知名的書籤服務網站，諸如del.icio.us 、Furl、Google

書籤、MyShare、Technorati、YouPush分享書籤、YahooMyWeb、推推王（funP）、

黑米（HEMiDEMi）、聯合新聞網共享書籤（bookmark）等，皆可透過超連結

（hyperlink）的方式提供多人共用、收藏與分享的網路書籤服務。使用者可藉此機制

蒐集與整理個人所偏好之新聞、圖片、照片、影音、文獻、網頁等資訊，同時能夠快

速地將所瀏覽的數位內容，透過清單點選的方式連結到個人所熟悉的書籤網站，待使

用者登入後，即可將上述之資訊加入個人書籤並進行網分享。

二、 推薦服務：目前國內知名的的推文服務網站，諸如美國最大的digg，以及臺灣最熱門

的推推王（funP）新聞通、黑米（HEMiDEMi）、聯合新聞網哇！新聞（dig News）

等。使用者在瀏覽網頁文章後，點選推薦圖示，便可連結到個人所熟悉的推文服務網

站，將相關內容利用「推文」的方式進行個人推薦（digg）程序。當所累積的推薦次

數越多時，該資訊便越能夠出現在推薦服務網站的顯著位置，進而大幅提升其能見

度。此一服務機制除了能夠自動記錄該資訊被推薦的次數之外，亦可藉此促進資訊傳

播，以及讀者互動之效益。

‧圖一、網路書籤服務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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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標籤（tag）、標籤雲與標籤連結服務：使用者可透過此一機制為其所感興趣的數
位內容賦予一個或多個的分類標籤，亦可透過「標籤連結」瀏覽所有被賦予相同分類

標籤的資料或被關注的議題。如果點選「標籤雲」的顯示模式，除了可以顯示全體使

用者對該筆資料所建立的分類標籤或關鍵字詞之外，亦可透過標籤字體大小與顏色的

變化，分享其他使用者對該筆資料的觀點，以及這些觀點被關注的程度。

四、 轉寄與收藏服務：使用者瀏覽網頁後，除了可以透過此項服務，將感興趣的資料以轉
寄的方式收藏到個人的電子郵件信箱之外，亦可將值得推薦的數位資訊透過電子郵件

分享給其他的使用者，藉此促進資訊傳播之效益與網路社群之互動。

‧圖二、推薦服務圖示

‧圖三、建立標籤服務圖示

‧圖五、轉寄與收藏服務圖示

‧圖四、標籤雲服務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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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點閱服務元件：此項服務能自動記錄各筆資料的點閱人次，並藉此提供相關資料之瀏

覽人氣參考指標。

六、 RSS頻道訂閱服務：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是一種可供使用者透過「訂

閱」而取得資訊的服務，基本上使用者只需要在網頁上點選RSS的服務項目，便可透

過各種支援RSS格式的閱讀軟體（如GreatNews、SharpReader、RssReader等）、線上

RSS閱讀器（如Google Reader等）、客製化首頁（如iGoogle等 ）等工具便可隨時閱讀

由RSS服務端主機即時傳送而來的最新資訊。對使用者而言，最大的便利除了不需要

再定期自行查閱特定網站之外，亦可將個人所關心的資訊來源持續地彙整到單一介

面。此外，倘若需要追蹤包含特定關鍵字詞的資訊內容，許多 RSS閱讀軟體工具亦可

提供相關的輔助功能。

此外，在技術應用方面，國家圖書館此次所完成的Web 2.0共用服務元件先導開發工作，採

用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非同步JavaScript 與XML等創建互動式網頁應用之網頁開

發技術。相關之Web 2.0服務，可提供館內其他系統透過介接申請，由Web 2.0元件管理平臺提供

引用服務之說明文件以及JavaScript程式碼，再由導入介接使用之系統網站自行將相關之程式碼

‧圖六、點閱服務圖示

‧圖七、RSS服務圖示

資訊傳播與虛擬社群專題探討之一：Web 2.0在圖書館服務之理念與應用



12 ．書是生活中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 史邁爾斯

嵌入既有網頁中，即可使用上列Web 2.0共用服務元件。藉由此一Web 2.0共用服務元件的開發，

國家圖書館除了正式導入Web 2.0的網路服務之外，更以此建立了元件模組化的系統服務開發與

應用機制，其他個別系統不必再像過去開發系統服務一般需要量身定做，亦可避免因類似功能

重覆開發與建置所造成的資源浪費。

另一方面，對介接使用之個別系統管理者而言，共用服務元件後端管理平臺除了可提供

使用各種不同程式語言的系統網站註冊、介接使用前端Web 2.0服務之外，也提供了各項共用服

務元件的管理功能，例如：管理者可以彈性地管理網路書籤在網頁上所顯示的連結、圖示，以

及新增、修改或刪除書籤網站的連結，或是可自行設定網頁文章的最大標籤數量、刪除不當

或不雅的標籤、設定標籤顯示方式、機動調整標籤在網頁上的呈現效果等。不同的網站在使

用Web 2.0服務元件，若有不同的設定需求，可直接透過後端管理平臺完成設定，完全不需修改

JavaScript程式，或是學習JavaScript API。此外，由於相關之Web 2.0服務元件是採用CSS方式控制呈

現之畫面，因此，倘若需要設計符合網站專屬風格的介面，亦只需自行改寫CSS即可。

綜言之，在Web 2.0的概念下，所有的網路行為，都可用「個人化、自主、互動與共享」的

概念來作詮釋，把網路視為一個注重服務的平臺，並開放使用者在此一平臺上運用眾人之智

自由創作與分享，從資訊行銷的角度來看，豐富的使用者經驗與社群概念已然形成了最佳的

資訊傳播通路。因此，Web 2.0乃至當前眾多創新的資訊技術，諸如Blog、Wiki、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等，都能幫助知識工作者在知識社會當中，更有效率地進行知識工作，並成為發揮更大

影響力的新工具與媒體。（注5）

有別於傳統的網站服務僅能提供資訊瀏覽的功能，讓使用者被動地接受資訊傳播，在Web 

2.0的架構之下，網站服務除了提供資訊服務之外，更強調提供使用者回饋意見的互動管道。有

鑑於此，在Web 2.0的思維下，圖書館員甚至圖書館界應該分工分享，圖書館員亦可以針對各種

資源類型，建立各類資源的平臺，間接地圖書館也應用Web 2.0的精神進行圖書資訊的行銷，筆

者相信，這不僅對圖書館與圖書館員而言是個全新的體驗與挑戰，同時也將成為未來知識工作

者所必備的概念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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