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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内容有：数字图书馆评价问题产生的背景及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现状和研究方法
、评价活动的信息原理、数字图书馆及其评价、数字图书馆的专家评价法、数字图书馆
的用户评价法、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测度评价法、数字图书馆的综合评价法、数字图书馆
的可用性评价及评价方法的综合运用。
  本书适合各级各类图书馆从事数字资源建设、数字资源服务的工作者，以及从事数字
图书馆研究与开发的专业技术人员使用。  

内容简介

本书在全面总结国内外数字图书馆评价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对数字图书馆评价方
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内容有：数字图书馆评价问题产生的背景
及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现状和研究方法、评价活动的信息原理、数字图书馆及其评价、数
字图书馆的专家评价法、数字图书馆的用户评价法、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测度评价法、数
字图书馆的综合评价法、数字图书馆的可用性评价及评价方法的综合运用。作者非常注
重评价方法的实证研究，对于每一种方法，都详细介绍至少一个典型的实际应用或实证
研究案例，方便读者学习、使用。
  本书适合各级各类图书馆从事数字资源建设、数字资源服务的工作者，以及从事数字
图书馆研究与开发的专业技术人员使用，还可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情报
学、计算机应用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用作数字图书馆、评价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课程
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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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2章 评价活动的信息原理
2.1 评价与信息
评价活动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中。“评价，是人们把握客体对人的意义、
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活动”（冯平，1995）。评价具有判断、预测、选择、导向功能。价
值，是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属性。评价是以人的需要为尺度，对认识
对象的价值做出判断、预测、比较，从而引导人们选择那些更有价值的事物、方案或行
为。人们开展评价活动的目的，在于发现事物的价值、创造价值，从而更好地利用价值
。
信息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存在方式，评价活动也是信息活动。冯平认为评价活动逻辑上
遵循3个阶段的操作程序：第一，把握价值主体的需要；第二，把握价值客体的属性与功
能；第三，以价值主体的需要衡量价值客体的属性与功能，判断价值客体是否能满足价
值主体的需要。评价要依据评价目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价值客体的属性与功能、评价
标准等信息，对价值客体是否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进行判断，确定价值客体是否具有价
值、具有何种价值、具有多少价值，最终引导人们做出是否利用客体价值、利用何种客
体价值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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