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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教授和學生視谷歌 (Google) 為研究入門，在此趨勢下，圖書館也

不得不模仿谷歌的模式，把所有的書本、期刊資料聚攏，以便搜尋。去年，

一個叫做 Orbis Cascade 的圖書館聯盟，對旗下兩大資訊服務廠商發出彼此

合作的公開信。EBSCO 公司也發出令人鼓舞的數據共享政策。這種結果，大

大裨益了讀者，使檢索範圍擴大，跳出了圖書館館藏的條條框框，還可以根

據主題，找到研究重點指南和幫助他們研究的圖書館員姓名。 

這種做法看似理想，結果卻很零亂，也造成張力。因為編製檢索的公司，

常常同時做銷售資訊內容、數據等資料庫的生意。人們擔心，這些公司可能

會替自己的產品謀好處。此外，如洪水暴發般的資料氾濫，反而使讀者找不

到適當的資源。總之，無論哪種方式，都可能錯失相關資訊。圖書館界早已

廣泛而激烈的辯論有關檢索工具的議題，最大的爭議就是，單一的檢索工具，

是企圖改變人們研究的方法，並操控搜尋結果。丹佛大學圖書館主管等 3 人，

根據 33 圖書館、6 大出版商的 8,765 種期刊的使用數據調查發現，有了檢索

工具後，讀者的使用率提升，但是搜集到的內容，則因出版商的檢索服務不

同而有差異。 

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人類學家 Andrew Asher，於 2011 年開始了

一個新的實驗，就兩所大學學生研究資料的搜尋，探討大學生使用圖書館的

檢索工具與谷歌用戶的對照。他們發現，這些不透明的產品，產生了令人困

擾的「偏好」問題。從這項研究可以看出，檢索工具商是如何與圖書館供應

商串通，使其內容成為「基本索引」而容易被找到。 

廠商們都宣稱，他們的檢索工具是公平地仲裁資訊。像 Ebsco 公司同時

出版搜尋軟體和內容，在問到該公司設計檢索軟體時，會不會偏愛自己出版

的內容。該公司副總裁說，那是競爭對手的說詞，雖然在尋找相關資料時，

好像有偏好，但是跟內容供應商無關。可是，Asher 先生的實驗發現，搜尋

的設定值決定學生選用的資源。例如：使用「谷歌學者(Google Scholar)」

的學生多使用谷歌羅列的書籍，使用 Summon 的學生，用了很多報紙短評和

雜誌短文，使用 Ebsco 搜尋服務，則使用很多的期刊文章，後者是報告得高

分的利器。Asher 先生認為，在邏輯上說，不可能會有完全沒有偏好的檢索



 

 

工具，據他推測，檢索供應商可能覺得自己的內容，可以提供較好的資訊，

因此提升了某些文章的出現率。 

最糟的狀況是，檢索工具商與內容供應商不配合。如果圖書館使用某種

檢索工具，不收錄某種出版品，就算圖書館買了該出版品，也檢索不出資料

內容來。再者，圖書館員很難評估其檢索工具，包含哪些內容以及效果如何。

於是，「內容中立」的呼聲漸漸流行，檢索供應商應該在搜索工具中，給予

資訊平等的出現機會。這些資訊也應包括：期刊文章和描述文章作者、主題、

期刊名稱和發布日期的「元數據」。 

今年一月，ProQuest 和 Ex Libris 兩個競爭者，公佈了數據共享協議， 

EBSCO 也將與三個檢索供應商發展新的元數據共享政策。這些作法的功效如

何，仍待商榷。根據 2012 年的調查，約只有 20％的教員，搜尋其圖書館的

線上目錄，而大學部的學生多喜歡一站式的檢索工具，雖然大家都知道，專

業資料庫對嚴謹的治學，是很重要的。 

2004 年，谷歌的「谷歌學者」問世，受到師生的歡迎。它以簡便的方法，

廣泛地搜索學術文獻，不但是免費服務，還可以讓你追溯一篇文章被使用的

情形。當然，它也有缺點，例如：搜尋功能有限、元數據不完整或不準確、

虛增被引用的次數、缺乏使用統計、以及跨領域的區分不一致等。Asher 先

生坦承，圖書館在檢索工具上所費不貲，但是連他自己也都只用「谷歌學

者」，實在很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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