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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文献 

图书馆在变 

多种形态资源和多样化的数据构成了可充分集成关联的图

书馆的大数据生态。 



 数据量达到足够规模（海量），与某一问题相关的

数据都要尽量纳入分析范畴； 

 数据类型达到足够规模，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的数据都可以为贡献价值，尤其是非结构化数

据的价值日益凸显； 

 数据来源足够广泛、生成速度足够高。 

数据资源：图书馆业务重构的中心和创新发展的源泉 

数据可以被称为数据资源要同时达到三个标准： 数
据
资
源
量
式
聚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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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的文献检索优势正在丧失； 

 用户的读书习惯正在发生变化； 

 到访图书馆的读者正在减少； 

 文献信息查阅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 

空
间
变
化 

空 间 再 造 

  原  因  



 重资源融合：激活原来意义上的文献资源，开发新的资源，并将各种资

源有机融合。 

 创新交流环境：大学图书馆要设立的是激活知识交流的创造型空间—

—数字学术中心是近年来图书馆参与在线教育产生的新的空间形态。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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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下，用户对数字图书馆服务的最基本要求是数字化资源网

络化存取，用户最关心和最主要的诉求是解决信息“有和无”； 

 数据驱动的环境下，用户最核心和最难解决的需求是更为多元的知识内容的揭

示，更为精准、精细的知识供给； 

 基于各类数据资源内容深度挖掘和提供精细化知识成为图书馆服务转型的方向。 

服务范式转变 

 如果从1997年我国部分图书馆启动中国试验数字图书馆算起，经过20余年发

展，图书馆实现了从传统图书馆、复合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转型。 



变   化 
服务范式转变 

内在逻辑 



变   化 

 从供人阅读为主正逐步变化到供机器阅读为主； 

 从检索利用为主正逐步深化到挖掘、计算、分析、可视化呈现； 

 从支持人的理解和再创造为主正逐步扩展到支持知识发现和智能决策； 

 从支持少数信息专业人员进行挖掘、分析与发现为主逐步扩展到支持大众利

用开放平台和开放工具进行按需动态挖掘、交互再利用和再创造。 

使得数字信息更加容易传播、发现、利用和再创造，人们获取知识的效率得

到显著提升，正在全面颠覆人们理解和应用数字信息（广义数据资源）的基

本视角和方法。 

服务范式转变 
动力引擎 



在ACR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2016 top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

（学术图书馆2016 年10 大发展趋势）报告认为： 

 “研究数据服务” 

 “数据发展政策与管理计划” 

 “基于馆员专业化发展而提供研究数据服务” 

 “数字化学术中心” 

  研究数据服务（Research Data Services）  

研究数据服务是ACRL一直强调和重视的未来大学图书馆重要的服务内容 

提供研究数据服务是大学图书馆支持学术研究的新趋势，而大学图书馆

一直被认为是提供研究数据服务的重要场所。 



 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不仅有系统网络中心，而且有数字人文中心、数据

管理中心，并设立了数据管理岗位。 

  研究数据服务（Research Data Services）  

 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有数据馆员（data librarian）岗位；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有数据管理服务馆员（data management services 

librarian）岗位。 

 最近有一项调查很说明问题，特诺比尔（Carol Tenopir）对美国100家

以上的大学图书馆访调发现，已有近 20% 的大学开展了数据管理服务，

在最近两年内将有40% 的大学开始对科研人员的数据进行保存管理。 

 国际上一些大学图书馆的转型实践已经为我们描绘出了未来大学图书馆

的形象。 



 数字人文是针对计算工具与所有文化产品交叉领域的研究，是由计算

人文( 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和人文计算( Humanities Co

mputing) 领域发展而来的。 

 数字人文既可以说是数字图书馆的一环，也可以说是数字图书馆的超

越。 

 数字人文建设如同数据中心一样，既是检验图书馆实力的核心业务，

也是衡量一个研究型图书馆是否一流的重要标志。  

 数字人文为人们多学科、多元化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提供了新的

视角。 

数 字 人 文 



数 字 人 文 



 美国杨百翰大学数字人文部门的布赖恩·克罗克索尔（Brian Croxall）教授

在他的报告“发现层：图书馆里的数字人文”中提到“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才

是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的核心竞争力”。 

 国内在数字人文推广方面做得好的首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们通过会议、论

坛、讲座、工作坊等多种形式，从不同维度来推广数字人文。 

 2017年，该馆推出了《数字人文指南》。 

 北京大学图书馆拟进行孵化的一个跨北京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数字人文项

目——中国古代诗歌翻译平台。 

数 字 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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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大学的新地平线报告2017年图书馆版，将人工智能列为图书

馆界的六大技术发展之一，说明人工智能已经不再遥远。 

 人类社会向体验经济时代迈进对图书馆服务智能化水平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个性化服务和智能交互能力是智能化图书馆与传统图

书馆的根本区别。  





2      图书馆发展新动能培育 



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战略焦点——实现图书馆新旧

动能的转换 



培育图书馆发展新动能的路径 

培育路径 

外生路径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新

突破、新发展 

完善和创新已有使命
和职能 

内生路径 

 
 
 
 
 
 

内在使命驱动 

 

 

 
 
 

 
 
 
 
 
 

外在环境驱动 

 

 

 
 
 



在知识价值链上理解和定位图书馆发展的新动能 



 数据 
  

  知识 

生长点1 
数据赋能 
数据红利 

生长点2 
知 识 服 务
新 模 式 、
新技术 

  

  智慧 

生长点3 
智 慧 图 书
馆 

图书馆发展新动能的三个生长点 



生长点1： “数据赋能”和“数据红利” 



生长点2：形成图书馆服务的新业态 



生长点2：形成图书馆服务的新业态 



生长点2：形成图书馆服务的新业态 



生长点3：走向智慧图书馆 



 片面追求引进和应用智能技术 

 从理想化场景出发，忽视当前

图书馆的现状和痛点 

 并未理解智慧的本质，理论探

讨和实践停留于表面 

 管理风险 

 技术风险 

 经济风险 

 用户风险 

 参与者风险 

         避免误区      防范风险 

生长点3：走向智慧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建设需要避免的误区和防范的风险 



结    
语 



感谢聆听！ 

感谢聆听！ 
 
 
 
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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