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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数据资源

p 广义上是指对一个机构而言所有可能产生价值的数据

p 一些过去被我们所忽略或因技术、观念等原因没有能够深入处理的业务

数据、服务数据等，逐渐有了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有了待挖掘的潜在价

值

p 数据资源已经成为图书馆实现智慧化转型升级所依赖的核心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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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图书馆的数据资源管理基础



国家图书馆现有数据资源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馆藏资源数据

全国联合目录

文津搜索系统

专题联合目录建设

元数据（实体文献书目数据、数字资源元数据）

截至2021年底，馆藏文献书目数据达1656.7万余条

馆藏揭示率基本实现100%。

馆藏书目数据

截至2021年底，集成各级图书馆书目数据近1700万条，馆藏数据超

过6600万条

整合元数据近3.8亿条，提供一站式检索发现服务

发布260余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82.5万余条；汇集42家收藏单位革命

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书目数据30余万条、馆藏数据70余万条。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l 古籍特藏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的数字化成果

l 中国记忆、国图公开课、文津经典诵读等项目制作

的音视频资源

l 学位论文、中文电子图书等

对象数据（自建、外购）

馆藏资源数据

自建数字资源总量2497.98TB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馆藏资源数据

对象数据（自建）

Ø 已建数字资源中，除受版权保护限制传播的部分近现代文献及少数

特藏品类外，在局域网或互联网发布服务比例大多已达到或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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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籍资源库”联合发布甲骨、敦煌文献、碑

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

画、老照片等古籍数字化全文影像数据10万余部

馆藏资源数据

 对象数据（联建）

全国各级图书馆共建数字资源超过2.5万TB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Ø   订购中外文数据库250余个

馆藏资源数据

 对象数据（采购）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馆藏资源数据

新型馆藏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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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业务数据

    文献采访数据、登记数据、编目数据、加工数据、装订数据、分流数据、入藏

数据、数字化生产及验收数据、版权登记数据、发布数据、长期保存数据等

Ø 服务数据

    读者数据、文献流通数据、注册办证数据、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数据、业务咨

询数据、各类活动数据、自建及外购数据库使用数据、网站点击数据、到馆

读者网络登录数据、手机门户访问数据、新媒体服务数据等

Ø 管理数据

    公文流转数据、资产使用及处置数据、人员数据、财务数据等

业务、管理及服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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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根据阅览室室藏文献利用及读者服务数据的统计

分析，对服务空间进行优化调整

Ø 利用文献借阅量、访问量、检索量、下载量等对

馆藏外文资源质量进行分析评价

Ø 根据外购数据库使用情况，结合经费优化调整数

据库采购方案

业务、管理及服务数据

对业务、管理和服务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监测，为有关业务制度、服务政策、

内部管理的优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面临的主要问题

Ø  基于内容的细颗粒度数据知识服务能力还比较薄弱

Ø 对业务数据的价值挖掘利用还很不够

Ø  对服务数据的深度分析还不够，还做不到精准画像、针对服务

Ø  资源数据、服务数据、业务数据、管理数据之间还没有完全打通

数据价值的更多潜力还在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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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书馆数据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01  政策要求

“加大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

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力度，着

力推进数据汇集和发掘，深化

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促

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5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02  数据资源的不断拓展

图书馆作为信息与知识的提供者，需要广泛采集、保存和利用与人的智慧活动相关的各类型

动态数据信息。

不仅要巩固自己的核心数据资源优势，还要广泛拓展协同合作，使公共数据资源跨层级、跨

区域、跨系统、跨平台、跨业态共享流通与协同服务。

ü 知识的生产、交流、传播不断走向数字化

ü 依托网络产生的信息与知识呈指数增长

ü 电子出版、多媒体出版、融媒体出版迅速发展

ü 开放获取日益兴盛

ü 学术博客、网络知识社区等知识交流场景层出不穷

Ø 信息与知识数据环境正在急剧变化



大数据技术和智能传感设备日益普及应用，图书馆在业务管理和用户服务过程中采集

到的文献信息流通、系统设备运行、用户线上线下活动等数据将极大丰富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03  数据资源精准服务的需求及技术赋予的新可能性

用户对精准高效知识发现
服务的需求

图书馆传统的文献数据
加工方式



到2020年底，我国云计算整体

市场规模达到2091亿元，比

2016年增长306%，我国自主、

安全、稳定的公有云已经形成

规模化应用。

数据处理技术快速发展，为图书馆开展大规模的数据资源存储、揭示和关联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技术的发展为数据资源的生成、自动聚类与知识关联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

也为用户画像的精准描绘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04  数据资产权益管理的紧迫性

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了44.1%。



可无限复制是数据资源的

最大特点和优势，如果能

够将其转化成可单一标识

和可追踪的数字资产，对

数据的增值开发和服务利

用就有了基础。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05  数据共享利用与网络信息安全的矛盾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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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21年） （2021年）

我国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三部法律构相继出台，构成数据安全保护的法律基础。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政策文件，以及国

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对数据安全保护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



Ø图书馆面临的主要数据安全问题

数据采集、保存和传输的网络和云基础设施安全1

用户信息数据采集和分析利用过程中的个人隐私安全2

数据资源文本挖掘和关联整合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风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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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国家图书馆数据资源管理的思考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一）建设全网知识内容集成仓储，推动实现多源文化数据资源的融汇共享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知识极大丰富的时代！
——全球商业太空探索领军人物，Peter Diamandis

我们同时也处在一个知识
焦虑的时代。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一）建设全网知识内容集成仓储，推动实现多源文化数据资源的融汇共享

依托云平台，建设全网知识内容集成仓储

ü 支持各级图书馆的资源采集、生产和加工

ü 支持其他公益性、商业性和非营利性数据资源提供商的开放接入



Ø 突破图书馆传统的数据资源认知界限

（一）建设全网知识内容集成仓储，推动实现多源文化数据资源的融汇共享

l 将网络原生资源、科学数据资源、开

放存取资源、个人创作资源等数据内

容纳入图书馆数据资源建设范畴

l 统一揭示和集成管理，形成立体化数

据资源仓储管理体系



Ø  突破主要面向行业内部的资源合作共享格局

（一）建设全网知识内容集成仓储，推动实现多源文化数据资源的融汇共享

l 在集成各级图书馆数据资源建设和管理平

台的基础上，营造开放多元的知识运营环境

l  推动建立贯通知识内容创作、发布、存储、

传播、利用等全域链条的社会化合作机制

l 支持对全网公益性、非营利性、商业性知

识内容的数据集成管理和多元供给



沉睡的数据是没有价值的数据，未来智慧图书馆建设更重要的任务是要面向智

慧化知识服务需求，对集成仓储的数据资源作进一步的深度挖掘和增值开发

（二）加强数据资源的细粒度加工与关联揭示，推动数据资源的增值开发



Ø   打造面向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大数据管理分析平台

l 采集各级公共图书馆的业务管理数据、资源流通服务数据、

用户属性及行为数据、系统设备运行数据等

l 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各级图书馆的智慧化管理运行和图书馆

间的智慧化协同治理提供支持

（三）建设全国图书馆大数据管理与分析平台，推动形成数据驱动的
行业协同治理体系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三）建设全国图书馆大数据管理与分析平台，推动形成数据驱动的
行业协同治理体系

面对数千家图书馆的海量复杂数据：

ü 建立科学的数据采集策略和采集工作

机制

ü 选择适用的采集方式

ü 实现对数据的自动识别和动态收割

ü 对来自不同图书馆、不同系统的数据，

进一步剔除冗余、建立关联



实体馆藏稳步增长 （三 ）基本原则

安全风险可防范

数据来源可确认 使用范围可界定

流通过程可追溯

（四）完善数据资产化管理运行机制，打造“数据超市”

Ø 对图书馆数据资源进行全流程资产化管理，建立数据资产权益管理体系，

是参与数据要素流转交换，促进数据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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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数据安全合规管理，支持图书馆数据资源建设、管理和服务

的可持续创新

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的数据安全管理进一步从数据层面扩展到承载数据的平台、应用、

基础设施及开放多元的数据协同合作空间，上升到制度规范、方针政策、组织架构、管理

和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治理层面，更强调覆盖图书馆数据采集、加工、管理、存储、利用等

全流程的体系化安全防控



（五）加强数据安全合规管理，支持图书馆数据资源建设、管理和服务
的可持续创新

技术措施

数据安全

制度

数据管理

规范

风险动态监控与

应急响应机制

数据馆员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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