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技术创新为抓手  打造多元服务团队  

胡振宁    
2023年5月19日 

——深圳大学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探索 
 



第五篇 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 

 第十五章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第十六章  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 

    第十七章  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第十八章  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 》  
——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加决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

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促进

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 

——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加

大开放共享和应用力度。⋯积极发展在线课堂、互联网医院、

智慧图书馆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高等教育数字化深刻影响甚至决定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是实现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创新路径。高校图书馆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积极顺应趋势向数字化转型。 

2 0 2 1 年 3 月 ， 教 育 部 印 发 《 高 等

学 校 数 字 校 园 建 设 规 范 ( 试 行 ) 》   

2 0 2 2 年 5 月 ，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 关 于 推 进 实 施 国 家 文 化
数 字 化 战 略 的 意 见 》  

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的总体要求：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结合业务需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特别

是智能技术，实现高等学校在信息化条件下育人方式

的创新性探索、网络安全的体系化建设、信息资源的

智能化联通、校园环境的数字化改造、用户信息素养

的适应性发展以及核心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提出全面推进 

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 

为图书馆服务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提供了政策遵循

和行动指向 

2 0 2 2 年 2 月 ，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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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数字化转型  

高德纳IT Glossary 的定义 

       数字化转型强调业
务的数字化，指开发数
字化技术及支持能力以
创建变革一个富有活力
的数字化业务模式。 

研究1：认为技术、组织和个
人是影响图书馆治理数字化转
型实践的关键因素。 

       数字化转型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们浅显地认为图书馆数字化转型是图书馆组织以数字化转型为发展战略，以数字化技

术为支撑，将图书馆的基础设施、业务、上下游实施数据化，基于数据治理，建立各类数据连接，提高图书馆的效益和效

能，让图书馆的数据能展示、预警、支撑决策及融贯于各类业务，最终实现图书馆智能化、智慧化。                            

     核心要素：数字化技术、基于数据的业务优化或重组、适应数字化的组织转型 

ChatGPT的定义 

 

相关研究的定义 
 

研究2：结合“技术—组织—
环境” ( TOE) 框架提出针对
数字化转型的框架。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二、数字化的两个核心：技术、数据  

图书馆信息化 

 
技术：自动化系统、数字化

扫描等传统信息技术 

基础设施：自动化设备 

数据：数字资源、采编流业
务数据等一个个数据孤岛 

图书馆数字化转型 

  
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孪生

、物联网、大数据治理、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基础设施：智能化基础设施 

数据： 
       在图书馆范围内的人、空间、物
、业务、活动所产生的各类数据； 
       图书馆外部数据，如上游出版数
据，智慧校园的数据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1）1986年，自主研制，流通子系

统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2）1987年上线，经国家教委鉴定，

率先实现图书馆业务全面自动化管理，

开行业自动化之先河； 

（3）1988年，《人民日报》第一版

报道； 

（4）1989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

奖、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1992年正式上线，在实用性、安全

性、界面、操作、联机实时处理、标准格

式、多载体兼容、功能模块齐全等方面有

重大改进； 

（2）1993年经国家教委鉴定，居于国内

领先水平、国际先进水平； 

（3）1993年获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深圳市科技进步奖及校级奖励。 

SULCMIS 
—

 
1989 

1986 
SULCMIS Ⅱ 

—
 

1993 

1989 

SULCMIS Ⅲ 

（1）1996年开发启动； 

（2）1997年正式上线，国内第一家

进入实用阶段的广域网新一代图书馆

自动化系统，形成“虚拟图书馆”，

为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开创新契机； 

（3）之后不断发展壮大，嵌入更多功

能支持系统。 

—
 

2017 

1996 
实现传统图书馆的信息化转型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2.1图书馆信息化的技术：自主研发集成系统 
 



平台框架 
 
 

2.1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新一代图书馆开放平台 

大平台： 
统一的图书馆数据管理平台 
 
大数据： 
融合图书馆内外部海量数据 

—
 2017 

今 



2014年图书馆启动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建设，搭建了“图书馆开放环境（OPEN LIBRARY 
ENVIRONMENT）”测试平台 ， 持 续跟踪研究FOLIO，2018年实现与FOLIO平台（The 
Future of Libraries is Open）的对接。 

保持创新性：始终紧跟技术发展 

• 确定基于开源的Dubbo微服务架构，前后端分离技术，基于敏捷开发框架Spring Boot搭建后端
架构，基于阿里巴巴前端开源框架dva搭建前端架构，选用MySQL开源数据库构建； 

• 打造图书馆系统开放生态，由细粒度、低耦合的微服务构成，使开放平台易于扩展，便于与智慧
校园项目等第三方应用对接。 已 对接RFID相关的应用电子标签、智能立体书库、空间预约系统、
图书取阅检测系统、盘点机器人、深大成果库等智慧服务项目。 

打造开放生态： 

CALIS深圳技术中心，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4+1”推进核心工作组， 跟踪FOLIO在中国的应用
和深度开发 

加强行业合作： 

集成化的图书馆系统 新一代图书馆开放平台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IBM XT 

 3M 
自助借还 多媒体视听

阅览室 

图书馆数字化 
建设工程 

A级标准机房 

2.2图书馆信息化的自动化设备 

1986 

1995 

2004 

2008 

2009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RFID 
            约400万册馆藏纸本图书全面实现电标签，开

始深度应用RFID技术，实现图书取阅监测、机器人
盘点、书库导航等目标，提升图书管理智能化。 

 智能立体书库 
2022年10月 

2.2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智能化基础设施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数字化空间设施：创新学习空间 
2022年10月 

智能门禁 
研讨间：配置智慧

电子屏、纳米墙，
全区域WIFI覆盖 

2.2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智能化基础设施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业务数据化程度不高，主要在纸本图书采访、编目、流通借阅

等环节实现了业务的数字化 

 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图书馆数据相互连接程度不够，尤其是与

外部系统的数据连接 

 数据价值未能得到好的体现，较少利用数据来驱动业务发展 

 数据治理水平较低，难以深度使用数据 
 
 

2.3图书馆信息化：数据上的局限性  



2.3图书馆数字化转型：业务数字化的尝试  

数据治理的尝试 
 深圳大学学术门户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传统业务工作数字化 
 电子资源管理业务数字化 
 图书馆空间管理业务数字化 
 查收查引无纸化 

数据驱动的业务扩展 
 基于读者推荐数据的纸质图

书采购 
 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等资源

精准推荐的探索 
 基于数据的学科服务 



传统业务工作数字化  

• 采用开源数据库
PostgreSQL 
• 相关国际标准 
• 实现电子资源全生
命周期业务管理 

2011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OpenERMS 

电子资源管理业务数字化 
从单馆+手工+EXCEL 管理走向联盟化+标准化+平台化 

 OpenERMS+DRAA，赋

能电子资源采购工作的数

字化转型与升级 

1 

 研发遵循电子资源相关国际标准 

 实现电子资源全生命周期业务管理 

 全业务流程数字化，实现全电子化文件存档共享 

 优化了流程，提高了效能 

+ 

 全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 
采购联盟平台(DRAA)、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平台

(USSER) 

• 2012年DRAA上线，采用开源
数据库PostgreSQL，基于
Struts2+Spring+Ibatis开发 
• 2013年USSER上线 ， 基 于
COUNTER标准的使用统计分析 

2012 
 
2013 

—
 



2 

图书馆座位预约系统 
研讨间智能门禁与预约系统控制 
监测分析后台使用数据，协调节假日开放时间、高峰人员安排，优化创

新空间使用效率 

图书馆空间管理业务数字化 

传统业务工作数字化  



 2020年3月实现，平均每年出具论文收录引用证明3000余份 
用户足不出户，即可实现提交查收查引申请、获取电子版检索证明的

一站式便捷服务 

3 查收查引无纸化 

传统业务工作数字化  

论文收录引用 
证明无纸化流程 

 



4 基于读者推荐数据驱动的纸质图书采购 

 数据来源：OPAC访问日志、

读者推荐记录、数据库平台电

子图书的访问率、拒访率等 

 馆员根据馆藏发展政策确定是

否采购 

数据驱动的业务扩展  



5 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等资源精准推荐的探索 
 

来源：王英、梁思怡、杨巍等.面向纸本图书的图书馆用户画像构建探索.图书馆论坛，2023 Vol.42, No.2 

数据驱动的业务扩展  

 构建用户画像：
用户属性、行为
和兴趣等标签 

 将推荐命中率提
升了3%，推进
纸本图书阅读推
广服务的精准化。 



 6大学科服务品牌，形成了
图书馆数字化的情报服务
体系 

 为学校人力资源部、学科
发展规划部、社会科学部、
科学技术部提供评估决策，
其中ESI系列报告被学校发
展规划办等职能部门和相
关学院采纳，多份ESI数据
报道被学校宣传部、校外
十多家公共媒体转载报道 

ESI系列
报告 

人才 
分析 

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 

学科 
态势 
分析 

学科数
据咨询 

学科 
资讯 

6 基于数据的学科服务 

数据驱动的业务扩展  



 2023年正式上线 

 展现学校40年学术成果，10
万多条数据，涉及中英文论
文、著作、专利、标准、报
纸等文献类型，覆盖全校66
个院系单位，6600+位学者 

 优化科研成果数据管理流程
，为学校科研评估管理提供
了自动化的平台和可视化的
数据支撑 

 与学校科研系统对接，实现
科研数据共建共享 

7 深圳大学学术门户 

数据治理的尝试  



 
多源数据收集 
 
 
数据清洗 
 

 
数据呈现 
 
数据辅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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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数据清洗：完成47000+篇Web of Science英文论文的清洗工作。解决
外文论文与中文学者的对应问题。 

• 机构词典整理：整理全校66个二级机构、457个三级机构，2198个各级机
构的变体的中英文对照，建立归属关系 

• 收集Springer、Taylor & Francis、Elsevier、Wiley、PubMed等600+家
国外出版社和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收录的深圳大学发表的中外文学术论文成果 

• 收集学校人员数据、机构院系数据 
• 收集学校科研管理平台中的著作数据 

• 将作为科研管理平台主要成果数据来源，辅助学校的学术绩效考核及学科评估 
• 数据用于图书馆的学科数据服务，例如ESI分析报告、学科数据统计 

• 从学院、学者、学科三大维度揭示深圳大学40年的学术成果 
• 多样化的可视化图表展示 

数据治理的尝试  

深圳大学学术门户 



业务数字化的体会 
（1）从小处着手，点点滴滴，逐渐将各类业务纳入数字化流程 

（2）以比较出色的技术能力，提供各种技术支持 

（3）融合图书馆内多源数据，以数据为基础提供服务，提升图书馆数

据的价值 

（4）逐步积累数据治理方面的经验，为更大规模的数据融合做准备 

（5）图书馆是智慧校园的重要节点，应积极融入数字校园建设，并将

馆内数据和其他系统进行连接和共享。 



组织架构 

     组 织 的 数 字 化 转 型 是 一 个 长 期 、 复 杂 的 过 程 ， 需 要 持 续 摸 索 。 本 馆

在 三 方 面 开 展 了 组 织 转 型 的 些 许 探 索 ， 为 图 书 馆 数 字 化 转 型 发 展 赋 能 。  

• 探索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扁平化组织管理模式  

• 探索可持续的团队发展运行机制  

• 培养人才，提升馆员的数字化素养  

三、转型的核心是适应数字化的组织转型  

运行机制 人才培养 组织文化 

组 织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3.1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扁平化组织管理模式  
 

       打破传统金字塔型的组织模式，围绕图书馆的资源、服务、

技术三大核心业务，打造扁平化组织下的多元专业服务团队。  

01 

02 学科服务团队 图情前沿资讯跟踪团队 03 

04 05 06 07 阅读推广团队 

迎新宣讲

团队 

微信运营

团队 

信息素养培训团队 

技术研发团队 

S H E N Z H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老  中  

            新一代中青年技术工作者继承传统，带领团队先后

研发Open ERMS、DRAA平台及USSER、新一代图书

馆开放平台，并应用电子标签、盘点机器人、取阅检测

系统等智慧化与智能化技术。 
                   

      自主研发SULCMIS，
成就了一批优秀包括馆
长、前馆长及其他技术
骨干前辈，老一辈技术
骨干锐意创新、脚踏实
地、团结协作、奋发拼
搏，其精神激励着后来
者迅速成长。 

技术研发团队  

青  技术研发团队
（7名成员）  

 电脑
部   

1 



           探索始于2015年，经历了摸索、扩展

、继续深化的阶段，紧密围绕学校发展规划

与学科布局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学科服务

，“创”出了独特的“361型”学科服务体

系。 

 “3”指三位一体建设：跨部门团队、

服务平台、资源保障 

 “6”指六大服务品牌：ESI系列报告

、学科态势分析、人才分析、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学科数据咨询、学科资讯 

 “1”指微信推广专栏 

学科服务团队  

业 务
资 讯
部  

电 子
资 源
部  

参 考
咨 询
部  

读 者
服 务
部  

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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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服务团队  
（10名成员）  



     “ 荔 园 图 志 ” 从

2011年10月开始创建，

前十年主要由业务资讯

部承担。 

图情前沿资讯跟踪团队  

业 务
资 讯
部  

图情前沿资讯
跟踪团队  

（16名成员）  

全 馆
青 年
馆 员  

服务品牌 

             2022年1月启动“图书馆前沿问题跟

踪计划”，馆长牵头。成员拓展至全馆青

年馆员。成员根据从事的工作领域或感兴

趣的研究领域追踪挖掘1-2个主题，编译

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在年底，分析年

度主题趋势。 

3 

   专门编译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关信息资讯，形成了“荔园图志”服务品牌。 

   通过研究图书馆新业务或以新方法与新技术，着力培养青年馆员对图情领域资讯的敏感度。 



团队成立于2019年，在培训规范化、教育普及化、服务多样化方面稳步前进。 

培训内容：科研指引、资源挖掘、工具软件为基本主题框架的、适合全校师生

学习的内容体系 

培训方式：1小时主题培训、数据库商深大专场培训、新生入学培训、定制培

训与嵌入课堂、竞赛培训 

课后学习平台：建设“资源使用培训”平台，汇聚最新培训信息和培训视频资

源，并制作了一批高质量、小而精的微培训视频 

信息素养培训团队  

参 考
咨 询
部  

信息素养培训
团队  

4 



 阅读推广团队：以项目形式开展，打造“荔园读书”、“荔园讲坛”阅读推广品牌，成为学校文
化名片，2011年、2013年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2020年10月获评中
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迎新宣讲团队：2018年成立，开展新生入学季宣讲活动，受到各院系师生一致好评，受众逐年增
加，团队的宣讲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关注度迅速攀升，图书馆信息素养课程选课人数激增，到馆
人次、预借与荐购图书数量增加。 

 微信运营团队：2016年5月成立，主要运营图书馆微信订阅号与服务号，内容包括纸质图书的阅
读推广、电子资源推荐、宣传学术讲座与校园文化活动等，契合阅读市场风向标，实现了满足读
者阅读需求的多元化、多方位和多维度的阅读推介。 

阅读推广、迎新宣讲、微信运营团队  

读 者
服 务
部  

阅读推广团队  

迎新宣讲团队  

微信运营团队  

参 考 咨
询 部 、
电 子 资
源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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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可持续的团队发展运行机制 
 

04 05 06 

分工 

培训 激励 

领导 

    文化 
沟通 沟通 

沟通 沟通 

沟通 沟通 

        服务团队成立时间均在5年

以上，有的甚至达10年以上。团

队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具

备可持续发展的6个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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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可持续的团队发展运行机制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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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共同的文化理念：深大精神

+职业理念+职业精神+馆训 
 形成和谐、团结的良好馆风 
 

1 

2 

3 6 

5 

4 

分工 
 因才施用，组建团队：专业知

识背景、业务技能、个性特质 
 形成“人尽其才”的发展环境 

领导 
 强有力的领导与管理是服务

团队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由主管领导把握大方向，执

行负责人负责团队的具体管
理，形成稳定的工作流程与
模式 

培训 
 鼓励青年馆员外出参加学术会

议与培训，开展同行交流 
 内部传帮带与导师机制 
 馆员内部交流 

激励 
 鼓励申报各种团队奖项 
 鼓励青年馆员以团队成果在青年

类学术论坛上作报告 
 优先选拔与任用优秀青年馆，设

置绩效奖励、考核优秀、岗位级
别晋升等方式 
 沟通 

 形成了一套成员沟通原则，鼓
励成员参与决策、协作发展、
不断创新，并畅通沟通渠道 



     英 国 联 合 信 息 系 统 委 员 会 ( J ISC)构 建 的

个 人数字能力框架（Digita l  

Capabi l i t ies  Framework） :  
 

3.3提升馆员的数字化素养  

数字技能和生产力  

数字化创作、问题解决和创新能力  

数字化学习与教育能力  

数字身份与数字健康能力  

信息、数据和媒体素养  

数字化沟通、协作和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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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员培养方式  

02 

馆员论坛，促进馆员内部交流 

图书馆创新力馆员培养 

03 

鼓励青年馆员参加学术会议与培训 

鼓励申报各类研究课题 

04  

05  

智慧图书馆·智慧新馆员——馆员业务技能提升
培训计划 

01 



打造扁平化、多元化、跨部门、跨专业的团队工作模式，通过在线文档和在

线视频等方式培养了团队成员数字化沟通、协作和参与能力，锻炼团队

敏捷响应能力 

信息、数据和媒体素养能力和数字技能和生产力得到较大提升，如利

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挖掘，提供6大学科服务系列报告；“荔园

图志”资讯专栏利用微信渠道推广，在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 

 培养成效  



提升了馆员数字化方面的学术能力，2011年至今，图书馆发表数字化相关学术论

文50余篇；申报多项DRAA课题，如《高校图书馆馆员数据素养培育体系的构建研究》、《高

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的构建研究》、《COUNTER Release 5在DRAA中的

应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存储标准研究》、《DRAA使用统计服务能力提升建设研究》等 

数字化内容创作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如应用多媒体编辑工具为宣传培训活

动制作图像、视音频等多元内容 

增强了数字化学习与教育能力，不断完善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与课程，培

养发展学生的信息及数字素养 

 培养成效  



四、未来展望  

• 深入推动业务流程数字化，如无纸化办公、采编一体化 

• 发挥数据智能，基于数据需求发展新业务，探索个性化服务，如支持

基于用户画像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探索图书馆用户的标签刻画、意图

感知、行为预测，开展精准化、智慧化服务 

• 拓展基于数据的数字学术服务 

 

• 搭建图书馆大数据中台，建设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建立“活起

来”的数字轨迹，无缝融合入数字校园建设 

•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等元宇宙核心技术为基础，

打造孪生化虚拟空间                                                                              

• 摸索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人才培养和组织文化的数字化转型道路，

着力加强适应数字化转型、具备较强数字思维和数字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队伍的建设 

技术 

数据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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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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