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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各位领导，嘉宾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南大学的苏志芳，我代表我们课题组对我们的研究课题《数智赋能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化路径探析》给大家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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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本课题从5个方面进行研究。



1 
PART ONE 

研 究 背 景 和 现 状 



1.1 研究背景 

https://lib.csu.edu.cn/  4 4 

政 策 背 景  

2021年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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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

设数字中国”。 

2021年7月，《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

意见》提出“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平台融合

发展”。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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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设数字中国”、“以数字化转型”和“营造良好数字生态”。2021年7月，教育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新型数据中心、促进教育数据应用”和“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平台融合发展”。因此，构建一个开放共享、技术集成的智能综合治理平台体系，提供优质、泛在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是数字化转型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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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就是“数字化＋智

能化”，它以计算、连接、
协同、数据、智能为核心
能力要素 

1.1 研究背景 

技 术 背 景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技术背景：数智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新浪潮近30年，信息社会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阶段：信息化发展、数字化发展、数智化发展。数智化是“数字化+智能化”，以计算、连接、协同、数据、智能为核心能力要素。代表技术是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化是未来组织具备的内核能力，将赋能业务创新与协同、管理与决策。



1.1 研究背景 

https://lib.csu.edu.cn/  6 6 

行 业 背 景  

2016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ACRL)发布学术图书馆热门趋势将

“数字学术服务”列为“高校图书馆

发展趋势之一”。 

 

2021年《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

报告》指出图书馆应该在数字学术与

协作等方面探索新模式与新场景。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2016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将“数字学术服务”列为“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之一”。2021年陈建龙馆长的《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指出图书馆应该在数字学术与协作等方面探索新模式与新场景。



1.2 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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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系统的学术服务平台架构对数字学术的现有理论研究
进行补充和完善，弥补该方向理论研究的欠缺。 

数字学术服务平台为学校师生提供数字学术交流和科学研
究所需的工具设施以及服务，并对科研全过程活动产生的
数据进行保存、管理与分析，促进科研成果转换，助力学
术创新。 

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探索读者需求驱动和数智技术驱动的大学
图书馆智慧服务新模式，为图书馆的发展创新、转型与变革
提供新的机会。 

研究意义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高校图书馆作为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机构，整合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学术研究工具和方法，构建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是数字学术服务的重要环节，更好地为跨学科数字学术交流提供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弥补该方向理论研究的欠缺；促进科研成果转换，助力学术创新等。



1.3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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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学术服务是图书馆针对多学科科研人员进行跨学科合作的需求, 
充分运用新兴信息技术，通过组织、标引、挖掘和利用各类资源, 
深入科学研究生命周期各个环节开展的全方位学术服务。（ACRL） 

本研究认为, 数字学术服务主要是图书馆面向数字学术生命周期全
流程，利用数字资源、新兴技术和工具等，为科研人员提供嵌入数
字项目各阶段的项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保存、出版和交流等相
关服务。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ACRL、蔡迎春、李立睿等机构和学者对数字学术服务做了定义，本研究综合以上定义，认为数字学术服务主要是图书馆面向数字学术生命周期全流程，利用数字资源、新兴技术和工具等,为科研人员提供嵌入数字项目各阶段的项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保存、出版和交流等相关服务。



1.4 研究现状——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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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数字学术服务模式与评估  

 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实践  

 数字学术服务项目人员的合作关系  

 

国内： 

 国内外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调研与个案分析 

 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中心（空间）服务与建设 

 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模式 

 数字学术服务方向与内容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我们从wos和cnki中检索“数字学术服务”的相关文献，将关键词归类，总结归纳国内外研究现状。



1.4 研究现状——述评 

https://lib.csu.edu.cn/  10 10 

 
 

国内外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国外学者主要研究数字学术项目和参

与人员的合作关系，国内学者着重探讨数字学术服务多元内容和

空间建设。美国学校图书馆在数字学术服务方面走在了世界前

列 。 

虽有提及数字学术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和数字学术服务的实践案

例，但还没有对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平台建设情况调研，也缺

少平台实现路径和整体架构的详细阐述。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经过文献分析发现，数字学术服务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已逐渐成为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并深刻影响着图书馆服务的创新与转型。国内外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国外学者主要研究数字学术项目和参与人员的合作关系，国内学者着重探讨数字学术服务多元内容和空间建设。国内外文献发现美国学校图书馆在数字学术服务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还没有对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平台建设情况调研，也缺少平台实现路径和整体架构的详细阐述。在此背景下，通过调查美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平台的建设现状，梳理现有平台的建设维度和服务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高校数字学术服务平台路径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2 
PART TWO 

数字学术服务平台调研 



2.1 调研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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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选择： 

对2023年美国U.S.NEWS世界大学

排名前30所高校的图书馆网站进行

调研，访问数字学术服务平台的相

关页面，最终获得包含普林斯顿大

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13所

大学为有效样本。 



2.1 调研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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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学校  平台名称  

#1 普林斯顿大学 数字人文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 

#2 哈佛大学 数字学术支持小组（Digital Scholarship Support Group） 

#3 芝加哥大学 数字学术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Scholarship） 

#4 约翰霍普斯金大学 数字研究和管理中心（Digital Research and Curation Center） 

#5 宾夕法尼亚大学 研究数据和数字学术（Research Data & Digital Scholarship） 

#6 布朗大学 数字学术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Scholarship） 

#7 范德堡大学 数字学术和交流办公室（Digital Scholarship and Communications） 

#8 美国莱斯大学 数字学术服务（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 

#9 康奈尔大学 数字学术服务（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 

#10 哥伦比亚大学 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 

#11 埃默里大学 埃默里数字学术中心（Emory Center for Digital Scholarship） 

#12 乔治城大学 数字学术服务部（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Unit） 

#13 纽约大学 数字学术服务（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表格中为我们选取的13所学校。



2.2 调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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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A I技术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学术服务平台调研维度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以上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是基于图书馆自身的发展趋势,为发挥其数字学术中心的作用,集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智能技术优势,全力提供全校师生学术科研支持服务。



2.2 调研内容——数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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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和
超算设施  

软件、服务、
平台和各种

工具 

通讯网络
设施  

       美国各高校构建了供通信、协作和计算，支持数字学术的专有工具

资源集聚的数字基础设施。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综合13所学校来看，基础设施大都涉及3个方面：①数据中心和超算设施，提供计算、存储、交流的基础技术；②软件、服务、平台和各种工具；③通讯网络设施。可见，建设智能化、数字化的数字基础设施构成了数字学术以及服务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实现了数字技术与数字学术服务的初步融合。



用于共享数字馆藏和创建富媒体
内容的在线展览平台  

O m e k a  

学术论文撰写和发布平台  
S c a l a r  

预装了各类软件的远程桌面环境 

数 字 工 具 包  

哈佛大学数字基础设施包括：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哈佛大学基础设施包括提供免费开源创作和发布平台Scalar、Omeka，让科研人员能够轻松地在线撰写长篇、原生数字学术论文，可共享数字馆藏和创建媒体丰富的在线展览。以及开发远程桌面环境，并预装各种数字工具包以支持数字学术项目。



2.2 调研内容——AI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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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处理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数据挖掘 

文本挖掘/分析 

       先进的AI技术与学术服务融合，有效解决了数字学术个性化、情感分析、

主题建模、多模态信息识别等问题。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综合13所学校来看，AI技术大都涉及5个：（1）自然语言处理：帮助数字学术服务处理和理解自然语言文本。（2）机器学习：帮助数字学术服务建立预测模型。 （3）数字学术服务可以利用图像处理技术来处理和识别图片、图表和其他可视化内容。（4）数字学术服务可以使用数据挖掘技术从大规模数据集中发现模式和趋势。（5）数字学术服务可以利用文本挖掘技术，从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中抽取潜在的、用户感兴趣的重要模式或知识。



哈佛大学AI技术包括：  

自然语言处理、文本
分析、图像处理等。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哈佛大学的AI技术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文本分析、图像处理等。



哈佛大学“Digital Archive of 

Japan's 2011 Disasters”项

目收集了日本2011年地震和海

啸灾害的相关信息，包括新闻报

道、照片、视频等等。这个项目

采用自然语言处理分析灾难事件

的影响和后果。 

哈佛大学AI技术  
应用场景：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其中“Digital Archive of Japan's 2011 Disasters”项目采用了一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用来分析灾难事件的影响和后果。



2.2 调研内容——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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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13所学校，发现数字学术服务内容包含27个服

务范畴：  

论文推送、项目管理、寻求合作、资金信息整合、数字化资

源和数据库、数据收集工具、数据预处理、文本分析、成果

展示与发布、追踪学术影响力、素养教育等。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调研13所学校，发现数字学术服务内容包含27个服务范畴：论文推送、项目管理、寻求合作、资金信息整合等。



2.2 调研内容——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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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交流传播 

1 
学术资源智能推送 

研究项目实施支持 
2 

资源获取有效保障 
3 

研究材料深入分析 
4 

研究成果高效产出 
5 

6 

服务  
内容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将以上27个范畴提炼归纳为6个方面服务内容：学术资源智能推送、研究项目实施支持、资源获取有效保障、研究材料深入分析、研究成果高效产出、研究成果交流传播。



哈佛大学服务内容
包括： 
项目管理、寻求合作、
资金信息整合、数据
预处理、文本分析、
成果交流共享、数字
素养教育等。
（ h t t p s : / / d s s g . f a s . h a r v a r d . e d u / ）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从哈佛大学服务内容来看，包括：项目管理、寻求合作、资金信息整合、数据预处理等。



2.3 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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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服务之间存在数据格
式、标准和接口等差异 

 服务与科研生命周期的各
阶段没有形成对应 

数字基础设施有待
整合 

 学术服务需加深对大数据、
用户、产品等思维的运用 

 服务模式的革新亟待大数
据、语义技术等技术提供
支持 

业务数据与AI技术
有待深度融合 

 软硬件设施存在许多重叠 

 各种工具还相对比较分散，
功能上既存在重合，也不
够全面 

数字学术服务有待
梳理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通过以上调研，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数字基础设施重叠：①在上述数字学术平台的调研中发现，软硬件设施存在许多重叠，调用相同的数据、业务、技术和算法，将会导致资源的重复建设和实施效率的低下；②各种工具还相对比较分散，功能上既存在重合，也不够全面，还未实现完全契合数字学术生命周期的系统整合。（2）①数字学术服务中细分用户需求和适用场景也需加深对大数据、用户、产品等思维的运用；②数字学术服务模式的革新也亟待大数据、语义技术等技术支持。可见，业务数据与AI技术有待深度融合。（3）①国外数字学术服务平台为各类数字学术服务提供了统一的入口，但大部分服务仅仅是提供了对应服务的接口，而不同服务之间由于数据格式、标准和接口等存在差异，使得服务之间的数据交流和共享变得困难。②同时，虽然调研的高校都提出将数字服务嵌入科研全生命周期，但服务与科研生命周期的各阶段没有形成对应，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难以找到当前研究阶段所需的服务。因此，数字学术服务有待进一步梳理。



3 
PAR T THREE 

路 径 规 划 和 基 本 架 构 



3.1 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化路径规划 

https://lib.csu.edu.cn/  25 25 

      改变以往的单一架构模式转向以中心化、数据

化、智能化和协同化为核心的架构成为新一代学术

服务架构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按照整合数字基础设

施、搭建融合AI技术的数据中台、构建业务中台的

路径实现基于数智融合的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化。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因此， 改变以往的单一架构模式转向以中心化、数据化、智能化和协同化为核心的架构成为新一代学术服务架构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按照整合数字基础设施、搭建融合AI技术的数据中台、构建业务中台的路径实现基于数智融合的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化。



通讯网络设施 算力基础设施 工具基础设施 通讯网络设施 算力基础设施 工具基础设施 

3.1.1 整合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平台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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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数字基础设施，进行集成和优化，实现多维度、多渠道、
全天候的数字学术服务，形成中央化的管理平台，提高数字
基础设施的集成效率和协作性。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整合数字基础设施，进行集成和优化，实现多维度、多渠道、全天候的数字学术服务，形成中央化的管理平台，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的集成效率和协作性。



3.1.2 搭建数据中台，融合AI技术赋能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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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书馆从数字学术业务视角出发，梳理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通过数据

中台对资源数据、业务数据、服务数据和行为数据进行数据融合、数据加工、

数据可视化、数据服务。 

实现步骤 解释 

数据融合 实现数字学术服务数据的收集与转换  

数据加工 打通科研项目与图书馆管理等的全域数据流  

数据可视化 
通过数据可视化工具和技术，将数据转化为可视化的图表、报表、仪表盘等形式，
使数据更加易于理解和利用。  

数据服务 
运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等人工智能方法将数字学术服务数据应用于具体学术服务
问题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图书馆从数字学术业务视角出发，梳理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通过数据中台对资源数据、业务数据、服务数据和行为数据进行数据融合、数据加工、数据可视化、数据服务，打通科研项目与图书馆管理等的全域数据流。AI技术发挥技术赋能优势，成为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的有效连接。



3.1.3 构建业务中台，确定平台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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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问题提出阶段  

2 课题组织申请阶段  

3 研究材料收集阶段  

6 学术成果交流阶段  

5 学术成果产出阶段  

4 研究材料分析阶段  

论文推送、研究简报 

项目管理、寻求合作、资金信息整合 

数字化资源和数据库、文件组织、元数据标
准、对象标识符、版本控制、数据收集工具 

数据预处理、文本分析、统计分析、网络
分析、数据可视化、文献管理 

开放获取、出版内容、出版保存、知识
产权、投稿支持 

数据归档、成果展示与发布、追踪学术
影响力、会议活动 

（1）基于生命周期确定平台服务范围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本课题根据参考Maron Nancy、周力虹等观点将数字学术活动的生命周期分为学术问题提出、课题组织申请、研究材料收集、研究材料分析、学术成果产出、学术成果交流六个阶段。根据学术生命周期各阶段特征，结合调研分析结果，生成各阶段核心服务内容。



3.1.3 构建业务中台，确定平台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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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现有数字学术服务内容打散、

拆分 ,整合到各共享业务中心 ,通过共享

服务体系建设 ,将能力服务化和原子化 ,

形成统一的业务中台。 

（2）建立业务中台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把现有数字学术服务内容打散、拆分,整合到各共享业务中心,通过共享服务体系建设,将能力服务化和原子化,形成统一的业务中台。实现数字学术服务事项的敏捷开发及快速迭代，实现数据打通和流程再造。



3.2 构建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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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架构目标： 

      通过数智技术，构建数字中台，将图书馆零散、异构的

多源数据进行多维集成与开发，形成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数

据资产，再将数据资产包装成不同数据产品为各阶段数字学

术服务提供数据支撑，为学术用户提供更智慧的学术服务。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通过数智技术，构建数字中台，将图书馆零散、异构的多源数据进行多维集成与开发，形成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数据资产，再将数据资产包装成不同数据产品为各阶段数字学术服务提供数据支撑，为学术用户提供更智慧的学术服务。



3.2 构建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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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架构内容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参照云计算经典三层架构和《中国数据中台行业白皮书》，将此技术架构设计为“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的三层服务架构。



3.2 构建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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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架构内容 

建设基础设施层，
提供互联互通基础 

构建融入AI技术的
数据中台，实现数
据管理与服务 

构建业务中台，运
用微应用实现智慧
服务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建设基础设施层，提供互联互通基础图书馆不需要改造自己原有的基础设施构架，将数据中心、超算设施、网络设施和工具设施等全面上云，数字学术项目直接使用云服务。（2）构建融入AI技术的数据中台，实现数据资产管理、服务、开发；数据中台通过数字学术服务资产数据的管理工作，实现数字学术服务数据资产管理的自动化。同时，数据中台离不开大规模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计算支撑能力的AI技术，对管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和后期应用开发，为业务中台创新升级提供数据服务。(3)构建业务中台，运用微应用实现智慧服务业务中台的建设实现了基础功能的复用，为各类应用更新和迭代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各类个性化微应用会大面积替代现有粗放式平台，根据需要灵活调用现有的一些基本功能组件，在技术层面上降低开发难度和减少试错成本，使得业务中台的工作效率显现出功能复用性。



4 
PART FOUR 

数 字 学 术 服 务 平 台 
应 用 场 景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作为新兴前沿学科服务，我们发现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在科研数据监护、数字和开放出版，构建数字学术数据空间、建设优质数字资源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4 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应用场景 

https://lib.csu.edu.cn/  34 34 

开展科研数据监护
及保存服务，进行
数据管理和共享 

融入数字和开放出
版，加速学术论文
撰写和出版 

丰富机构库服务，
扩大学术影响力  

构建数字学术数据
空间，加强学术交
流和合作 

建设全面、优质数
字资源，开展学术
资源共享和利用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开展科研数据监护及保存服务，进行数据管理和共享嵌入数字学术生命周期的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可进行数据管理和共享，实现数据的重复利用和存储共享，支持数据管理和AI生成内容进行科研协作，提高研究效率和质量。（2）融入数字和开放出版，加速学术论文撰写和出版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提供论文撰写工具，可自动化生成文献引用和参考文献，帮助科研人员快速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将AI技术应用于同行评审等，科研人员可将学术论文提交到数字学术服务平台中的出版平台上进行预出版，加快学术论文的出版速度。（3）丰富机构库服务，扩大学术影响力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可结合文本挖掘、机器翻译、知识图谱构建等技术收集和分析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和贡献，实现多源信息的融合以及数据的关联化、图谱化，为学术界提供客观的评估标准和参考。（4）构建数字学术数据空间，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构建的数据空间是一种通用的多源异构数据组织和管理模式，为跨组织场景的数据共享、数据分析以及数据服务提供了新途径。它为跨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开放式的数据和知识交流空间等。（5）建设全面、优质数字资源，开展学术资源共享和利用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汇集全校范围内的学术资源和数据，开展资源共建共享服务，并通过数智算法不断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以更个性化地资源利用来满足各类学科专业用户的个性化服务需求。



5 
PART F IVE 

总 结 与 展 望 



5.1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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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服务维度 

调研13所美国高校数

字学术服务平台实践

情况，分析各高校数

字学术服务平台的服

务维度；  

构建框架模型 

构建业务中台、数据

中台和数字基础设施3

个层次的框架模型；  

探讨应用场景 

探讨平台如何融入科

研数据管理、数字和

开放出版、机构库服

务、数字学术数据空

间和建设优质数字资

源等场景。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本研究在调研13所美国高校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各高校数字学术服务平台的服务维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业务中台、数据中台和数字基础设施3个层次的框架模型，探讨数字学术服务平台如何在科研数据管理、数字和开放出版、机构库服务、数字学术数据空间和建设优质数字资源等场景中发挥作用。



技术难题  

智能算法的持续迭代突破，服务
决策模式对数据算法更加关注，
增加了数智化转型的技术难度。  

5.2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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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  

用户参与度  

在建设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时，以
用户为中心，收集用户的需求和
反馈。  

组织架构  
高校数字学术服务平台需建立完
善的组织架构和数智化管理团队。  

需采取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包
括数据加密、权限管理、安全备
份等。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当前，中南大学图书馆以“助推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为目标，积极发挥数据资源优势，已着手部署数字学术服务平台进行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管理和服务，我们发现高校数字学术服务平台的建设落地可能会面临以下困难：（1）技术难题：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日益深入，新旧技术同时并存，加上服务决策模式对数据算法更加关注，都增加了数智化转型的技术难度。（2）数据安全：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涉及到大量的用户数据和敏感信息，因此平台的安全性至关重要。在建设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时，需采取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包括数据加密、权限管理、安全备份等。（3）用户参与度：数字学术服务平台的成功与否与用户的参与度密切相关。因此，在建设数智数字学术服务平台时，以用户为中心，需要及时收集用户的需求和反馈，以便进一步优化平台和服务。（4）组织架构：高校数字学术服务平台需要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和数智化的管理团队，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扁平化、柔性化的管理模式转变，提升团体协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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