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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检索平台：
保存IOP、RSC、Nature
等裸数据，实现本地服务

启动NDPP：
三个国家级节点长期保
存高价值数字科技文献

长期保存写入集团方案：
推动数字资源国家长期保存、
联盟公共保存和成员馆保存

专题特色库
大多只在内部访
问，资源揭示与
发现停留在元数
据层面

科研数据管理平台
总体上开展此类服务的
高校不多

机构知识库
服务功能欠缺，
共享不足

尚未见对各类数字资源
本地化建设与服务策略

的系统调研和梳理

数字资源的本地长期保存与持续有效利用，既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也是高校图书馆普遍迫切需要

“相当比例数据库实
现了本地保存，但只
是作为战略安全进行
长期保存，目前并不
直接提供本地服务”

背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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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文献调研法：高校图书馆数字保存与服务相关文献

网络调查法：2024年2月至3月，详细调查10所高校图
书馆网站，重点考察数字保存与服务政策规划、平台基
础设施建设以及系列增值服务开展情况

归纳总结法：国外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本地化建设与
服务现状、策略以及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大学排名 机构名称

1 哈佛大学图书馆

2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3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5 牛津大学图书馆

6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7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8 剑桥大学图书馆

9 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

1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样本选择：2022—2023年度U.S. News

排名前10的世界一流高校图书馆



大学排名 机构名称 政策规划文本名称

1 哈佛大学图书馆
①图书馆战略规划（2020-）

②数字保存服务政策指南

2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①图书馆战略规划

②数字保存框架
③研究数据原则

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①图书馆战略规划（2017-2021）

5 牛津大学图书馆
①图书馆战略规划（2022-2027）

②数字保存政策
③研究数据政策

6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①图书馆战略规划（2023-2026）

7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②图书馆战略方向

8 剑桥大学图书馆

①图书馆未来展望（2019-2024）

②图书馆数字保存战略规划（2019–2024）
③图书馆数字保存政策
④Apollo机构知识库数字保存政策
⑤研究数据管理政策框架

9 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 ①图书馆战略规划(2021-2023)

2 国外高校图书馆数字保存与服务政策规划



2.1 数字保存与服务战略方向

方能演亦

方能演亦

战略方向 表述示例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 牛津大学：开发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制订数字化计划，加强数字保存规定，可持续保

存和提供数字化藏品与原生数字资源

• 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先进的元数据开发实现数字仓储系统最大的连通性

优化资源发现获取
• 哈佛大学：推进“为未来保存”战略的同时，要强化知识发现，多样化扩充知识获取方式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改进学者获取资源的方式（四大战略方向之首），通过推出以用户
为中心的发现和获取服务，提升数字学术资源的可用性和影响力

嵌入科研生命周期
• 华盛顿大学：通过为从知识创造到整理传播的整个研究生命周期提供专业的知识和数据服

务，全力支撑研究人员的需求

• 剑桥大学：将图书馆打造为研究的合作伙伴，支持倡导以数字资源驱动学术进步

推进开放学术研究
•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作为一个全球性开放式知识平台，要为全球合作研究提供服务

• 加州理工学院：丰富学术交流和出版模式，提高机构研究成果和数字馆藏在全球的可发现
性、可访问性和可再利用性



哈佛大学图书馆《数字保存政策服务指南》

（1）数字保存政策

• 为数字保存各个阶段提供方向和指导

• 保存的核心：确保数字资源的完整性、真实
性、可访问性以及可用性

• 明确规定资源入藏标准、权限、服务级别等

（2）数据管理政策

• 科研数据管理原则

2.2 数字保存与服务政策规范

牛津大学图书馆《数字保存政策》

• 内部内容保存：师生学术成果、机构特藏档
案以及实体馆藏的数字版本

• 电子订阅内容存档方案：LOCKSS、
CLOCKSS、Portico和Keepers Registry等

麻省理工学院

可用性 安全性 合规性

• 科研数据管理目的：促进研究成果的广泛应用，
提高研究效率

• 研究数据管理政策框架：进一步明确学校、科
研人员、图书馆等各方职责

• 促进研究数据的保存、共享与重用

• 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的价值和大学的研究潜力

剑桥大学



方能演亦

支持数字资源的可持续访问，维护数据安全和完整，促进数字资源的整合和创新使用

建立本地存储库、实现本地化保存
是国外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能演亦

商业数字资源 自建数字资源

3 国外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本地化保存策略

数字特藏资源 研究数据资源



大学
排名 机构名称 LOCKSS

本地分布式保存
CLOCKSS

联盟分布式保存
Portico

第三方分布式保存

1 哈佛大学图书馆 √  √

2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 √

3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 √  

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   

5 牛津大学图书馆 √ √ √

6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 √ √

7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 √ √

8 剑桥大学图书馆 √ √ √

9 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  √ √

1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

3.1 商业数字资源的本地化保存



方能演亦

方能演亦

建立参与网络
每个图书馆都在本地
部署运行LOCKSS软件
（节点），并与成员
图书馆相互连接形成
一个分布式保存网络

方能演亦方

采用多种摄取机制，
从出版商或内容提供
者的网站自动收集已
授权的数字资源

收集内容

方能演亦方能演亦

创建内容副本

收集到的内容在
LOCKSS网络中的
每个节点（即每个
参与的图书馆）上
都存储一份副本

方能演亦方能演亦

定期验证完整性

每个节点定期与其他
节点进行通信，通过
投票机制来检测和修
复损坏的文件，确保
数据安全和完整

方能演亦能演亦

长期访问和管理

通过本地存储和网络间
的同步验证，保证了即
使原始出版商的网站因
故不能访问，参与图书
馆仍然能够从其本地
LOCKSS系统中访问和
管理这些内容

方能演亦方能演亦

01 02
03

04

05

3.1 商业数字资源的本地化保存
LOCKSS，即Lots of Copies Keep Stuff Safe项目，是由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发起的、开源的长期保存
系统，其设计的原则是大量副本保证数据安全。系统依据OAIS设计了一个拥有通用功能、可扩展功
能和互操作功能的模型，通过以下几个关键步骤和技术来实现资源的本地保存



3.2 自建数字资源的本地化保存
大学
排名 机构名称

数字特藏资源 研究数据资源

管理发布门户 后台系统 机构知识库/开放科研数据平台 后台系统

1 哈佛大学图书馆 HARVARD Digital Collections 不详
Digital Access To Scholarship At Harvard（DASH） Dspace

Harvard Dataverse Dataverse

2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DOME 不详 DSpace@MIT DSpace

3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Stanford Digital Repository Fedora Stanford Digital Repository（SDR） Fedora

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Digital Collections Portal 不详
eScholarship Repository Fedora

Merritt Merritt

5 牛津大学图书馆 Digital Bodleian 自主开发 Oxford University Research Archive（ORA) Fedora

6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Digital Collections CONTENTdm ResearchWorks DSpace

7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s 不详 Academic Commons Fedora

8 剑桥大学图书馆 Cambridge Digital Library 自主开发，开源 Apollo DSpace

9 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 Digital Collections Eprints
Caltech Collection of Open Digital Archives Fedora

CaltechDATA InvenioRDM

1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Featured Collections 不详
Jscholarship DSpace

Johns Hopkins Research Data Repository Dataverse



方能演亦

开源软件存储库系统作为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与发布系统得到广泛应用

3.2.1 采用开源软件存储库系统

活跃开放社区高校主导开发 引领行业发展

数字特藏资源平台

1

1

1

3

9

Fedora

Eprints

Cambridge Digital Library

Samvera

ArchivesSpace

研究数据资源平台

机构知识库

5 1
Fedora

5

科研数据平台



DPC-RAM模型：
• 对组织的数字资

源长期保存能力
进行测试，确定
最优保存策略

OAIS模型：
• 规范数字资源的获

取、存档、管理、
长期保存及访问

确定最优
保存策略与模型

广泛采用
数字文件标准

示例：哈佛大学图书馆

• PREMIS保存元数据

• 结合元数据封装标准
METS，制定元数据
实施方案

• 在PREMIS实体类型
基础上开发自有数据
模型，作为整个数字
资源保存和获取服务
技术体系的运行基础

规范制定

元数据方案

积极开展

可信赖认证

3.2.2 推进数据规范化建设

示例：BagIt
• 多个数字存储库采用

• 主要涵盖了bag-
info.txt、fetch.txt和
标签清单文件

• 确保海量数据可被准
确传输并长期保存

CoreTrustSeal：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Merritt系统、剑桥大
学Apollo系统通过认证

• 表明这两个系统的数据
收集、规范管理、可信
存储、权益保护、长期
保存和持续服务能力等
得到充分认可



示例：哈佛大学图书馆根据数字资源使用
频率实施差异化的存储策略

使用频率较低资源

• 提供3个副本，本地服务器中心磁盘阵列、
馆内现场磁带库以及远程离线磁带库

使用频率高的资源
• 额外增设远程服务器中心磁盘阵列副本，

并提供两份在线副本作为访问服务保障

为数字存储库维护一个高度安全的环境
是确保信息持续完整性的重中之重

3.2.3 强化数据存储安全

保证每种资源至少有3个不同地理位置的

备份，且至少有2种存储介质和3种访问
模式（在线、近线、离线）

参考：朱玲.哈佛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保存和获取服务技术体系的构建及启示
[J].图书馆杂志,2021,40(04):37-46.



方能演亦 方能演亦 方能演亦研究数据资源
开展全生命周期

管理服务

数字特藏资源
提升可用性与

影响力

商业数字资源
确保本地持续

访问

4 国外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本地化服务策略

“将本地化资源的潜力转化为服务的现实能力”



被7所高校采用的LOCKSS与其他保存方案相比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在本地保存的同时可以确保
用户对图书馆订购资源的无间断即时访问。可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实现：

代理模式 服务模式 与OpenURL 解析器集成模式

• 图书馆运行网络代理，允许校
外用户访问受限制的内容。当
配置为代理访问时，LOCKSS 
可确保在无法从原始来源获取
内容时，无缝满足内容请求。

• 在基本服务模式中，保存的内容
由与 LOCKSS 相对应的本地网址
提供，LOCKSS 会检查原始源能
否提供内容以满足给定的请求。
若原始源无法提供内容，LOCKSS
就会提供自己的副本。

• 机构可将 LOCKSS 系统作为目标添
加到 OpenURL 解析器中，从而使
存储在其 LOCKSS 系统中的内容可
通过机构的发现系统实现资源发现
和访问。

4.1 确保商业数字资源的本地持续访问

01 02 03



大学
排名 机构名称 管理发布门户 专题

整理 浏览/筛选 文本
检索

在线
访问 下载 共享

1 哈佛大学图书馆 HARVARD Digital 
Collections

16 年代、类型、语种、馆藏地 √ 部分 部分 IIIF
API

2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DOME 13 年代、作者、标题、主题 √ √ √ RSS

3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Stanford Digital 
Repository

— 类型、年代、语种、作者等 √ 部分 部分 IIIF
RSS

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Digital Collections Portal 9 主题、年代、类型等 √ √ √ IIIF
RSS

5 牛津大学图书馆 Digital Bodleian 7大专题，34
个子集

类型、语种、来源国家、年
代、项目、机构等 √ √ √ IIIF

API

6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Digital Collections 138个子集 主题、来源、作者、年代、
类型 — √ √ IIIF

7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s 64个子集 类型、馆藏地、语种、年代 — 部分 部分 —

8 剑桥大学图书馆 Cambridge Digital Library 90个子集 主题、题名、作者、语种、
年代等 √ √ √ IIIF

9 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 Digital Collections 7 类型、年代、主题等 — √ √ IIIF
RSS

1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Featured Collections 13 类型、主题 — 部分 部分 —

10所高校图书馆数字特藏资源管理平台基本功能一览表

4.2 提升数字特藏资源的可用性与影响力



• 谷歌搜索框式首页设计，资源
统一发现

• 专题资源分类发布，支持按类
型、主题、时间、语种、作者
等浏览资源

• 检索与筛选相结合，多维度精
炼检索结果，定位感兴趣内容

• 6所高校支持文本/全文检索，
助力基于数字特藏的数据挖掘、
文本分析与主题探索

（1）检索与浏览

4.2.1 以用户为中心的发现获取服务



绝大多数资源在线免费访问，
支持高清图片等资源下载

普遍采用新型图像浏览工具：
• IIIF、Mirador、Universal 

Viewer等
• 支持高分辨率图像的深入浏览、

多图像对比分析、注释功能等，
极大地增强了学术研究、教学
和公众参与的可能性

部分版权限制资源限定在校
内访问，但仍支持校外元数
据级别访问

4.2.1 以用户为中心的发现获取服务

（2）在线访问与下载



• IIIF接口：7所高校图书馆，不

仅开放元数据，还开放数字对象
本身

• API元数据接口：2家高校提供

• RSS资源订阅：4家高校采用，

在元数据层面部分实现资源共享

（3）开放共享

4.2.1 以用户为中心的发现获取服务

提供数字特藏数据接口，便于
资源在数据层面嵌入其他平台



4.2.2 基于特藏价值挖掘的增值服务
（1）举办在线展览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在线展览



4.2.2 基于特藏价值挖掘的增值服务
（2）嵌入课堂教学



4.2.2 基于特藏价值挖掘的增值服务
（3）助力数字人文

牛津大学图书馆“数字启蒙：书信及生平”项目 加州理工学院数字化口述历史项目



4.3 开展科研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大学
排名 机构名称

数据
管理
服务
指南

数据管理计划 数据收集与组织 数据处理
与分析 数据存储 数据共享与安全 数据引用 培训

1 哈佛大学
图书馆 √

NSF数据管理计划清单、
DMPTool、各种DMPs
模板

Dataverse数据订阅，
HMS文件命名

可视化支持
分析工具

Dataverse平台、DASH，提
及了figshare、Dryad、
Zenodo等

NIH数据共享政策和
公共访问政策、数据
使用协议

数据引用
原则联合
声明

网上培训链
接

2
麻省理工
学院图书
馆

√ DMPTool、ezDMP、
ICPSR

组织文件(命名文
件、文件夹名及结
构)、元数据标准

—
DSpace@MIT、Athena 
lockers、Dropbox、DVN、
ICPSR、OSF for MIT

数据共享注意保密政
策，健康研究法规、
知情同意、保密性、
版权保护、数据授权

引用数据
指南 研讨会列表

3 斯坦福大
学图书馆 √ DMPTool

文件命名、文件格
式、文档版本、元
数据

分析工具
Open Refine、
Tableau等

SDR机构库、AFS、Google 
Drive、Box，不同学科的存
储库

临床保密信息、敏感
数据

数据引用
标准 研讨会列表

4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
校图书馆

√ DMPTool 数据收集工具 
REDCap

地理信息系
统（GIS）软
件

Merritt、Dryad、Box、
bDrive、Public Cloud 
Providers、Enterprise 
Storage、UCBackup

数据分类与安全政策 —

研讨会，为
院系和项目
提供定制支
持

5 牛津大学
图书馆 √

DMPTool、Digital 
Curation Centre数据管
理计划清单

文件命名、文件格
式、知识产权、伦
理与保护

分析软件如
SPSS ORA-DATA平台

数据授权与共享、不
能共享的数据、如何
共享

DOI引用 丰富的培训
资料



4.3 开展科研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基于科研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服务



4.3 开展科研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1）数据管理计划

• 鼓励使用DMP 
Tool

• 提供在线指南、
资源和建议

• 汇总其他计划
工具清单：
NSF、NIH等



4.3 开展科研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2）数据收集

哈佛大学图书馆Dataverse订阅数据集



4.3 开展科研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3）数据处理与分析

哈佛大学研究计算设施

示例：哈佛大学通过FAS Odyssey、HMS 
O2、IQSS RCE、HBS RCS等平台为全校
科研人员提供批处理、流处理等大规模科
研数据计算服务

数据计算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各高校提供多种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所需的
软件或技术支持

Open Refine

Tableau ArcGIS

SPSS

Gephi



4.3 开展科研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4）数据存储

斯坦福大学SDR数据存储服务

• 首选推荐方案：本单位
机构知识库或开放科研
数据平台

• 验证提交数据质量，提
供数据保存政策、访问
控制使用协议、数据创
建以及转换等服务

• 同时提供多种其他存储
方式：学科存储库、云
存储等



4.3 开展科研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5）数据共享

数据仓储按照FAIR原则出版数据资源
• 可发现（Findable）、可访问

（Accessible）、可互操作
（Interoperable）、可重用（Reusable）

开放出版指导服务
• 平台工具：DOI、ORCID iD、re3data…

• 开放获取服务、知识产权服务

• 鼓励科研人员在数据期刊出版科研数据

科研数据出版、共享及再利用是科研数据
管理的重要流程和意义所在

哈佛Dataverse有力促进科研数据共享



5 启示展望

• 结合实际，构建本馆数字保存与服务、数据
管理等相关战略规划与政策指南

• 积极推动并参与全国性标准制度制订，推进
规范化的数字资源建设

• 探索商业数字资源本地分布式存储

• 利用开源系统推进完善自建资源本地存储库
建设，减少对商业软件依赖

• 强化数据有效组织与安全管理

• 搭建一站式平台，实现资源统一管理揭示

• 有序开放数字馆藏，推进学术与文化交流

• 深挖数字特藏价值，开展多种增值服务，促
进知识共享和创新研究

• 加快构建图书馆主导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体
系，以本地数据仓储为依托，提供嵌入科研
生命周期的全流程数据服务，最大化挖掘科
研数据的价值，助力开放科学与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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