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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武汉大学图书馆机构知识库建设
目标与实施
建设目的

• 通过成果的收集、存储、组织、管理，提供成果的检索、发布、下载等基础服务，
完整展示本校的学术产出，实现社会共享，提高影响力；

• 提供成果推送、导出、认领、统计、分析等多功能增殖服务，为学科评估、科研管
理、人事管理等提供基础可信数据。

建设内容

• 成果知识库：共享+展示+管理

• 学者库：学校公布的重要头衔学者+学者自主发布；展示+管理

• 竞争力监测平台：成果统计、ESI/InCites、大学排行、公开数据

• 移动端：浏览、检索、认领

资源数据库 + 科研管理支持平台



背景与基础——科研评价

积累较为精准的机构基础数据

• 近十年的WOS数据：年度分布、
院系分布、作者分布

• 2010年以来的我校精准成果数
据：中英文，作者单位、中文
姓名

• 为数据清洗规则的设计提供对
标数据

图书馆成为成果数据的权威提供者

• 和科发院、社科院、发规办、人
事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 科研奖励、职称评定

• 为成果认领打下基础





保障机制

数据质量——图书
馆

• 核心数据的收全
率；数据清洗的
准确度；数据的
深度标引

数据共享与安全—
—信息中心

• 公共数据池：整
合交换学校相关
系统数据：人事、
职称、科研等

• OA统一认证：
实现用户分级管
理

数据维护——科研
管理部门

• 以相关科研奖励
政策为抓手，引
导老师认领和维
护成果

• 图书馆主动维护



项目组架构



实施方案

模块分步实施

• 成果库、学者库优先开
发

• 分析模块和移动端及时
跟进开发

数据分步实施

• 外文期刊论文、中文期
刊论文、学位论文、专
利、图书、科研项目…

• 近10年、2001年以来
（合校以来）、建校以
来分步走战略

• 数据入库之前先审核





特色——精细化的元数据采集、清洗、解析和标引策略

质量控制机制确保数据准确、齐备

• 元数据标准：资源组织部

• 期刊论文：63个字段，20个必备，40个可选，3个有则必备

• 学者：6个必备，21个可选，4个有则必备

• 采集策略：科研评价组

• 数据审核：准确性审核和内容审核



特色——精细化的元数据采集、清洗、解析和标引策略

机构规范表

• 梳理二、三级机构及历史机构，形成二级单位规范表

• 单位正式名称，成立时间，单位性质、英文正式名称、英文其他名称、中文全称、
中文简称，英文简称、关联单位等等

• 机构中英文地址词表

• 历年成果数据机构地址析出，形成机构的中英文对照词表

效果

• 二级机构检索，结果包括现有二级机构论文、下属三级研究机构论文，并列出历史
关联机构的所有论文

• 可以实现一级、二级、三级研究机构的多维统计

• 英文论文可直接显示相关机构中文名



特色——精细化的元数据采集、清洗、解析和标引策略

作者识别

• 从人事部获取所有在职教工名单，并总结出作者英文拼写的各种方式（20余种）

• 公司据此批量构造著者名称中英文对照词表

• 学科馆员对其中含多音字的著者人工核对其正确读音，修正词表。

• 公司根据单位及著者英文名称对照进行作者归属

效果

• 英文论文的本校作者姓名可显示中文

• 作者库的待认领成果相关度较高

• 提升了个人成果统计的准确度





机构知识库——学者库

重点学者：整合了名师库和学位论文库信息

• 院士、资深教授、教学名师、杰出青年、长江学者

• 内容包括：简介、研究成果、合作者、荣誉头衔、指导论文

学者中心：一卡通登录可查看

• 人物总量 18137，认领成果总量162480
• 指导学生 73213  论文数量113880
• 科研项目数据 640
• 荣誉头衔 1009  合作者 237406







机构知识库——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整合科研评价历史数据，实现横向对比

• ESI/InCites指标

• 入选/未入选ESI学科分析、TOP论文分析、横向对比

• 收录了2013-09至今每一期数据，各学科机构排名数据，高被引
论文，热点论文

• 大学排行

• US NEWS、QS、THE、ARWU、自然指数、西班牙世界大学网
络计量排行、谷歌学术引用数据等十余个排行榜数据

• 成果统计



数据分析——用户权限管理

学校

成果概况：概况
数据；成果分类

分布图表

校内比较：可灵
活查看院系分布

数据

校际比较

ESI/InCites、大
学排行、公开数

据

学院

成果概况：概况数
据，成果各类分布

图表

校内比较：可选择
对比院系和指标

校际比较

ESI/InCites、大学
排行、公开数据

学者

成果概况：概
况数据、分布
图表、成果清

单

校际比较

ESI/InCites、大
学排行、公开数

据

访客

基于全校
成果的多
角度统计



进展与特色——成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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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机构库已经服务于学校多项工作
 人事部：职称申报者的论文数据：从填报改为认领（节约人力）；
从个人提供查收查引证明到图书馆统一核实论文的影响力情况
（收录、期刊分区、影响因子等），图书馆目前成为职称论文数
据的提供和审核单位；

 双一流建设中期自查的相关数据提供：学校和学科比较数据（数
据分析模块）

 其他各职能部门零星的论文数据需求：科发院、社科院、研究生
院

 目前已集成在学校信息门户、智慧珞珈等平台；在学校主
页等均有链接。但系统未能实现和其他管理系统的对接。



机构知识库建设的初心

 2002年R. Crow，IR（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2003年，中国加入《柏林宣言》

 OpenDOAR ( 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开放
存取机构知识库名录) 

 OpenDOAR 共收录机构知识库 3519 个。

 我国被收录共有184个，其中大陆地区共有92个，港澳地区
有9个，台湾地区有83个。

 大陆地区92个， 49个中国科学院系统，13个大学。截至2018
年9月



 开放获取近年主题：

 2012，set default to open access 开放获取应成为常态

 2013，redefining impact 重新定义影响力

 2014，generation open 开放获取着眼于青年

 2015，open in collaboration 开放以合作为基础

 2016，open in action 开放在行动

 2017，open in order to 开放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2018，designing equitable foundations for open knowledge 
为开放知识建立更加公平的基础



 欧洲，处于立即开放( immediate open access) 和全开放状
态的学术论文仅为已发表总量的 20%，而在 15 年前
就已经达到15%，此进度与 28 个欧盟国家科技部长提
出的在2020 年达到所有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完全开放的目
标相距甚远
金色通道与绿色通道

 开放期刊，机构知识库

 COAR（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可持续的全球型知识共
享空间



机构知识库的未来发展

 2016 年 4 月起， COAR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即“下一代机
构知识库”( Next Generation Repositories) 。

 核心是将机构知识库作为一种分布式的、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
学术交流平台

 加值

 为创新服务

 集体合作和管理
吴建中《从开放获取到“超越开放获取”》



 COAR提出五项基本要件: 
 ( 1) 提升本地机构在保存并提供多元且有价值的研究产品方面的
服务能力，将重心聚焦于服务能力而不仅仅是资源;

 ( 2) 通过采取互操作的标准和实践，将本地服务与全国、区域和
全球网络相连，突出本地与全球之间的关联与协作; 

 ( 3) 重新分配资金以支持类似同行评议等并为网络加值，加强机
构知识库在知识增值方面的分量;

 ( 4) 改进用于评估学术贡献的更广范围的质化和量化指标程序，
善用更加平衡的质化和量化评估手段;

 ( 5) 引入确保共享空间能代表全球研究群体需求的原则和管理，
要求各机构知识库树立全局意识，在全球的高度站位思考

 COAR．Beyond open access［EB /OL］．［2018 -10 -13］．https: 
/ /www. coar-repositories. org /files /COAR-beyond-open-access-
1.pdf.



 资源，web of document
 元数据

 数据，web of data
 信息化、数字化、数据化

 数据化1.0
 数据化2.0 ，datafication

 发现，数据分析

 关联

 协作



 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Confederation of China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CHAIR），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
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联合16家高校图书馆共同发起，
截止2019年，该联盟成员已增至51个。

 科研数据管理、教学管理

 数据分析、为创新服务

 互操作、协作、全局意识

 用户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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