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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的

战略规划、技术实践与创新发展
——2012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暨数字图书馆

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综述

摘要：文章对2012年6月在苏州举行的“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暨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进

行了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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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1日～13日，2012年
“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暨数字

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在江

苏苏州举行。会议由高校分会、苏

州大学图书馆、中国教育装备采购

网、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和中

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专业委员

会联合举办，主题为数字图书馆信

息技术的战略规划、技术实践与创

新发展。本次会议突出信息技术对

图书馆事业所带来的机遇，探讨国

内外数字图书馆发展中的问题与趋

势，研究数字图书馆的关键技术和

难点，展现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

成果。

会议为期三天，分设四场主题

为“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的战略规

划、技术实践与创新发展”的主题

报告，以及七场分论坛，主题分别

为：馆长论坛；移动图书馆及应用

服务；机构仓储、语义网应用、开

源；围绕图书馆应用技术；科学数

据管理、学科服务；发现系统、用

户体验、社交网络；网站建设应用

培训。

1 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
的战略规划、技术实践与创
新发展

主题报告为期两天，与会人员

围绕关联数据、开放获取、智慧图

书馆、图书馆应用技术进展、特

色库、机构库建设等问题展开了

讨论。

斯 坦 福 大 学 图 书 馆 馆 长

Michael A. Keller[1]在主题为“关

联数据”的报告中，以“粮仓”

（si lo）一词描绘了当前的信息困

境：粮仓相互之间没有沟通，相互

隔离。以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为例，

含660多万种记录的OPAC，只有一

部分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索引，因此

需要提供更好的途径和发现环境。

关联数据注重数据之间的关系，可

以更有效地获取信息。建立关联数

据网的框架，需要进行一系列工作，

包括辨识相关信息、把连接命名、

把关系发布在网上、开发程序以

支持网上发现等。改进、提高关联

数据，需要注重语义结构的搭建，

相互合作，采用网络普遍通用的标

准，使用开放使用许可。Keller呼吁

把关联数据作为全人类的行动，摒

除信息“粮仓”。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馆

长张晓林 [2]在题为《开放获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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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知识、开放科研：研究图书馆的

“衰落”与崛起》的报告中指出，开

放获取日渐主流化，开放获取期刊

的总体和影响力都在增长。开放获

取机构数据库的增长、商业与学协

会出版商OA出版增加，催生了新型

开放出版模式，形成了超级开放出

版期刊。政府与资助机构、科研人

员对OA的支持也在迅速增加，开

放机构知识库有望成为主流基础

设施之一。报告还从开放知识获取

的挑战、重组学术信息交流基础设

施、转变视角——“开放”不仅是

为了“获取”、从开放信息到开放知

识等方面，分析了开放知识面临的

诸多新挑战。报告最后结合开放科

研与数字科研，列举了若干实例，

认为研究图书馆正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和机遇，唯有理清思路、面

对挑战，图书馆才能找到新的发

展空间。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
[3,4]则对未来的智慧图书馆进行了

憧憬。他从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

慧社区、智慧校园、智慧图书馆等

概念说起，提出了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的发展战略和上交大版智慧图

书馆的基本概念模型和探索实践，

包括智慧泛在课堂、知识共享系

统，以及完全自助、随时随地、有

声有色、灵活感知、泛在智能的图

书馆。

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李欣 [5,6 ]在题为《面对被颠覆的未

来——大学教务长、馆长关注的焦

点》的报告中，介绍了当前美国高

等教育及教务长关注的热门话题及

应对措施、校长眼中的网络教育和

电子书前景，剖析了康奈尔大学图

书馆的弊病，并介绍了康奈尔大学

图书馆的长远规划。

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姜爱

蓉 [7,8]在题为《图书馆信息技术进

展及趋势》的报告中指出，图书馆

资源经历了由纸本到数字的根本性

转变，图书馆服务从囿于馆舍到嵌

入用户空间，图书馆发展正在由馆

员为主向读者行为驱动过渡。报告

介绍了《地平线报告（2012年高等

教育版）》描述的未来几年内的核

心趋势、重大挑战、关键技术（移

动设备应用程序、游戏式学习、增

强现实应用、手势识别、全息投影

键盘和3D空间手势识别系统），并

指出了大数据与云计算、移动图书

馆、语义网等新趋势。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张

甲[9]在题为《潜移默化中的图书馆

工作》中指出：图书馆的演变是持

续性的。图书馆正由资源采购变成

资源授权，资源建设完全由使用驱

动，编目向RDA、关联数据迈进。图

书馆面对的是机会，不是挑战。馆

长的视野决定了图书馆的未来。技

术继续在发展，技术只能是工具。

标准不是万金油，生命周期与技术

发展相关。没有人刻意颠覆图书

馆，Google也不是图书馆的天敌。

中国图书馆的硬件已经超前，图书

馆服务与国外的差距依然存在。

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罗时进
[10,11]在题为《消解与建构：数字图

书馆发展对古典传统的影响——

兼谈特色数据库建设中的文化要

素》的报告中提出，大学图书馆作

为教学科研机构，不仅要现代化，

也要保存一点古典性。大学图书馆

如何深层次进行古典文献的研究

和整理，是我们今后值得思考的问

题。报告介绍了吴文化特色数据库

的建设，指出应该在数字化条件下

守护古典传统，建构人文格局，发

展传统文化，为图书馆事业和民族

文化传承和进步作出贡献。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工程师李柳[12,13]报告了云计算环

境下图书馆的发展与变革，展望了

现代化云计算在图书馆数字化进程

中的前景。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
[14]介绍了CALIS机构知识库的建设

和推广。报告从CALIS三期机构知

识库项目的缘起、建设方案以及成

果分析等方面回顾了CALIS项目的

建设和推广，肯定了多馆协作开发、

成果开放共享的合作模式，提出IR
有助于长期保存的实现，有助于分

析评价机构方向、过程、趋势和结

果，有助于完善科研产出管理。

3G移动项立刚 [15]介绍了智能

手机和移动通讯的应用，描述了未

来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认为智能

手机将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手机可以与二维码、彩码、

NFC、RFID等工具联合应用，可应

用于健康管理、视频整合、信息传

播、电子支付等方面。移动互联网

的出现必将改变传统的图书馆服

务模式，给图书馆带来新的机遇与

挑战。

2 馆长论坛

在分论坛一“馆长论坛”上，来

自国内多所高校的图书馆馆长对技

术发展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发展

战略等内容进行了探讨[16]。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长Michael 
A. Keller[17]在题为《技术发展规

划制定》（Resea rch  Lib r a r ie s: 
f ut u re,  desiderat a ,  s t af f ing & 
organization）的报告中，讨论了图

书馆的未来、人员、建构和组织等

问题，诸如图书馆未来是否会面临

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图
书馆及图书馆员的应对措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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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所需的技能、如何组织馆

员队伍等。针对图书馆未来可能面

临的困境，Keller以斯坦福大学图

书馆为例，指出在网络时代，图书

馆的角色仍是不可取代的。报告还

强调了学科馆员在图书馆服务中的

重要性，指出学科馆员与教授之间

的桥梁作用。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馆

长助理、信息系统部主任张智雄[18]

分析了目前的信息环境，指出必须

从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换。他指

出数字知识环境建设的着力点，即

从以文献为主的资源体系转向综合

科技信息资源、从文献关键词检索

到语义的标引和组织、从信息的检

索到知识的探索研究、从孤立的文

献揭示到基于知识对象之间的跨

界融汇、从单向的信息提供到嵌入

科研过程的知识组织和管理、从信

息的原始提供到知识的监测和计算

等。他还介绍了数字知识环境建设

的主要举措：资源体系转向综合科

技信息资源；从关键词检索到语义

的标引和组织；从信息的检索获取

到知识的探索研究；从孤立的文献

揭示到基于知识对象之间的跨界

融汇；从单纯的信息提供到嵌入科

研过程的知识组织和管理；从信息

的原始提供到知识的监测和计算。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

长刘万国 [19]指出国外研究型图书

馆高度重视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发

展策略的谋划，数字图书馆建设是

战略规划的首选，强调世界级的收

藏，跨界合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储备书库建设、物理空间重塑，

营造创新型学习交流环境，信息服

务深度融入教、学、研，高质量、人

性化的服务细致入微，高密度、多

层面的读者需求调查引领业务变

革，云服务是研究型图书馆新的走

向。报告最后指出，把别人的经验

和自己的实际有机融合，才能沿着

成功之路走得更好、更远。

3 移动图书馆及应用服
务

分论坛二围绕“移动图书馆及

应用服务”，各位专家分别就移动

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应用过程中的

用户体验、移动图书馆实现和建设

中的探索等相关问题做了报告[20]。

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图书

馆副研究馆员汪雅[21]从电子书阅读

设备、电子书设备出借、电子书供应

商、大学图书馆电子书购买模式等

角度，回顾了美国电子书的当前状

况，探讨了电子书存在的数字版权

管理、馆际互借、保存等问题，并对

电子书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复旦大学图书馆系统部殷沈琴

报告了电子书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应

用进展研究。

超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叶艳鸣

做了题为《移动图书馆的建设与发

展》的报告。

清华大学图书馆王茜 [22]报告

了清华大学无线移动数字图书馆

（TWIMS）用户体验调研及可用

性设计。报告基于两次用户体验调

查，制定了清华大学手机图书馆网

站可用性设计方案，制定了WAP页
面的信息展示机制、用户行为的导

引机制、用户错误行为的预防与纠

正机制，提出了清华大学手机图书

馆网站可用性设计原则，包括页面

内容简化、减轻用户负担、提高屏

幕空间利用率、最小记忆、导航机

制、一致性、即时反馈等，并对可用

性设计原则与WAP网站的结合、可

用性设计方案的细化、设计方案的

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展望。

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宋凯[23]基

于中国传媒大学移动数字图书馆的

使用问题，提出了新型移动数字图

书馆功能需求，研究设计了轻量级

Web图书管理系统，充分考量中国

传媒大学图书馆的实际需求，完成

了一个BS/CS模式结合的移动数字

图书馆系统。

北京金商祺移动互联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咨询顾问曹翠妙、同济

大学副馆长陈欣分别做了题为《移

动应用在图书馆建设中的探索与

实践》和《移动图书馆与图书馆联

盟》的报告，探讨了移动图书馆的

问题。

4 机构仓储、语义网应
用、开源

本分论坛包括开源软件及其应

用、高校机构仓储、语义网等内容
[24,25]。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张

东明[26]分析了当前美国科研实践的

背景，提出图书馆应根据内容控制

和用户定制环境，在用户需求分析

的基础上，发掘使用开源软件，并

对网页浏览器、办公室、会议室管

理、即时通讯、在线调查、内容管理

系统、博客、研究软件、机构仓储、

OPAC、联邦检索、图书馆集成系

统、全文搜索引擎、Web内容抓取、

内容聚类、元数据自动抓取、社交

网络软件、门户网站开放工具、合

作工具等开源软件的应用，给出了

范例。

厦门大学图书馆崔晓西[27]对大

陆和港台地区高校机构仓储发展状

况进行了实地和问卷调查，分析了

国内高校IR收藏学术资源类型、获

取方式、内容审核或质量控制、开

放情况、版权处理、软件系统、对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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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IR联盟的态度或看法等，介绍了

港台地区高校IR发展状况及联盟

建设，提出大陆高校应进行IR联盟

项目的实践和推广。当前存在的观

念意识、管理体制、协同标准和版

权顾虑等问题，亟待进一步的探讨

和协商，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李晨英[28]

报告了机构知识库服务与可持续发

展，提出机构知识库不仅仅是机构

内成员学术成果管理与展示的系统

平台，还是机构知识资产分析、评

估的支持系统。图书馆可以基于机

构知识库系统数据，开展面向不同

群组用户的各种推送服务以及战略

情报分析。

CIVICA（思维佳）图书馆与学

习事业群台湾分公司总经理王敏之
[29]报告了《提供支援21世纪技术及

终身学习目标的的解决方案》。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张静鹏[30]

基于云服务研究与实验中心存储系

统需求、常见存储架构及NAS存储

选型，介绍了FreeNAS在东北师范

大学图书馆的应用。

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吴晖 [31]

提出图书馆可以将馆藏发布为关联

数据，利用语义网扩展资源发现服

务，实现图书馆数据融合与语义检

索服务，利用语义网技术在学术研

究和学术交流中的作用。语义网技

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必将到来，未来

的图书馆将借助语义网技术更好地

把馆藏资源展示给读者，读者也会

更方便地利用好语义网的检索平台

进行科研和教学。

5 围绕图书馆应用技术

本分论坛内容包括图书馆技

术的应用、RFID、物联网、移动技

术、虚拟化技术、自助服务、读者服

务系统建设等[32]。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张甲

回顾了当前图书馆热点技术的应用

与对策，介绍了一系列新型技术在

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优势。张甲对图

书馆传统技术的走向进行了分析，

如图书馆集成系统的改进、重新

包装，以及统一资源探索工具技

术等。

苏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周建屏
[33]基于苏州大学图书馆的RFID实

践，提出RFID值得大胆采用，采用

RFID管理不应改变图书馆工作基

础，需精心设计，厂商能做的是为图

书馆个性化开发。图书馆应与厂商

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重视馆

员作用，达到双赢。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冯汉炯报告了《基

于物联网的智慧城市人文服务系

统》。

新泽西大学图书馆系统图书馆

员王永明[34]报告了移动技术在图书

馆的最新应用与体验、下一代图书

馆自动化系统与OPAC，以及电子资

源管理系统等图书馆新技术的实施

体验。

南京大学图书馆系统部副主任

沈奎林介绍了虚拟化技术及其在南

京大学图书馆的应用。

海恒智能上海分公司市场总

监周建斌报告了图书馆自助服务

应用。

东南大学图书馆系统与数字化

部副主任王琳琳[35]介绍了该馆阅览

室座位管理系统的开发情况。从该

系统在两个分馆近2年的使用情况

来看，读者接受程度良好，较好地

解决了排队、占座的现象。

哈尔滨工业大学李雪婷 [36]介

绍了基于JAVA的中文查新文献去

重系统的设计及功能实现，提出在

科技查新全过程中利用文献去重系

统，可以有效节省人工查重、管理、

调整格式的时间，不仅使查新人员

的分析文献与撰写查新报告变得简

单易行，更使查新人员摆脱大量机

械性的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文

献的挖掘整理中，提高科技查新报

告水平。

6 科学数据管理、学科服
务

本分论坛涵盖了学科服务及

其平台的建设、知识管理与科研协

作、科学研究数据及其保存和管理

等内容[37]。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学

科馆员曾媛媛[38]基于对霍普金斯大

学图书馆的调查，提出学科馆员提

供的服务具备重要性。霍普金斯大

学图书馆历来强调积极主动地与

教员保持联络，寻求意见与反馈。

学科馆员应进一步向部分教员推

广在线工具与资源，如RefWorks、
LibGuides与机构典藏JScholarship
等。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图书馆

馆长周津慧报告了《利用信息技术

支撑学科服务》。

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波[39]

介绍了基于知识管理的学科信息服

务平台的解决方案，指出只有全面

覆盖学科资讯并允许研究人员根据

自己的研究方向、关注热点，生成

个性化的专题资讯库的学科服务，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服务架构，并期

待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体系能

真正构建起来，期待更多的图书馆

员加入学科服务，开发与应用更多

服务系统。

西安知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钱建立[40]报告了E-Science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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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的知识管理与科研协作。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媛媛[41]

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经验，介

绍了学科馆员帮助教员准备晋升报

告、为教员晋升终身教职提供参考

标准、提供有关评鉴学术影响工具

的培训等情况，并介绍了霍普金斯

大学图书馆学术评鉴标准在线指

南、综合评估学术影响与质量等。

科学出版社数字出版总监孙

卫[42]介绍了科学数据的定义、数字

图书馆与科学数据的关系、科学数

据管理利用数字图书馆技术、学科

组织与科学数据组织关系，提出建

立本专业的数据收藏，重视数字资

源与科学数据针对E-Lear ning和
E-Science的再组织和融入。

苏州大学图书馆陈家翠[43]介绍

了DAITSS2及其在研究数据保存

中的应用。

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毛垣生
[44]介绍了对于零散有存档权PDF的
采、编、检管理工具，包括对于免费

PDF、开放获取的PDF、有存档权的

PDF的采编和检索。

7 发现系统、用户体验、
社交网络

本分论坛的内容包括可用性设

计、发现服务系统、个性化图书馆、

体感图书馆等[45]。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张东明 [4 6 ]

介绍了可用性设计、评估和实施，

包括可用性的重要性、可用性测试

的用途、研试方法、认知演练、启发

性分析、设计过程、以系统为中心

的设计、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参与

性的设计、以设计者为中心的设计

等。

Serials Solutions大中华区经

理段晓阳报告了Summon的主要特

点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图

书馆副研究馆员汪雅 [47 ]介绍了发

现服务系统的发展和应用分析，

从内容覆盖面、界面、特征、定价

等方面，比较了四大网络级发现服

务，即WorldCat Local、Summon、
EBSCO D i s c ove r y  Se r v ic e和
Primo Central。

Ex Libris全球市场总监Tamar 
Sadeh[48]报告了学术领域的相关性

排序研究（relevance ranking in 
the scholarly domain）。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

部主任秦鸿 [49]对三种发现服务系

统（Summon、EDS、Primo）作了

比较，提出了采用发现系统的必要

性、元数据的数量的重要性、使用

云服务还是本地服务、是否嵌入集

成联邦检索、中文资源的整合如何

解决等问题。

EBSCO大中华区资深销售总

监公丕俭介绍了EDS与其他发现服

务的不同之处。

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翟晓娟介绍了个性化图书馆“布克

家”（book+）的开发情况。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技术服务

部主任李东旭 [50]介绍了体感图书

馆应用体验平台构架，包括Kinect
的破解与开源、测试软件和环境、

体感图书馆雏形、体感创新理念，

提出体感服务可用于改进图书馆

OPAC、读者脸部捕捉、图书馆功能

化现实增强、图书识别、语音化图

书馆业务等方面。

8 网站建设应用培训

在主题为“网站建设应用培

训”的分论坛上，新泽西大学图

书馆系统图书馆员王永明介绍

了在D rea mweaver环境下，利用

JQuery移动框架（JQuery Mobile 
Framework）技术，创建一个简单

而实用的移动图书馆应用程序，程

序内容包括馆藏书目查询、开馆时

间、信息咨询、图书馆介绍、图书馆

位置等。49名馆员参与，分别创建了

自己所在图书馆的移动图书馆[51]。

9 结语和展望

会议为期三天，分设四场主题

报告和七场分论坛，400余位业界

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最后一场主

题报告是“头脑风暴”座谈会，由厦

门大学图书馆馆长萧德洪主持，8
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台上与参会代

表互动。大家就图书馆电子资源与

纸质资源的比例配置、电子文献的

推广利用、电子资源购买经费、发

现系统是否必要、数字化坏境下图

书馆员的职能变化、图书馆价值如

何体现等问题交流经验和心得，并

针对不同观点展开辩论[52]。

此外，会议还进行了学术论文

征集、案例征集与评审，并对优秀

通讯员进行了颁奖。会场外设图书

馆设备展览和产品演示活动，30余
家企业参与了展示。

不过，本次会议也存在一些问

题，如参会人数多，会议讨论不充

分等。分论坛稍显密集，同一时间

有三场分论坛。主论坛和分论坛安

排了一些企业厂商的报告，应予以

精选。

瑕不掩瑜。多位国外专家对于

本次会议给予了肯定，认为本次会

议举办得很成功。期待明年的会议

上提交更有深度的论文，涌现出更

多更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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