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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图书馆利用大数据技术与服务对各类数据采集、存储、管理与分析，能够为其提升管理与服务水

平、分析和预估发展趋势提供数据支撑。本文总结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类型与特点，在调研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相关

实践工作基础上，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阐述数据管理与分析系统的架构，以及利用系统对数据进行管理

与分析的过程，指出高校图书馆利用数据管理与分析系统对不同来源数据进行采集、处理与分析，能够直观地为

图书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有助于提高自身的数据管理与分析能力，提升科学管理与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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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图书馆、智能图书馆的持续发展，高校图

书馆各类服务与管理业务日益增多，逐渐积累了大量

数据，其中包括图书馆的各类馆藏资源数据、读者图书

借阅数据、电子资源利用数据、网站访问数据、自助设

备使用数据、咨询数据、管理数据、日志数据等。这些

数据对于图书馆全面、深入地了解自身馆藏资源、读者

借阅及信息利用行为、读者的信息需求变化、各类服务

系统的运行效率等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这些数据也

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核心资产。图书馆通过分析这些

数据，能够获取大量有深度和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这

些数据的支持保证图书馆的资源配置、读者服务、系统

运行的高效和满意。

通过对各类型数据有效地采集、存储和管理，并

予以科学分析和评价，不仅能够为图书馆开展更加精

准的信息服务和精细的资源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也能够为图书馆进行未来规划、服务模式调整、服务创

新的趋势分析与发展预估提供数据支撑。在大数据关

键技术不断发展的环境下，技术应用与解决方案的日

趋成熟为图书馆更加科学地管理分析数据提供有效的

方法和工具。因此，高校图书馆需要把握大数据环境带

来的良好机遇，充分利用相关技术工具，构建数据管理

与分析平台，采用科学的分析与管理策略，对积累的各

类型数据进行管理与分析利用，从而实现深入、系统地

了解读者需求，提升图书馆服务的智能化程度，提高图

书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推动图书馆科学管理，并将管

理与服务决策方式由传统、主观、经验式决策，向依靠

大数据的科学、定量化决策方式转变。

本文在调研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与分析实

践的基础上，介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依托大数据管

理技术架构和商业通用数据分析平台开展多源数据管

理和分析应用实践，期望能够为大数据环境下的高校

图书馆实施“数据驱动”资源建设优化、服务价值提升

和管理决策科学化提供有益参考。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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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图书馆数据类型与特点

1.1  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类型

高校图书馆数据包括业务数据、馆藏资源数据、

读者数据、管理数据。其中，业务数据包括图书馆在馆

藏资源管理的业务流程中产生的采、编、流、检数据。

馆藏资源是图书馆根据本机构学科专业设置规划和配

置馆藏，并经过专业规范的揭示与组织后所形成的信

息（文献）资源集合，包括纸质资源、订购的电子资源

和自建数字资源等。从数据内容上讲，馆藏资源数据包

括图书馆描述和揭示资源本身的结构化数据（即元数

据）、资源的全文数据、资源的访问数据等。读者数据

是读者在利用图书馆资源、服务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

行为数据，包括纸质资源的借阅、电子资源及数字资源

的检索与全文访问、图书馆网站的访问、自助服务的利

用、信息服务的咨询等。管理数据是图书馆在运转与服

务中产生的各类数据，包括馆舍数据、人事数据、财务

数据、项目数据、合同数据等。这些数据“是高校图书

馆最为宝贵的核心数据资产，是图书馆业务运转和开展

各类信息服务的基础”[1]。

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数据为例，按照数据产生源

头划分，可大致将数据分为：①资源数据，包括纸质、电

子、数字资源等资源的元数据、全文数据、访问数据等；

②业务数据，包括图书馆员业务流程中产生的采访、编

目、调拨等工作数据；③读者数据，包括读者个人信息，

读者使用图书馆纸质资源产生的图书浏览、借阅数据，

使用图书馆电子或数字资源产生的在线访问、检索、

浏览、下载等信息行为数据，使用图书馆网站产生的访

问、浏览数据，使用图书馆空间产生的入馆、选座、研究

间利用数据等；④管理数据，包括图书馆内部的人事数

据、财务数据、固定资产数据等。

1.2  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特点

从上述数据看，高校图书馆数据具有3个特点。

（1）数据类型复杂多样。首先，高校图书馆资源类

型丰富，包括多种文献类型、载体形式和呈现格式；其

次，高校图书馆业务系统烦杂，数据来源于各类不同系

统，数据结构各不相同，既有来源于关系型数据库的结

构化数据，也有来源于日志文件、XML文件等半结构

化数据，还有大量没有固定结构的文本、多媒体等资源

对象的非结构化数据。

（2）数据量大。高校图书馆经过多年的建设、服

务积累，已经拥有大量的文献信息资源数据、读者信息

行为数据、系统运行日志数据、业务运行数据、管理数

据等。

（3）数据增长速度快。通过利用物联网技术支持

的实体资源管理，利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实现的各类资

源访问，以及引入社交网络技术的读者服务，促进了图

书馆业务及读者数据流动的加速，为图书馆贡献了大量

在线、实时数据，加速了图书馆各类数据的生成。

高校图书馆的数据具有类型复杂、数据量大、增长

速度快的特点，呈现出大数据的部分特征，给数据管理

带来较大挑战。同时，为高校图书馆积极利用大数据相

关技术与服务，对各类型数据进行管理与分析带来良

好机遇。

2  国内外图书馆数据管理与分析应用
实践

2.1  国外图书馆的实践

2001年Laney首次提出“Big data”之后[2]，大数据

逐渐成为全球诸多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国外图书馆界学者开始关注图书馆大数据应

用和服务需求并讨论技术问题，其中美国图书馆界在大

数据应用于图书馆服务方面做了较多实践尝试。

早在2005年，耶鲁医学图书馆从所有可能的数据

源分析纸本刊和电子刊的利用率，揭示读者对于纸本刊

和电子刊的喜好程度，图书馆以此为依据调整期刊订

购策略[3]。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自2006年至今，先后采用

Tableau、平衡记分卡等多种工具和方法分析并展示图

书馆统计数据，支持馆内的战略决策，目前该馆将图书

馆数据分为馆藏、服务和空间3种类型进行数据共享[4]。

2014年，Niu等[5]通过分析普渡大学图书馆的2种资源

发现系统VuFind和Primo的读者日志数据，理解读者

检索行为和使用偏好，据此提出一套检索行为评估方

法，为发现系统中检索点、分面的设置及检索结果的展

示提供了依据。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将“大数据”的服

务引入图书馆中并付诸实践，将图书馆大数据向读者

公布。“这些数据包含1 200多万种资料，有书目数据、

地图、手稿、音视频等，并在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中提

供下载服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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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图书馆的实践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高校图书馆大数据服

务和技术问题，并在实践领域有所进展。在理论研究方

面，马晓亭[7]提出一种采用多层次的系统结构的图书馆

大数据资源整合平台的框架。在应用技术方面，Chen
等[8]探讨了图书馆大数据的存储、数据挖掘及个性化服

务等具体技术，提出以“Hadoop+MapReduce”并行架

构的大数据应用方案。在实践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在2012年自主开发完成覆盖图书馆主要业务的一

站式统计平台，数据涉及馆藏资源、流通活动、学科服

务、应用系统、科研数据、基础信息等，实现所有数据

的集成管理，为图书馆各项工作提供指导[9]。2013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尝试从海量权威的元数据仓储中提取

关键词等信息，一方面分析关键词走向，以时间轴展示

某学科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分析作者与合作者的关

系，建立以学者为中心的知识关联网络[10]。2016年，国

家图书馆初步建成基于读者与资源核心业务系统的图

书馆大数据平台，应用该平台通过一系列分析方法，对

国家图书馆服务情况、主要服务对象和整体资源利用

情况进行深入分析[11]。

国内外实践表明，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优化资源

建设、提升服务价值的“数据驱动”特征已经非常明

显，通过有效管理和分析来实现数据潜在价值的挖掘

成为提高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的发展要求。

3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数据管理与分
析系统应用实践

3.1  早期实践与问题

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尝试利用图书馆大

数据开展数据管理，并为读者提供数据服务。为此，该

馆自主开发了面向院系的高校毕业生图书馆记忆系统，

整合来自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门禁系统、座位管理

系统、研究间预约系统的数据，通过数据清洗与关联分

析，形成可为毕业生提供的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利用数

据，并提供个人数据的查询与展示。毕业生可通过系统

浏览个人的到馆记录、借阅历史清单、图书馆座位使用

信息、研究间预约情况等[12]。该系统通过将多来源的数

据整合到同一数据库，分析和挖掘图书馆基础数据的价

值，并通过为读者提供的数据服务，吸引众多毕业生的

参与和互动，较好地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

但是该系统开发的主要目的是为特定的读者服务

需求提供系统支持，重点在于数据服务的实现，因此在

系统架构与实现方案上存在一定局限。系统不具备前

期数据的采集、清洗等功能，同时无法对后期数据进行

系统性分析。为了能够满足对图书馆整体的数据管理

和常规的数据分析需求，需要应用更合理的系统架构

和丰富的功能，实现图书馆数据管理与分析平台的开发

与应用。

3.2  当前数据状况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于2017年9月成功实施并上

线了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ALMA，与早先已实施上

线的PRIMO检索和发现系统一起，为该馆统一资源管

理与服务提供平台。目前该馆通过ALMA及PRIMO系

统，实现了对纸质资源、电子资源、部分数字资源的统

一管理与服务，同时为图书馆资源、业务及读者数据的

统一管理与整合提供良好的系统条件。通过ALMA系

统，图书馆可获取整合的资源数据、采编流业务数据、

读者个人信息数据及资源利用数据，基本覆盖图书馆的

核心数据。同时，ALMA为第三方系统提供良好的API
接口支持，通过ALMA分析模块的API接口，可为第三

方数据管理与分析系统提供数据调用。

此外，图书馆的主页系统、门禁系统、座位管理系

统及研究间管理系统等为图书馆提供了网站访问、入

馆及空间利用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均来源于各系统

的关系数据库。ALMA、PRIMO、主页系统、门禁系

统、座位管理系统及研究间管理系统等提供的数据，

主要为结构化数据，日积月累，数据量逐渐庞大，数据

可分析和挖掘的价值逐渐增多，为图书馆管理决策与服

务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见表1）。

3.3  数据管理与分析系统架构

为解决图书馆整体的数据管理与分析需求，北京

师范大学图书馆通过与商业公司开展技术合作，尝试

利用通用的数据管理与分析系统，解决图书馆数据的

统一管理与分析问题。为此，图书馆以读者对图书馆资

源、空间的利用数据为实验数据，对系统进行初步应

用。利用该系统，采集读者纸质资源借阅数据、门禁数

据、座位及研究间利用数据，并通过数据处理，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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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数据的主要来源

资源数据

业务数据

读者数据

管理数据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纸质、电子、数字资源

采访、编目、调拨等

读者个人信息

纸质图书浏览、借阅数据

电子资源利用数据

数字资源利用数据

检索、全文获取行为数据

其他电子资源利用数据

图书馆网站利用数据

入馆数据

选座数据

研究间利用数据

人事、财务、固定资产等

ALMA

PRIMO

数据库商

图书馆主页

门禁系统

座位管理系统

研究间管理系统

手工处理

系统来源

图1  系统整体架构

ETL

结果应用于分析读者群体的资源与空间利用状况。该

数据管理与分析平台的架构主要包括数据层、分析层

和展示层。其中数据层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整合、

数据ETL（Extract-Transform-Load）处理、数据集市；

分析层主要实现对数据查询结果的分析，同时系统支

持通过R语言实现的深度分析操作；展示层主要实现对

表2  各数据源的采集内容

ALMA平台

门禁系统

座位管理系统

研究间管理系统

数据来源 数据内容

读者信息

读者借阅统计

读者入馆统计数据

读者选座数据

读者预约研究间数据

读者ID、姓名、学历、院系

读者ID、借阅图书数量、借阅图书信息、借阅时间

读者ID、入馆时间

读者ID、选座时间、座位位置

读者ID、预约时间、研究间位置

数据字段

数据分析结果的图表化展示，并支持移动端的展示功

能。具体架构见图1。

3.4  数据管理与分析过程

3.4.1  梳理数据源，进行数据采集

首先，针对读者对图书馆资源、空间的利用问题，

详细梳理涉及的数据来源及数据内容（见表2）。
其次，针对涉及的数据来源及各系统数据库情况

和开放程度，分别对接各来源系统的数据源。根据数

据来源系统的技术开放程度，主要采取3种数据源连接

方式。①通过建立ODBC接口直接利用SQL查询语句

从对应系统的数据库中实时获取感兴趣的数据（包括

My SQL、SQL Server、Oracle等关系数据库的数据），

通过此种方式，实现对门禁系统、座位管理系统及研究

间管理系统的数据采集。②通过ALMA系统的统计分

析模块API接口，实现对ALMA中读者个人信息数据及

纸质资源借阅数据的采集。③系统支持数据导入方式，

即将工作人员人工录入并保存在Excel、CSV等表单中

的数据导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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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数据源连接完成后，基于具体的数据需求，通过

创建同步查询，对核心数据进行同步提取，将数据库的

数据保存到本地，它的主要功能是使数据展示和数据

操作与其他查询模块产生的结果一致。同步查询可以

通过定时任务进行定时同步。

3.4.2  数据处理与分析

各数据源数据采集完成后，基于具体的数据分析

指标，进行数据分析。本文围绕读者对图书馆资源及空

间的利用这一核心需求，主要提取和分析读者ID关联

的个人信息、纸质资源数据、入馆数据、座位数据和研

究间预约数据，进而对读者的图书借阅、空间利用行为

进行具体分析，核心指标与统计纬度见表3。基于核心

指标与统计纬度的设定，将相关字段设置在系统的数

据查询模块中。数据查询模块通过系统的查询编辑器

定义。此查询编辑器可以将多种数据源的数据混合，构

建返回业务逻辑的查询。

集、存储、管理与分析，能够为其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

分析和预估发展趋势提供数据支撑。国内外实践表

明，挖掘数据潜在价值已成为提高高校图书馆服务水

平的发展要求。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依托大数据

管理技术架构和商业通用数据分析平台开展的多源数

据管理和分析应用实践，可以发现高校图书馆利用数

据管理与分析系统能够对来自不同数据源的各类数据

进行采集、处理与分析，并通过系统生成的可视化分析

结果，直观地为图书馆资源、服务及管理决策提供数据

支撑。图书馆需要全面地梳理自身数据情况及分析需

求，明确图书馆各方面业务及服务的数据统计指标，充

分利用数据管理与分析系统完成数据的管理与分析。

同时图书馆也可以利用专业的统计分析模型，对采集

的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完成数据的深度解析，实现对图

书馆各方面发展的科学预测，从而进一步提高图书馆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能力，提升图书馆的科学管理与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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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核心指标与统计纬度

读者信息纬度

图书借阅指标

入馆行为指标

选座行为指标

研究间预约分析

学历、院系

借阅热门图书、借阅数量

入馆次数、入馆高峰

选座次数、选座位置热点

预约次数、预约位置热点

核心指标 统计维度

3.4.3  数据分析与报告展示

在系统中将数据分析指标设置完成，就可以通过

仪表盘（dashboard）方式对编辑好的查询表数据进行

分析图表的创建和展示。系统通过仪表盘编辑器对数

据图表进行定制。通过系统提供的各种组件来展现数

据。系统支持多种图表类型，选择合适的图表类型后，

将上一步中提取的数据查询结果与图表进行绑定，然

后选择计量指标与统计纬度，就可生成数据分析的图

表展示结果。同时系统支持通过过滤器组件实现对展

示图表的数据过滤，图书馆可通过数据过滤器选择特

定过滤条件对展示的图表数据进行联动查询。

4  结语

高校图书馆利用大数据技术与服务对各类数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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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llect, store, manage and analyze different kinds of data in academic library by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service, can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library to improv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level, to analyze and predict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ata typ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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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与分析应用实践——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刘斌  黄婧  李峰  等

叙词表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组织工具，在网络环境下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常春研究馆员及其项目研究团队，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编制模式与应用方式

研究”（10BTQ048），对这一课题开展研究，并于完成《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与发展》。

该著作主要论述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编制、维护与应用的理论和方法。编制方法包括网络环境下总

体策略、总体形态、选词方法、词间关系建立方法、编制管理机制、维护方式方法等；应用研究包括网络

环境下相关技术的突破给叙词表带来的各类新的应用方式，从术语服务、多语种翻译、概念组配、知识

单元、概念映射、国外应用等多个方面，阐述了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发展方向。最后按年代顺序介绍了国

内历年编制的、可查阅的重要中文叙词表，理、工、农、医四大领域20多个可从网络上在线获取的英文叙

词表。该书可供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相关专业人员参考使用。

《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与发展》于2015年4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定价38.00元。

《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