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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今高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出现的不适应性问题，教育部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下达了高校

图书馆新一代管理信息系统需求分析任务。本文根据对当前各层次高校图书馆的调研，从新系统的定位、用户角

色、系统结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运营等方面，对其现实需求进行分析，提出后续系统开发工作建议，供高校图书

馆新一代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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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新一代管理信息系统构建设想*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编号：CCNU18JCXK04）资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环境及图书馆用户行

为的变化，高校图书馆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管理对象

和方法更加复杂，服务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之间的矛

盾日益凸显。诸多现实问题都对已有的图书馆管理信息

系统提出新的要求。

我国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起步较晚，学界

对于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阶段有比较明确的定

义，通常认为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90年代，属于我国

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初级应用阶段，主要表现为单

项业务处理，以统计报表为主要的业务形式；80年代中

期到90年代中期，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开始向集成化

与自动化发展，业务形式也向数据处理子系统发展；此

后，网络技术的发展将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带入网络

化阶段，计算机、数据库、互联网等形成技术综合体，

以检索系统、多媒体处理、RFID等技术为代表的更新

换代，速度不断加快，效率日益提升，都是网络化阶段

的发展特征。

但总体来看，传统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还是以辅助

图书馆业务的功能为主，包含图书的采、编、录、排、借

阅与归还等图书流通过程的网络管理服务，网络的预

约和查询服务，以及数据的安全和维护服务等。而随着

图书馆智慧服务的重点从“图书”向“人”转移，传统的

以图书馆图书业务为核心的管理信息系统已经越来越

不适应当前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3
个方面。

首先，新技术驱动的图书馆业务创新层出不穷，对

管理信息系统的自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大数据

浪潮下，物联网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崛起，为更多的创

新性业务开辟了渠道。如文献资源配置及个性化推荐、

课题嵌入、学科建设诊断评价等，这些创新服务都要

求系统自身能根据处理数据的特征自我调整。

其次，不同的应用单位和应用环境对系统的个性

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图书

馆外，更多的非“双一流”高校以及公共图书馆、中小

学图书馆、企事业单位资料室等，它们的文献资源及服

务功能各有不同，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既要考虑资源

共享和数据交换标准的通用性，也要满足不同单位用

户及应用环境的体验需求。

最后，当前国内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种类繁多，除

MELINETS、ILAS、汇文等主流系统外，还有一些图

书馆自主开发的管理信息系统。多元化的系统各自为

政，彼此兼容性差甚至不兼容，为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共

享、服务创新以及国家层面的文献管理等带来了诸多

障碍[1]。

探索与交流



2019年第10期（总第185期） �

针对上述问题，讨论和研发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

需求已经愈发迫切，自主研发我国高校图书馆管理信息

系统已提上相关研究议程。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立足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有效

性、普适性原则，从多角度对新系统的受众定位、功能

结构需求、性能需求等进行挖掘分析，为新系统的开发

和运营提供实用性、功能性的参考建议。

1  国内新一代系统建设探索

从当前的新系统研究进展来看，为适应技术和应

用环境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国内外都对图书馆的管理

信息系统建设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探索，其中比较具有

影响的如下。

1.1  FOLIO微服务构架

Open Library Foundation成立于2016年，是一

个非营利性图书馆开发促进基金会，其建设的FOLIO
（the Future of Libraries is Open）项目平台，号召世

界图书馆工作者、程序开发者以社区的形式共同开发

和分享与图书馆相关的开源应用程序。FOLIO采用

ApacheV2许可协议发布，允许注册用户自由发布、编辑

和使用相关的系统应用，之所以能形成这种用户自主定

义结构的应用开发形式，主要是因为FOLIO主张改变

传统的单块3层架构模式，转为将应用程序作为服务的

基础单位，通过对特定的业务进行专门的建模分析，划

分出相互独立、耦合度低的服务领域后，进行有针对性

的应用程序开发。在基于用户自主编辑框架的基础上，

服务组件结构将更多元、更灵活。从另一角度来看，微

服务的构架模式对图书馆的需求分析和业务划分要求

更高，图书馆方必须对服务模块进行更加精确和细致

的划分。目前FOLIO的社区建设良好，但实际的运用还

需要时间的磨合和实践[2]。

1.2  重庆大学图书馆智慧门户架构

2016年，重庆大学就已经着手对传统图书馆管理

信息系统进行“智慧”升级，图书馆以“全面信息化，

资源整合以及服务智能化、个性化”为核心，在原有的

系统基础上，针对新需求进行优化和重构。主体的需求

设计由图书馆提供，对此，重庆大学图书馆结合原有

2.0系统的基础，提出“三库四系统”的顶层设计观点，

对比传统的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在应用层面上增加

“读者知识社区”和“数据挖掘系统”，通过增强与读

者的信息交互和数据的深入挖掘，实现管理和服务的

智能化与个性化[3]。同时，对于支撑层的数据库、元数

据库以及运行库的建设和拓展，都加深了图书馆资源

数据化和整合利用的模式发展。可以说，重庆大学图

书馆智慧门户敏锐地察觉到未来图书馆发展中数据驱

动下的智慧管理系统的关键性作用，并在管理信息系

统的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对于图书馆数据信息的

发掘和整合，其智慧门户的构建为国内高校图书馆新

系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范本和实践经验。但由于整

体的需求设计缺乏普遍性，顶层构架难以推广，且数据

整合过程中存在不少阻碍，也为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提

供了警示。

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学界对新一代系统给予了

极大的关注和热情，2019年4月，南京大学图书馆于图

书馆智慧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上正式发布了我国首个

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纸电一体的智能图书馆管理系统，又

将我国高校图书馆新一代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推向了

一个新的高度。当然，对于已有成果进行研究和观察的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新系统的构建还处于探索阶

段，多数新系统构架仍然不具备广泛适用性，如何提取

出普适性的系统构架，进而实现新系统最大范围的推

广，仍需要对新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对此，本文从新系

统的功能性需求分析、非功能性需求分析以及领域性需

求分析3个方面探讨新系统的需求，为软件系统设计和

项目管理奠定基础[4]。

2  新一代系统的用户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构建信息系统必要的准备，从新一代

系统的使用对象和受众角度，分别对其显性和隐性的

需求进行挖掘分析，为系统模块构建实施提供明确的

方向。新一代高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对象以

各高校图书馆机构为主，具体的操作人员是各级馆员，

而受众以读者（包括学生、教师和社会读者）为主。本

节针对不同的用户角色进行相应的需求分析。

新一代管理信息系统最终是供用户使用的，必须

充分满足所有用户的操控需要，系统的功能需求也是来

源于用户的不同角色。因此，系统需求分析必须明确系

统的所有用户角色，对用户进行角色和权限分类。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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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要考虑哪些人会使用本系统？其目的是什么？系统

为此应具备什么功能？有哪些响应和输出？

用户角色类型来自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者。

与兼容了文本图书、电子信息、网站链接、Flash、新闻

媒体、音频、视频等资源的互联网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相

比，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具有两大鲜明特色：一是资源

组织的科学性，各种媒体形式的资源经过编目标引等

信息加工，并科学分类；二是文献信息资源内容上的专

业性、权威性和安全性，这是图书馆作为传承文化、支

持教学科研、担负国民素质教育等重要社会功能所必

备的，在资源管理和利用上必须保证其专业性、权威性

和安全性。用户角色分类如图1所示。

专业资源，在新一代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中，这类机构

的角色必须要加以考虑。

从资源开发组织、利用管理供需生态链，可以将高

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抽象为3类用户，即资源生

产者、资源组织者、资源使用者，如图2所示。

图1  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用户角色类型

文献资源使用角色是高校图书馆的目标受众，按

照资源的使用和加工管理服务，分为学生、教师、图书

馆员角色，为满足图书馆面向社会服务的需要，还设置

有社会读者角色，其系统权限也各不相同。图书馆行业

管理机构角色是面向图书馆行业用户，如政府相关部门

（如教育部、厅）主管、各级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图书

馆学会、各类图书馆联盟等，它们有利用图书馆行业相

关数据进行管理决策的需要[5]。对高等学校而言，不同

类型学校办学目标和任务也各有特色，其图书馆的资

源类型、共享方式以及服务项目也不相同，可分为“双

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普通高校图书馆、高职高专院

校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室）、公共图书馆、企事业资

料室在高校图书馆研究中往往未被重视。相对而言，高

校图工委拥有雄厚的研究实力，也汇集了高校图书馆学

图2  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资源用户类型

 

3  新一代系统的功能模块分析

系统功能需求可以采取自上而下逐层（阶层式）分

解方式进行分析。本节采用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的用例图，依据前文涉及的角色、用例（use 
case）、边界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定义出新系统的功能，

并列出矩阵功能模块分布图，从而将系统功能分解为

若干个从属关系子系统。从不同需求列举出图书馆管

理与服务的顶层开放功能模块（见图3），每个模块都

能完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特定功能。同时，为了提高模块

的内聚、减小模块间的耦合，必须做到系统功能相互独

立，而内部功能紧密相连。

图�  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顶层开放功能模块

0            1            2           3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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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层式功能分析能够使系统功能需求的挖掘分析

简易化、清晰化以及覆盖全面。如图4所示，在顶层开放

功能模块中的C0模块对应的是事实数据统计功能，该

功能是教育部图工委每年必须开展的调研统计工作。

要实现该功能，必须具备数据填报、问卷调查、统计分

析、报表输出等子功能，问卷调查又由问卷编制、问卷

发布功能组成。

逐层式剖析的设计思路基于自顶向下，逐步求精的

程序设计方法。在明确拓展新系统功能需求的同时，又

保证了模块的独立性，使整个系统功能设计更加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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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清晰，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增强，同时也有利于信息

系统开发和管理，在调动图书馆各部门工作人员、图书

馆研究工作者的深度参与上具有可操作性。

4  新一代系统的结构设计分析

4.1  新一代系统的结构分析

在“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既是安全

的，也是泛在化的，新一代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依赖的

网络结构和软件结构必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1.1  系统网络结构

在大数据环境下，巨大的信息量和数据交换量对

信息的存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在“互联网+”思

维指导下，云平台的出现和普及为高校图书馆管理信息

系统的网络结构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模式——云架构，从

数据整合的云中心到特定用户的云端服务器，实现一

体化智能共享、计算[6]。

作为高校图书馆身份接入云中心，云端服务器包

括本地资源存储、资源管理、安全审计等，既可部署在

学校网络中心，也可部署在图书馆。云端服务器通过新

一代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承担学校本地文献资源的配

置、管理与服务，同时和云中心保持数据交换和协同运

行。云中心属于国家级网络节点，其权威性、专业性和

先进性能保障教育、科技等行业的图书文献信息资源

需求。云中心汇聚所有云端服务器的数据并实现交换

管理，利用新一代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协调各类组织

机构的有序运行，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这种分布式的云结构既满足了一个组织机构作为

独立实体开展本地服务运营的需要，能有效避免网络

拥塞造成的服务质量下降，又减轻了整个网络数据交

换负担。

4.1.2  系统软件结构

新一代系统软件结构需要覆盖图书文献信息资源

管理与服务的全过程，一般分为数据采集、数据生产

管理以及数据应用服务3个模块，如图5所示。

（1）数据采集模块。高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

数据采集模块包括对图书馆文献资源数据、用户行为

数据、物理环境数据、事实数据等的采集。在数据层要

兼容各类设备、系统的数据接口标准。

（2）数据生产管理模块。该模块涵盖现有图书馆

基本生产业务，还需要根据发展需要扩展完善的新业

务，可将生产基础业务和高校类型及其特色需求相结

合进行分析，是连接输入与输出的重要环节。基于面向

对象思想，图书馆的基本业务可分为管理资源类、图书

馆服务活动类、用户行为分析类、个性化与数据交换

类。管理资源是指图书馆管理的对象，用于为读者服务

的软、硬件资源，如馆舍空间、文献信息、人力资源等

的相关属性与方法等；服务活动是图书馆面向用户开

展的服务活动，是图书馆价值的外在体现；用户行为分

析是为了更好地优化配置资源与服务而新设立的业务，

当前开展这种业务的图书馆还不多，随着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逐步应用，未来将是图书馆的重要业务；

个性化与数据交换是图书馆彰显特色、实施服务、行

业结盟及资源共享的重要业务，也是新系统需要重点

分析和设计的部分。

（3）应用服务模块。该模块利用数据生产管理产

生的数据为图书馆用户提供应用层服务，是图书馆资

源输出的重要形式。通过各类端口上的APP服务或者

馆内服务、上门服务，使系统的数据服务最大限度地贴

近用户，增强数据利用有效性，提升用户体验。作为图

书馆服务生态链上的图书馆关联企业，由于在新系统

中已经考虑了其角色及权限，其也可以通过APP等应用

系统，利用数据提供增值服务。

4.2  新一代系统的性能分析

不同于其他商业性的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作为高校

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在性能需求上有鲜明的侧重性；在

面向高校图书馆时，如何做到普适性和个性化并举、权

威性和大众化并举？这些都对新系统高通畅度、高便捷

图�  逐层分解的功能需求

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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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可信度的要求。通过对全国不同类型、层次的高

校图书馆、信息中心等的调查研究，借鉴现有图书馆管

理信息系统的功能结构，分析当今主流信息技术及未来

发展趋势，笔者认为高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应该在

性能上满足以下要求。

（1）稳定性。管理信息系统的稳定性是其运行应

用的基石，可以说系统的功能和应用都依赖于其是否稳

定，这一指标包括对系统的故障率、故障间隔时间、生

命周期、容错率、兼容匹配性等要求的综合考虑。

（2）可靠性。所谓系统的可靠性一般体现在系统

对于问题和特殊情况的处理能力。其要求新系统首先

是可靠的，一旦系统发生故障，它应该具有容错的能

力，或者能在出错后迅速恢复。

（3）并发性。在高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工作中，

常常会拥有多个同时执行的计算，且计算间有着潜在

的交互。在设计新一代系统时，必须考虑到这种并发性

的需求，并且在满足计算需要的同时，保持系统的顺畅

运行。

（4）兼容性。包括数据交换标准要兼容各类数据

库、数据采集设备，应用APP的功能及界面既要兼容各

种终端系统，又要兼容不同操作系统，还有交互语言的

兼容等。

5  新一代系统运营及后续工作

5.1  新一代系统的运营工作

针对新一代系统的运营方式，目前有两种比较主

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运营外包模式依旧值

得维持，即图书馆向企业购买运营服务，图书馆和企业

职权割裂、各尽其责，我国大部分高校图书馆由于早期

的人员和技术限制，多采取这种模式。因此该模式的机

制成熟度较高，且在一定程度上将企业量入为出的优

势引入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营中，但是，这种模式

下容易形成管、控双方各自独立，这种独立可能导致双

方数据共享困难，存在系统问题反馈时效性减弱等问

题，不利于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另一种观点是随着图书馆相关技术的发展和技术

团队的扩展，新一代系统的运营可以交给行业机构组

织，在职能要求上，也不同于企业外包，行业机构应该

遵循非营利运营的原则，为新系统提供更新、维护，对

用户单位团队进行技术培训，同时由用户单位缴纳年

费以维续服务。本文认为，这种模式更加有利于新系

统用户单位的统筹规划，保证系统的更新、维护效率，

以及进行相应的事实数据统计，推进行业规范的标准

化进程。

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提出，高校图书馆

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营对国家政策和相关机构的依托应

该更加突出。如以整合教育文献为目的、致力于建设先

进的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的CALIS，以及致力于

教育精准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等机构。依托于这类国家主导、拥有更

完善的技术与资源支持的事业性机构，可以更好地推

动新一代高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可持续运营。

5.2  后续工作

在完成新一代系统的设计，并正式投入使用后，其

开发周期并没有结束，除了后续的维护和评价外，我们

仍需要把目光放到系统的技术性能提高、功能完善以

及应用效果提升等改进和探索方面。

首先，作为面向用户的系统，随着新的服务形式和

图5  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软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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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出现，以及原有服务的复杂化，我们仍需继续逐

层式地将系统功能细化，使新系统保持设计理念上的

先进性，保证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过时，且满足各图书馆

业务需要。

其次，高校图书馆业界应通过团队的组建和培训，

相应地融入管理业务，完善业界管理体制规范，提升业

务管理能力。

再次，对新一代系统运行机制的探讨不能停止，而

是围绕在新一代系统运行的全过程中，不同的用户单

位、运行环境，都要求新一代系统的运行不能一成不

变，而是在运行中不断地改良适应，使运行机制更加适

应用户需求。

最后，同样是基于新系统运行环境的多样性，我国

高校图书馆从数据的性质和数量上来讲，都是体量庞

大而复杂的，而对于数据标准的研究将是关系到新系

统能否成为通用性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因素之一，早日

完善面向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的高校图书馆业务数据标

准，是新一代高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运行中的一项

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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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unsuitability of academic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signed a mission of analyzing the demand of new academic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is the 
research resul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it combines with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academic libraries at all levels, and from the 
aspect of positioning, structure, performance, function and operation to analyze the actual needs of new system,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follow system development work for reference of the new academic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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