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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是图书馆智慧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技术支撑。本文在调查我国图书馆管理系

统使用情况和分析当前图书馆管理系统市场现状的基础上，从核心功能、技术参数及市场需求角度对Alma、
META、Libstar和DALIB 4款产品进行评价，探讨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选用策略及平台建设中的相关问

题，为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升级转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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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管理系统作为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技

术体现，一直随着图书馆的发展而不断升级迭代，新技

术的应用始终贯穿于图书馆管理系统每一代产品的研

发与设计当中。第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始于20世纪50年
代，主要是通过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图书馆的

流通业务实现自动化，也被称作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解

决的是从手工操作到计算机管理的自动化转变。至20世
纪70年代末，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集成了包括采访、编目、

典藏、流通及连续出版物等传统图书馆的主要业务，

开始向图书馆集成系统（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s，
ILS）转型。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伴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数字技术和存储技术得到大量应用，图书馆进

入“数字图书馆”时代，一批新的服务与系统被投入使

用，与传统图书馆集成系统共同组成第二代图书馆管理

系统，完成了为图书馆提供更多服务形式和内容的数字

化转变。2008年随着“智慧”这一概念的普及，第三代

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成为图书馆建设的新理念，

其核心工作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自动化系统已不能满

足图书馆新的业务与服务发展的需要，亟需更加符合图

书馆发展需求的“新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下一代图

书馆服务平台（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s，LSP）走进

视野，目的是实现资源、技术、服务深度融合的智慧化

转变。作为第三代图书馆管理系统，下一代图书馆服务

平台不仅包括ILS的传统业务功能，还应能满足不同类

型、不同阶段的智慧图书馆建设需求，对传统业务流程

的全面优化，对资源服务方式的全面升级，对学校教学

与科研工作的全面保障，以及对资源管理、数据挖掘与

智能分析等其他服务的全面支持。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与服务方

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作重点从数字化建设转向智

能化、智慧化建设，而作为图书馆业务与服务运作的核

心，传统的图书馆集成系统已经暴露出明显的不足。如

何构建一个面向服务，支持全面感知、广泛互联、智能

决策的，满足图书馆不断创新发展需求的新一代图书

馆管理系统，为资源提供纸电一体化管理，为用户提供

泛在的个性化、智慧化服务，为管理者提供数据分析及

决策参考，更好地支持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成为当前图

书馆领域的研究热点。

1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研究现状

国外对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研究起步于2010年
前后，主要是为了解决纸本、电子和数字资源的统一管

技术与应用



2021年第3期（总第202期）52

理问题，到2012年图书馆学与信息技术专家Breeding[1]

提出LSP的概念，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与关注。Grant等
图情领域专家及技术人员从理论基础、技术架构到实

践应用等方面对LSP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软件开

发商也先后投入研发并推出了各自的LSP产品，经过多

年的发展与完善，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商业产品[2]。

国内图书馆领域关于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研

究较晚，主要集中在LSP的理论探讨、国外LSP产品的

对比分析以及新技术的应用与研发实践等方面。殷红

等[3]、赵乃瑄等[4]从平台的设计理念、架构模式及技术

特点等方面对新一代图书馆系统应具备的功能进行了

理论探讨；杨新涯等[5]、许天才等[6]、魏群义等[7]基于重

庆大学智慧图书馆系统，从新一代图书馆系统的特征、

功能、设计入手，对智慧图书馆平台的建设进行了一系

列实践研究；陈武等[8]、刘斌等[9]、邵波等[10]通过介绍

国内外主流LSP产品，以及不同图书馆采用LSP的案例

分享，对比分析不同产品在功能特性、技术架构等方面

的差异，对LSP的选型、实施及评价等内容进行了探索

与总结；肖铮等[11]、周纲等[12]从项目背景、社区模式、技

术架构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对开源项目FOLIO进行介

绍，探讨了FOLIO在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实践中所具

有的优势与可行性；张磊等[13]、谢蓉等[14]综合图书馆的

需求发展和技术应用进展，提出了以FOLIO为代表的

“第三代LSP”概念，对平台的应用环境、微服务架构、

社区驱动以及敏捷开发模式等特性进行归纳总结，并

阐述“第三代LSP”可能的发展方向。这些研究多是从

理论或技术层面对LSP进行评价总结，但对国产LSP产
品的介绍较少，且缺少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对图书馆管理

系统产品进行探讨。

本文在调查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和省级

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管理系统使用情况基础上，对比

分析不同图书馆服务平台产品的功能特点、应用进展及

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图书馆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市场

需求的角度探讨图书馆服务平台选择策略，以期为我

国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升级转型提供参考与借鉴。

2  国内图书馆集成系统产品使用状况

调查“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省

级公共图书馆ILS产品的使用情况，有助于了解国内ILS
市场的主流产品，进而分析我国图书馆管理系统行业的

发展趋势，为未来LSP的迁移工作提供参考。

笔者通过电话咨询和网络访问等方式，对140所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图书馆（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

业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因两个校区独立办学，所以分别

计算，总计140所）、国家图书馆和33家省级公共图书馆

ILS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统计时间为2021年1月25—30
日。其中有33家高校图书馆使用国外ILS产品，产品主

要来自Ex Libris、Innovative Interfaces、SirsiDynix 3
家公司；107家高校图书馆使用国内ILS产品，其中江苏

汇文Libsys的用户有64家，占比最大（见表1）。国家图

书馆及10家省级公共图书馆使用国外ILS产品，主要来

自Ex Libris、SirsiDynix 2家公司；23家省级公共图书

馆使用国内ILS产品，其中广州图创InterLib用户较多，

有11家（见表2）。

3  国内外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产品概况

3.1  国外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产品

自Breeding提出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概念以来，经过

近十年的发展，国外的图书馆系统供应商先后推出了各

自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产品，相较于传统的图书馆

集成系统产品，目前国外市场上图书馆服务平台产品并

不多，主要有Sierra、Alma、BLUEcloud、FOLIO等。 
（1）Sierra。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率先采用

Innovative Interfaces公司的Sierra Services Platform，

成为国内最早应用LSP的图书馆，但其使用情况未见

有文献报道。2019年12月初，Innovative Interfaces被
Ex Libris收购，成为Ex Libris的一个业务部门，其产品

和服务将与Ex Libris的产品和服务互为补充，兼并后

Sierra的产品走向还未可知[15]。

（2）Alma。2016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

整合馆内分散的资源管理系统并解决纸本、电子及数

字资源统一管理的问题，在对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进行广泛调研与论证的基础上，引进了Ex Libris公司

的Alma作为其下一代系统，并于2017年9月底正式上

线，是国内首家引进Alma平台的图书馆 [9]。同年，清

华大学图书馆也选用Alma，以取代原有的Innovative 
Interfaces公司的Millennium图书馆管理系统，使用情

况良好[16-17]。

（3）BLUEcloud。SirsiDynix公司是第三家进入

国内图书馆ILS系统市场的国外公司，目前国内“双一

流”高校与省级公共图书馆中，共有12家使用了其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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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家图书馆及省级公共图书馆ILS产品使用情况统计

Aleph、Alma

Unicorn、

Symphony、Horizon

ILAS III

InterLib

Libsys

DALIB

彩虹

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陕西图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澳门中央图书馆

河北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

湖南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

吉林省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Ex Libris

SirsiDynix

深圳科图

广州图创

江苏汇文

维普资讯

内蒙古奇略

6

5

5

11

1

5

1

公  司 产品名称 主要用户 用户数/家

表1 “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ILS产品使用情况统计

Aleph、Alma

INNOPAC、

Millennium、

Sierra

Unicorn、

Symphony、

Horizon

Libsys

MELINETS

ILAS III

InterLib

Gdlis Global

Libstar

DALIB

成蹊智能

UNIONLIB

妙思

浙江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

四川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大连海事大学图书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上海大学图书馆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兰州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

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南开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等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北京化工大学图书馆、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

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福州大学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广西大学图书馆、外交学院图书馆

中南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

天津大学图书馆、上海海洋大学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

海南大学图书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空军军医大学图书馆、海军军医大学图书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图书馆、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西南大学图书馆、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贵州大学图书馆、青海大学图书馆、西藏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安徽大学图书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Ex Libris

Innovative 

Interfaces

SirsiDynix

江苏汇文

北京创讯

深圳科图

广州图创

北京金盘

江苏图星

维普资讯

湖北三新

广州创时

大连网信

22

4

7

64

9

2

6

17

3

2

2

1

1

公  司 产品名称 主要用户 用户数/家

注：由于江苏汇文的用户较多，表1中只列出其用户中“双一流”建设高校中的15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称

产品。但其推出的LSP产品——BLUEcloud并没有开发

完全，国内尚未有图书馆使用[18]。

（4）FOLIO。与商业的LSP不同，FOLIO（Future of 
Libraries is Open）是由图书馆馆员、服务提供商和开发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选择与思考董京祥，屈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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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组成的社区创建的开源图书馆服务平台，因其开放

的系统设计、先进的技术架构，使其在扩展性、灵活性

和个性化方面独具特色，被众多图书馆所关注。FOLIO
成立于2016年6月，2019年1月该平台的第一个迭代产品

FOLIO Aster发布，同年9月瑞典的查尔默斯理工大学正

式上线FOLIO，成为该平台的首个试用者[19]。

国内FOLIO平台的开发以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

“上图”）的FOLIO项目和CALIS的CLSP为代表，是国

内图书馆在下一代LSP实践中的一种大胆尝试。需要注

意的是，上图FOLIO项目并不是开源项目，它仅服务于

上图，计划涵盖上海市各级图书馆的采访、编目、流通

及典藏等多个业务。平台的建设分阶段实施，先考虑典

藏和流通模块，以后逐渐实现采访等功能。目前该项目

进展顺利，但由于其不是开源项目且仅用于上图，何时

能将其开发经验应用到中国FOLIO平台上，进而推动中

国FOLIO项目的发展还不确定[20]。

作为国内另一个基于FOLIO的开源项目，CALIS的
CLSP自2017年成立以来，先后发布了基于FOLIO的基

础支撑平台以及包括采编一体化、大数据统计与分析、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等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并完成了

基于FOLIO和CLSP的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升级开发。相

较于上图FOLIO项目，CLSP更适合国内高校图书馆，但

目前CLSP项目的开发主要集中在2019年3月以前，其后

未见其官方主页有新的进展报告，具体研发情况还有

待观察[21]。

除上述产品外，国外市场上相关LSP产品还有Intota
（Serials solutions/ProQuest）、Open Skies（VTLS/
Innovative/ProQuest）、Open Library Environment
（Kuali）及WMS（OCLC）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认可度

差异较大，加上公司兼并、推广失败等原因，有的已停

止开发，几乎没有国内用户。

3.2  国内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产品

国内图书馆系统供应商在LSP的研发上虽然起步

较晚，但一直在积极地研发自己的下一代LSP产品，基

于对国外同类产品的学习以及对国内图书馆实际需求

的了解，已推出部分成型产品，如江苏图星的Libstar、
江苏汇文的META和维普资讯的DALIB等。

（1）Libstar。Libstar是由江苏图星公司与南京大

学深度合作、共同研发的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并于

2019年4月正式发布，是国内最先推出的下一代LSP产

品。目前已有多家高校图书馆使用其产品，包括南京

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及南京邮电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图

书馆。同时，江苏图星的主要股东超星集团，作为国内

知名的数据资源提供商，正在致力于超星微服务产品

的研发与推广，其产品超星智慧图书馆微服务平台与

Libstar形成互补[22]。

（2）META。作为国内高校图书馆ILS市场中占比

最高的江苏汇文公司，于2019年10月正式推出下一代

图书馆服务平台——META。目前哈尔滨工程大学图

书馆将原有的江苏汇文Libsys系统上升级到新一代的

META产品[23]。

（3）DALIB。2016年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推出

智慧图书馆数据服务平台DALIB。2018年维普资讯与

多家图书馆联手共同创立智慧图书馆协同创新联盟，

重庆大学图书馆与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作为联盟成员

采用DALIB。2019年10月，新一代的智慧图书馆整体解

决方案v2.0：智慧图书馆建设框架——VIPLIB发布，并

于同年12月成立重庆维普智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维普智图”）[24]。

据最新消息，维普智图与汇文软件两家公司正式

缔结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智慧图书馆整体

解决方案”，标志着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的厂商也走向了

“资源商+软件商”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对我国图书馆

界的LSP建设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4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选择与思考

4.1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产品的横向比较

根据目前国内图书馆ILS的使用情况以及目前LSP
市场发展现状来看，已经推向市场并且比较适合国内

图书馆的LSP产品有4款：国外的Alma，国内的META、
Libstar和DALIB。这些产品虽然属于不同软件厂商，但

核心功能近似，均能够满足图书馆在全媒体的资源管

理、全流程的统一管理、全网域的资源发现等方面的基

本需求（见表3）。
当然，不同产品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主要集中在

由于技术架构不同带来的服务模式的区别以及产品在

扩展性和开放性上的差异（见表4）。
Alma作为最早推向市场的LSP产品，其架构受制

于当时的技术水平，采用的SOA模式，相比于近几年在

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微服务来说，其扩展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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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成立的公司，其开发人员都是从事图书馆软

件研发多年的专业人才，Libstar作为该公司第一款产

品，其软件质量与后期服务如何还有待于市场的进一步

检验。

DALIB严格来讲并不能算是真正的LSP，主要是从

数据角度出发，强调数据驱动智慧，根据数据分析来提

供智慧门户的建设以及数据管理服务；而其他3款LSP
产品则更关注于平台的架构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图

书馆的业务与服务提供支持。

一个成熟且活跃的用户交流平台将有助于用户之

间、用户与公司的深度沟通与合作，有利于产品的推广

与完善。Ex Libris早在2003便成立了Aleph 500中国用

户联合会，2006年更改为艾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

联合会（CCEU），作为公司各类产品用户共同的交流

平台，并每年举行用户年会，与用户共同探讨产品使用

中的问题和经验；DALIB的用户于2018年成立智慧图

书馆协同创新联盟（简称智图联盟，SLU），但联盟主

要致力于推进我国智慧图书馆的创新与实践，而不仅

是DALIB产品本身的交流；而对于META与Libstar，还

没有用户交流平台，用户的需求与反馈仅能通过通信工

具与公司进行沟通。

4.2  市场需求角度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产品选择

一个ILS的使用周期可能长达10年甚至更久，出于

经费、技术及用户使用习惯等方面的考虑，图书馆一般

不会轻易更换现有系统。一般来说，图书馆的升级决策

只是迫于一些原因作出的无奈选择，如因软件供应商

的兼并整合所带来的产品策略变化导致产品停止更新

和维护，或者希望通过新技术的使用来解决现有问题

与满足未来需求。当前图书馆市场的LSP产品还处在不

断开发和完善的阶段，其功能远没有达到很好地支持

智慧图书馆的要求，对于部分已经实施下一代图书馆

服务平台的图书馆，受限于产品的固有模式，一些问题

仍然无法得到彻底解决；而大部分图书馆则可能更倾

向于待产品进一步成熟时再进行实践。

当图书馆决定从ILS升级至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

表3  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核心功能

统一资源管理

统一元数据管理

统一检索服务

大数据分析决策

多终端应用

智慧化功能

云服务

开放平台

纸本、电子、数字资源的统一管理

中央（全球）知识库

集成资源发现系统

充分发掘数据关联规律

PC、移动端、大屏幕

多种智能技术，创新智慧服务

多租户模式，即开即用

SOA或微服务架构、开放API数据接口

核心功能 内容描述

表4  不同LSP产品主要技术参数比较

Alma

META

Libstar

DALIB

SOA

微服务

微服务

SOA

相对固定

可定制

可定制

可定制

ProQuest

EBSCO、

维普

超星

维普

学术与研究型

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

为主

高校图书馆与

公共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

厂商主导，产品

联盟参与

厂商主导

厂商主导

图书馆定制，

开发商承建

中国用户联合会

（CCEU）

-

-

智图联盟

（SLU）

否

否

否

否

低

中

中

低

低

中

中

低

公有云

公有云

私有云

混合云

公有云

私有云

混合云

本地混合部署

图书馆服务

框架

图书馆服务

平台

图书馆服务

平台

数据服务

平台

定  位
服务

架构
服务模式

是否

开源
可定制性 扩展性 开放性 适用类型 开发模式 交流平台

合作

数据商

要差一些，可定制性也相对固定；但Ex Libris作为数据

商ProQuest的全资子公司，使得Alma在以元数据管理

为核心的中央知识库建设上较其他3款产品更具优势，

同时该公司旗下的发现系统Primo和Summon也使得其

在资源获取上更加便捷。

与Alma比较，META与Libsta r推出较晚，均为

2019年才正式发布，二者均是基于微服务架构开发，且

都支持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3种部署模式，服务更加

灵活。其中江苏汇文META与Alma比较，二者都有多

年的ILS开发经验以及良好的用户基础；江苏图星作为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选择与思考董京祥，屈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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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时，将面临LSP产品选择的问题。除上述LSP产品本

身在核心功能和技术参数，乃至服务上的差别之外，图

书馆选择LSP产品时还需要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进行考

虑。市场需求指的是一定的顾客在一定的地区、时间、

市场营销环境和市场营销计划下对某种商品或服务，

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影响市场需求的因素有很

多，而对于图书馆管理系统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有2个，

即产品的价格和用户的偏好。

对于国内大多数图书馆来说，产品的价格可能是

各图书馆首要考虑的因素。由于国外ILS一般都相对

较贵，国内用户并不多，选用的产品主要有Ex Libr is
的Aleph、Innovative的Millennium（INNOPAC）、

SirsiDynix的Symphony（Unicorn）和Horizon。目前

Innovative已经被收购，其产品Sierra是否会与Intota
一样，产品走向尚不确定；而SirsiDynix的BLUEcloud
套件目前并不被看好，在国内尚未有用户使用；只有Ex 
Libris的Alma发展良好。作为最早的LSP，Alma在国外

的图书馆服务平台市场尤其是学术图书馆中占主导地

位，是国外多数图书馆首选的LSP升级产品，Breeding
在其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是Innovat ive还是

SirsiDynix的用户，尤其是学术图书馆用户在选择新的

平台时，选择Alma的意向远高于其他产品[25]。如果图

书馆的资金雄厚，可以考虑相对成熟的Alma；而对于

国内大多数图书馆来说，国外LSP产品昂贵的价格并不

是一般图书馆所能承受的，选择国产LSP产品是更加可

行的方案。目前国内的下一代LSP产品仅有3款，与ILS
市场相比，选择并不多。

ILS是图书馆最主要的业务系统，不考虑价格因

素，在功能相近的情况下，旧系统的使用将直接影响新

系统的选择，用户的使用习惯会使得图书馆更倾向于

同一公司的升级产品。无论是国外Ex Libri的Aleph还
是国内江苏汇文的Libsys都有很好的用户基础，其用户

在选择LSP产品时，同公司的产品将更具优势，因为作

为同一公司的产品，在软件使用及数据迁移上会更加容

易，后期维护也更有保障，用户使用起来也更加习惯。

不过，Ex Libri的LSP产品Alma要解决软件本地化，以

及软件架构（SOA）造成的如何与其他系统进行对接

等问题；而江苏汇文的LSP产品META，由于刚推向市

场，其能否满足用户的需求还有待观察。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ILS公司都已研发下一代LSP，
那些目前使用ILS产品但该公司尚未推出LSP产品的图

书馆，如果计划升级到LSP平台，就必须面对更换全新

LSP产品的挑战。无论选择哪个产品都要面临更换全新

系统带来的困难，用户将不得不改变以前的使用习惯，

学习全新的系统，熟悉新的业务流程与工作模式，以及

处理不同公司软件系统间的数据对接等问题；此外，新

产品对应用App的研发支持以及开放程度同样值得图

书馆重点关注。

4.3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转型思考

目前，国内很多图书馆正在积极地进行下一代智

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调研与实践，希望通过下一代或

者新一代LSP平台的采用，来提高图书馆的核心服务

能力，以满足“智慧图书馆”环境下的用户需求。但大

多数图书馆对于LSP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自身需求的

层面，考察系统的功能是否能够满足纸、电资源的一体

化管理，是否能够支持PC、移动端、大屏幕的多终端应

用，以及是否能够提供大数据分析、可视化监控、自动

化运维等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或需

求；而对LSP能否提供个性化、智慧化服务，并不是真

正的清楚或者根本不关心，仅仅是因为“智慧图书馆”

的建设需求而进行升级。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升级与转型，不仅仅是

对一个软件的简单选择，更是在探索图书馆未来的智

慧化发展方向，单纯依靠一个技术上的集成管理平台，

并不能满足智慧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需求。智慧图书馆

的建设，不仅需要智慧化服务平台的支持，更需要与之

配套的组织机构、业务模式与智慧馆员。新技术与新平

台的应用，将使得许多原有的业务内容、机构设置、管

理制度等不再适用，图书馆应整合机构设置、重组业务

流程、优化馆员配置，以适应“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更好地支持智慧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5  结语

在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大背景下，升级到下一代图书

馆服务平台的需求已提上日程，图书馆在进行产品选

择时应对市场上的LSP产品进行深入调研，并结合本馆

的实际情况，明确自身的真实需求，以决定是否以及何

时进行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实践探索。

图书馆软件行业的整合与兼并，使得可选择的产

品变得更少，图书馆在产品价格、系统功能以及厂商服

务等方面的话语权越来越小。图书馆应在各种联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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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JALIS、SLU等）的带领下走联合建设的道

路，利用开源的技术和平台框架（如FOLIO），打造一

个由图书馆主导，系统商、数据商、服务商及独立开发

者等多方参与的生态环境，构建一个可持续支持图书

馆创新发展的开放平台，共同推进图书馆管理系统的

升级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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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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