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发展中的图书馆资源建设
与服务



 一、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概念



 2010年12月颁布的《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建设方案》指出，要通过建一库一网
三平台，即通过建设资源建设中心、资源
保存中心和资源服务中心，建设分布式公
共文化资源为库群，形成覆盖全国的数字
图书馆虚拟网，建设覆盖全国、辐射全球
的具有优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交
流平台，借助手机、数字电脑、移动电视
等，以互联网、移动通讯网、广电网为通
道，向公众提供服务。



 二、提高对资源建设与服务重要性的认识



 2011年11月《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的指导意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核心内容是建设覆盖全
国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互联互通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和海
量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形成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
借助全媒体提供数字文化服务。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将进一步
加强资源共享，扩大资源总量，形成规模效益，有效扩充全国
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将全面提升各级
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保障水平和信息服务能力，拓展服务渠道，
丰富服务手段；将推广我国在数字图书馆软硬件平台建设方面
的成果，搭建标准化和开放性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将为广大公
众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数字图书馆服务，
打造基于新媒体的图书馆服务新业态。到“十二五”末，以互
联网、移动通信网、广电网为通道，借助手机、数字电视、移
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使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覆盖全国省、市、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化、信息化、
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新平台、新阵地，
是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
传播范围的重要途径，对于消除数字鸿沟，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有辐射面广、传播速
度快、资源广泛共享等特点，有利于解决
当前制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3年1月，《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十二五”末，建设总量达
10PB的数字资源（其中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
总量达到1000TB，每个省级数字图书馆数字
资源量达100TB，每个市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
源量达30TB，每个县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
量达4TB），服务覆盖3000万有线电视用户、
7亿手机用户，同时100%覆盖全国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各级中心和基层服务点，在全国形
成一个资源丰富、服务快捷、技术先进、稳定
可靠的分布式国家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



 2013年1月，文化部关于印发《文化部
“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
施纲要》的通知：建设覆盖全国的数字图
书馆虚拟网、互联互通的数字图书馆系统
平台和海量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形成完
整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



 是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意见》的重要举措。

 数字化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



 三、资源建设：资源建设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的基础。

 （一）建设的原则：以需求为导向，逐步建设
高质量、特色化、多元化的数字资源体系。

 坚持需求主导、服务为先的原则，了解群众对
公共数字文化的需求，建设丰富适用的数字资
源，加强公共数字文化的惠民服务（2011年
11月《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
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二）建设的方式：自主建设、引进建设
和合作建设等多种建设方式，及包括购买、
数字化加工、网络资源采集等多种建设途
径。



 （三）建设的内容：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主要着力于围绕全国各级数字图书馆服务
需求开展资源建设。

 主要建设内容有地方文献数字化、公开课
资源、专题资源、数字资源的整合、互联
网信息资源的保存等。



 早在2010年，国家图书馆制订的《关于加
快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若干建议》中指
出，“应加快数字资源建设，特别是应加
大投入，建设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建设。”



 2010年，国家图书馆面向全国各省级公共
图书馆广泛开展数字资源征集工作，包括
地方志、民国文献、老照片、家谱、专题
视频和馆藏特色资源。



 《国家图书馆2013年数字资源征集实施办法》
关于地方文献专题库建设的内容有5个方面，
一是反映一个地区建置变迁、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发展变化等各方面重要情况的资料；
二是反映和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资料；三是地
理变迁、地名变更、自然灾害、生态变化的资
料；四是民族变迁、当地民俗、风土人情、社
会人口的资料；五是地方各个历史时期知名度
高、对社会发展起较大作用的名人名家相关各
类型资源。资源类型：图书、期刊、报纸、图
片、手稿信札、书画、谱牒、舆图、档案、年
鉴、年报、音视频资料等正式及非正式出版物。



 国家图书馆《关于开展数字图书馆推广工
程2015年度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的通知》
中讲到，要开展馆藏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加
工，选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较高文献和
历史价值的地方文献进行数字化加工。建
设对象为1949年以来的地方文献，不限于
正式出版物。主要建设内容一为方志，包
括综合志和专志，二为地方文史资料，包
括地方史料和地方人物资料。



 关于馆藏特色数据库的建设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已建设“广东文献题录数据库”、“广东
人物题录数据库” ，还建设了潮汕地方文献数据库。四
川省图书馆已建设“巴蜀文化（地方文献）数据库”，还
建设了馆藏古籍、地方文献、家谱族谱查询数据库。湖
南图书馆已建设“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青海省图书馆
已建设“青海地方文献数据库系统”，辽宁省图书馆已建
设“辽宁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盛京时报’数
据库”、“东北图片数据库”。

 福建省图书馆建设了地方文献专题数据库，陕西省图书
馆建设了地方志数据库。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市县也
开展了对馆藏地方志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如江苏昆山图
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苏州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
常熟图书馆的古籍地方志数据库，温州的地方文献数据
库，湛江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全文数据库。



 贵州省已完成《贵州省志》65部专志和4 部
旧志。设计了13个专题库，即自然地理库，
民族宗教库，基础设施建设库，综合经济
管理库，农业林业库，工业库，金融、商
贸、旅游库，政治、司法与军事库，教科
文卫体库，人物库，图片库，旧志库，提
要库。



 省（市）情信息网是一种新的地方志形式。如
山东省情数据库是国内最早建设的省情数据库，
框架设计包括基础数据库、专题数据库、拾遗
库、年鉴库、全省各地概况库。内容包括山东
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
生活等。黑龙江省情资源网是国内创办较早县
最具特色的数据库，其省情信息库链接有省志
库、市县志书库、年鉴库，内容包括全省121
部省志和153部市县志。福建省情资料库收录
福建省志、地市县志、部门村镇、旧志库、福
建史志近200部数字方志资源。内蒙古自治区
区情数据库收录有年鉴、地方志、部门志。



 上海图书馆占家谱总量的三分之一。2000
年起开始建设馆藏家谱书目数据库。2006
年起将馆藏家谱书目数据库和家谱影像数
据库两个数据库进行了整合，实现了读者
一次检索家谱书目数据。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已建成家谱和广东海南家谱联合目录
数据库，可以从书名、作者、姓氏、始迁
祖、馆藏、出版地和出版时间8个检索途径
进行检索。2001年起，浙江图书馆开始建
设《浙江家谱资源（书目）数据库》。



 专题特色数据库：根据本地发生的特定事
件建立的特色数据库。辽宁图书馆“东北
抗战事件库”、“九一八专题数据库”、
“张学良专题数据库”。甘肃图书馆“沙
尘暴研究专题数据库”。



 图片、多媒体数据库。以当地遗留下来的
图片、照片为来源及将当地的视频进行收
集建立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古籍插图
库”，上海图书馆“图录照片库”、“抗
战图片库”。



 综上所述，馆藏特色数据库建设的类型有
全文数据库、书目数据库、图片数据库、
多媒体数据库等；建设的内容主要是地方
特色数据库，包括地方出版物、地方历史
文化名人、地方历史事件、地方动植物、
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四）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选题缺乏统一的规划和严谨的体系。因此要做
好资源建设规划，合理规划资源类型。

 2、重建轻用，资源无法跨库检索，无法共建共享。
因此要建立用户评价机制。

 3、宣传不够。在上海图书馆前不久邀请第三方评
测公众满意度的调查报告表明，有47.5％的被调查
读者不知道有“市民数字阅读”服务，有36.2％的读
者知道但从未体验过，说明数字资源及其使用远未
达到我们的期待。因此，要通过宣传活页、培训、
阅读推广、主题活动、媒体、图书馆网页等加大宣
传。



 四、资源服务

 （一）完善数字资源服务平台，建设一站
式检索平台，实现不同类数字库资源之间
文献和全文的一站式跨库检索。

 （二）加强移动数字服务能力。要主动将
有关服务嫁接在移动互联网，通过开发和
不断升级具有特色的APP应用，让读者能便
捷享受海量的数字资源。



 （三）利用新的传播方式，提供新的服务
形式：利用微信微博平台，使图书馆数字
资源服务无所不在、无处不在。



 2015年6月至12月，上海图书馆先后在微信
平台上的上海图书馆公众号、支付宝和微
信平台上推出全文阅读服务。



 （四）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读者数字资
源的阅读数据进行监测、收集，分析读者
需求。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