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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机遇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战略构想。实现这一构想，既需要

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

流的“软”助力。

一、前言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

习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把”一带一

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同志指出：“ 抢抓文化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化部原部长蔡武同志指出：“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坚

持文化先行”。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传承和发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

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

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文化交流活动。

一、前言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专章中提出：共创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广泛开

展文化等领域合作。

 文化部关于印发《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的通

知中指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切

实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创新发展。在《计划》中提出四方面

重点任务：一是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包括国际交流机制中

的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国内合作机制建设）；二是完善”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包括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丝路国际艺术节、博览会等

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建设）；三是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包括丝路

文化之旅、文化使者、文化遗产长廊等品牌打造）；四是推动”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五是促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合作。

一、前言



图书馆行动项目

 举办或参与论坛。国家图书馆举办亚州图书馆馆长论坛，探索各国图书

馆书目数据共享机制，推进“亚洲数字图书馆”建设； 举办中国阿拉伯

国家图书馆馆长论坛，就共同关注问题进行研讨；参与丝绸之路国际文

化论坛，提出共建丝绸之路图书馆联盟与丝绸之路数字图书馆倡议 。上

海图书馆举办“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喀什 机遇--上海喀什论坛。等等。

 互办展览。国家图书馆“美丽的中国”图片展在伊朗国家图书与档案馆

举办，伊朗国家图书与档案馆“美丽的伊朗”图片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辽宁省图书馆“中国传统节日系列图片展”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举办。

等等。

一、前言



图书馆行动项目

 开展文献互赠与交换。如上海图书馆的”上海之窗“遍及”一带一路

“沿线28国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重庆之窗“设立哈萨克斯坦”国家

图书馆；泰国、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驻穗领馆向广州图书馆新馆赠书。

等等。

 建立“一带一路”公共图书馆地区联盟。2016年11月，盐田区图书馆

、金陵图书馆、浦东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合肥市图书

馆、扬州市图书馆、镇江市图书馆、连云港市图书馆、铜陵市图书馆、

舟山市图书馆等十余家图书馆，签署了

“一带一路”公共图书馆联盟倡议，结

成长期、全面的共建伙伴关系，促进

公共图书馆间“一带一路”文献的互

联互通。



一、前言



图书馆行动项目

 输出技术服务模式。内蒙古图书馆为蒙古国援建“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

”十个站点，并对蒙古国国家图书馆给予技术、运行及设备上的支持，同

时，为蒙古国国家图书馆选派来的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促进“数字文化走

进蒙古包”这一技术服务模式落地蒙古国。

一、前言



图书馆行动项目

 金陵图书馆携手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一带一路”古代地图展。

一、前言



图书馆行动项目

 开展“一带一路”数据库建设。如浙江大学图书馆开展“一带一路”

专题文献数据库建设，拟构建《区域研究数据库--一带一路》《国

际贸易研究与决策支持系统》《列国志数据库》三个数据库。

 提供“一带一路”专题数据库服务。如多家图书馆采购国研网的

《“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平台》数据库及其他机构的相关数据库产

品对外提供服务。

......

一、前言



社会相关项目

 世界知识出版社、央广视讯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

打造数字富媒体产品“一带一路图书馆”、合作推进文化产品版权输出、搭

建海内外数字文化版权交流平台为核心，联合开展“一带一路”数字文化工

程项目建设，此为国内领先、汇聚政企优势资源、融合“一带一路”和“互

联网+”双层概念的文化信息产品。

一、前言



福建海丝行动计划

 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在《求是》杂志第17期刊署名文

章《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

 2015年3月中央确定福建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

区。

 福建发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

。

一、前言



海丝文化项目提出

基于福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前期建设成效与存在不足，经过

充分调研与论证分析，2015年福建省图书馆经省文化厅向省发改

委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数字文化长廊”项目构想，拟通过契

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落实国家数字文化工程建设部署的项

目设计与实施，来综合推进我省文化建设，构建覆盖我省城乡、

辐射延伸海外、实用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探索与建立

我省与海上丝绸之路 周 边 地 区 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新渠

道，实现我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一、前言



项目列入规划

目前项目被列入：

 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

 《福建“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专项规划》

一、前言



总体概况

 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建立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省级节点文化云

平台）。

 建立支持海内外文化资源协作共建共享的软件支撑

环境与合作机制。

 实施“福建文化记忆”数字影像记录工程，建立了

较为丰富的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

 实施科技创新带动，构建特色信息服务应用。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前期成效，为项目实
施奠定良好基础

二、项目基础与优势



（1）全省公共图书馆资源建设协作网初步建立

构建了全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云平台，建立了覆盖省、市、县三级公

共图书馆的虚拟专网；部署实施全省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采编发平台各级中

心应用，建立支持全网资源协同建设与共享机制实现的技术支撑环境；建

立移动服务网络。



（2）福建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建设有计划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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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群子库规划建设36个

利用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图书馆技术，重点开展由闽南文化、客家文化、
妈祖文化、畲族文化等36个地方特色文化专题构成的“福建文化记忆”数字资
源库群建设。

截至目前，我省有28个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建设项目获得文化部批准立项，
电视专题片建设数量达309集，完成148集。



《闽南文化》成品 闽南文化专题资源数据库



（3）特色服务应用越来越丰富

全景数字图书馆 手机图书馆

残疾人无障碍图书馆

博学网络学习中心
“八闽悦读”

电子图书阅读平台“文化一点通”

美国（纽约）闽侨文化中心
数字体验馆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断丰富特色服务应用，完善终端服务方式与手段 。





福建海丝文化资源丰富，遗存众多。全省国家级文保单位137个，
省级文保单位877个（2013年）；共有7个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非遗名录，其中南音、妈祖信俗、中国剪纸（漳浦、柘荣）、中
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闽南民居）共4个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
技艺共2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
木偶戏传承人培养计划》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是我
国迄今在国际非遗保护三个系列上获得大满贯的唯一省份。

南音 中国剪纸

中国传统木结构民居营造技艺

 海丝文化底蕴深厚，为资源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总体概况



中国木拱桥营造技艺

水密隔舱福船制作技艺



（1）通过“福建文化记忆”项目实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

《闽南文化》

《客家文化》

《妈祖文化》

《船政文化》

《闽台宗祠文化》

《畲族文化》

《福建古村落》

《福建工艺美术》

《福建古廊桥》等



（2）海丝文化活动和文艺创作活跃

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北京）、中国·海

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图片展（联合国）、《丝路梦寻·海》献

演上海“亚信峰会”、《丝海梦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法国

欧盟总部、台湾等地献演。



 福建拥有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

文献史料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是由闽台两岸人民共同开辟和经营，至今仍

是连结福建、东盟、台湾的重要纽带（东盟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

总体概况



不足与差距

 虽然全国相关地区都陆续开展了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保护

工作，但合作协作不足，缺乏完整性。

 如何利用新技术实现文化更生动、更广泛的展示与传播方面，整体

局面尚待突破与提高。



理念与思路

契合国家战略，通过海丝数字文化项目带动，促进十三五
时期福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持续性发展。

海丝数字文化长廊项目将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智能化等现代信息技术，采用文化部颁布以及国
家数字文化工程推荐的技术标准，依托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美术馆、纪念馆和档案馆，建立：

 分级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
 覆盖全省、连接周边、延伸海外的海丝数字文化服务网络；
 集海丝文化信息资源展示、开放式信息资源采集与服务、网

上文化交流合作、文化电子商务功能为一体的海丝文化信息
资源服务大平台；

二、项目目标与实践



理念与思路

借助个人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等媒体，以互
联网、移动通信网、广电网为通道， 为广大用户提供文化内
容欣赏、自媒体、旅游、网上文化商贸等服务。同时，面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提升我省乃至我国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目标与定位

·建设目标：海丝数字文化
长廊项目将建设“一库二网
二平台”。“一库”即
海丝文化资源库；“二
网”即海丝文化资源建
设协作网和海丝文化资源服
务协同网；“二平台”即资
源展示平台和文化电商平台。

·服务定位：立足福建、
连接周边、延伸海外。



目标1

海丝数字文化资源涵盖海丝历史与文化遗产资源，以及当代

舞台艺术、海丝文献等内容。包括海丝航线、科技、贸易、文

化交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非遗、艺术、动漫、遗迹、 文

献、文化产品等主题内容资源。

 构建海丝资源数据库

古代海丝

海丝航线、海丝科技、海丝贸易、海丝文化交流、海丝历史人物、

海丝历史等事件。

当代海丝

遗迹、遗址、遗珍、艺术、动漫、网游、文献等



 构建资源建设协作与服务网

 “资源建设协作网”：
完善海丝核心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化馆、美术馆、纪念馆和档案馆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计，

统筹规划，统一标准，构建开放协

作的海丝文化资源协同建设与共享

体系，推动我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再上新阶。

 “资源协同服务网”：
多层面构建海丝文化传播体系，

采取数字体验馆、数字示范馆、

数字服务驿站等形式构建服务应

用。同时，延伸海外讲好“中国

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提高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目标2



海丝数字文化体验馆与服务驿站建设构想

重点建设：
海丝数字文化地市体验馆：

 设立100平方米展厅，按

体现海丝、八闽文化的风

格统一装修；

 配置大屏幕投影系统、互

动触摸屏、自动讲解系统

等硬件设备；

 部署数字资源综合展示系

统、数字资源查询检索系

统、海丝文化地理信息系

统、海丝文化APP，为市

民提供新颖的文化内容体

验。



海丝数字文化体验馆与服务驿站建设构想

 县级展示体验馆：依托全省56

家区县图书馆/少儿馆进行建设

。每个规划面积为50平方米，

配置展板、红外触摸屏、投影仪

、3D电视等设备，为百姓提供

新颖的文化内容体验。

 基层及海外服务驿站：依托街道

乡村公共图书室、社区文体活动

室、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

院、华人商会等建设。每个基层

服务驿站规划面积为20平方米

，配置电脑、触摸屏等设备，为

百姓提供新颖的文化内容体验。



 打造二个平台

目标3

 文化资源展示平台：



目标3

 海丝电子商贸平台：建设研究构建“海上丝绸之路数字文

化长廊”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资源展示与文化产品交易相融

合的文化服务空间，为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网络文化贸易提

供平台。以文化产业化建设与运营为主，引入民间资本参与

建设与运营。



建设内容与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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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数字文化长廊标准规范建设

海丝数字文化服务技术支撑平台建设

４ 海丝数字文化专题资源库建设

５

探索与实践

海丝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海丝数字文化云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在我省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基础上构建海丝数字文化云，根据目标需
求，对我馆原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健壮其服务能力。原机房内建设有两个云
计算基础设施平台，采用机架式服务器架构以及IPSAN存储区域网技术搭建。
其一是基于VMware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平台，由5台四路服务器组成，目前部
署了82台虚拟机服务器；其二是基于华为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平台，由4台四路
服务器组成，目前部署了32台虚拟机服务器；以上两个云计算基础设施共享9
台存储服务器总计782TB存储空间以及2台万兆光纤交换机。

1. 海丝数字文化云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海丝数字文化长廊标准规范建设主要包括机房、网络、硬件、软件、
数据库等标准建设内容，优先选择国家数字文化工程推荐标准，包括：

 地方文献数字化加工标准规范

 地方文化资源元数据加工规范

 数字资源编目规则

 数字资源加工格式规范

 数字资源元数据规范

 数字资源知识组织分类标准规范

 ......

2. 海丝数字文化长廊标准规范建设



重
点
研
究

开放式资源采集系统构建

多国、多结点资源协同建设与共享系统构建

资源内容组织、管理、发布与展示技术

海丝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构建

VR\AR技术应用

3.  海丝数字文化服务技术支撑平台建设



面向社会应用，研发开放式资源采集系统，构建手机端应

用平台和资源采集管理平台。实现智能手机资源信息的采集和

上传；实现对上传资源信息的审核，资源方案点的管理，资源

的采集展示，资源积分，优秀资源信息的排名，资源采集奖励，

奖励资金分配等多项管理。

（1）开放式资源采集系统



（1） 开放式资源采集系统



台

多国多节点资源协同共建共享平台构建数字资源采编发多点协作

技术支撑环境，研究协同机制的技术实现，着力解决三个关键技术问

题：

 其一是突破之前元数据集中、对象数据分布式存放概念，建立元

数据、对象数据按需集中、完全分布式存放的新技术模式。完全

分布式架构中每个节点都可以独立提供服务；

 其二是突破之前数字资源整合汇聚方式，实现资源一处建设，全

网各节点同步共享；

 其三是突破各自为阵、互不相关的资源服务格局，建立基于知识

发现与对象数据传递的资源联合服务系统。

该平台已全省公共图书馆成功部署应用。

（2）多国、多节点资源共建共享系统



根据资源内容与服务需求，运用适用技术研究多种资源展示方式：

 传统多媒体展示方式

 WebGIS展示方式

 手绘地图展示方式

 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展示方式

 VR\AR展示方式

（3）丰富资源展示方式



资源展示方式
1、传统多媒体展示方式



资源展示方式
2、WebGIS技术应用展示方式 。WebGIS是Internet技术应用于GIS开发的产物。

是一个交互式的、分布式的、动态的地理信息系统.

历代海上丝绸之路线路地图及古遗址与文化展示



GIS丝绸之路地图

历史轨迹

不同时期
路线变革

重要历
史节点

重大历
史事件

文物保护



资源展示方式

3.手绘地图展示方式



资源展示方式

4.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展示方式



资源展示方式
5.VR/AR技术应用展示方式



4. 海丝数字文化专题资源库建设

 构建以“福建文化记忆”、“闽侨文化记忆”、“闽台宗祠

文化”为核心的各类文化专题数据库。

 构建海丝基础地理数据库。

前者以文字、图片、数字三维模型、声音、动画、360度全景
影像、高清视频等形式展现。

后者包括：不同分辨率的遥感影像、数字地形模型（DEM）、文
化地图，形成以栅格和矢量空间数据等形式的数据内容。

重点建设：



具体任务：

资源建设

公共图书馆、
档案馆海丝文献资
源的收集、整理与
数字化加工

海丝文化遗址
数字化建设

演出院团的相关
海上丝绸之路的戏剧、
音乐、舞蹈等资源的
整理与数字化加工

海丝非遗项
目数字化建设

重点开展

……

闽台宗祠
文化工程

福建文化
记忆

闽侨记忆
工程



数据库要素分类与存储参数列表

序
列

所 属
专题

文化实体 特征要素 数据格式 云数据库存
储系统

1

福 建

文 化

记 忆

工程

文化保护单

位 (物质文

化遗产)

三维模型

或点云

3dx,obj,rsp HBase HDFS

2 360°全景

图

swf,exe

3 视频 flv

4

非物质文化

遗产

文字 doc,pdf MongoLab

5 图片 Tiff,Jepg,png HBase HDFS

6 音频 mp3/4,wav,wma,DVD

7 视频 Rm,mpeg,mov,asf,wmv,avi

8

海丝文化文

库

文字 doc,pdf MongoLab

9 图片 Tiff,Jepg,png HBase HDFS

10 音频 mp3/4,wav,wma,DVD

11 视频 Rm,mpeg,mov,asf,wmv,avi

12 演出视频 视频 Rm,mpeg,mov,asf,wmv,av HBase HDFS



数据库要素分类与存储参数列表

序
列

所 属
专题

文化实体 特征要素 数据格式 云数据库存储
系统

13

闽 侨
文 化
记 忆
工程

涉侨档案
资料

文字 doc,pdf MongoLab

14 图片 Tiff,Jepg,png HBase HDFS

15 音频 mp3/4,wav,wma,DVD

16 视频 Rm,mpeg,mov,asf,wmv,avi

17

闽 台
宗 祠
文 化
工程

宗祠建筑

三维模型
或点云

3dx,obj,rsp HBase HDFS

18 360°全
景图

swf,exe

19 视频 flv

20

宗祠文化
内容

文字 doc,pdf MongoLab

21 族谱 db SQL DB, RDS,

Cloud SQ
22 图片 Tiff,Jepg,png HBase HDFS

23 音频 mp3/4,wav,wma,DVD

24 视频 Rm,mpeg,mov,asf,wmv,avi



数据库要素分类与存储参数列表

序
列

所属
专题

文化实体 特征要素 数据格式 云数据库存
储系统

25

基础

地理

基础地理数

据

遥感影像 geoTiff HBase HDFS

26 数字高程模

型

27 行政区划图 shp SQL DB, RDS,

Cloud SQ

28

文化地图

矢量地图 shp SQL DB, RDS,

Cloud SQ

29 栅格地图 geoTiff HBase HDFS



数据库建设方案

数据库基本表设
计

数据库建设



借助电子商务新型交易方式，以“一带一路”文化产品、

文化旅游为主要消费内容，打造专题电商平台，通过文化观

摩、欣赏与体验，带动相关产品销售，提升产品价值；探索

实践与“阿里鱼”IP授权交易平台的对接，实现文创产品交

易撮合、以及基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国内及跨境支付等服务，

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6. 海丝文化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6. 海丝文化电子商务平台研究建设



四、认识与体会

图书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

 为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文化支撑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汇聚东西方文明，人口总量约为44亿，占

全球的63%。“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

历经两千多年的古丝绸之路，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遗迹和文

化遗存，充分发撅这一深厚的文化底蕴，

。



图书馆收集、整序丝绸之路文化信息资源，建立丝路文

化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一可以为我国新丝路战略提供历史借鉴与启发；

 二可以透过历史文献、文化遗址、遗迹、遗珍向世界展现我国从

古至今的开放包容、和谐共处、互惠共赢的大国和强国形像；

 三可以发现我国在争端岛屿拥有主权的历史证据与法理依据；

 四可以为我国丝路申遗发挥重要作用；

 五可以更好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助力文化“新丝路”的建立。

这既是响应国家战略部署、提供有力文化支撑的必然要

求，又是丰富图书馆特色馆藏，实现图书馆转型、与国际接

轨的必然选择。

四、认识与体会



 为图书馆文化服务开辟更广阔空间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抢抓机遇，主动作为，把传统

服务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

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开辟更多了解中国的窗口中，

，让中国文化

更好的“走出去”，为不同文明的对话搭建设桥梁，对提升

图书馆的文化服务能力与水平，推动图书馆开拓创新与转型

升级具有积极而又重大意义。

四、认识与体会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通商互信之路、经济合作

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在新的历史

时期，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古老丝绸之路重

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为中国与沿线各国图书馆在内的文化

合作交流带来了新的契机。公共图书馆必须抓住机遇，迎接

挑战，积极承担起为其提供文化支撑的重任，为国家经济和

社会建设奉献一份力量。以上是我馆在“一带一路”文化建

设中图书馆作用发挥的一点初步思考与探索，不足之处，敬

请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