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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工程概况

1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数字图书馆合作与推广

国家数字图书馆分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国家数字图书馆区域与行业全覆盖



2010年12月15日，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京正式启动

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启动



数字图书馆合作与推广

“国家数字图书馆分馆服务组”更名为“国家数字图书
馆推广组”。

职责：承担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推广与服务工作；组织开展国家数字图书馆
资源建设、标准规范、资源服务等培训与宣传推广工作。

国家图书馆关于部处内设机构调整的通知

——2011年1月13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2011年5月31日上午，文化部在青岛召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工程建设工作。
会上正式下发了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通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目标



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

一库一网 三平台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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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数字图书馆



海量分布式公共文化资源库群

建立若干数字资源建设中
心、数字资源保存中心和
数字资源服务中心，构建
分级分布式公共文化服务
数字资源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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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分布式公共文化资源库群



建设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数字图书馆服务平台

科研院所
企事业单位
研究型用户

为立法与决策工作提供信
息服务

提供深层次、专业化信息
与知识服务

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数字图书
馆服务

提供基于移动通信网的移动数字图书馆服务，基于广播
电视网的数字电视服务。

中央与地方
各级政府

社会公众
未成年人
残疾人

等特殊人群
应用
新技术

数字图书馆
服务平台

一库

一网

三平台



支撑——经费保障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申
请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专门
用于省馆和地市级图书馆的
网络设备和硬件设备的购买。
其中：省馆经费300万元，
市馆经费150万元。全国共
33个省级馆、425个地市级
馆，分三年由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3.3995亿元，带动地方
财政投入4.011亿元。

西部地区

· 由中央财政

80%投入

· 地方配套投入

20%

中部地区

· 由中央财政

50%投入

· 地方配套投入

50%

东部地区

· 由地方财政全

额投入

· 中央以奖代补，

并在资源、技术、

人才方面给予倾

斜



支撑——软件系统

文献数字化系统

数字资源

组织系统

文津搜索系统

数字资源

发布与服务系统

数字资源

保存系统

唯一标识符

系统

版权管理系统

统一用户管理

系统

数字图书馆
软件系统



支撑——标准规范

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

数字对象
描述

数字资源
组织管理

数字资源服务

基于数字资源生命周期
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



支撑——人才队伍

专业技术、业务管理、前沿理论等

实地授课、业务参访、学术研讨等

全国性、省级和市县级培训



建设规划

推广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理念、技术、标准

形成覆盖全国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

建设分级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
2011-2012

基础构建

网络建设

硬件搭建

启动资源建设

2013-2015

全面推广

软件部署

资源建设

服务推广



数字图书馆合作与推广

撤销“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组”，设立“推广工程建设
协调组”和“推广工程培训与资源建设组”。

国家图书馆关于部处内设机构调整的通知

——2014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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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工程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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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工程大事记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2011年5月，文化部在青岛召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会议，下发《关于实施“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通知》，决定于“十二五”期间在全国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2011年9月，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传达了李长春同志和蔡武部长的重要批示

精神，对加快推广工程实施提出了明确要求。会后下发《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省、市级硬件配置方案》。

工程大事记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文化部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召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快实施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意见》，全面总结了工程实施以来的进展情况。

工程大事记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2013年10月，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并同期举办“数字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战

略”高级研修班，明确下一阶段工程工作思路，加强数字图书馆人才保障。

工程大事记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2014年12月1日至3日，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全国少儿馆馆长培训班在北京举办,少年儿童图书馆正式

纳入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实施范围。

工程大事记



15省馆

52市馆

33省馆

474市馆

40省馆

479市馆

实施范围



6.75 亿元

2.36 亿元

中西部硬件平台建设

数字图书馆总投入

 截止到2015年6月，中央财政分两批投入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共6.75亿元。

在中央财政投入的带动下，各地对数字图书馆总投入超过9.11亿，长效经

费投入机制逐渐形成。

经费投入方面



网络互连互通方面
全国数字图书馆硬件平台标准化建设基本完成。



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网络全面联通。

 已完成52家图书馆与国家图书

馆的虚拟网联通，并可以通过虚

拟网实现数字资源的访问。28

个省（区、市）开展省内虚拟网

搭建工作，累计联通地市级图书

馆219家。

 已完成36家副省级以上

图书馆的专网建设工作。

网络互连互通方面



软件平台部署方面

统一用户
管理系统

唯一标示
符系统

政府公开信息
整合服务平台

版权信息
管理系统

 截止2015上半年，国家图书馆完成系统部署共计181馆次，推广

工程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实名用户已超过584万人。

实名用户：584 万人

181 馆次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截至2015年6月底，推广工程

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已发布

政府信息数据65万余条；

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累计

发布数据290余万条。

软件平台部署方面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2013年，推广工程移动阅读平台上线运行。

目前共有146家图书馆完成了分站建设，实现

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同步覆盖。

为广大读者提供7万余册优质电子图书及

500余种电子期刊资源。

截至2014年底，平台使用量达2084万次 。

平台提供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对推

广工程共享资源的访问。

软件平台部署方面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联合全国38家省馆、473家市馆共同开展资源建设。

自建数字资源元数据仓储建设20万条数据。

向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共享数字资源总量超过140TB。

资源共建共享方面



160万余册中外文图书

1000余种中外文期刊

500余种中文报纸

23万余篇学位论文

18万余篇档案全文

100余部工具书

2500余场视频讲座和地方戏曲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2. 加强对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和利用工作，实现中
华文化信息的长期保存

加强对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和利用工作，实现中华文化信息的长期保存。

政府决策 企业经营 网络安全 人民生活

近年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将网络资源采集视为互联网时代数字图书馆文献资源保存的基本
职能之一。截至2014年12月底，国图信息网络保存项目已采集了大量的政府网站、企事
业单位网站和其他社会各类网站，并开始尝试保存重要的国外网站。目前存档资源总量约
58.6TB。2015年国图网络资源采集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预计年采集量将超过50TB。



数字图书馆服务水平整体提高

基础性服务

援疆援藏服务

服务宣传推广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以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和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协作平台，

面向各级党政机关提供立法与决策工作提供信息服务。

服务：拓展服务平台



 推出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网，为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及研究型用户提

供深层次、专业化信息与知识服务。

服务：拓展服务平台



 打造军营数字图书馆，满足部队官兵精神文化需求，为军队文化建设提

供保障。

服务：拓展服务平台



为中国8300余万的残障

人群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数

字图书馆服务。

服务：拓展服务平台

建设

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

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



 拓展国家少儿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内容与服务方式，结合年儿童多层次多样

化的需求，服务拓展到全国少儿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社区和农

村，为少年儿童提供服务。

服务：拓展服务平台



2.5 人才队伍建设有序开展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截至2014年底，举办全国性各

类培训班共49期，培训人员超过

4500人次。

 各省共开展区域内数字图书

馆专题培训280次，培训人

员5万余人次。

 网络书香讲坛在线培训平台

累计培训近29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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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工程近期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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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

2015年6月18日，《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正式出台。这一管理办
法的发布，对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各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完善工作机制，提高
工程的科学化水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种全会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要求，具有重大意义。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加强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

2015年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就“加强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先后作出若干
重要批示，上半年文化部按照中央要求，研究起草了《文化部关于加强重点文
化惠民工程服务效能建设有关情况的报告》。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和肯定。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



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 面向“十三五”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作

文化部关于加强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服务效能建设有关情况的报告
（基本内容）

加强统筹协调，推动重大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共建共享

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规范开展

加强效能评价，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于推动落实社会力量参与的相关政策，激发文化惠民工程
发展活力



推广工程“十二五”成果展地方优秀案例征集

2015年是推广工程“十二五”规划的收尾年，推广工程拟于图书馆年会期间举办“十二五”
成果展，总结工程实施五年来的经验，向社会各界展示并宣传推广工程建设成果，扩大工程
的影响力。近期向全国各地方省、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征集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方面的优
秀案例素材。

征集类型

• 文字

• 图片

• 多媒体资料

• 数据

征集内容

•技术研发与新媒体

应用

•数字资源建设

•服务推广

•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合作

•其他

征集流程

• 案例申报

• 案例评选

• 公布评选结果

并颁奖

• 汇总整理案例

• 举办展览



基层图书馆数字资源提升活动

电子图书

10%
报刊论文

8%

历史文献

34%

综合平台

28%

数据库

5%

图片库

7%

视频库

8%

TB

推广工程通过建设
覆盖全国的专网和
虚拟网，已向全国
各基层图书馆共享
了140TB大小的数
字资源。



基层图书馆数字资源提升活动

网络信息

26万余条

图片资源

5万余幅

音视频资源

6000余集

9000册电子图书

200种电子期刊

2015年，为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图书
馆的资源建设支持，推广工程计划
向全国县级以上基层图书馆推送总
量为4TB的数字资源。

此举旨在缓解我国区域、城乡文
化资源发展水平不均的现状，提
升基层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保有
量，进一步强化基层数字图书馆
服务能力。

总计
4TB



基层图书馆数字资源提升活动

• 提升基层图书馆资源保有量和服

务能力

• 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活动目标

• 硬盘资源封装推送

• 专网和虚拟网共享推送方式

• 2015年9月底前完成资源封装

• 2015年底前完成基层馆部署工作时间进度

全
国
基
层
图
书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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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3
推广工程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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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工程“十三五”建设思路

本着“传承、创新、开放、融合”精神

开展“一云一库一网”建设

搭建国家公共文化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云、中华文化资

源总库、多重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为支撑

全力构建公共文化的线上与线下一站式服务

努力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



1

依托完善的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按需向
各类文化机构提供虚拟主机、云存储空间，实
现PB级数据分布存储与处理，实现基础资源
的按需分配与管理，降低各类文化机构互联网
服务门槛和投入成本，加快信息知识分享和资
源创新。

推进公共文化的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业态

构建国家公共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云



1

依托搭建的基础设施云，实现基础设施的集中
运行监控和统一安全保障，实现全国公共数字
文化资源的管理调度和大数据挖掘分析，提供
数字版权管理、数据分析等职能，引导公共数
字文化的应用创新及成果转化。

2

推进公共文化的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业态

建设全国公共数字文化管理中心

构建国家公共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云



以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搭建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和专网为基础，进一
步将网络范围拓展到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馆，向农村、城市社区等
基层纵深发展，支持各类文化服务机构间资源与服务的全面共享。

重点项目：构建公共文化网络云

构建国家公共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云



在基础设施层面，构建覆盖全
国的公共文化网络云，构建高
通用性、高可靠性、高可扩展
性、成本低廉的云计算、大数
据平台，向各级文化机构提供
综合性一体化服务。

重点项目：基础设施云平台搭建

构建国家公共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云



建设中华建文化资源总库

1. 通过多种方式丰富中华文化资源总库内容

电子书、报纸期刊、有声读物、音视频资
源、地方文献及少数民族文献、各文化惠民
工程以及海外文化交流中心的中华文化信息
资源

自建 征集 商购

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馆
文化馆
群艺馆
演艺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机构

涵盖

形
式



1. 通过多种方式丰富中华文化资源总库内容

2. 全面整合文化信息资源

将传统线下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信息

与数字文化资源等精品内容之间形成关联

依托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进
行文化内容推送

形成国家级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和公众周边
文化服务资源的融合。

建设中华建文化资源总库



每年一百种精品电子书 每年一百种期刊报纸 每年一百种精品公开课

重点项目：实现“三个一百”建设目标

建设中华建文化资源总库



3. 加强对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和利用工作，实现中华文化信息的长期保存

政府决策 企业经营 网络安全 人民生活

依托完善的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云，搭建网络信息采集平台、保存和利用
体系，实现对网络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分析、挖掘，提高网络信息的分析能
力和利用水平，为政府决策、企业经营、网络安全和人民生活提供重要的信息
素材，实现文化信息的保存和中华文明的传承。

重点项目：网络信息资源的保存保护工作

建设中华建文化资源总库



建设国家公共文化信息综合服务网络

多
屏
发
布

1. 拓宽公共文化资源传输渠道，实现多屏发布服务

灵活运用宽带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等手
段，拓宽公共文化资源传输渠道

通过统一的内容传输平台，为移动终端设备、计算机终
端设备、电视终端设备、公共场所服务终端设备、基层
文化服务中心专用设备等终端服务设备提供丰富的数字
文化服务内容，满足用户在不同屏幕终端之间无缝切换
阅读浏览的需求



零
门
槛
服
务

2. 扩大服务覆盖面，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通过各级图书馆的分馆、流通点、文化馆、基层文化中
心，把数字图书馆服务延伸到城市社区、农村乡镇，促进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互联互通。

为每个公民提供文化信息资源发现与获取服务，为各级各
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供资源保障与信息发布资源平台。

构建国家公共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云



线上
服务

线下
活动

信息发布

书刊阅读

视听资源

公开课

演出

展览

讲座

培训

参观

O2O
文化
服务
格局

全面融合线上信息发布、书刊报阅读、视听资源欣赏、
网上公开课学习，实现线下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线上服
务的互补

整合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的展览、培训、活动信息发布及
在线数字资源整合展示，完成省级33个图书馆、32个文
化馆、119个博物馆、39个美术馆共计223个场馆的覆
盖，从而形成国家级数字文化资源、公众周边文化服务
一体化O2O文化服务平台。

重点项目：打造O2O文化服务平台

构建国家公共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云



在“十三五”期间，推广工程将继续围绕“促进全
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这一主题，依托“网络书
香”这一活动品牌，继续推动开展一系列线上线下
服务活动。工程将通过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活
动举办方式，根据不同受众群体需求，为广大读者
提供更加定制化的服务活动。

重点项目：开展系列品牌服务活动

构建国家公共文化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云




